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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 出 土 的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人 骨 中 ’ 和 ) 稳 定 同 位 素 组 成 进 行 了 测 试 分

析。结果表明：人骨样品均可用于食谱分析；由 !$: ’ 和 !$= ) 值综合分析可知，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凤翔地区

秦先民是以 ’> 类植物为主食、辅以少量肉食的杂 食 性 食 谱；经 济 模 式 可 能 为 农 业 与 畜 牧 兼 营，以 种 植 黍、

粟类等旱地作物的农业形式为主，并辅以驯养牲畜；根据墓主与殉人的 !$: ’ 和 !$= ) 值对比分析，推测殉人

可能是与墓主饮食方式较为相近的姬妾或仆从 之 类 的 人；春 秋 中 期 至 战 国 晚 期 秦 先 民 的 食 物 结 构 较 为 稳

定，’> 植物比例与 !$= ) 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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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秦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并创造了灿烂的秦文化。《 史记 · 秦

本纪》记载：殷代末期，秦之祖先中潏，“ 在西戎，保西垂”；到西周中叶，“ 非子居犬丘（ 今甘肃

天水附近），好马及 畜，善 养 息 之。犬 丘 人 言 之 周 孝 王，孝 王 昭 使 主 马 于 汧 渭 之 间，马 大 蕃

息。”因此有功，为奖励其功劳，被“ 分土为附庸，邑之秦（ 今甘肃清水秦亭附近）”［$］。但史料

的记载过于简单和模糊，对秦人来源及早期发展的历史则不很清楚，如秦人及秦文化的来

源、构成，秦文化与其相邻的周文化、戎狄文化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早期秦人生活状况、经济

形态等问题，学术界虽颇为关注，且争论不休，但始终未有定论
［!］。关于早期秦人的饮食结

构及生活方式有无变化的研究更少见有文献记载，因此，目前只能是通过对考古发掘资料的

深入研究来揭示秦先民的食谱特征。

陕西凤翔曾是周室发祥之地，赢秦创霸之区，始皇加冕之处。古时雍州则位于今陕西凤

翔县南，雍，周召康公之采地，秦置雍县，同称歧周，德公建都后，称雍城
［:］。雍城曾经做为

秦都长达 !"> 年之久，又是当时著名的经济都会、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及秦公陵园与祭祀场

所，是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秦人统一天下的一处极为重要的根据地，对秦人和秦文化

研究来说，雍城，即今凤翔，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秦史研究中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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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为了配合陕西东岭 *+, 重点项目建设，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联合组队，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勘探出一处约 -& 万平方米范围

的大型周秦墓地，并进行了发掘。孙家南头墓地是继陕西陇县边家庄、店子墓地之后在汧河

流域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现，有学者经过综合研究认为，孙家南头是先秦都城汧渭之会

所在
［.］，孙家南头秦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对于我们探讨早期秦人的食物构成提供了重要的研

究资料。

根据生物考古理论，人体骨组织的化学组成直接对应着食物中的化学组成，当人们的食

物来源不同时，骨中的稳定同位素组成也就有较大的差异。分析骨中的稳定同位素组成，可

了解先民的食谱，揭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以及迁徙路线，并能获得农业起源与生产

状况、动物驯养等方面的信息
［/—)］。

因此，本文选取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人骨，测试分析骨中的 #
和 $ 稳定同位素，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秦先民的食物结构以及不同时期食谱的变化，揭示和

