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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陕西铜川瓦窑沟遗址出土梅花鹿遗存的研究，分析了梅花鹿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

死亡的季节性特征，进而探讨了仰韶时代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和行为特征。研究表明，人类在狩猎梅

花鹿时一般会选择成年个体，即多数梅花鹿是在体重达到最大后才成为人类狩猎的对象，而性别比例研

究显示人类在狩猎时可能有意识地选择公鹿，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获取鹿角，另一方面，可能与保护种群

繁衍有关。梅花鹿死亡的季节性研究表明，人类狩猎梅花鹿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多发生在气温较

低的季节，反映了人类会根据动物的行为特征有选择性地进行狩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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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类 (Cervis sp.) 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狩猎的主要对象之一。梅花鹿是东亚地区特有的

一种中型鹿，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范围，一般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或林缘草地间。一些学

者通过系统探讨中国梅花鹿地史分布、种与亚种的演化历史，指出梅花鹿可能于上新世晚

期发源于华北地区，更新世期间广泛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全新

世以来受青藏高原的抬升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其分布区急剧缩减
[1]
。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

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有梅花鹿化石，而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

梅花鹿骨骼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显示了该种属在古代生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国动物

考古学界关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仍鲜有研究。铜川瓦窑沟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大量梅花鹿遗存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材料。

瓦窑沟遗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东南 , 漆水河东岸，整个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而铜川地处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沟壑纵横，梁峁相间，川塬山丘交

错，这种过渡地形为梅花鹿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1991 年春，为配合铜川市粮食储备

库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铜川市文化局合作，对瓦窑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

揭露面积约 8000m2
，清理灰坑、窖穴 240 多个，房址 20 多座，墓葬 110 多个，共出土铜、

石、骨和玉器等 3000 余件。同时还出土有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发掘者认为瓦窑沟遗址主

要遗存为仰韶时代半坡类型
[2]
。鉴定和统计表明，遗址共出土有 20000 多件动物骨骼，其

中约 1/3 可鉴定到种或属，包括近三十个哺乳动物种属。出土的动物遗存中，梅花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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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共 2947 件，占可鉴定标本数的 48.4%，其次为猪，为 38.4% (NISP)。其他哺乳类

动物包括马、牛等大型动物，马鹿、狍子、獐、麝等鹿类动物，狗、狐狸、貉等食肉类动

物，以及竹鼠、鼢鼠等小型哺乳动物。此外，鸟类和鱼类遗存也有少量出土。其中，狗等

食肉类动物的活动可能会影响遗址中骨骼的保存状况，我们观察了遗址出土的梅花鹿上食

肉类咬噬的痕迹后发现，2947 件梅花鹿骨骼标本中仅在 42 件上发现有食肉类的咬痕，比

例为 1.4%，由此我们认为食肉类咬噬对梅花鹿骨骼保存状况的影响较小。

遗址中大量梅花鹿骨骼的出土，表明其在动物生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3]
。本研究主要

通过对陕西铜川瓦窑沟遗址出土梅花鹿骨骼所代表的种群结构及其所反映的季节性信息的

分析，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以及人类利用梅花鹿这一野生动物资源

的方式。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瓦窑沟遗址出土的梅花鹿骨骼进行研究：1)年龄结构；

2) 性别比例；3) 狩猎的季节性。

1 年龄结构

目前，用于建立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所代表的种群年龄结构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骨骼的愈合状态；二是牙齿的萌出和磨损等级。

动物的骨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陆续愈合。因此，记录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愈合状

态可以获取年龄方面的信息。然而，利用骨骼的愈合状况建立年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不同年龄段的动物骨骼保存下来的几率存在差别。一般而言，年龄较大的动物在遗址

中保存下来的几率较大，而年龄较小的动物由于骨骼密度较小，在遗址中保存的几率也相

对较小
[4]
，因此，依据骨骼愈合状态建立的动物年龄结构一般很难反映遗址中动物群体的

真实年龄结构。尽管如此，该方法仍然是年龄结构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表 1 瓦窑沟遗址梅花鹿的存活率；依据骨骼愈合状况（骨骼愈合等级和时间依据 Carden 2006）
Tab.1  Survivorship based on epiphyseal fusion for sika deer from Wayaogou;                                                     

epiphyseal fusion stages given by Carden (2006)

