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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了亚洲地区 个人群的活体测量资料以探讨亚洲地区各人类

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这一地区的人类按活体特征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型 包括中国
、

朝鲜
、

日本等东北亚的人类构成一个组群 东南亚的人类形成另一个组群 南

亚地区的人类在分类上与东南亚的人类接近但仍呈现一些特殊性 日本列岛的人类具有两种体

质特征类型 本岛居民与东北亚人类接近 而包括阿伊努
、

硫球群岛岛民及台湾土著在内的所

有隔成群体呈现与东南亚人类相近的体质特征 作者认为本文结果支持 及 对这

一地区人类划分的观点 同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学说进行了讨论

近年来
,

有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现代人类各群体起源及其相互间亲缘关系的研究引起

了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 体质人类学家在不同的分支领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

究 根据对颅骨及牙齿测量特征的研究
,

等人  
,

。
,

,

提出将世界的人类群体划分为八个地区类群 非洲
、

美洲印第

安
、

东亚一大陆
、

澳大利亚一美拉尼西亚
、

爱斯基摩一西伯利亚
、

欧洲
、

印度
、

绳文一太平

洋 其中东亚地区的人类群体可以进一步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组成部分 前者包括东北亚

地区 的 中国
、

朝鲜
、

日本
、

蒙古 后者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地 区的人类群体
、 、

研究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人类群体的牙齿形态特

征
,

其中包括 日本绳文
、

弥生时代及我国安阳殷墟的头骨标本 他发现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人类的牙齿特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

他分别命名为中国型牙 和龚他型牙

主要分布在以中国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地区
,

其中包

括中国
、

朝鲜
、

日本
、

蒙古
、

西伯利亚以及美洲印第安人 东南亚地区各人类群体及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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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则具有 的牙齿特征 经过进一

步 比较这两种 类型 的牙齿特征发现 牙齿特征表现为原始而简单
,

而

则复杂特化
。

他认为  ! 形成于更新世晚期的东南亚地区并早于 中国

的山顶洞人 在此以后向周围扩散
,

在亚洲东北部地区进一部特化形成 中国

北部地区属于
,

而华南地区似乎介于 与 的分界 区域

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

现代 日本人的起源及其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他人类

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 对不同时期 日本人颅骨及牙齿特征的

综 合研究 讯
, , 、

 !
, , 、

,

表明分布在 日本列岛的各人类群体具有两种体质特征类型 绳文人与阿伊

努人具有相似的体质特征属于同一种类型
,

而弥生人与现代 日本人属于另一种类型 与亚

太地区其他人类群体的进一步对比表明 日本人的两种体质类型分别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人类

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弥生人和现代 日本人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
、

朝鲜
、

蒙古关系密切

而绳文和阿伊努人则呈现与东南亚人类或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相近

的体质特征 根据对颅骨和牙齿测量特征的研究
,

等
,

,

提出弥生人和现代 日本人属于东亚人类群体的北部类型 而绳文和阿

伊努与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一并归属
‘

绳文一太平洋
’

一  类型

 
、 、 、

根据对亚太地区不同时期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提

出弥生人与现代 日本人属于
,

而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则属 于 最

近
,

值原恒彦
, , 、 , 、 , 、 , 、 、 ,

系统

地研究了 日本各隔离岛屿居民颅骨及牙齿的形态及测量特征并与亚太其他地区的标本进行

了对 比 他发现这些隔离群体  具有与绳文
、

阿伊努和东南亚人类

相近 的体 质 特征
,

应 归属 于 类型 综合 以上研 究成果
,

值 原和 郎
, ,

提出
‘

二重结构学说
’

来解释 日本民族的

起源与进化

在活体测量研究领域
,

活体测量调查已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许多群体进行 一些学

者 安部国雄
,

安部国雄等
, ,

小洪基次
,

,

  ! ∀
,

1 9 7 1 ; 张振标
,

1 9 8 8
) 就活体测量特征在这些群体中的地理分

布差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然而

,

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
.
通过活体

测量特征来探讨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类群体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
.
因此有

必要对这一地区人类群体的活体测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以提供关于这一地区人类群体之间

相互关系的补充证据
.
此外

,

通过这些资料的对比分析可以论证有关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

起源进化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些学说
.
本文研究基于 以上 目的而进行

.

