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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说的猪，一般指的是家猪，是一

种杂食动物，性情温驯，适应能力强，也成为了

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肉食来源。

家猪的祖先是野猪。20世纪 30年代，我国

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研

究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发现其中的

猪头骨顶部隆起，已经有别于同时代的野猪表征，

所以认为那已经属于家猪。之后的几十年里，动

物考古学家对家猪的认识不断深化。根据最近的

研究成果，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距今约9000年

的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也已经是家猪。

有意思的是，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骸骨，出

现了下颌齿列扭曲不齐的现象，著名考古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所所长袁靖在其所

著的《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中

就分析指出，这说明贾湖遗址的家猪被驯养的

时间还不是那么长、在驯养中不需要再掘地拱

食和攻击其他野兽，所以其头部逐渐变小，压

槽缩短，但牙齿没那么快缩小，以至于牙槽无

法容纳全部牙齿整体萌出，因而出现乱齿。

同样是根据动物考古学的方法思路，贾湖

遗址出土的猪骸骨，也是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

的标本占比较高，袁靖分析认为，这是野猪被

人控制、豢养成为家猪过程中，长期的营养不

良和心理紧张造成的。贾湖遗址的猪，个体数

量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占比超过 25%，超过自

然状态下野猪种群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占比，

这表明前者是人工干预的结果；并且墓葬中有

猪的下颌陪葬，印证出在当时，猪在人的生活

中已经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同样距今9000年左右的土耳其东南部的查

耀努等多个遗址，也出土了家猪的遗骸。这些说

明家猪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地区独立驯化的。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这本书以

动物考古学的方法，校验中国古代十二生肖进入

中国古人生活、社会以至文化的过程。动物考古

学以碳14测年来确定遗存年代，对于出土的动

物遗存分析其形态、病理和遗传特征、探讨其属

于人工饲养还是野生成长，并据此展开古DNA

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因

此很好地填补了文献记载造成的历史事实、事件

和现象演变背景等因素的空白，从而让文明史过

程能够更为清晰鲜活地呈现在今人面前。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猪的驯化、饲

养和选育技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发明之一。将

野猪驯化为家猪，可以让人获得稳定的肉食资

源，从而有益于增强人的体质，这在支撑和推

动人类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发展提供了助力。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书中指

出，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北方古代各时期以家

猪为主的肉食格局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除了杭州良渚文化遗址群

出土的动物遗存以家猪为主，其他一些地区的

遗址中出土的动物以鹿科和鱼类为主。

中国秦汉时期，古代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养猪业也随之发展。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

就记载了汉代劝课农桑时，倡导农户养猪、养

鸡的制度。北宋《东京梦华录》也记载了汴京

城每天有大量的家猪被驱赶进城，送入屠宰地，

以此来保证市民肉食需要。

也正是在北宋，大文豪苏轼改良了猪肉加

工的方法，最终得出了一道传延了千年的美食

“东坡肉”。而在浙江金华、云南宣威等地，

汉魏时期的“脯腊”最终发展为火腿，在明代

更是成为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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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孕，不只是一项技术，它事

关所有人的未来。

　　从各类草药、引起痛苦的置入

器，到避孕药物、便利店货架上琳

琅满目的安全套，现代避孕器具如

何变得更加科学、更加触手可及？

　　作者唐娜·J. 德鲁克追溯了现

代避孕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女性生活

的深刻影响。通过回顾避孕技术的

历史，作者剖析了避孕与社会文化、

权力关系的复杂关联，进而指出，

避孕技术的研发及使用是衡量一个

社会是否重视个人自主权利的外在

标准，并且构想了避孕及养育的未

来。

《避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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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袁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5月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