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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爱吃猪肉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考古平台，作

为“探秘良渚·文明之源”系列活动的重
头戏，“良渚的动物世界”展览正在举
行。在这里，观众可以了解 5000 年前

“良渚人”爱吃什么肉。
“‘良渚人’应该吃猪肉最多，其次是

鹿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动物考
古专家宋姝介绍说，在良渚古城遗址里
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中，猪骨约占80%，
鹿骨约占10%。

展览现场展出了十多件良渚时期
猪、梅花鹿、水牛和麋鹿等动物的骨骼遗
存。它们都是从钟家港遗址出土的。钟
家港就是展厅外的那条小河，貌不惊人，
而在宋姝眼里，它是良渚文化动物考古
的一座“富矿”。

“南方地区潮湿炎热，很多地方是酸
性土壤，有腐蚀性。因此，动物骨骼很难
保存。”宋姝说，环太湖地区共发现近千
处良渚文化遗址，而出土过动物遗存的
遗址仅有30余处，钟家港是良渚古城内
唯一保有动物遗存的遗址。

钟家港之所以能保有动物遗存，是
因为它的独特地理条件。先民是在水泽
上堆墩营建良渚古城的，堆墩之间余下
的水面逐渐形成了河道，钟家港也就是
这样形成的。以后，先民直接把生活垃
圾倾倒在河里，动物骨骼沉入水底，在富
水厌氧的环境中保存了下来。

吃鹿肉用鹿骨制品
从2015年至2018年，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钟家港遗址进行了发掘清
理。宋姝等人对2016年清理出的遗存

进行了更细致的淘洗，发现了12万多件
动物骨骼遗存，鉴定出40余种动物。

而这些动物骨骼遗存中，猪骨和鹿
骨是最丰富的。宋姝说，在猪下颌骨上
观察到了齿列扭曲的现象，这是因为猪
被人类饲养后，下颌骨退化变短了，牙齿
也随之“长歪”了。同时，她还观察到有
的猪得了“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的牙
病，这是哺乳动物在成长期因为生理紧张
造成的，这也与人类的干预有很大关系。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可以判断‘良
渚人’当时已在饲养家猪。”宋姝说。家
猪在1岁半成年，以后肉量和体型就不
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人们选择在这
时杀猪是最经济的，而出土的猪骨显示，

良渚遗址里的猪也就活到1-2岁。
除了家猪，良渚古城里只出土过狗这

一家畜的骨骼。而在野生动物里，鹿的骨
骼是最多的，已经发现了麋鹿、水鹿、梅花
鹿、獐和麂这5种鹿科动物的骨骼。“良渚
人”除了吃鹿肉，还喜欢鹿角和鹿骨。鹿
骨骨壁厚、整体平直、易于截取，稍加打磨
就可以加工成骨锥、骨簪等骨制品。

而在出土的鹿角中，有的是在春季
拾取的自然脱落的鹿角，末端连着角环；
有的是猎人杀死鹿以后，从头上割取的
鹿角，上面还带有额骨的碎片。鹿角可
以用作装饰，角尖部分也可以用作骨锥。

狩猎、屠宰、食用……这些人类行为
都会在动物骨骼上留下不同痕迹。目
前，在各处良渚文化遗址中，研究人员已
经发现53个种属的动物遗存，涉及软体
动物、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
物考古学家从动物遗存的解剖形态、死
亡年龄、性别构成、病理现象、骨骼痕迹
等角度，对于良渚时期的动物资源利用
作了综合研究，发现了良渚时期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养殖业文化——先民一方
面饲养家畜，一方面通过狩猎和捕捞来
获得野生肉食。

“我们发现过食用后剩下的虎骨，还
有鳄鱼的骨板，说明当时有了鳄鱼皮制
品。”宋姝介绍说，他们还发现过鲨鱼的
牙齿，可能是从外地进贡到周围只有淡
水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位于天目山两条余脉之间
的冲积平原上，当时的气候更为温暖湿
润，类似于现在的华南地区，丰富的动物
资源也是良渚文明兴盛的支撑。宋姝
说，动物考古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当地人
的生活。 据新华社