一
、

材 料 与方法

一共有 25 组居住在亚洲不同地区的男性人类群体活体测量数据用于本文研究
.
其中

除尼伯尔组外
,

所有数据引自已公开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 的资料
.
尼伯尔组数据为作者之

一 (铃木基治) 在尼伯尔亲 自测量的尼伯尔尼瓦尔人 (N ew ar) 活体数据
.
本文在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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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时将不同作者发表的来 自相同地区的测量数据合并
,

取其平均值以代表该地区人类群体

的活体测量数据
.

表 1 材料组及合并情况 (男性)

T 加e m 一t e d 一1 R ro
一
稗 . d 山

e卜 eo . b l. : d o .

材 料 组

吉林组 (张振标
. 1986 )

河南
、

河北
、

山西组 (H
.
Suz
uk iand M

.
K o uehi

. 1986 )

河北组 (施全德等
,

1 9 8
3)

广州组 (黄新美等
.
1985 ,

1 9 8 8
)

华南组 (施全德等
,

1 9 8
3)

广西组 (张振标
、

张建军
,

1 9 8
3)

湖南组 (王齐家等
,

1 9
83 )

印度北部西藏难民组 (B ha ll
a ,

1 9 7 6
)

西藏减族组 (邵象清
,

1 9 舫;张振标
. 1985)

日本本州岛北部组 (安部国雄
、

田村端二991)
日本本州岛中部组 (安部国雄

、

田村端
,

1 9 9
1)

日本四国岛组 (安部国雄
、

田村端
,

1 9 9
1)

韩国京徽道组 (上田常吉等
,

19
4

2)

韩国全罗南道组 (安部国雄等
.
1985)

台湾高山族寨雅组 (安部国雄
、

田春端
,

19 81 ) ( 欠田早苗
,

19
74 )

台湾高山族阿美组 (欠田早苗
. 1974)

硫球群岛德之岛组 (当间正启
. 197 6;内旅芳笃

. 1973)

硫球群岛冲绳岛组 (须田昭义
,

1
94
。;当山坚一

,

1 9 5
9)

硫球群岛久米岛组 (金城和夫
,

19 61 )

硫球群岛波照间岛组 (永井昌文
,

19 5
4)

北海道阿伊努组 (小饭基次
. 1957

,

小派基次等
. 1962 )

东马来西亚沙捞越达雅克人组 (K
u
ris
u ,

19 7
0)

西马来西亚马来人组 (田村端
、

安部国雄
,

1 9 8
9)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组 (安部国雄等
,

1 9 9
1)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组 (田村端等
,

19
8

4)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组 (u d din 口 t a L
,

1 9 8 7
)

安达曼岛组 (安部国雄
.
1982)

斯里兰卡泰米尔组 (安部国雄
,

1 9 8
3)

印度科塔人组 (安部国雄
,

19 8
1)

尼伯尔尼瓦尔人组 (本文资料)

合 并 组

中国东北组

中国华北组

华南组

西藏组

日本一I 组

日本一2 组

日本一3 组

朝鲜一l 组

朝鲜一2 组

泰雅组

阿美组

德之岛组

冲绳岛组

久米岛组

波照间岛组

阿伊努组

达雅克组

马来西亚组

苏拉威西组

爪哇组

苏门答腊组

安达曼组

秦米尔组

科塔组

尼伯尔组

用于数据统计分析的测量项目包括头长 (g一。p )
、

头宽 (eu 一cu )
、

面宽 (zy 一zy )
、

下

领角间宽 (90一9
0
)

、

形态面高 I (50一g
n
)

、

形态面高 11 (n一g
n
)

、

鼻高 i (50一s
n
)

、

鼻高

n (n一sn )
、

鼻宽
、

身高
.
在形态面高和鼻高这两个项目的测量取点上

,

一些作者根据马

丁标准取鼻根点 (n)
,

而另一些作者则取眶上缘间中点 (50)
.
所以

,

本文一共有 10 个测

量项 目参加统计分析
,

其 中各有两个面高与鼻高
.
由于不同作者在选取测量点上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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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在一些组群形成缺失数据
.