年龄级别 愈合年龄 (月) 骨骺 愈合数量 未愈合数量 愈合中数量 % 未愈合 % 愈合(存活率)
I 0-24 肩胛骨 100 0 1 0.00

肱骨远端 122 3 13 2.17
桡骨近端 99 0 1 0.00
总数 321 3 15 0.88 99.12

II 24-48 尺骨近端 13 13 1 48.15
总数 13 13 1 48.15 51.85

III 48-60 肱骨近端 12 6 3 28.57
股骨近端 37 25 2 39.06
股骨远端 31 17 5 32.08
总数 80 48 10 34.78 65.22

IV 60-72 桡骨远端 45 29 9 34.94
胫骨近端 18 19 4 46.34
跖骨远端 27 15 2 34.09
掌骨远端 17 9 1 33.33
总数 107 72 16 36.92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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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 (表 1；图 1)。
我们依据骨骼的愈合状况观察到，瓦窑沟遗址 99% 的梅花鹿存活到 24 个月以上，即

极少数个体会在 2 周岁前被猎杀；60% 的个体存活到 6 周岁以上，即多数个体能够存活

到 6 周岁以后。据此我们得出遗址中的成年个体 (即骨骼均已愈合的个体 )比例较高，而

幼年个体极少，这一现象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是遗址中幼年个体本身就相对较少；

二是幼年个体由于骨骼密度较小，保存下来的几率相对较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依据骨

骼愈合状态判断考古遗址中动物的年龄结构存在较多的弊端，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利用该方

法判断建立动物的年龄结构，而是需要结合其他方法进行验证。

依据动物牙齿的萌出和磨损状况判断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的年龄，是目前动物考古

学界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具有易于操作、成本较低且相对可靠的特点。到目

前为止，Payne 关于绵羊 / 山羊和 Grant 关于牛和猪年龄结构的判定方法是判断遗址中家

养动物年龄结构最为常用的方法
[6, 7]

。而关于鹿类年龄结构的判断目前较为常用的是英国

学者 Brown 和 Chapman 的方法
[8, 9]

。通过大量观察现生标本，他们建立了一套记录马鹿

和驯鹿牙齿磨损状况的方法，并将其与动物的实际年龄结合起来。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考

古遗址中出土动物年龄结构的判断
[10, 11]

。目前，关于梅花鹿牙齿磨损状况与年龄关系的

研究主要是由一些日本学者进行的，Ohtaishi 和 Koike 在大量观察了现生梅花鹿标本后，

建立起梅花鹿的萌出和磨损顺序
[12, 13]

，他们指出，下颌第一臼齿的萌出时间在出生后的

第 4 个月，即第一年的秋季，其咬合面在第一年内开始出现磨损；第二臼齿在第 12 个月

时萌出，即在第二年夏季，该牙齿于第二年冬季开始出现磨损。第三臼齿的萌出开始于出

生后第 20 个月，即第三年的早春。所有的恒齿在出生后 24 个月时就已完全长齐，即在第

三年的夏季 ( 表 2)。他们建立的牙齿萌出和生长与年龄的关系，可用于遗址中出土梅花

鹿群体中未成年个体年龄的判断。对于成年后的个体，在目前缺乏大量可对比的现生标本

和系统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 Brown 和 Chapman 设计的判断马鹿和驯鹿年龄的方

法判断遗址中出土梅花鹿的年龄结构。作为一种中等体型的鹿类动物，梅花鹿的生态环境

和行为几乎和马鹿相同，盛和林在《中国鹿类动物》一书中指出，梅花鹿是由马鹿分化

而来的，梅花鹿和马鹿十分相似
[14]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年龄较小的梅花鹿较同龄

的马鹿，牙齿磨损的速度要稍快一些，但对于年龄较大的个体，梅花鹿和马鹿基本具有相

图 1 瓦窑沟梅花鹿存活曲线（依骨骼愈合状况）
Fig.1 Survivorship curves of sika deer based on 

epiphyseal fusion from Wayaogou

Carden 在观察爱尔兰 Killarney 国家公

园大量现代梅花鹿的骨骼样本后，建立起

梅花鹿骨骼骨骺愈合的序列及其与年龄的

关系。根据 Carden 的观察，首先愈合的骨

骼部位包括肩胛骨近端、肱骨远端、桡骨

近端，一般在两周岁之前；随后愈合的骨

骼部位包括尺骨近端、肱骨近端、股骨近端，

一般在五周岁之前；其余骨骼则均在八周

岁之前完全愈合
[5]
。依据以上骨骼愈合顺

序和时间，我们对瓦窑沟遗址出土的梅花

鹿骨骼进行了分组统计，建立动物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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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牙齿磨损速率
[15]
。最近日本学者通过 X 射线的方法证明采用 Brown 和 Chapman 方法

