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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褥 要

本文所报道的 17 例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旗的庙子沟遗址
,

其

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阶段
.

对该组颅骨的观察和测盘结果表明
,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

体质特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
.

庙子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境内的黄旗海南岸
,

其年代相当于

仰韶时代晚期 (魏坚
,

19 88 )
.

1 9 8 5一 19 8 7 年间
,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

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发掘
,

除获得丰富的文化遗物之外
,

尚在遗址中的房屋内以及房屋周

围的窖穴中发现 70 余具人类遗骨
.

有关学者推测他们可能是一次突发性的灾难 (如瘟

疫 ) 中的牺牲者 (魏坚
,

19 9 1 )
.

19 89 年秋季
、

笔者应邀前往庙子沟野外工作站对上述人

骨标本进行了性别和年龄鉴定
,

并从中选择出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成年人颅骨 17 例进行了

人类学特征的观察与测量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颅骨的非测量性形态特征

本文所研究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共计 17 例 (男性 8 例
,

女性 9 例 )
,

均系成

年个体 (年龄范围为 17 一 50 岁 )
.

其中除 2 例 (男女性各一例 ) 缺少下领骨标本之外
,

其

余 15 例颅骨均具有与之相配套的下领骨
.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颅骨男女两性各 自的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和统计结果见表 1
.

在男性颅骨 (图版 I : 1一3) 中
,

颅形多为卵圆形
,

约占 75 %
,

其余为椭圆形
.

眉弓

普遍颇为发达
,

在 8 例标本中眉弓中等发育程度者仅有 1 例
,

其余 7 例均属显著以上的发

育等级
.

额骨倾斜度中等和明显后倾者各占一半
。

在 8 例颅骨中除 1 例在额骨鼻突部保留

有一小段额中缝外
,

其余标本均未观察到额中缝的存在
.

颅顶缝各段中
,

顶段和后段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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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庙子沟组新石器时代烦骨男女两性的非测最性形态特征

N o
二

e 扮 Ic 比 . r ac t e比 o f t加 me o ll t目e . al e 二d 介. a le sk u llB u 此a rt h e d fr o . M I. o z i Ro u 成te

观观察项目目 性别别 体 质 特 征征征 观察项目目 性别别 休 质 特 征征

颅颅 形形 早
‘即即椭圆形 2 ,

卵圆形 66666 鼻 前 棘棘 男(8 ))) B r o e a ll 级 6 , B r o e a lll 级 222

椭椭椭椭椭椭椭椭圆形 2 ,

卵园形 4 ,

五角形 1 ,

菱形 2222222 女(9 ))) B r o ca l 级 7 , B r o e a ll 级 222
笋笋笋 ‘, )))))))))))))

眉眉弓凸度度 男(8 ))) 中等 1 ,

显著 5,

特显 1 ,

粗壮 11111 犬 齿 窝窝 男(8 ))) 弱 3 ,

中等 4
,

显著 111

女女女(9 ))) 弱 8 ,

中等 1111111 女(9 ))) 无 2 ,

弱 6 ,

中等 lll

额额 骨骨 手
‘8 )))
}
中等 4 ,

倾斜 ‘‘‘ 鼻根点凹凹 男(8))) 钱 3 ,

深 555

}}}}}}}}}}}}}}}平直
5 ,

中等 44444 陷陷 女(9))) 无 7 ,

浅 222又又又 ‘, )))))))))))))

额额 中 缝缝 男 (8 ))) 无 7 , 1 / 3 以下 11111 拜 区区
手
‘
少少

H 型 4 ,

K 型 1 ,

其上骨型 222

女女女(9 ))) 无 7 ,
1 / 3 以下 22222222222222222 H 型 6 ,

其上骨型 333从从从从从从从气, )))))

颅颅颅 前自段段 粤
‘即即微波型 3 ,

深波型 4 ,

锯齿型 11111 颧骨上领领 零
‘i,, 转角处回钝 l ,

转角处欠回钝 777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徽波型 8 ,

深波型 lllll 骨下缘缘缘缘缘缘缘 转角处圆钝 3 ,

转角处欠圆钝 666
缝缝缝缝 只 (, ))))))))) 从气, )))))