本文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欧 氏平方根距离系数 (E uelidean square R ootD istanee

C oeffi ci en t)
、

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
全部数据采用计算机处理

.

二
、

结 果

1.欧氏距离系数分析
表 2列出了参加本文统计分析的亚洲地区 25 个人类群体的活体测量数据

.

表 2 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活体测皿数据

T 卜e s o m . to . e 扮le d at一 o f A s l一 pe p川. d o“

(单位: 毫米)

(unit:m m )

群 体 头长 头宽 面宽 下领角 面高 I 面高n 异高 I 鼻高n

间宽

鼻宽 身高

116
.
1

109
.
5

110
.
4

10 5
.
3

115
.
4

112
.
6

115
.
6

117
.
0

117
.
0

103
.
4

98
.
8

99
.
4

98
.
4

10 1
.
9

1《, 0
.
0

9 9
.
0

1 3 0
.
6

1 2 8
.
4

1 2 5
.
4

1 2 5
.
1

59
.
3

56
.
7

5 5
.
0

5 4
.
2

3 7
.
0

3 7
.
4

3 9
.
0

3 7
一

3

3 7

.

5

3 6

.

9

3 9

.

5

3 7

.

6

3 8 1

3 7

.

0

3 9

一

4

1 7 1 4

.

4

1 6 9 1 6

1 6 3 3

.

1

1

64

5

.

0

1 6 邸
.
1

16 84
.
0

1645
一

5

1 6 1 8

.

0

1 6 研
一

0

1 6 0 3

.

9

1 6

24

.

4

1 5 6 9

.

7

1 5 8 0

.

7

1 5 8 9

.

8

1 5 8 0

.

5

1 6 0 1

.

2

1 5

84

.

7

1 5 7 4

.

8

1 6 0 8

.

3

1 5 8 7 0

1 5 9 7

.

5

1 5 5 0

.

2

1 6 1 4

.

0

1 5 9 4

.

0

l , 9 6 3

O矛,‘.j七J飞曰飞�
6967707160601 3 8

.
0

1 3 6
.
5

1 4 0
.
8

, ..‘J‘Un甘n,

4443424446

! 月礴.4 1 2 9
.
0 5 9

.
2

1 4 7
一

4

1

44

.

5 1 t 9

.

6
4 8

一

2

1 3 0

.

2

1 3 2

.

0

1 3 5

.

4

1 2 7

.

9

1 2 9 )

1 3 2 1

1 3 1

.

3

1 3 0

.

3

1 2 5

.

0

1 2 3

.

6

1 2 6

.

6

1 2 6

.

8

6 0

.

6

6 1

.

0

5 9

一

4

6 2

.

9

5 9

.

9

6 5

.

1

6 5

.

3

6 2

.

2

6 6

.

8

6 1

.

8

6 0

.

9

4 6

.

9

4 7

.

0

5 0

.

0

4 9

.

2

5 3

.

6

4 8

.

4

4
8

.

9

3 8

.

4

3 7

.

5

3 7

.

1

3 5

.

6

3 8

一

5

3 9

.

6

4 0

.

0

3 9

.

3

4 0

.

0

3 9

.

5

3 8

.

4

3 7

.

9

3 8 4

3 4

.

6

,‘
61
�n,

.

…
00月月、�‘O几‘l,‘l自..吕..且自...口.且

O
�月j一吕飞J心」..