记录梅花鹿下颌齿列磨损状况的数值与其实际年龄存在着相关性，从而也就证明了该方法

同样适用于判断梅花鹿的年龄结构。因此，用于记录马鹿年龄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记录和

判断梅花鹿的年龄
[16]
。另一种用来判断鹿类年龄的方法是观察牙齿的切片 (annual layer of 

tooth cement)[13] 
，但该方法需要特殊的设备和技能，花费的时间较多，并且会对标本造成

一定的破坏。此外，测量牙齿齿冠的高度也用于判断考古遗址中出土鹿类的年龄
[13, 17]

，

但其可靠性也有待于进一步进行检验。本文采用 Brown 和 Chapman 的方法对瓦窑沟遗址

中出土的梅花鹿骨骼进行年龄的判断 ( 表 3)。同时结合日本学者关于梅花鹿生活习性的

研究成果，对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进行探讨。

Brown 和 Chapman 主要通过观察 P4/M1/M2/M3 的釉质、齿质和白垩质的暴露情况

来确定下颌齿列代表的年龄等级，他们的记录还包括牙齿各个齿尖釉质层的连续程度、齿

表 2 梅花鹿牙齿萌出顺序（据文献 [12, 13]）
Tab.2 Tooth eruption and replacement in sika deer 

(after the references [12] and [13]
冬季 年龄(月) 牙齿萌出

1 0 I1 I2 I3 c dp2 dp3 dp4
6 I1 I2 I3 c dp2 dp3 dp4 M1
12 I1 I2 I3 c dp2 dp3 dp4 M1 M2

2 18 I1 I2 I3 c dp2 dp3 dp4 M1 M2
24 I1 I2 I3 C dp2 dp3 dp4 M1 M2 M3

3 30 I1 I2 I3 C P2 P3 P4 M1 M2 M3

表3 瓦窑沟遗址梅花鹿下颌齿列牙齿磨损状况 （N=67）
Tab.3 Wear stages of mandibular teeth in sika deer 

from Wayaogou
磨损

等级
牙齿磨损等级 注

年龄 

(月)
数量

1 dp4 轻微磨损; M1
尚在齿槽中

　 4 1

2 dp4 轻微磨损; 

M1≤8
M1 仅釉质磨损 6 2

3 dp4 中度磨损; 

M1≤26; M2 萌出

M1 釉质和齿质均

磨损; M2 萌出

12 9

4 dp4 磨损严重; 

M1≤30; M2≤20; 
M3 萌出

　 24 8

5 P4 萌出; M1≤30; 
M2≤26; M3≤8

M3 仅釉质磨损 ≥36 4

6 M3≤24 M3 釉质和齿质均

磨损

≥48 5

7 P4≤5; M2≤30; 
M3≤30

P4 磨损 50-55
或更老

11

8 P4≤10; M1≤35; 
M2≤35; M3≤36

63-78 17

9 M3≤40 老 92 7
10 M3≥40 非常老 3

窝 (infundibulum) 的封闭情况等，并将观

察的结果与数字相对应，从而获得牙齿磨

损的详细信息及其所代表的年龄
[8, 9]