科学家通过“中国天眼”FAST发现
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例持续活跃的重复快
速射电暴 FRB 20190520B，并将其定位
于一个距离我们 30 亿光年的矮星系。
这一发现对于更好理解快速射电暴这一
宇宙神秘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该发现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
菂研究员领导的国际团队，通过“中国天
眼”FAST的“多科学目标同时巡天”优先
重大项目完成，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
术期刊《自然》发表。

快速射电暴（FRB）是宇宙中最明亮
的射电爆发现象，在1毫秒的时间内能
释放出太阳大约一整年才能辐射出的能
量。快速射电暴自2007年首次被确定
存在以来，迅速成为天文学最新研究热
点之一，但其物理起源、辐射机制和周围
环境等，至今尚不明晰。

据介绍，论文第一作者、国家天文台
青年学者牛晨辉在系统处理FAST数据
时发现，2019年5月20日的数据存在重
复的高色散脉冲。之后，团队通过组织
多台国际设备天地协同观测，综合射电
干涉阵列、光学、红外望远镜以及空间高
能天文台的数据，将FRB 20190520B定
位于一个距离我们30亿光年的贫金属

的矮星系，确认近源区域拥有目前已知
的最大电子密度，并发现了迄今第二个
快速射电暴持续射电源对应体。

与人类发现的第一例重复快速射电
暴 FRB 20121102A 相 比 ， FRB
20190520B各方面的特征都更为极端。
例如，FRB 20121102A存在爆发活跃期，
但FRB 20190520B从未停止爆发，目前
FAST已探测到了后者几百次爆发。

“上述发现揭示了活跃重复暴周边
的复杂环境有类似超亮超新星爆炸的特
征，挑战了对快速射电暴色散分析的传
统观点，为构建快速射电暴的演化模型、
理解这一剧烈的宇宙神秘现象打下了基
础。”李菂说。

据悉，FAST“多科学目标同时巡天”
优先重大项目迄今已经发现至少6例新
的快速射电暴。 据新华社

古人怎样
保存火种？
火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在

距今72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人们又如何取火、保存火
种？

“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
术品，也是新乐人智慧的结
晶。”不久前，在沈阳新乐遗址
博物馆，沈阳市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会会长初国卿指着陈列
柜中的一件陶制器具说。

记者留意到，这个神似簸
箕的陶器敞口、斜壁、小平底，
口沿处装饰有“之”字形暗纹，
造型古朴粗犷。“这就是当时
的‘火种器’，考古学界也通俗
地称它为‘火簸箕’。我们推
测，7200多年前，人们就是使
用它来保存、转移火种。”初国
卿说。

据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业务室主任常乐介绍，新乐文
化遗址是一处距今7200多年
的村落遗址，这里的“火簸箕”
大都是1973年第一次试掘和
1980年第三次抢救性发掘时
发现的，至今一共出土6件“火
簸箕”，博物馆里展出3件。

“通过对遗址的发掘，考
古学家发现遗址里的许多火
塘旁边，都散落着这种簸箕状
的‘火种器’，其宽大的器口利
于火种的拨进和撮取，推测新
乐人应该是将烧红的木炭、树
枝慢慢撮进其中，让木炭在里
面慢慢燃烧，这样就可以长时
间保存火种。”常乐说。

在原始社会，人们不管是
生火还是保存火种都很不方
便。“火簸箕”的出现使人类可
以长时间保存火种，并灵活用
火取暖、照明、做饭。

“每当需要生火，新乐人
就会使用‘火簸箕’，他们还会
用‘火簸箕’将火种分散到需
要的人家，转移火的过程精细
且神圣。”初国卿说，“可以说，

‘火簸箕’是人类文明中，具有
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件
器具。” 据新华社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展
出的“火簸箕”。

年前
“良渚人”爱吃什么肉？

5000

“民以食为天”，5000年前的良渚古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这一文明的基础就是发
达的稻作农业。不过，“良渚人”并不是只吃米饭，他们的餐桌上少不了鲜美的肉食。

展厅外景，展厅下方即为钟家港。
图据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资料图片

宋姝向记者介绍动物考古工作。新华社发

展厅外景
图据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