…
。0QJ
O
,‘
0

月、�,‘,JIJ月、�,....且..., ..‘.且‘U
Z
月矛,矛O丹,‘口O

47414239414241

O产
-
月矛,
口
00

2

气曰

07000807090601

中国东北

中国华北

中国华南

西 藏

日 本一1

日 本一2

日 本一3

朝 鲜一l

朝 鲜一2

泰 雅

阿 美

德 之 岛

久 米 岛

波照间岛

冲 绳 岛

阿伊努人

马来西亚

达雅克人

苏拉威西岛

爪 哇

苏门答腊

安达曼岛

案米尔人

科 塔 人

尼 泊 尔

185
.
0

187
.
0

189
.
2

191
.
8

189
.
3

185
.
9

192
.
1

182
.
5

184
.
0

185
.
7

188
.
6

187
.
3

188
.
5

186
.
7

189
.
8

197
一

7

1 8 5

.

5

1 8 2

.

4

1 8 3

.

1

1 8 1

.

2

1 8 3

.

4

1 7 9

.

6

1 8 4

.

3

1 9 1

.

7

1 8 5

.

2

1 5 7

.

1

1 5 1

.

5

1 5 2

.

3

1 5 2

.

0

1 5 6

.

5

1 5 8

.

5

1 5 5

,

6

1 5 4

一

6

1 5 7

一

6

1 4 8

.

2

1 4 7

.

4

1 5 3

.

7

1 5 4

.

3

1 5 1

.

6

1 5 3

.

1

1 5 1

.

3

1
4

8 6

1 4 9

一

8

1 5 3

.

1

1 5 2

.

6

1 5 5

.

8

1 4 5

.

1

1 3 9

.

0

1 2 2

.

4

全Jl曰O矛
46
1曰

394040423130

1 4 4

.

6

1 4 1

.

9

1 4 0

.

3

1 4 3

,

9

1 3 2

.

4

1 2 9

.

4

1

00

.2

1 0 7

.

2 4 3

.

7

在此基础上
,

根据头长
、

头宽
、

面宽
、

下领角间宽
、

鼻宽和身高六项各组共有的项目

数据计算了每两组之间的欧氏距离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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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的距离系数分布显示
:
东北亚地区的中国

、

朝鲜
、

日本各人类群体彼此之间距离

系数较小
,

表明他们彼此之间关系较为密切
.
同样

,

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
、

达雅克
、

苏

拉威西
、

爪哇
、

苏门答腊五个群体之间距离系数也较小
,

而与上述的东北亚地区各群体之

间距离较远
.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在 日本一些小岛上的隔离群体

,

包括硫球群岛的德之
、

久

米
、

波照间
、

冲绳及北海道的阿伊努人
,

加上台湾高山族的雅美和阿美部落均与东南亚地

区的人类群体距离较近
,

而与日本本岛居民及其他东北亚地区的人类关系较远
.
南亚地区

的安达曼
、

泰米尔
、

科塔和尼伯尔四个组群彼此之间关系紧密
,

而与亚洲地区其他人类群

体距离都较远
.
但具体比较分析这四个群体与东亚地区人类的距离系数可 以发现他们与东

南亚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距离系数大多小于与东北亚各人群之间的距离系数
.
这似乎表明

与东北亚地区人类相比
,

南亚地区人类群体与东南亚地区更为接近
.

2
.
聚类分析

图 1 与图 2分别展示 了根据欧 氏距离系数采用不同变量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所得到的树

状图
。

图 1 是采用各组共有的六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
.
根据这张树状图将亚洲地区的

人类分成东亚和南亚两大分支
.
其中东亚分支又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组群

。

东南亚地区的人

类群体加上 日本硫球群岛居民
、

阿伊努人和台湾的一些土著居民形成一个组群; 而居住在

东北亚地区 中国
、

朝鲜及 日本本岛的人类聚合成另一个组群
.
南亚地 区的安达曼

、

科塔
、

尼伯尔和泰米尔四个群休单独形成一个与东亚人类并列的分支
.
图 2 是在图 1 的基础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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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 哇

马来西亚

达雅克

阿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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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

中国东北
日本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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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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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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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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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北

西 藏

泰未尔

科 塔

安达曼

尼泊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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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亚洲地区 25 个人群活体测量数据聚类分析树状图