。瓦

窑沟遗址出土的梅花鹿下颌齿列保存状况

较好，大多保存有两到三颗牙齿，共有 67
件标本可用于年龄结构的判断。

依据牙齿的萌出和磨损数值 (P4/M1/
M2/M3)，我们将瓦窑沟遗址出土的梅花鹿

下颌骨牙齿划分为 10 个磨蚀等级 ( 表 3，
代表性个体见图 2)。我们可以观察到瓦窑

沟遗址出土的梅花鹿下颌骨牙齿多磨损较

为严重，大多数个体 M3 已经开始磨损。

图 3 为依据牙齿萌出和磨损状况建立的年

龄结构图，我们发现其与依据骨骺愈合建

立起来的年龄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

面提到，利用骨骼愈合的方法建立动物的

年龄结构存在着较多的弊病，而牙齿萌出

和磨损的方法则相对可靠。因此，本文对

梅花鹿狩猎策略的阐释主要依据牙齿的萌

出和磨损状况建立的年龄结构（图 3）。

我们发现，瓦窑沟遗址出土的梅花鹿所代

表的种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多数个体在

8 岁（96 个月）之前死亡，极少数个体存

活到 8 岁之后，遗址上幼年个体非常少，

小于 1 岁的个体基本不见。其死亡年龄表

现出两个高峰，一个在 1-2 岁之间，另一

个在 4-6 岁，且第二个年龄段死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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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年龄段的梅花鹿下颌齿列磨损状况
Fig.2 Examples of the mandible wear stages of sika deer 

with different age groups 
1. H45:14（磨损等级 3，约 12 月）；2. H179:9（磨损等级 4，约 24 月）；

3. H179:138（磨损等级 7，50~55 月）； 4. H156:105（磨损等级 8，

63~78 月）；5. H179:7（磨损等级 10，大于 92 月，非常老的个体）

图 3 瓦窑沟遗址出土梅花鹿的年龄结构，据牙齿的萌出
和磨损 (N=67)

   Fig. 3 Cull patterns of sika deer at Wayaogou based on 
tooth eruption and wear stages (N=67)

明显高于第一个年龄段。我们依据各

个年龄段的存活数量，建立梅花鹿的

存活曲线图 ( 图 4)
日本学者通过观察现生梅花鹿种

群的年龄结构特征，指出处于人类保

护且食物充足状况下的梅花鹿种群中，

母鹿的平均寿命为 26 岁，公鹿的平均

寿命为 21 岁；而长期为人类所捕猎的

梅花鹿种群中 5 岁以上的个体较少，8
岁以上的个体基本不见。瓦窑沟遗址

梅花鹿的寿命与处于人类狩猎状态下

的梅花鹿种群的寿命类似，即多数个

体在 8 岁前死亡。

理论上讲，反映动物种群结构的

存活曲线主要有三种类型，表现了动

物不同的生命周期：I 型动物的存活曲

线表现为一条凸形曲线，该模式下群

体中的多数个体能够存活到较大年龄；

II型动物的存活曲线表现为一条直线，

即各个年龄段的动物死亡率基本相同；

III 型动物存活曲线表现为一条凹形曲

线，反映群体中幼年个体和青年个体

死亡率非常高
[18, 19]

( 图 5)，将图 4 中

瓦窑沟遗址出土梅花鹿的存活曲线与

以上三种类型进行对比，我们发现瓦

窑沟遗址中梅花鹿的存活曲线介于 I
型和 II 型之间，而与 III 型差别较大，

表明遗址中幼年个体和青年个体死亡

率较低，多数动物都可以存活到成年。

自然状态下，不同年龄段的梅花

鹿死亡的几率有所不同，一般而言，

幼年个体最易受环境的影响，因此死

亡率较高，出生后的几个星期以及

第一个冬天是有蹄类动物死亡的高发

期
[20]
。瓦窑沟遗址梅花鹿年龄结构特

征显示遗址上幼年梅花鹿个体极少，

这可能与幼年个体并未生活在遗址上

有关，没有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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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被人类所喂养，遗址上极少幼年个体的出现证明了遗址上的梅花鹿应该是狩猎获得。而

自然或环境因素造成死亡的幼年个体，并未被人类带到遗址上。遗址中极少出土幼年个体

也从侧面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梅花鹿为野生种群，并未被人类驯化。

梅花鹿的年龄依据体质特征一般分作四段：新生、一岁、少年(2-3 岁)和成年个体(3
岁以上),而依据体重主要可分作三个阶段：3岁之前体重增加较快，3到 10岁体重保持稳定，

而 10 岁之后体重急剧下降
[21]
。从生理上讲，多数梅花鹿在 18 个月时达到性成熟期，2-4 岁

是梅花鹿的最佳生育年龄。瓦窑沟遗址的梅花鹿多数个体可以存活到 4 岁，这表明多数个体

在其体重达到最大时成为人类的狩猎对象。另外，4-6 岁的个体死亡率较高，尤其是 6 岁左

右的死亡个体较多，这表明多数的梅花鹿都是在成年体重达到最大后的两三年内成为人类的

狩猎对象。人类狩猎该年龄段的梅花鹿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肉食资源，另一方面，也