复原凤翔地区秦人的食谱结构、生活面貌、生存方式等方面的信息，为备受关注的早期秦文

化研究提供新的资料与证据。

%" 人骨处理与测试

!" #$ 样品概况

孙家南头墓地发掘秦墓及车马坑 !&/ 座，其中多个墓葬有殉人陪葬。根据出土人骨的

保存情况，选取了 %. 个人骨样品，样品编号、性别、年龄、时代、取样部位等见表 !。

表 #$ 人骨样品概况

%&’" #$ ()*)+&, -./0&/.1* 12 304&* ’1*)-

实验编号 出土地及墓葬号 时代 年龄 性别 取样部位 备注

01&! 2- 战国早期 (&—(. 男 股骨 墓主
01&% 2!’ 战国早期 %.—’& 女 腓骨 墓主
01&’ 2(! 春秋晚期 (.—.& 女 胫骨 墓主
01&( 2(% 战国早期 ’!—’( 男 股骨 墓主
01&. 2.) 战国中期 %&—%’ 女 腓骨 墓主
01&/ 2!!( 战国中期 (& 3 男 股骨 墓主
01&- 2!%! 春秋晚期 (.—.& 男 股骨 墓主
01&) 2!%4（!） 春秋晚期 成年 男 股骨 墓主
+1&4 2!4! 春秋中期 成年 不详 股骨 殉人
01!& *+, 总 2.( 战国早期 老年 女 胫骨 墓主
01!! *+, 总 2/& 战国早期 老年 女 胫骨 殉人
01!% *+, 总 2/% 战国早期 ’& 3 男 胫骨 墓主
01!’ 配电房 2. 春秋中期 ’.—’4 女 股骨 墓主
01!( % 号电房 2’ 春秋中期 ’& 3 女 股骨 殉人
01!. % 号电房 2. 春秋中期 !/—!- 女 肱骨 殉人
01!/ % 号电房 2. 春秋中期 (. 3 女 股骨 殉人
01!- % 号变电房 2!& 春秋中期 成年 女 股骨 墓主
01!) % 号车坑下 春秋中期 成年 男 胫骨 殉人
+1!4 % 号车坑下 春秋中期 (. 3 男 股骨 殉人
01%& ’ 号车马坑 春秋中期 ’.—’4 男 股骨 殉人
01%! ’ 号车马坑 春秋中期 %.—’& 男 胫骨 殉人
01%% ’ 号车马坑第三组下 春秋中期 %-—%) 男 肱骨 殉人
01%’ 硫酸车间 2! 春秋中期 !&—!! 儿童 胫骨 殉人
01%( 硫酸车间 2!( 春秋晚期 老年 男 股骨 墓主
01%. 2!%4（%） 春秋晚期 成年 女 股骨 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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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骨胶原的制备

依据 $%&’()*［#］
提出的骨胶原处理方法：机械去除样品内外表面的污染物和疏松部分，

粉碎研磨，收集粒度为 +,—-, 目的骨粉。再将骨粉置于 ,. /%(0 1 2 340 溶液中浸泡，进行脱

钙，直至看不见骨粉颗粒为止。取出样品，用蒸馏水洗至中性后，在 ,. /"5%(0 1 2 6783 溶液

中浸泡 ", 小时以去除腐殖酸等。再洗至中性，加入 ,. ,,/%(0 1 2 340 溶液，于 #,9 下在鼓风

烘箱中明胶化（ 过夜），次日趁热过滤，将滤液置于 #59 的烘箱中，蒸发浓缩，最后冷冻干燥，

收集明胶化的骨胶原。

!" $# 样品测试及结果

/）元素分析：取骨胶原少许，在西北大学化学系分析测试中心的元素分析仪上进行 4、

6 元素含量的测试，仪器是德国艾乐曼元素 分 析 系 统 公 司 生 产 的 :7’;( <2 === 型 元 素 分 析

仪，仪器标准偏差：4、3、6、> 小于 ,. /? 7&)，结果见表 "。

"）稳定同位素的测 试：4 和 6 稳 定 同 位 素 的 测 试 是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球 环 境 研 究 所 进

行，有机碳是在 @$AB"5/ 型质谱仪双路进样系统上分析的，测定碳同位素的标准是国家标

准 CDE ,++,F（ 炉黑），对于标准样品的重复分析误差小于 ,. "G；有机氮是在 H;II;J7I @$A
K*0L7 M0N) 型质谱仪上用连续流分析的，氮同位素标准是国际标准 =$<$BO，对于标准样品的