顶顶顶 段段 手
‘梦,, 徽波型

l ,

深波型 1 ,

锯齿型 66666 顶 孔孔 零
‘即即双孔全 5 ,

仅有左孔 1
,

仅有右孔 1
,

无孔 111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波型 3 ,

锯齿型 66666666666666666 双孔全 2, 仅有左孔 2, 仅有右孔 2, 无孔 333只只只只 L, )))))))))
l

艾 ( , )))))

顶顶顶孔段段 男 (8 ))) 徽波型 5 ,

深波型 2 ,

锯齿型 11111 矢 状 蜻蜻 男(8 ))) 有 7 ,

无 111

女女女女 (9 ))) 徽波型 9999999 女(9 )))有 4
,

无 555

后后后 段段 早
‘即即深波型 2 ,

锯齿型 66666 腮 形形 男 (8 ))) 抛物线形 4
,

椭圆形 444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波型 4 ,

锯齿型 5555555 女(8 ))) 抛物线形 4 ,

椭圆形 444又又又又 t , )))))))))))))

乳乳 突突 男 (8 ))) 中 l ,

大 4
,

特大 33333 胳 圆 枕枕 男(8 ))) 蜻状 2 ,

丘状 666

女女女(9 ))) 极小 1 ,

小 3 ,

中 4 ,

大 lllllll 女(9 ))) 丘状 999

枕枕外隆突突 手
‘号,, 中等

2 ,

显著 2 ,

极显 3 ,

味状 lllll 颊 形形 男(7 ))) 方形 5 ,

圆形 1 ,

尖形 111

缺缺缺缺缺缺缺缺 1 ,

稍显 4 ,

中等 4444444 女(8 ))) 回形 3 ,

尖形 555从从从 t , )))))))))))))

眶眶 形形 手
‘7 ,, 椭回形 4

,

方形 1,

长方形 22222 下领角区区 零
‘乡乡外翻型 4

,

直型 222

圆圆圆圆圆圆圆圆形 1
,

椭圆形 2 ,

方形 5 ,

长方形 11111111111111111 直型 4 ,

内翻型 444又又又 ( , ))))))))) 熟 (吕)))))

梨梨 状 孔孔 男(8 )))
J

自型 1 ,

梨型 77777 下领圆枕枕 男 (7 ))) 有 4 ,

无 333

女女女(9 ))) 心型 6 ,

梨型 3333333 女(8 ))) 有 4 ,

无 444

梨梨状孔下缘缘 男(8 ))) 锐型 2 ,

钝型 1 ,

鼻前沟型 3 ,

鼻前窝型 22222 颊 孔孔 男(7 ))) 左右各一 6 ,

多新孔 111

女女女 (9 ))) 锐型 3 ,

钝型 3 ,

鼻前沟型 2 ,

鼻前窝型 1111111 女(8 ))) 左右各一 7 ,

多颊孔 111

构略显复杂一些
,

多数标本为锯齿型
,

而在前自段和顶孔段中则以微波型和深波型者占绝

对优势
.

乳突多数较大
,

枕外隆突发育多较显著
.

眶形以椭圆形者居多
,

其次为长方形
.

梨状孔以梨型为主
,

梨状孔下缘结构以鼻前沟型最多
,

其次为鼻前窝型和锐型
.

鼻前棘发

育较弱
,

多数标本属 Br oc a n 级
.

犬齿窝发育中等者居多
,

其次为发育弱者
,

发育较显著

者仅有 1 例
.

鼻根点凹陷较深者有 5 例
,

其余 3 例则较浅
。

颧骨上领骨下缘转角处欠圆钝

者占绝大多数 (约为 87
.

5 % )
.

矢状岭发育明显
,

除 1 例标本外
,

其余 7 例颅骨上均可观

察到不同程度的矢状蜻存在
.