D endragram draw n fr om eluster analysisof som atom etrie d ata of25 A sian po pu1ations



期 刘武等: 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亲缘关系
·

2 7 1

·

泰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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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威西
爪 哇

苏门答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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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亚洲地区 17 个人群活体测量数据聚类分析树状图

D endragram d raw n fr om elu ster an alysis ofso m atom etri e d ata of l7 A sian Popu1ations

加面高 I和鼻高 I两项变量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
·

由于这两项数据在一些群体缺失
,

故一

共只有 17 个群体参加数据处理
.
各人群在图 2 的分布与图 1 基本一致

,

唯一的区别是南

亚地区的人类群体与东南亚的人类聚在一起
,

而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分支
.

3
.
主成分分析

为进一步展示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25 个

群体的六项数据变量进行了处理
.
表 4 列出了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

特征根和累积贡

献率
。

表 4 主成分分析结果

T he re 胭ItofPd .elPalco口PO 一e . t a . a ly 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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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显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 95
.
3%
.
各主成分特征向量值的分布表明

第一主成分主要代表除鼻宽以外所有其他变量的总体大小因素; 第二主成分则主要反映头

长; 第三主成分代表鼻宽; 第四主成分主要反映身高和鼻宽的影响
.
在此基础上

,

根据各

主成分的因子负荷计算了各群体的主成分得分
,

进而绘制了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得分在各群

体的分布图 (图 3)
.

日木.
华北 日本

一

}

华南
----上- - - - - ‘

.
日本

一

2 ‘- es - Pc l

2 ) 4

中国东北

朝鲜

,...月..卜.l

se哇爪

安达曼

图 3 亚洲地区 25 个人群活体测量数据主成分分析两维坐标分布图

T w o dim ensionaldistri bution ofP C A seore sfr om

so m atom etri e d ata of25 A sian PoPulations

图 3 显示亚洲地区的人类群体分成三个大的类群
.
东北亚地 区的各人类群体集中分布

在图的右侧; 南亚地区的安达曼
、

科塔
、

尼伯尔和泰米尔四个群体分布在图的左侧; 东南

亚地区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及 日本的隔离群体和 台湾的土著居民处于东北亚和南

亚人类之间的位置
.
这一结果与前述的聚类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

以上 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在亚洲地 区

,

居住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人类基于体质特征

上的差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人类群体系统
.
包括阿伊努人

、

硫球群岛岛民及台湾土著在内

的隔离群体与东南亚人类呈现密切的关系
.
而 日本本岛居 民与东北亚的其他人群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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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类群体系统
.
这表明日本列岛的人类同样存在两个分别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人类相

对应的人类群体系统
.
另外

,

本文结果显示南亚地区的人类与东南亚人类群体之间具有一

定的关系
,

但同时又呈现其自身的特点
.
综合分析表 2 的活体测量数据

、

表 4 的主成分分

析结果及图 3 的主成分得分分布图
,

我们可以发现东北亚的人类以圆头
、

狭面
、

狭鼻及高

身材为特征; 但其中西藏人的头长值较大
.
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则具有相对较大的头长

、

面

宽
、

鼻宽及较矮的身材
.
日本的隔离群体和台湾的土著在上述体质特征上与东南亚人类较

为接近
.
而南亚地区人类的活体测量特征表现为总体各测量值均较小

.
所以其第一主成分

得分较低而居于图 3 的左侧
.
正是由于这些体质特征的差异而导致了这一地区人类群体在

分类上的不同
.

三
、

讨 论

以往有关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现代人起源与进化的研究已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

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
虽然到 目前为止关于这一地 区各人类群体的起 源有着不同的认识

(x anih ara
,

T

. ,

1 9 9 2
a

、

b

、

e

、

x 9 9 3 : T
u r n e r

,

1 9 8 7

、

1 9 9 2 :
W

u
,

1 9 9 2 )

,

但许多学者在不同

的领域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类群体间相互亲缘关系的研究却得到了较为近似的结果
.