重复分析误差小于 ,. OG，测试数据见表 "。

表 !# 样品的测试分析值

%&’" !# %() *)+* &,- &,&./+0+ 1)+2.*+ 34 +&56.)+

实验编号 4 含量（? ） 6 含量（? ） 4 1 6（ 摩尔比） !/O 4G !/5 6G 4+ 比例（? ）

)P,/ O#. Q/ /+. +O O. O" R /+. -" Q. + +#. /+
)P," +/. 5+ /5. O" O. /- R /". Q/ Q. O -". ,F
)P,O +/. 55 /5. "5 O. /Q R #. QF Q. -# QO. ,F
)P,+ +,. 5Q /+. #F O. /- R #. #F Q. /5 Q". O-
)P,5 OQ. #+ /+. O" O. /F R /,. -+ F. OF FF. 5F
)P,- OQ. -" /+. O O. /5 R Q. #" Q. F" Q#. Q-
)P,F +,. QQ /5 O. /F R #. "O //. Q+ QF. -+
)P,Q OQ. 5Q /+. "F O. /5 R /,. F+ Q. +" F-. Q-
>P,# OF. -# /+. /+ O. // R /". +" Q. #- -+. Q-
)P/, OQ. Q" /+. OF O. /5 R #. "" F. "+ QF. F/
)P// OF. 5Q /O. QO O. /F R //. OO F. 5Q F". -+
)P/" OF. Q" /+. ," O. /5 R /,. #- -. F5 F5. "#
)P/O OF. #F /+. ,# O. /+ R /,. /# F. -Q Q,. F#
)P/+ O#. #- /+. Q- O. /+ R #. F+ F. QF Q+
)P/5 O-. 5# /O. -/ O. /+ R /,. FQ #. OF F-. 5F
)P/- +/. 5+ /5. +F O. /O R /,. -F F. F+ FF. O-
)P/F +,. QF /5. ,# O. /- R /,. /Q Q. 5O Q,. Q-
)P/Q +,. F5 /5. /F O. /O R //. Q5 Q. "O -Q. #O
>P/# +". F" /5. F+ O. /Q R //. 5- Q. "5 F/
)P", +,. 5F /5. /" O. /O R /,. F5 #. ,O F-. F#
)P"/ O#. #5 /+. FQ O. /5 R /,. F- Q. Q5 F-. F/
)P"" +/. 5Q /5. 5 O. /O R /,. F- #. ,5 F-. F/
)P"O O#. 5 /+. FQ O. /" R //. #Q Q. 5O -Q
)P"+ +". -# /5. 5+ O. " R #. "/ #. ,5 QF. F#
)P"5 OQ. #Q /+. ++ O. /5 R /,. O" Q. F F#. Q-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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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 #$ 人骨样品污染状况

由于骨骼成岩作用
［!&］

使得食谱与骨骼化学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被打破。如果骨骼受

到严重污染，其本身的化学组成将发生改变，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于是，

鉴别古代人骨样品的污染程度，并剔除污染严重的样品是古食谱研究的前提条件
［!!］。

若骨骼发生污染，其有机成分———骨胶原将产生降解，#、$ 的含量也随之降低。所以，

骨胶原中的 #、$ 的含量可作为判断骨胶原保存状况的指标之一。由表 % 可见，人骨样品骨

胶原 # 和 $ 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 + !( ,,）- 和（!*( .* + &( /’）- ，与现代骨胶原的 # 含

量约为 *!- ，$ 含量约为 !/-［!0］
相比，相差很小。然而，判别骨骼是否受到污染的最重要

的指标是提取的骨胶原中 # 1 $ 的摩尔比。一般认为，当 # 1 $ 摩尔比值在 0( ’—%( , 之间的

骨胶原，可认为未受污染
［!%］。从表 % 中可见，0/ 个骨样的 # 1 $ 摩尔比范围为 %( !!—%( %0，

平均值为 %( !, + &( &*，而且与现代样品的 # 1 $ 比值（%( 0&）［!0］
差异甚微。

综上所述，说明所取骨样的骨胶原保存状况完好，均可用于食谱分析。

表 !$ 人骨样品测试值的数理统计表

%&’" !$ ()&)*+)*, -.+/0)+ 12 +&340.+

样品数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

# 含量（- ） 0/ *02 .0 %,2 /’ %’( )* !( ,,
$ 含量（- ） 0/ !/2 .* !%2 ,! !*( .* &( /’
# 1 $（ 摩尔比） 0/ %2 %0 %2 !! %( !, &( &*

!" 5$ 食谱分析

图 !" 人骨样品的 !!% # 与 !!/ $ 的散点图

345( !" 67899:; <=>9 >? !!% # 8@A!!/ $ >? B8C<=:B
"