愕形中抛物线形和椭圆形者各占 50 %
,

愕圆枕多属丘状
,

另有 2 例为蜻状
.

下领骨颊部形态以方形者居多
,

下领角区多为外翻型
.

此外
,

在半数以

上的下领骨标本中可观察到下领圆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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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颅骨 (图版 1: 4一 9) 与男性标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 : 眉 弓发育较弱 ; 额骨平直

者居半数以上
,

缺少倾斜者 ; 颅顶缝结构更为简单 ; 乳突和枕外隆突发育较弱 ; 眶形中以

方形者居多
,

其次为椭圆形
,

从而反映出女性的眶形较男性的为高 ; 梨状孔形状多为 心

型
,

梨状孔下缘结构中以锐型和钝型为主 ; 犬齿窝发育更弱 ; 多数女性标本无鼻根点 !lfl

陷 ; 女性标本中颧骨上领骨下缘转角处欠圆钝者的比例小于男性 ; 矢状岭的发育程度低于

男性 ; 下领骨额部形态中以尖形者居多
,

其次为圆形 ; 下领角区形态缺少外翻型者
.

从以上男女两性颅骨非测量性特征的差异来看
,

其中绝大多数项目所体现出来的区别

明显属于正常的性别差异
.

综合上述形态观察的结果
,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般具有比

较简单的颅顶缝结构
,

欠发达的鼻前棘
、

犬齿窝和鼻根点凹陷
,

转角处欠圆钝的颧骨上领

骨下缘形态以及较高的矢状晴和下领圆枕出现率等群体遗传学性状
.

这些特点均与亚洲蒙

古人种的特征颇为接近
,

表 2 庙子沟组新石器时代颅骨男女两性各主要测最项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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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颅骨的测量性形态特征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颅骨各主要测量项 目的平均值见表 2
。

在男性颅骨中
,

从颅指数上看有半数为中颅型
,

2 例为长颅型
,

其余 2 例则分别为回

颅型和特圆颅型
,

平均值属中颅型
.

颅长高指数方面除 1 例为正颅型外
,

其余 6 例均为高

颅型
.

在颅宽高指数上所有的标本均系狭颅型
.

由此可见
,

中颅型
、

高颅型和狭颅型的结

合是该批男性居民的典型颅型特征
.

由上面指数来看
,

绝大多数的标本均为中上面型
.

综

合面部突度指数
、

总面角
、

鼻面角和齿槽面角等项特征来分析
,

该组男性居民一般具有垂

直方向上较为平直的面部和较明显的齿槽突领性质
.

在眶形方面
,

该组居民普遍具有偏低

的中眶型 的特点
.

鼻指数显示有半数个体为中鼻型
,

其次为阔鼻型
,

属狭鼻型者仅有 1

例
,

平均值亦属中鼻型
.

愕型方面以阔愕型者占绝对优势
.

额型 的变异 比较明显
,

其中以

狭额型者居多
,

共有 5 例
,

另有阔额型 2 例和中额型 1 例
.

枕骨大孔偏狭者居多
,

枕大孔

指数的平均值亦属狭型
.

女性颅骨的大多数测量性状均与男性相仿
,

所不同的只是与男性组相比较
,

女性组的

面部垂直方向的突出程度和齿槽突领程度更为明显
,

眶型略高
,

鼻型较阔
.

此外
,

无论男

性组或女性组
,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般都具有较大的鼻颧角
,

从而显示 出他们的面部

颇戈电平
.

三
、

种 族 类 型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前面通过对颅骨非测量性状进行形态观察后得出的关于庙子沟新

石器时代居民与亚洲蒙古人种在种系特征上比较接近的初步印象
,

下面使用表 3 中所列人

的 17 项颅面部主要侧定值将该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及其各区域性类型的相应变异范围

进行比较
.

从表 3 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

在 17 个项目中
,

庙子沟组落人亚洲蒙古人种变异范围的

共有 15 项
.

此外
,

颅宽高指数 ( 102 .9 5) 尽管超出了变异范围 (85
.

2一 102
.

