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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动物早期驯化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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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根据地史记录
,

讨论狗
、

马
、

骆驼
、

水牛
、

猪
、

羊等家畜在中国起源的历史
。

指出家畜与

野生的种类
,

两者在骨骼区分上的困难
。

借助中国有文字的历史资料
,

说明家畜在中国进一步

被利用的情况
。

古生物学及考古学记录均表明
,

从很遥远的年代起
,

在 中国就开始驯养多种动物
。

近几年来
,

对中国的狗
、

马
、

骆驼
、

水牛
、

黄牛
、

耗牛
、

绵羊
、

山羊
、

猪及鸡等的研

究取得很大进展
。

令人困惑的是
,

一些古代的驯养动物
,

它们的体质十分进化
,

从骨骼上

看与现代的同类十分相似
。

一般而言
,

较高级的畜养动物配有较高级的饲养用具
。

在埋葬的马匹身上常发现有金

属的马勒
、

马笼头或其他驾驭马的马具
。

这些物件在骆驼和耗牛身上没有发现 在骆驼身

上是用木头的鼻栓替代马勒 对耗牛则用杜松圈穿鼻子
。

这两种用具均为木质
,

所以埋葬

后难以保存
。

对这两种动物使用的鞍和僵也是皮革的或纤维制成的
,

这些东西在埋葬后很

快会腐烂
。

由野生到家养
,

动物骨骼形态的变化是缓慢渐进的
,

这种细微的改变只有对比驯化过

程开始和结束时期的动物才可以看得出来
。

在有些动物中
,

尤其是骆驼和象
,

骨骼的变化

极不明显
。

在很大程度上
,

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大多数野生的
、

驯养的及家养的马类动物
。

用于分类鉴定的骨骼遗骸大多是破碎的
,

并且这些早期种类个体的数量也不足以得出

结论
。

当我们在推断这些动物究竟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时候
,

就很可能出现错误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我们的确没有结论性的证据来区分雄性和雌性个体
,

也无法认定早

期种类两性的个体变异范围
。

常见的中国驯养动物的早期历史

家养狗   

在周 口店发现 的 中国最 早的 人类记 录 口 口 与小狼

 的关系很密切 一 万年前
。

很有可能它们仅仅是同一动物群中有竞争力的

分子
。

然而
,

不管怎么说
,

狼与人的关系由来 已久
。

在其它地点
,

也有早期家养狗的记

录
,

如半坡 年前 和河姆渡 年前
。

收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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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从驯化到家养
,

这一过程肯定是经过了多少代
,

但在考古学的记录中却无从找到证

据
。

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些小的狗
,

其吻部前端较短
,

齿列变小
,

但这些 变化在中东及中国的

野生小型狼中没有发现
,

无论是何因或何种途径
,

我们知道人和狗是相互喜欢的
。

从大量

文物中所记录的有关狗的资料
,

我们可以判断其大小及比例
,

但这些狗所代表的是中国狗

发展史上相 当后期的阶段
,

例如
,

丝质画上用奇妙的颜色
、

花纹来表现一些特殊品种
。

在

唐代 公元 一 年 的丝质画中就描绘了灵提
,

在宋代 公元 一  年
、

元代

 一 年
、

明代 〕 一 年 及后来的朝代中
,

都有展示狗的绘画作品 汉

代到唐代 公元前 到公元 年 的陶制陪葬品证明了狗对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性
。