由图 ! 和表 0 可见，除了样品 63&!!!% #
值 为 D !*( ,0E，63&.!!/ $ 值 为 !!( )*E 较

高 外，其 余 样 品 的 !!% # 值 集 中 分 布 在

D )( ’0E— D !0( )!E 范 围 内，平 均 值 为 D
!&( .)E，而 !!/ $ 值 离 散 度 也 较 小，分 布 在

,( ./E—’( %.E范 围 内，平 均 值 为 )( */E，

而且两者 之 间 也 未 见 有 明 显 相 关 性。根 据

有关研 究 结 果
［!*—!,］，黍、粟 等 典 型 的 #* 植

物的 !!% # 值 范 围 为 D )E— D !*E，表 明 凤

翔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先民主要是以 #* 植

物为食，位于以 #* 类植物为底层的食物 链

中；一般认为 !!/ $ 值 反 映 的 主 要 是 肉 食 来

源，在缺乏遗 址 食 物 链 中 各 营 养 级 !!/ $ 值

的状况 下，!!/ $ 值 小 于 ’E时，则 表 明 其 食

物结构应以杂食为主，兼具植物类和动物类

食物。因此，从骨样的 !!% # 和 !!/ $ 值的 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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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析可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凤翔地区秦先民的食谱是以 $% 类植物为主食，还辅以少量

肉食。

孙家南头村位于凤翔县城西南约 &’ 公里处，汧河东岸的一级台地上，该区域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徐卫民
［&(］

曾对关中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做过研究，认为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发

达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营造了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位于关中西

部的凤翔地区由于良好的气候和上等的土壤，成为当时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之一，农业的

繁荣进一步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保证了人们稳定的肉食来源。此外，由于地理环 境 的 影

响，先秦时期我国饮食文化就逐渐形成了以秦岭一—淮河一线为界的南北两个饮食文化区

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北方饮食文化区，是以旱地粮食作物黍、粟等为主食，陆地动物

为辅食；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南方饮食文化区，是以水田粮食作物稻米为主食，陆地动

物和水产动植物为辅食的饮食习惯
［&)］。由此推测，春秋战国时期凤翔地区秦人的经济模式

可能为农业与畜牧兼营，以种植黍、粟类等旱地作物的农业形式为主，并辅以驯养牲畜为生。

!" !# 墓主与殉人的食谱

人殉是古代一种特有的丧葬文化，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灵魂不灭观，产生于原始社

会末期，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殉人的身份也有

些差异，早期殉人主要有奴隶、战俘等，后来出现除了一些近亲或近臣，还有一些大臣和义士

被卷入了殉死的行列，至战国末年，由于生产力逐渐发展，于是作为劳动者的“ 人”的价值开

始受到重视，同时由于人本思想萌芽，人殉逐渐受到非议，开始多以陶俑、木俑来代替
［&#—"*］。

近几年随着秦公墓的发掘，可 以 看 出 秦 墓 葬 中 人 殉 现 象 却 相 当 普 遍
［"&］。从 图 " 与 表 % 可

见，墓主与殉人骨的 !&+ $ 的平均值分别为（ , &*- %# . &- ’%）/和（ , &&- &’ . *- (0）/，!&’ 1
的平均值分别为（)- %" . &- &#）/和（)- ’* . *- 0*）/，可发现墓主与殉人的 !&+ $ 值和 !&’ 1
值相差不大，再利用 23456 软件中数理统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墓主和殉人的 !&+ $ 值

和 !&’ 1 值之间相差程度进行分析，可见墓主和殉人骨中 !&+ $ 和 !&’ 1 的 7 值 远 小 于 7489:
值，表明墓主和殉人之间的 !&+ $ 和 !&’ 1 比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所以推测殉人可能是墓主