8)
,

但亦极其

接近亚洲蒙古人种相应数值的上限
.

实际上
,

该颅骨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差异较大的项 目仅

有眶指数 1 项
,

但如果对照一下在我国境内出土的其它许多组新石器时代颅骨的资料
,

我

们便不难发现
,

庙子沟组所具有的这种眶型偏低的现象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居 民中普遍存

在的一项共同特点
.

因此
,

该组颅骨无疑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 的范畴
.

如果再进一步将庙子沟组与亚洲蒙古人种的各区域性类型进行比较
,

我们又可 以发

现
,

该组落人北亚人种的项 目包括颅长
、

颅指数
、

额角
、

上面高
、

上面指数
、

鼻颧角和鼻

指数等 7 项
,

其余 10 个项 目都不同程度地超出了北亚人种的相应界值
.

从而反映出
,

庙

子沟新石器时代居 民在许多基本的颅面部体质特征上与北亚人种差距较大
,

尤其是在颅型

和面部的宽度方而
,

二者相差悬殊
.

北亚人种通常具有低而阔的颅型和很大的颧宽绝对

值
,

而庙子沟组的相应特征则是典型的高
、

狭颅型和中等宽度的面形
.

值得注意的是
,

庙

子沟组的鼻根指数值较大
,

虽超出北亚人种界值范围但却极为接近其上限
,

该组所具有 的

颇大的鼻颧角与北亚人种的相应特征十分相似
,

由额角所反映出的额部倾斜程度亦同后者

比较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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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庙子沟组新石器时代颅骨与现代各亚洲蒙古人种的比较 (男性)

C o m p a r l so n o f t h e m a l . m e tr le e 七a r a e te 抢 b e t w e e . M la o d g o u . e o llt卜Ic e r a n l a

a n d s o . e . o d e , A s la t lc M o u Ro lo id。 (m a le ) (单位 : 长度 :毫米 ; 角度:度)

马马马

亏芦之之
}}} 亚 洲 蒙 古 人 种种

丁丁丁丁 庙子沟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号号号号号 北 亚亚 东 北 亚亚 东 亚亚 南 亚亚

lllll 颅长 (g一 o p ))) 1 7 7
.

6 3 (8 ))) 1 74
.

9一1 9 2
.

777 18 0
.

7一1 9 2
.

444 17 5
.

0一 1 8 2
.

222 1 6 9
.

9一 18 1
.

333

88888 颅宽 (e u一
e u ))) 1 3 7 0 3 (8 ))) 1 44

.

4一 1 5 1
.

555 13 4
.

3一1 4 2
.

666 13 7
.

6一 14 3
.

999 13 7
.

9一 14 3
.

999

888 : lll 颅指数数 7 7
.

2 2 (8))) 7 5
.

4一 8 5
.

999 6 9
.

8一 79
.

000 7 6
.

9一 8 1
.

555 7 6
.

9一 8 3
.

333

lll 777 颅高 伪a
一b))) 14 0

.

9 3 (7 ))) 1 2 7
.

1一 1 3 2
.

444 13 2
.

9一1 4 1
.

111 13 5
.

3一 14 0
.

222 13 4
.

4一 1 3 7
,

888

111 7 : lll 颅长高指数数 7 9
.

5 7 (7 ))) 6 7
.

4一 7 3
.

555 7 2
.

6一 7 5
.

222 7 4
.

3一 8 0
.

111 7 6
.

5一 7 9
.

555

111 7 : 888 颅宽高指数数 10 2
.

9 5 (7 ))) 8 5
.

2一 9 1
.

777 9 3
.

3一 10 2
.

888 9 4
.

4一 l的
.

333 9 5
.

0
.

一 10 1
.

333

99999 最小额宽 (n一 ft))) 90
.

3 6 (8 ))) 90
.

6一 9 5
.

888 9 4
.

2一 96
.

666 8 9
.

Owe 9 3
.

777 8 9
.

7一 9 5
.

444

333 222 额角 (n 一m F H ))) 8 2
.