在商代 公元前 一 年 的首都安阳
,

有很多人和狗同葬的例子
,

从而证明了狗

对当时的统治者有多么重要
。

有些动物在脖子上还系着黄铜铃
。

家养马 伍

和狗一样
,

在周口店 山顶洞人遗址中 距今大约 年 也发现了马的遗骸
,

除去

能说明其与狗为同一动物群外
,

不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

也许在当时
,

马

可以为人类提供少量肉食
。

马的遗骸充其量是一些碎骨头和牙齿
,

在分类上
,

它们都可归

人马属
。

马属也包括野生种
,

如普氏马 ’二  ’
。

由于最近发现了

一些与家养动物有关的物体
,

如黄铜马勒
、

马蹬和马衔等
。

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家养马的存

在
,

但这已是驯养活动的较后期阶段
,

而非最早期 的
。

一些更新世的马与现代马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
, ,

如三门马 百 洲 在周 口店第一和第九地点均有

发现
。

普氏马 亚洲草原马 在中国很多更新世的化石点都有发现
。

在中国也发现了一些

新石器时代的马遗骸
,

半坡的就为其中一例
。

周本雄 私人交流 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证

据
,

在 中原地区的养马活动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前才开始
,

即武丁皇帝统治的殷代早期
,

马

拉战车当时在安 阳也开始出现
。

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最早期的家养马到汉唐时代的艺术

品中所表现的马
,

这期间有很大一段空 白
。

家养骆驼

在华北及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部分沙漠地区
,

若没有骆驼
,

人类是很难以到达和定居下

来
。

在华北 的更 新世沉积 中
,

尤其是 鄂尔多斯盆 地
,

骆 驼 最 为 常见  

口  
。

由于其相似性
,

很难以 区分现代的和化石的骆驼骨骼
。

用来家养骆驼的什物

很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保存下来
。

对早期的家养骆驼
,

常用的工具有 木质鼻栓
、

皮革的

络绳 以及织的或兽皮做的鞍
,

这些都不易保存
。

华北地 区有两个遗址产出的骆驼遗骸可被

鉴定为 亡  
、
该种为中国骆驼的现生种

。

但由于其过于破碎
,

无法做进一

步分析
, 。

第一个地点是在内蒙古包头附近的元代城市马奇 音译 的废

墟中 公元 一  年
,

这个点是 由内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发掘的
。

另一个遗址在 中

国的大西北新疆
,

位于巴里坤湖附近的名叫巴里坤的地方
。

经 ’ 测年
,

此地的骆驼头骨

为公元前 年
。

它们是由新疆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收集的
。

骆驼留给人们的永恒印象是

在汉唐时代
,

在 当时的丝绸之路上
,

它们是商队的主要运输工具
,

这 已记载在中国各地的

石碑上
。

家养水牛  行

在中国
,

水牛属  至少包括从中更新世到现在的 个种
。

有些早期种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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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无关
,

