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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旭东主编的《后太平——东辽河下游右岸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的调查与发掘》主要面向青铜时代遗
存，以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中已被发现并著录于《双辽市文物志》上的青铜时代遗
址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多处遗址，力求全面了解这一区域青铜时代遗存的分布情况、保存现状及文
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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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标本07SHⅠH10：5左侧肱骨远端，骨骺愈合。
骨体中部被砸断，断口呈锯齿形。
骨体远端各面有数条切割痕，保留有食肉类动物咬痕。
 4.马鹿Cervus sp. 此类标本共5件，包括角、跖骨、趾骨。
最小个体数为1。
标本07SHⅠH1O：12仅保留角环处，角环自然脱落。
 5.狍Capreolus sp. 此类标本共3件，均为角。
最小个体数为1。
标本07SHⅠF1：3角，仅存部分角干。
 6.山羊Capra sp. 此类标本仅有1件，标本07SHⅠG4：3第二趾骨，保存完整，骨骺愈合。
 7.牛Bos sp. 此类标本共6件，包括头骨、上颌骨、牙齿。
最小个体数为1。
 (二)骨骼痕迹分析 1.自然作用 从骨骼表面物质的保存情况分析，后太平遗址第一地点所出骨骼受风化
侵蚀作用程度较轻，少数破坏严重的标本多为肋骨、椎骨，这可能与骨骼本身的组织构造有关。
 2.动物作用 该地点中具有此类特征的标本有301件，其中113件有啮齿类动物咬痕，188件有食肉类动物
咬痕。
啮齿类动物咬痕多位于骨体两端边缘处，食肉类动物咬痕多位于骨松质密集处。
痕迹形态多呈圆坑状或纵沟状(图二)。
 3.人工作用 此类痕迹可分为以下几种： (1)砸痕：具有此类痕迹的标本有417件，其中一部分标本作用
于长骨骨体中部，将骨体从中间砸断，其目的是砸骨取髓；一部分标本作用于长骨骨体两端，将两端
砸掉，截取中部较长的骨管，目的是砸骨取料用于加工骨器；还有一部分是将下颌骨的水平枝底部砸
掉，目的是取其内部骨髓。
 (2)砍痕：此类标本共115件，多作用于动物角上，在角干及分枝相接处反复砍削，目的是截取角料，
加工角器。
 (3)烧烤痕：有64件标本上具有此类痕迹，其中一部分标本通体发黑或发灰，可能是人类食用后或是加
工骨器的废料随意丢弃到火中；一部分标本只在断口边缘保留略呈黄色的烤痕，可能是加工骨器时为
了增加骨料的硬脆度更易于加工而有意将骨体略烤一下(图版六五，8)。
 (4)磨痕：此类标本共7件，多见于骨器加工的最后一、二步，目的是修整器形。
 (5)劈痕：此类标本共26件，多用于肢骨及肋骨，见于骨器加工的第二、三步，目的是截取骨料，修整
雏形。
 (6)切割痕：此类标本共61件，多作用于骨体韧带附结处，目的是肢解动物。
 (7)锯痕：此类标本共8件，多作用于角及肢骨上，断口平齐，目的是截取骨、角料。
 (三)骨角牙器加工方式 后太平遗址第一地点中的动物不仅为当地先民提供丰富的肉食资源，而且还被
用来加工制作各种骨角牙器。
从出土骨角牙器的种类、数量的丰富程度看，其骨角牙器加工水平也有了巨大提高。
 该遗址的先民在制作饰件时多采用钻孑L的加工方式，原料多为狍、羊等中小型动物的距骨、趾骨、
牙齿或珠蚌；骨管多采用将小型动物的肢骨锯掉两端的方法制作而成； 笄的制作方法有三种：一是直
接将小型动物肢骨的一端磨尖；一是沟裂下小型动物肢骨的部分骨片，将其内侧面磨平磨尖；一是将
鹿角沟裂下部分细长角片，通体砍削，外侧面略磨而成。
骨针多利用沟裂下的肢骨骨片磨制而成，有的还是利用个体较大的鱼的肋骨通体打磨而成的。
骨锥多是将中小型动物较细的肢骨一端骨体或劈裂下的细长骨片磨出尖部而成，角锥大部分是截取马
鹿或狍子角的分枝修整而成，少数是将山羊角角柄一端磨扁平而成。
 另外出土的镞，除石制的以外，仅1件为骨镞，其他的均用鹿角制成。
该遗址的先民对鹿角的利用率如此高，不仅与角料本身易于加工的特点有关，而且鹿角易得，除了在
狩猎中获得，还可在鹿角脱换的季节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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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匕首的加工流程 通过对后太平遗址第一地点内出土的用于加工骨器的骨料、成品、半成品、废料
进行观察，分析该遗址的先民加工骨匕首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图三)： 1.选料：该遗址中出土的骨匕
首是选用马、鹿、牛等大型动物的跖骨为原料。
 2.截取骨料：根据需要将骨体砸断，截取合适的长度(07SHⅠG8：25)。
 3.修整雏形：将骨体从一端劈裂或砸为前、后两部分(07SHⅠF2：21)。
 4.修整定型：将断口两侧磨平，在断口处打磨出尖部，修整定型(07SHⅠG8：26)。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吉林双辽后太平遗址古代居民的死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壮年期次之
，两者的死亡比例合计可以达到80.36％。
未满14岁夭折个体的比例很高，占可鉴定人口总数的10.71％。
青年组的死亡比例也较高，占可鉴定人口总数的8.93％。
在全部可鉴定具体年龄的56例个体中没有一例是老年个体。
在不考虑年龄不详者的情况下，吉林双辽后太平遗址古代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33.32岁。
这充分反映出，当时居民的寿命应该是普遍偏低的。
 根据表1的统计数据，绘制出吉林双辽后太平遗址古代居民男女两性在各个年龄段死亡之百分比图(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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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太平:东辽河下游右岸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的调查与发掘》是对东辽河下游右岸以青铜时代遗存为
主的调查与发掘的资料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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