2 5 (旬旬 7 7
.

3一 8 5
.

111 7 7
.

Oee 79
.

000 8 3
.

3一 86
.

999 8 4
.

2一 8 7
.

000

444 555 颧宽 (
z y一

z y ))) 1 3 6
.

6 4 (7 ))) 1 3 8
.

2一 14 4
.

000 13 7
,

9一 14 4
.

888 13 1
.

3一 1 3 6
.

000 13 1
.

5一 1 3 6
.

333

444 888 上面高 (n 一
s d ))) 7 3

.

5 0 (8))) 7 2
.

】夕 7 7
.

666 7 4
.

0一 79
.

444 7 0
.

2一 7 6
.

666 6 6
.

1一 7 1
.

555

444 8 : 1 777 垂直颅面指数数 5 2
.

0 5 (7 ))) 5 5
.

8一 5 9
.

222 5 3
.

0一 58
.

444 5 2
.

0一 54
.

999 4 8
.

0一 5 2
.

222

444 8 :4 555 上面指数数 5 3
.

6 8 (7 ))) 5 1
.

4一 5 5
.

000 5 1
.

3一 56
.

666 5 1
.

7一 56
.

888 4 9
,

9一 5 3
.

333

777 777 奔颧角 (fm 。一 n 一fm o))) 14 9
.

8 1 (8 ))) 1 4 7
.

0一 15 1
.

444 14 9
.

0一 1 5 2
.

000 14 5
.

0一 14 6
.

666 14 2
.

1一 14 6
.

000

777 222 总面角 ( n一p r F H ))) 82 3 3 (6 ))) 8 5
.

3一 8 8
.

111 8 0
.

5一 8 6
.

333 8 0
.

6一 8 6
.

555 8 1
.

1一 8 4
.

222

555 2 : 5 111 眶指数数 7 6
.

7 6 (7 ))) 7 9
.

3一 8 5
.

777 8 1
.

4一 84 .999 8 0
.

7一 8 5
.

000 7 8
.

2一 8 1
.

000

555 4 : 5 555 鼻指数数 4 9
.

9 0 (8 ))) 4 5
,

0一 5 0
.

777 4 2
.

6一 4 7
.

666 4 5
.

2一 匆.222 5 0
.

3一 5 5 555

555 5 :S CCC 鼻根指数数 3 8
.

6 9 (7 ))) 2 6
.

9一 3 8
.

555 3 4
.

7一 42
.

555 3 1
.

0一 35
.

000 2 6
.

1一 3 6
.

111

注 : 亚洲蒙古人种的各项数据引自潘其风
、

韩康信 ( 1984)
.

庙子沟组落人东北亚人种变异范围的项目也有 7 项
,

其中包括颅宽
、

颅指数
、

颅高
、

上面指数
、

鼻颧角
、

总面角和鼻根指数
。

其余的 10 项测定值均超出了东北亚人种界值范

围
,

从而表现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比较疏远
.

一般来说
,

东北亚人种常常具有很大的颅长绝

对值和正颅型的特点
,

而本文标本的颅长中等并具有显著的高颅型特征
.

在面部特征中
,

庙子沟组中等的颧宽值和偏阔的中鼻型等特点也与东北亚人种极为宽阔的面形和狭鼻型性

状判然有别
。

此外
,

该组在额部倾斜度方面也不同于东北亚人种明显后倾的斜额类型
.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 民与南亚人种之间的差距就更为悬殊
.

在 17 个比较项 目中
,

该

组落人后者界值的项目只有颅长
、

颅指数
、

最小额宽
、

垂直颅面指数和总面角等 5 项
,

其

余 12 项均不同程度地超出了南亚人种的变异范围
,

因而显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

体质差异
.

相对来说
,

庙子沟组在若干项体质特征上与东亚人种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密切
.

在

17 个比较项 目中
,

本文标本落人东亚人种变异范围的共有颅长
、

颅指数
、

颅长高指数
、

最小额宽
、

上面高
、

垂直颅面指数
、

上面指数
、

总面角和鼻指数等 9 项
.