不会影响到种群繁衍的持续性。极少数个体在 2-4 岁间死亡，这一年龄段较低的死亡率可能

与人类有意识的保护行为有关。为了保证种群的持续繁衍和稳定性，人类在狩猎时可能有意

避开这一年龄段的梅花鹿个体。因此，我们推测，新石器时代人们对梅花鹿的习性已经有所

了解，并据此采取了特定的狩猎策略以保护动物种群的持续稳定繁衍。同时也表明，人类的

狩猎压力并不大，因此能够等到鹿类年龄达到较大时对其进行猎杀。梅花鹿另一个死亡高峰

是在 1-2 岁之间。由于此时幼年个体刚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故往往更容易成为人类

的狩猎目标，为人类捕获。瓦窑沟遗址梅花鹿的年龄结构反映出这一特征，即 1-2 岁之间的

个体死亡较多。

2 性别比例

瓦窑沟遗址出土梅花鹿遗存的性别比例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进行判定，一是观察头骨

的额骨，雄性的额骨部位有角，而雌性没有；二是身体骨骼部位的测量，也能提供性别比

例方面的信息，之前的研究表明，成年鹿类的某些特殊身体部位的测量尺寸显示出一定的

性别分化
[22]
。由于目前没有可利用的比较标本和相关研究，我们尚不清楚梅花鹿的哪些

骨骼部位在尺寸大小上具有性别差异。

图 4 瓦窑沟遗址梅花鹿的存活曲线 (N=67)
Fig.4  Survivorship curve for sika deer at               

Wayaogou (N=67)

图 5  三种模式下的动物存活曲线（据 Deevey 1947）
Fig. 5 Three theoretical curves of animal 

survivorship (after Deevey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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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沟遗址出土鹿头骨保存相对较好，其中共有 19 个个体保存有额骨。对这 19 个

头骨所代表的个体进行性别判断 ( 图 6)，发现其中 15 个为雄性个体，而仅有 4 个为雌性

个体。依据有限的头骨材料，我们推测遗址出土梅花鹿骨骼中雄性与雌性的比例约为 4:1。 
该结果表明更多的雄性个体成为人类的狩猎目标，即人类在狩猎梅花鹿时更倾向于猎杀雄

性个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样本数量较少，遗址中出

土的梅花鹿最小个体数为 137，而其中只有 19个个体能够鉴定性别，故样本的代表性不强，

并可能存在偏差；其次，雄性和雌性头骨在遗址上保存下来的几率存在差异，相对于雄性

个体而言，雌性个体的头骨较为脆弱，因此同等条件下，雌性个体的头骨在遗址中保存的

几率会小于雄性个体。

考古遗址中梅花鹿肢骨的测量也能够提供性别比例方面的线索，现代鹿群的研究表

明梅花鹿在身体的重量和高度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
[23]
。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缺乏大量现代骨骼比较标本，即缺乏能够建立同一种群中雄性和雌性差异对比的

骨骼标本。因此，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该种属同一种群中雄性和雌性的差异究竟有多大。

一般而言，遗址中的梅花鹿的肢骨多数部位数量少且较为破碎，能够测量的样品数

量较少。距骨密度较大，一般不易受各种埋藏因素的影响，保存较好，因此在通常情况下，

遗址中出土的数量相对较多。图 7 左侧为距骨外侧最大长度和远端最大宽度的测量数据，

我们观察到该测量数据有较大的分布范围，因此推测雌性和雄性梅花鹿均存在于遗址中。

如果我们假定图 7 左侧上方的数据代表的是雄性个体距骨的测量值，下方的数据代表的是

雌性个体距骨的测量值，而一些中间的数据很可能反映了雄性和雌性个体距骨的测量数据

存在着一个重叠区，难以区分。图 7 右侧为肱骨远端的两个测量项数据的分布图，我们发

现，该测量项的测量值分布相对集中，只有少数的测量值位于集中区的外侧，该结果可能

由以下两种原因造成：1）样品量太少，不能达到性别区分的样本量；2）梅花鹿肱骨远端

不具有性别差异。目前，我们只能依据两种方法对遗址中梅花鹿的性别比例进行推断，期

待将来能开展更加系统的研究，在方法和材料上有所突破。

图 6 不同性别的梅花鹿头骨（左侧为公鹿头骨，右侧围母鹿头骨）
Fig. 6  Sika deer sexing with skulls (left: male; right: female)