如本文前言部分所述
,

Br ac

c

等人对颅面部测量特征的研究将东亚地区的人类分为南北两

个组成部分
,

基本上符合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自然地理划分
.
B rac e等人的研究显示包括印

度和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地区人类组成一个单独的分支
.
T ur nc

r
根据对这一地区人类牙

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提出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存在 Sin odont y 和 su
n
da don ty 两个牙齿形态

特征类型
.
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大的人类群体分支系统

.
本文对于亚洲地区 25 个人类群

体活体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上支持 B ra ee 和 T ur nc
r
对这一地区人类群体的划

分
.
本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人类分为两个人类群体系统

,

其中日

本的隔离群体和台湾的土著居 民并人东南亚类群
.
这一结果与 T ur ne

r
的 sin odont y 和

su
n
da don ty 的二元划分学说相吻合

,

同时也支持 Br ac
。关于东亚地区人类分为南北两个

组成部分的观点
,

T
ur nc

r

根据一些次级牙齿形态特征的分布频率在东南亚地区人类较低

并结合其他一些资料提出 su nd ad on ty 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形成
,

然后沿亚洲大陆向北扩散

并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的中国
、

朝鲜和 日本本岛特化形成 Sin odon ty 的类型
.
本文作者认为

根据对 25 组活体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
,

亚洲地区的人类按 自然地理区域分为南北两种类

型
,

这一点与 T urner 提出的 Sin o d o n ty 和 S u n d ad o n ty 学说相一致
.
但目前还缺乏足够

的证据来证明具有 Sin od
o
nt y 特征的东北亚地区人类起源于具有 Sundad

ont y 特征的东南

亚地区早期人类
.
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标本材料

.

有关南亚地区人类体质特征 的研究
,

虽然有学者 (安部国雄
,

1 9 8 1

、

1 9 8 2

、

1 9 8
3) 作

过调查
,

但就这一地区人类与亚洲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则很少见有报道
.

Tu m cr (1987) 认为这一地区的人类处于蒙古人种分布区域的西部边界并与高加索人种分

布区域相邻接
.
来 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基因流都会对这一地区人类的体质特征产生影响

.

T ur nc
r
(19 87) 所进行的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亲缘关系的牙齿形态研究将这一地区的缅甸和

尼伯尔归人 s
undad onty 类型

.
而 a

raee 等 (B raee and H unt
,

1 9 9 0 ) 所作的颅面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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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研究则以较疏松的关系将安达曼岛民并人澳大利亚一美拉尼西亚类群
.
然而

,

迄今为

止
,

尚没有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学说来解释这一地区人类群体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他人

类的关系
.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安达曼

、

科塔
、

尼伯尔和泰米尔四个南亚地区人群彼此之

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单独的组群区别于亚洲地区的其他人类 (图 1
、

图 3)
.
另一

方面这一地区的人类与东南亚的人类群体也呈现一定的亲缘关系
.
本文图 2 的聚类分析结

果显示南亚地区的四个人类群体与东南亚的人类聚合成一个大的类群
,

但其连接并不十分

紧密
.
图 3 的主成分分布表明这一地区的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群与东南亚地区的人类

.

即 T u
rner命名的 su

ndadonty 关系较为密切
,

而与具有 Si
nod onty 特征的东北亚人类相

距较远
.
笔者认为 : 本研究所揭示的南亚地区人类与亚洲地区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B ra ee 关于将这一地区人类作为一个既有别于东亚人类群体
,

又不同

于其西邻的高加索人种的一个独立类群的主张
.
这一地区的人类可能受到来 自高加索人种

基因流的影响
,

但其基因库尚未被完全溶合
.
所以仍呈现与东南亚地区人类一定程度的亲

缘关系
.
根据这样的分析可以设想这一地区的人类与东南亚人类之 间曾经存在过较现在更

为紧密的亲缘关系
.