此外
,

颅宽
、

颅

高和颧宽等 3 项测定值虽然超出了东亚人种的界值范围
,

但亦分别极为接近其上
、

下 限
.

颅宽高指数尽管超出东亚人种界值上限的幅度略大
,

但由其所反映出的典型狭颅性状却亦

与东亚人种颅型偏狭的特点比较接近
.

因此
,

实际上本文标本与东亚人种差异较大的项 目

仅有眶指数
、

鼻根指数
、

额角和鼻颧角等 4 项
.

在这 4 个项目中
,

眶指数所体现出的低眶

倾向应系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特征
.

由额角
、

鼻颧角和鼻根指数所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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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为后倾的前额
、

颇大的面部扁平度和略高的鼻根部形态与东亚人种差别较大
,

但正如

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
,

恰恰是在这几项特征上
,

庙子沟组与北亚蒙古人种却比较接

近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基本种族类型应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
,

但

同时也可能包含了某些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
.

四
、

分 析与讨论

为进一步了解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与现代亚洲各地区居民之间在体质特征上的相互

关系
,

本文根据颅长
、

颅宽
、

颅高
、

最小额宽
、

颧宽
、

上面高
、

眶高
、

眶宽
、

鼻高
、

鼻

宽
、

颅指数
、

颅长高指数
、

颅宽高指数
、

上面指数
、

眶指数
、

鼻指数
、

额宽指数和总面角

等 18 项颅骨测量和指数的平均值
,

计算庙子沟组与华北
、

华南
、

蒙古
、

因纽特和通古斯

等 5 个近代组 (数据分别转引自潘其风
、

韩康信
,

19 8 2 和潘其风
、

韩康信
,

19 84) 之间

的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¹
,

结果如表 4
.

表 4 庙子沟组与近代对比组之间的平均数组差均方根值

C o . p a r a t lv e r es ul t 加t w ee . M l a o z l g o u c r a n l a a o d s o m e m od e rn e r a n la

二二翼笠笠
华 北 组组 华 南 组组 蒙 古 组组 因 纽 特 组组 通 古 斯 组组

庙庙子沟组组 0
.

6 888 0
.

7 444 1
.

5 666 1
.

1444 1
.

6 777

从表 4 中的组差均方根函数值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

庙子沟组与近代居 民中的华北组

之间在体质特征上最为接近
,

其次为华南组
,

而与因纽特
、

蒙古
、

通古斯等 3 个近代组之

间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形态差异
.

下面再对庙子沟组与我国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的相互关系进行探

讨
.

新石器时代对 比组中
,

本文选择了仰韶合并组
、

柳湾合并组 (潘其风
、

韩康信
,

19 84)
、

西夏侯组 (颜 l司
,

1 9 7 3 )
、

庙底沟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1 9 7 9) 和河宕组 (韩康

信
、

潘其风
,

1 982 )
.

此外
,

为了考察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 民与本地区其他古代居民在体

质类型 上的联系
,

本文又增选了毛庆沟饮牛沟 A 组
、

毛庆沟饮牛沟 B 组和哼县窑子组

(朱乱
,

19 91 ) 等 3 个古代对比组
.

上述 3 组颅骨资料均出自与庙子沟遗址邻近的乌兰察

布盟凉城县境内
,

属青铜时代遗存
,

其年代的下限可能跨人早期铁器时代
.

本文仍采用计算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的方法将庙子沟组与上述 8 个古代对比

组进行比较
.

用于 比较的测定值包括颅长
、

颅宽
、

颅高
、

最小额宽
、

颧宽
、

上面高
、

眶

高
、

眶宽
、

鼻高
、

鼻宽
、

颅指数
、

颅长高指数
、

颅宽高指数
、

上面指数
、

眶指数
、

鼻指

数
、

额宽指数和总面角等 18 项
,

其计算结果见表 5
.

¹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的计算公式和使用说明详见潘其风
、

韩康信 ( 198 4) 的有关叙述
.