 • 97 •1 期 王 华等：仰韶时代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以铜川瓦窑沟遗址为案例

3 死亡的季节性

仰韶时代人类过着定居生活，作物的种植和家猪的饲养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此前

的研究表明，该时期家猪的饲养具有相当强的季节性
[24]
。梅花鹿作为瓦窑沟遗址中人类

主要的狩猎种属，其行为具有极强的季节性。一般而言，梅花鹿在每年九月底到十一月间

进行交配，母鹿在经历了 8 个月的怀孕期后，于次年五月底到七月间产下小鹿。小鹿 7-10
个月后离开母鹿，开始独立生活。公鹿一般在每年的四月到五月间退掉鹿角，并在夏季长

出新角，为秋季交配时竞争作准备 [25-27]
。新石器时代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他们狩猎梅花鹿的行为是否具有季节性？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多种方法可用来探讨梅花鹿的季节性问题，其中较常用的方法有观察鹿角的生长和

脱落，分析下颌齿列磨损等级以及观察牙齿切片。本文暂不采用牙齿切片法，而是通过观

察和分析遗址中保留与鹿角生长和脱落相关的信息来分析人类狩猎梅花鹿的季节性问题。

瓦窑沟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梅花鹿鹿角，但大多较为破碎。依据是否包含季节性信息，

我们将鹿角分作两组，一组为自然脱落的鹿角，一类为人为取下的鹿角。自然脱落的鹿角

不能用于判断梅花鹿的季节性问题。原因在于鹿角自然脱落后遗留在野外，任何季节都可

能被人类捡起带入遗址中。新石器时代鹿角是制作骨器的常用材料，对古人而言，鹿角是

一个非常有用的骨骼部位。而瓦窑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鹿角工具，更是表明鹿角被大量用

于制作骨器。而带有砍痕的鹿角则可以提供季节性方面的信息，公鹿在每年的九月到次年

的四月间长角，因此，带砍痕的鹿角反映该个体一般是在这几个月中被宰杀。而带砍痕的

角盘也可以提供季节性方面的信息，与带砍痕的鹿角一样，带砍痕的角盘表明动物是在带

角的季节死亡，即在每年的九月到次年四月之间。鹿头上带有鹿角自然脱落痕迹的角盘和

正在生长的鹿角则反映了动物是在五月到八月间被杀，因为此时是旧鹿角脱落、新鹿角生

长的季节。

表 4 中我们依据鹿角和头骨所包含的季节性信息，将其分作不同的组。瓦窑沟遗址

共出土有 55 件鹿角和 16 件鹿头，代表了遗址出土的 71 个公鹿个体 (NISP)。其中有 30

图 7  瓦窑沟遗址梅花鹿距骨（GLI/Bd）和肱骨（BT/HTC）测量数据的分布
Fig. 7  Distribution of sika deer astragalus and humerus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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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体是在公鹿带角的季节被宰杀 ( 第一组 )，即在九月到次年四月间，只有 7 个个体死

亡时鹿角已脱落或新角正在生长 ( 第二组 )，即在五月到八月间死亡。如果将不同季节死

亡的公鹿数量与时间联系起来，30 个个体是在 8 个月间死亡(即平均每月死亡个体为 3.75
个)，而 7 个个体是在夏季的 4 个月间死亡，即平均每月死亡个体为 1.75 个。该结果表明，

尽管人类狩猎鹿类是全年性活动，但最集中的时间是在公鹿带角的季节。

对农业社会而言，冬季是农闲的时间，人类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狩猎活动，同

时冬季也是食物相对匮乏的季节，人类更需要狩猎野生动物以获取充足的食物供给。梅花

鹿的季节性集群行为也导致它们在某些季节更容易成为人类狩猎的对象。日本 Nikko 公园

现生鹿群的观察结果表明梅花鹿在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四月间有集群性行为，一般会成

群活动，鹿群中母鹿和幼鹿相伴，公鹿则处于鹿群的边缘地带
[28]
。集群性行为导致鹿群

在这一季节会更加脆弱，更容易被人类捕获，尤其是处于鹿群边缘的公鹿。瓦窑沟遗址出

土梅花鹿性别比例的研究也表明，公鹿死亡率明显高于母鹿。

4 讨论和结论

梅花鹿骨骼在瓦窑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中占有较高比例，这表明鹿类资源在动物生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通过分析遗址中梅花鹿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以及死亡的季节性，