值原和郎 (H an th ar
a,

K

. ,

1 9 9
1) 提出的关于 日本人起源与进化的

‘

二重结构学说
”

是

对过去几十年研究的概括总结
.
对包括绳文

、

弥生直至现代 日本人在内的不同时期日本人

骨骼与牙齿材料的研究 (B
raee ,

1 9 5 2 : a
r a e e 。t a z

.,
1 9 5 9 : D

o
d

o a n
d I k

e
d

a
,

一9 9 0 ; H a n ih a ra
,

K

. ,

1 9 7 7

、

1 9 8 4

、

1 9 8 5 ;
H

a n
i h

a r a

.

K

.
e t a

l

. ,

1 9 7 4 : I k

e
d

a

,

1 9 7 4

、

1 9 8 2 :
M

a t
s u

m
u r a

,

1 9 8 9 ;

Y
a

m
a

gu ch
i

,

1
98 2) 发现绳文一阿伊努与弥生一现代 日本人构成了 日本的两个人类群体分支

系统
.
绳文

、

阿伊努及硫球群岛的居民相互之间在颅骨及牙齿特征上呈现明显 的相似性并

在分类上形成一个单独的类群 ; 而弥生人与 日本本岛的现代居民同样由于相似的体质特征

而形成 另一个组 群
.
T urner (1976

、

1 9 7 9

、

1 9 5 6

、

一9 9 2 ; T u rn e
r a n d H a n ih a ra

,

K

. ,

1 9 7 7) 所进 行 的牙齿形态研究 指 出在 日本列 岛的人 类中同时存在着 Sin odont y 和

Su n d a d ont y 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
.
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具有与东南亚人类相似的牙齿形

态特征而被归人 S
undadont y; 而弥生人和现代 日本人与中国

、

朝鲜等东北亚人类一并归

人 Si nod on ty
.
遗 传学研究 (o m ot 。

,

19 8
4) 发现阿伊努人与菲律宾的尼 格利陀人

(N eg rit oc s) 在血液遗传性状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

进而提示 日本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

南亚的早期人类
.
植原和郎的

‘

二重结构学说
’

认为定居 日本列岛的第一批人类来 自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东南亚某地并发展成绳文时代的居民
.
在随后 的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大陆的第

二批人类定居在 日本列岛并与当地的 日本人发生部分溶合
.
这两批人类都留下了各自的后

,

代
,

即绳文一阿伊 努和弥生一现代 日本人
.
值原恒彦 (H anihara

,

T

,

一g s g a
、

b ; 1 9 9 o b :

1 9 9 1

a
、

b) 最近对包括硫球群岛岛民和阿伊努人在内的 日本各隔离群体牙齿形态及测量

特征的研究揭示: 所有这些隔离群体在牙齿特征上与绳文人及东南亚人类十分接近
,

而与

弥生人
、

日本本岛居 民及其他东北亚人类差异较大
.
值原恒彦认为绳文人的祖先在从东南

亚向日本本岛的迁移过程中硫球群岛是其主要的途经之地
.
沿途留下 的后代定居在从硫球

至北海道的整个 日本列岛
.
弥生时期以后来自亚洲大陆的人类大量定居在 日本本岛并与当

地的人类发生部分溶合形成现代的 日本人
.
而生活在硫球群岛等岛屿上的居民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在地理
、

文化及遗传等方面与日本本岛一直处于相对的隔离状态
.
换言之

,

他们

一直处在与其祖先东南亚的早期人类相同的遗传控制之下
.
因而通过对这些隔离群体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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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得到反映日本人起源与进化过程的一些信息
.
基于从活体测量资料分析进一步探讨

这一问题的目的
,

本文采用了德之
、

久米
、

冲绳
、

波照间四个岛屿居民及北海道阿伊努人

共五组 日本隔离群体的活体测量数据
.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所有这些隔离群体均与台湾的

土著居民及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呈现密切的亲缘关系并一同形成一个大的亚洲地区人类群体

分支系统
.
同时从本文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 以注意到 : 硫球群岛岛民

、

阿伊努及台湾土著

这些群体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较这些群体与东南亚人类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
图 1与图 2

显示由东南亚人类
、

日本隔离群体及台湾土著共同构成的大的人类分支组群被进一步划分

为两个次级分支
.
除阿美组外

,

所有的 日本隔离群体及台湾土著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群
.