的姬妾或仆从之类，与 墓 主 饮 食 方 式 较 为 相 近 的 人。其 中 样 品 ;<*& 和 ;<( 出 现 了 异 常 值，

;<*& 骨中的 !&+ $ 值为 , &%- 0"/，样品 ;<*( 骨中的 !&’ 1 值为 &&- )%/。发掘出土时该墓葬

人骨未见特殊遗迹和遗物，所以产生异常的原因可能与墓主人特殊的饮食习惯有关，推测

;<*& 墓主人有可能食用了一些 !&+ $ 比值较低的稻米或小麦类植物，而 ;<*( 墓主人饮食中有

较多的肉类食物。

表 $# 墓主与殉人骨中 !%! &、!%’ ( 比值的关系

)*+" $# ),- .-/*01234,15 26 !%! & *37 !%’ ( .*012 +-08--3 0,- 283-.4 *37 ,9:*3 *4 693-.*.; 2+<-=04

稳定同位素
墓主 殉人 方差分析

样品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样品数 平均值 标准差 7 7489:

!&+ $（/） &% , &*- %# &- ’% && , &&- &’ *- (0 &- 0’* %- "(#

!&’ 1（/） &% )- %" &- &# && )- ’* *- 0* *- *%& %- "(#

!" $# 不同时期秦先民的食谱变化趋势

通过对遗址不同时期人群的食谱分析，可追踪人类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的变迁。若以

, "0- ’/为 $+ 植物的 !&+ $ 平均值，, &"- ’/为 $% 植物的 !&+ $ 平均值，骨胶原较食物富集

’/，根据以下的公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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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墓主与殉人的 !!& # 和 !!’ $ 值

()*+ %" ,-. /012.3 45 !!& # 067 !!’ $ )6 8-. 496.: 067 ;.6 03 526.:0:< 4=>.?83’=46.3
"

图 &" 不同时期秦先民的食谱变化

()*+ &" ,-. 7).80:< ?-06*. 45 06?).68 @)6 A.4A1. )6 7)55.:.68 A.:)47

（ 0+ #B 比例 8-. A:4A4:8)46 45 #B；=+ !!’ $ 值 8-. /012. 45 !!’ $）

"

#B 比例（C ）D E !FF G（!!& # E ’ H %I+ ’）J（%I+ ’ E !%+ ’）

可以计算出 #B 植物在人们食物中的比例。

根据表 % 数据计算出 #B 植物比例，绘成箱式图（ 图 & 所示）。由图 & 可见，春秋晚期、

战国晚期 #B 植物的比例分别比春秋中期、战国早期高，而从春秋进入战国时期，#B 植物比

例有所下降；!!’ $ 值亦出现相似的变化趋势。上述变化一方面说明春秋战国秦先民获取 #B
类植物为主食，辅以少量肉食的食物结构较为稳定。另一方面，不同时期 #B 植物比例和 !!’

$ 值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春秋中期至春秋

晚期，秦国社会发展迅速，初步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并进一步得到发展，使得当时的农业生产

与牲畜驯养也获得了进步与发展，因此 #B 植物的比例和 !!’ $ 值有所增加。随后进入战国

时期，由于战国早期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秦国也不可避免受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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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影响，农业生产和牲畜驯养有下降。到了战国晚期，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度在各国

相继初步确立，秦国也逐渐稳定下来，社会生活和生产逐渐恢复，比战国早期也有一些发展，

所以 $% 植物的比例和 !&’ ( 值稍有增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战国晚期的样品仅有 " 个，以

后再寻找多个这个时期的样品做进一步的验证。

%! 结! 论

通过对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出土人骨中 $、( 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测试的人骨样品保存状态良好，全部可用于食谱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凤翔地区秦先民的食物结构应为杂食：以 $% 类植物为主食，辅以

少量肉食；其经济模式可能为农业与畜牧兼营：以种植黍、粟类等旱地作物的农业形式为主，

并辅以驯养牲畜为生；

)）推测殉人可能是墓主的姬妾或仆从之类，与墓主饮食方式较为相近的人；

%）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秦先民获取 $% 类植物为主食，辅以少量肉食的食物结构较为

稳定。$% 植物比例和 !&’ ( 值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有一

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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