进而探讨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研究发现，多数鹿类是在成年后即体重达到最大时成为

人类的狩猎对象，遗址中极少发现幼年个体，也证明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并未驯养鹿类，而

2 岁到 4 岁是梅花鹿的最佳交配年龄，瓦窑沟遗址这一年龄段的鹿类死亡率较低，反映出

人类在狩猎时可能考虑到种群的繁衍，有意避开处于生育高峰的个体，以保持资源利用的

可持续性。梅花鹿的年龄结构特征也反映出瓦窑沟遗址梅花鹿狩猎的压力相对较小。但与

家猪不同的是，除肉食资源外，鹿类骨骼对人类而言也是有用的资源。鹿骨，尤其是鹿角，

具有较好的韧性，是制作骨器的理想材料。瓦窑沟遗址出土骨器材料分析表明，鹿骨是骨

器制作的主要材料
[3]
。此外，梅花鹿的皮毛也是人类制作衣服和鞋子的重要原料。遗址中

公鹿的比例明显高于母鹿（4 : 1），我们推测人类在狩猎时更多选择公鹿，一方面可能是

为了获取鹿角，另一方面，人类狩猎时可能考虑到种群的繁衍，有意识地避开母鹿。通过

对遗址中出土鹿角和鹿头的分析，我们推测人类狩猎梅花鹿的活动主要是发生在冬季，即

公鹿带角的季节，这也是人类对鹿类皮毛需求量较大的季节。这表明人类狩猎梅花鹿一方

面为了获取肉食资源以弥补冬季其它资源的匮乏；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人类获取鹿角、鹿

皮等资源有关。同时，鹿类的季节性集群行为也使它们在冬季更容易被人类捕获。

表 4  瓦窑沟遗址梅花鹿的季节性（据鹿角和头骨）
Tab.4  The seasonality of sika deer based on antlers and skulls from Wayaogou

 季节 描述 数量 总数 数量/月

第一组 9月-4月
带鹿角的头骨 9

30 3.5
从头上砍下或断裂的鹿角 21

第二组 5月-8月 带有鹿角自然脱落角盘或新生鹿角的头骨角 7 7 1.75
第三组 全年 自然脱落的鹿角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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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狩猎的重要种属，对其种群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人类的狩猎行为，进而理解人类与该种属的关系。通过对遗址中出土梅花鹿骨骼的

分析，我们推测，以瓦窑沟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时代的古人已经相当熟悉梅花鹿的行为特征，

并在狩猎活动中有意识地对其加以利用，以求最大限度地获取动物资源。尽管当时人类并

未驯养梅花鹿，但是却和它们关系十分密切。鹿类不仅是人类的重要肉食资源，也是骨器

制作的重要原料。通过研究一系列遗址中出土动物种属的数量和比例，我们发现，从新石

器早期到晚期，渭水流域的考古遗址中猪类遗存比例不断上升，而鹿类遗存不断下降，反

映了人类生业模式的转变，即由狩猎经济逐步转向驯化经济
[29]
。同时，新石器时代以来，

随着农作物种植范围的扩大，农田的开发，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一定的破坏，遗址周

围的鹿类数量可能已明显减少， 人类可利用的野生资源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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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trategies of Hunting Sika Deers in the Yangshao Period:                                                        
A Case Study of the Wayaogou Site, Shaanxi Province

WANG Hua1, WANG Weilin2, HU Songmei2

1.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2.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An 710000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age structures, sex ratios and seasonal deaths of the sika deers 
(Cervis nippon) from the Wayaogou site,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hunting sika deers during the Yanghshao period.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human generally chose adult individuals to hunt, namely most sika deers 
becoming hunting objects when they had reached their maximum weight. This hunting pattern 
indicates that human had not exerted too much hunting pressure on sika deers. The best mating 
age for sika deers were between two and four years old, and a relatively small proportion of sika 
deers were killed in this stage. Sex ratio shows that human might consciously chose male deer 
to hunt, so that they could get more antlers and protect the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of sika deers 
in the meantime.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ka deers’deaths show that human’s hunting of 
sika deers often occurred in a cold weather, which indicates that human hunting activities were 
based on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

Key words: Sika deer, Hunting, Yangshao, Wayaog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