图 3 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位于东北亚与南亚之间
、

由东南亚人类及一些隔离群体构成的

这个分类组群由两个部分组成
.
阿伊努

、

冲绳
、

德之
、

久米
、

阿美
、

泰雅
、

波照 间七个群

体位于图的中上方 ; 马来西亚
、

达雅克
、

爪哇
、

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则聚合在图的中下

部
.
这一结果似乎提示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所有亚洲地区的隔离群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一直处于相同的遗传基因控制之下
,

因而具有相近似的体质特征
.
综合本文研究结果及

以往研究积累的资料
,

作者认为对活体测量资料的分析可以证明 日本列岛的人类存在有两

个不同的体质特征类型
.
这一结果与以往学者对骨骼及牙齿研究得到的结论相吻合

,

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植原和郎的
“

二重构造学说
’ :

关于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地区分布差异的研究已有若干报道 (刘武等
,

1 9 91
; 张振

标
,

1 9 8 8 ; 赵桐茂
,

1 9
87 )

.

赵桐茂 (1987) 根据对血液 G m 因子在中国各地区和民族分

布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华民族在血液关系上呈现明显的南北地区性差异并提出以北纬 30 度

为界将中华民族划分为南北两大人群
.
张振标在此基础上根据对现代中国人活体测量资料

的分析提出以长江为界将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划分为南北两大类型
.
本文作者之一 (刘

武等
,

1 9 9
1) 对现代中国人颅骨测量特征的统计分析支持这种南北类型的划分

,

但同时强

调这种南北差异是一个由北向南的过渡变化
,

具有很大的交叉重叠范围
.
对中国新石器及

青铜时代人骨特征的研究 (张振标
,

1 9 8 9; 张振标
、

王善才
,

19 9
2) 证明自新石器时代起

中国居民的体质特征已具有南北两种不同的类型
.
然而关于中国人体质特征的这种南北差

异与整个亚洲地区人类群体关系的研究则很少见有报道
.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

国内外有

几名学者就这一问题作过探讨
,

但所得结果远非令人满意
.
如 T ur ne

r (198 7) 对亚洲及

太平洋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将华南划人 sino do nt y 类型
.
但同时又指出

“

与东北

亚各人类群体相比
,

华南似乎更接近东南亚
’ .

在其随后的进一步研究 (T ur ne
r,

1 9 9 0) 中

定义了八个牙齿形态特征 以区分 Sin
odont y 与 Su

ndad
ont y

.
华南与香港组在多数情况下

呈现分布频率居中的状态
. T ur nc

r
认为华南和香港与东南亚的人类曾经有过较现在更为

密切的关系
.
他提出华南是 Sin od on ty 与 S

undad
ont y 的分界地带

.
对长江南岸湖北长阳

出土的青铜时代颅骨特征的研究表明
:
无论是外部形态结构或是尺寸大小大多与东南亚人

较相似
,

而与西伯利亚人
、

蒙古人等北部地区居民差别显著 (张振标
、

王善才
,

1 9 9 2)

.

而

B race 等人 (B raee and H unt
,

1 9 9 0 ; L i
。t a z

.,
1 9 9 1

) 根据对颅面特征 的研究将华南划人东

亚人类的北部类型
.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图 1 聚类分析将华南与东北

、

华北及西藏一并归

人东北亚人类组群
,

即 T ur ne
r
命名的 Sin od o nt y 类型

.
而在主成分得分分布图上华南居

于东北亚组群的左侧与东南亚人类群体相邻
.
这一结果表明: 仅仅根据活体测量资料的分

析还不能提供华南人类在整个东亚地区人类群体分类地位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
.
但作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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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考虑到 以往研究所揭示的中国人体质特征的南北地区性差异及其过渡变化趋势
,

华南

地区有可能是代表东亚地区南北两种体质类型 的分界区域
.
但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尚须

对不同时期华南地区人类骨骼材料进行进一步深人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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