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
,

因后者含有贬意
,

本文采用
‘

因纽特
’

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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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庙子沟组与古代对比组之间的平均数组差均方根值

C o . p a r a t lv e r

二It k t , ee . M la o zl 皿。一 e , . 1

…
d s o m e . e l e以 e r. m la

古代对比组 }, 一 人 ‘ ~ }~ , 人 ‘ ~ } ~ ~ ~ ~ } ~ ~ ~ ~ } _ ~ ~
、、 !仰加乍犷洲

.

到压 l创耳百升习巳} 四及悦习巳 l 油胭月习巳 l 刑石习巳

本文标本

毛庆沟饮

牛沟 A 组

毛庆沟饮

牛沟 B 组

峥县窑子组

庙子沟组 ! 0
.

5 1 } 0
.

9 1 } 0
,

7 6 } 0
.

7 3 1 0
.

82 } 0
.

7 5 } 0
.

9 5 ! 1
.

3 6

从表 5 中的组差均方根函数值来看
,

在新石器时代各对比组中
,

庙子沟组与仰韶合并

组的关系最为密切
,

其次是庙底沟组和西夏侯组
,

本文标本与河宕组和柳湾合并组的关系

则相对比较疏远
.

关于由庙子沟组所代表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陕
、

晋
、 一

豫地区仰韶文

化居民之间的渊源关系间题
,

有关学者已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分析做出推断
‘

认为内蒙

古中南部地区富有特色的远古文化的形成是由于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繁荣发达时期
,

部分

仰韶农人沿着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
,

来到富饶的河套地区安营扎寨
,

与当地居民混

合共存的结果 (严文明
,

19 91 )
.

从本文研究的结果来看
,

这种推论是不无道理的
.

在 5

个新石器时代对比组中
,

庙子沟组与仰韶合并组的函数值最小
,

说明二者之间在体质特征

上最为接近
.

而这种遗传学特征上的相似性或许就与中原仰韶农人移民所产生的基因流冲

击有关
.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

尽管中原仰韶居民和庙子沟居民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有着

较多的一致性
,

但差异仍然存在
,

例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在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含有

的很大的面部扁平度
、

鼻根指数偏高等类似北亚蒙古人种的体质因家就不同于中原仰韶居

民
·

而这些带有北方蒙古人种色彩的体质因素或许就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
原住居民所固有的性状

.

本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上述推论尚有待于该地区早期
’

人类学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后才能得到证实或者修正
.

-

在乌兰察布草原地区的 3 个青铜时代一早期铁器时代对比组中
,

庙子沟组与毛庆沟饮

牛沟 A 组之间的函数值最小
,

表明二者之间在体质特征上也夺在着比较接近的关系
.

从

表 5 中的计算结果岑看
、

庙子沟组与毛庆沟饮牛沟 A 组之间的关系甚至较之前者与西夏

侯组之间的更为密切
.

毛庆沟饮牛沟 A 组所代表的居民在文化特征上属于一种带有浓厚

草原游牧民族性质的文化
,

即著名的
‘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 不少学者都认为该文化应与匈

奴人的起源有关 (田广金
、

郭素新
,

19 86 ; 乌恩
,

19 9 1 )
.

至于这种
‘

先匈奴文化
”

的渊源

间题
,

目前学术界已有人从地理环境的考察人手
,

提出该地区在仰韶时代之后的龙山时

代
,

气候的干湿和冷暖发生了变化
, ‘

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转变为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环境
,

农业文化逐渐被畜牧业文化所代替
.

由此可以看出
,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出现
,

与

龙山时代晚期以后冷干环境的普遍存在有直接关系
.

龙山时代以后的人类适应这种环境
,

首先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方式
,

由农转牧
’

(田广金
、

史培军
,

19 91 )
.

本文的研究结果似乎

可以从人类群体遗传学的角度为该地区游牧民族文化起源于农业文明的论点提供某些可资

参考的论据
。

本文所研究的人骨资料由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同志提供
,

图版中的照片

由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技术室赵东同志协助摄制
,

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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