迫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出现了家牛
。

一般而言
,

区分不同种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大小
、

形状
、

角心形状及脑颅形状
。

余姚县的河姆渡被认为是发现最早家牛的遗

址
,

该地所产的水牛头骨被认为是
‘几“   种

,

该地也是最早的产大米

区
。

放射性碳同位素的测年结果是大约距今 一 年
。

与   有关的

另一遗址是在安阳
,

其时代距今 一 年
。

世界上水牛常用于耕种稻田
,

有一种

理论认为
,

人类最初之所以选中水牛来耕作泥泞的稻田
,

是因为它们下肢有一种特有的结

构
,

而不会象其它大型动物那样陷人泥泞
。

无论何种理由
,

水牛总是主产水稻地区唯一最

重要的动物
。

许多早期的青铜器
、

石器乃至珍贵的玉器中都能发现水牛的造型
。

家养黄牛

关于中国早期 的牛
,

著说甚少
。

认为 在早新石器 时代末期
,

即公

元前 年中期
,

家牛与绵羊及山羊一起最早出现于华北
。

然而
,

他并未对此结论提 出

更多证据或评述
。

在世界其它各地
,

有一种牛归属于家畜发展的体系中
,

它就是 出现于晚

更新世的
,

在山西襄汾县丁村遗址中
,

也发现此种的一个不完整头骨
,

其

它更早的记录就知之甚少
。

现代家牛的品种很多
,

包括 中国特有的瘤牛
。 ,

它们大多数来 自国

外
,

因此
,

不能算作当地家养动物
。

中国古代艺术家在帆布
、

金属或石头上也同样记载下

了许多漂亮的牛的图案
,

其中绝大多数是可以确定年代的
。

家猪
 泛

在仰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

如半坡 约 年前 和其它地方
,

曾发现大量猪骨

头  。 , , ,

从而证明当时猪的重要性
。

它们常常构成动物群

的主要部分
。

半坡的猪被确认为是家养的
,

其理由有两点 其一是在每个发掘出的废物坑

中都有大量猪骨头 其二是在发现 的种群中
,

一岁仔和年轻个体的 比重异常之高 李和

韩
,

何
,

 
。

然而单从形态学标准尚不能说明这些猪究竟是为了食用而捕获来

的野猪还是真正的中国最早的家猪
。

只有在经过从捕获野生的
、

到驯养乃至家养这样一个漫长过程 迄今尚不能确定
,

动物的形态才会有所变化
。

至于这期间究竟经历了多少代
,

我们无从得知
。

由于现在分析

手段的限制
,

要试图决定哪个是最早的家养动物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
,

而较能被人们所接

受的说法只能是
,

在某一遗址发现 了大量猪骨头
,

只能表明那里的环境适合于开始驯养

猪
,

而不应当是一看到大量猪骨头就说驯养猪的活动已经开始
。

无论是何因造成猪遗骸在中国新石器遗址中如此大量地出现
,

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

那就是猪是人类的重要食物
,

并且在史前的中国
,

相隔很远的不同地 区
,

人们对猪肉的依

赖同样强烈
。

在 中 国的一 些早 期遗 址 中
,

猪 骨 头的大 量发现是 因为周 围环 境适 于野猪生 活
。

指 出
,

仰韶文化地 区 位于渭
、

汾及黄河的汇流区 的地貌特征是被众多沟谷

所切割
,

从而缺乏广阔的草原
,

因此也就不能发展动物耕作
,

仰韶遗址中
,

可耕作上地相

对有限
。

我们认为正是这个因素促使了家畜主要是猪而非牛或绵羊
,

植物学证据也支持了

这个观点
。

因为该地区缺乏能养活大的食草动物的草原
。

自从公元前 年以来
,

由于

农业不断向冲积平原扩展
,

从而带来了家畜的繁荣
,

因此
,

大家畜的遗骸就比猪的遗骸多

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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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类上
,

仍然不能决定最早在中国饲养的是哪类猪
。

但是早在 年 就

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

他是通过谱系评价来重建祖裔关系的
,

他是通过分析汉唐时代 的陶俑

来重建中国早期家养猪的情况
,

他解释这些陶俑代表了野猪而非家养动物 他还推断在汉

代 公元前 年一公元 年 和唐代 公元 一 年
,

猪还正处于驯养阶段
。

但

在谈到中国猪的祖先来源时
,

其论点却是令人费解 的
,

他认为
“

很难说中国的家猪是从野

猪繁衍来的
,

各种类型的猪都可以归人
,

这一种
,

该种分布在东北森林及东西伯

利亚的阿穆尔河流域
,

然后向西穿过北亚及中亚地区
,

最后进人西欧
。

该种最著名的家养

成员是英格 兰 的 巴 克夏猪
,

这也是 中国陶器 上所表现 的那种猪的原型
”

,

。

和  ! ∀ # ∃

,

p
e a r s o n

(
1 9 2 8

) 对此问题也进行过古生物学研究
,

他们

对比了中国的猪类化石材料及较新时代的考古遗址 中的猪骨 头
,

以及 同一地 区的 S us

sc roj h 的现生亚种
。

Z

ou ne

r

(

1 9 6
3) 的观点是典型的系统分类学派

,

他建立 了庞大的猪

的分类系统
,

认为中国猪可分为两组 : 南方类型 的头骨结构与分布在印度的野猪 S us

cr ist at us 的亚种有关
,

其特点是耳朵直立
,

鼻子短而粗壮
。

而华北类型的猪是起源于 当地

的猪
,

这种野猪介于 S us cr it at us 和 S us
:cr oj 泛之 间

,

并且至今仍生活于华北人烟稀少地

区及东北地区
。

R
ee d

(

1 9 5

9) 更精确地提 出 :
“

所有家猪的祖先是从生活于东南亚的一个亚种 (Sus

sc r口j’a vit ta tus ) 中优选出来的
。

家养猪是经过多次实践
,

并且是来源于不同的种群
,

我建

议至少对这种可能性要做重新调查
” 。

E
Ps

t ei

n

(
1

97 1) 讨论了 s us
scr ofa 种 内的 26 亚种

,

他还将所有 的现生猪都归人该

种
,

他将 vit ta tus 和
。r
ist at us 都作为 S us

scr
ofa
之下的亚种来对待

。

C

o

l
b

e
r

t 和 H oo ij er (1953) 及 E pstein (19 7 1) 并不认为 s
.s.vitta tus 和 s

.s.eris ta tus

与中 国 的 家猪有 关
,

他们列举 的却 是 另外两个 中国 的现生野猪 亚种 : s
u、 s

cr Q厂a

eh irodo
ntus (华南及 海南岛) 和 S

us seroj ’a m o即te
nsis (发现于四川

,

向东分布到河北及

华北)
。

可能还有更多的亚种可作为中国家猪的祖先
,

如分布在东西伯利亚
、

黑龙江及华

北地区的 S
us seroj ’a us suric us

。

C ol
be

rt 和 H 。。
ij er 观察 了大量发现于四川省 的中

、

晚更新世的猪类头骨及下领骨
,

这些猪化石属于盐井沟动物群的成员
,

并且得出如下结论
:
的确

,

通过 比较华南地 区同一

种内的化石猪与现生猪
,

例如
,

s
u s j

,

e r

oj
’a m o即te

nsis 和 s u、 、e r aj ’a 。
h i
r o
do

n ra
,

结果发现

很难将化石的与现生的区别开来
。

如果不用亚种一级的单元
,

可毫不犹豫地将化石材料归

人该种
,

即 s us seroj 云 (C
o lbert 和 E[o oij er

,

1 9 5 3
)

。

更早些时候
,

p e a r s o n

(
1 9 2 8 ) 也 比较了

中国其它更新世遗址中的猪化石
。

她做过如下论述 :
“

很难对更新世黄土中的猪和黄上地 区

及其它地区现生猪的亲近关系做出评估
,

同样很难指出谁是祖先
,

更不能判断自更新世 以

来进化过程 中有多大变化发生
。

换句话说
,

保存在黄土中的猪和现代猪不存在任何种间的

区别或重大进化
。

尽管两者在大小上有一定变化
,

但无明显形态变异
” 。

多年来
,

泪骨被认为是区分各类野猪和家猪的重要特征
,

因为泪骨容易保存
,

不少专

家对此有过报道 (B
okonyi

,

1 9 7 4 ; z e u n e r
,

1 9 6 3
)

。

假使头骨各部分的比例变化是 由家养所

引起
,

那么就可 以进一步推断
,

那些生活在草丛及树林中
,

整 日拱土觅食的猪
,

其泪骨形

状 (由于肌肉发育) 肯定与那些圈养在硬地面上
,

只吃现成食料而不用鼻子的猪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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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听起来似乎有趣
,

实际上若将大量猪头骨 (既有野猪
,

也有家猪) 来进行比

较和鉴别时
,

就难以用这个特征来区分它们
。

泪骨比例的不同曾一度被认为是区分 5
.
,
itt at us 和 5

.
,
cr oj ’a 的有效手段

。

实际上
,

在

同一种内
,

也可出现同样的比例变化
,

这些变化可能是 由食性
、

环境
、

年龄及性别所引

起
,

在野猪和家猪中都会出现这些变化
.

也许 E Ps te in 对此归纳得最好
,

他提出 :
“

如果没有掌握那些直接影响家猪泪骨发展趋

势的所有因素
,

就根据泪骨来进行分类的论断是不可靠的
,

特别是在考古学证据中发现有

相反的情况时就更不好办 (E p
stein

,

1 9 7 1
)

。

理论上
,

有关早期家养动物的研究论文应出现在考古学杂志上
,

相应地
,

这些文章的

素材也应由考古学家或与考古学有关的专家来收集
。

与考古学有关的相邻学科的科学家中

确实很少包括古脊椎动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

但如果没有他们的介人
,

在世界上有关动物驯

养的问题就永远不会研究得透彻
。

7

.

家养绵羊 (o
vis aries ) 和山羊 (C即

ra hireus )

常见的土著绵羊不象是从当地野生同类演化来的
。

E
Ps

t ei n(
1 9 6 9) 认为它们是来源于 中

国的边缘地区
,

如内蒙和西藏
。

有关中国家养山羊的起源问题常被研究者所忽视
,

主要原

因是考古材料缺乏
。

在西藏佛教徒不许考古工作者发掘
,

自从西藏解放以来在该地 区有过

几次发掘
,

但尚未有偶蹄类的报道
。

Te

in ar
d 和杨钟健 (1936) 最早报道了发现于中国内地的绵羊和山羊材料

,

这些材料

是来 自于商代的首都一安 阳 (公元前 16-- H 世纪)
。

绵羊被认为是可靠的家养动物 (口via

sh
a
昭勺

。

而山羊只被订为 c即ra sP
.,
在破损的头骨上有不完整的角心

,

似乎可以归人弯

刀状角的山羊类中
。

我这几十年的研究
,

大体可表明
,

亚洲
,

尤其中国
,

是研究早期家养动物最有前景的

地 区
。

( 同号文节译
,

李有恒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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