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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宁城山嘴子辽墓契丹族

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朱 汉
5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 长春 6 7 6 8

关键词 山嘴子遗址 9 辽代 9 契丹族 9颅骨 9西伯利亚蒙古人种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山嘴子辽代墓地出土的古代契丹族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进行了研究
。 ! 例男性颅骨和 6 例女性颅骨中的大多数标本在种族特征上均可归人现代亚洲

蒙古人种中的西伯利亚 5北亚8 人种范畴
,

少数标本中的个别特征则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东

亚人种或北极5东北亚 8人种的影响
。

在若干古代和近代对比组中
,

山嘴子辽代契丹族的体质

特征分别与汉代鲜卑族和近代蒙古族最为接近
。

契丹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的古代民族
,

南北朝时期曾经游牧于演水 5今西拉

木伦河 8以南
,

和龙 5今辽宁朝阳 8以北的草原地带
。

唐朝末年 5公元 ! : 年8
,

契丹族首领

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
,

建立了国家政权
,

公元 !  : 年定国号为辽
,

公元 7; 年为女真人所

灭
。

此后
,

契丹族做为一个民族实体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消失
,

古代的契丹人多同化于汉

人和蒙古人之中5陈述
, ! < = 8

。

因此
,

对契丹族的人种构
‘

成情况进行研究在探讨我国北方

古代各民族之间的种族人类学关系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一 ! < < 年间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乡山嘴子遗

址的辽代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
,

先后清理墓葬  6 座
。

经有关专家鉴定
,

该批墓葬的年代

为辽代偏晚阶段
,

族属为契丹族
。 ! < ! 年夏

,

笔者应邀赴呼和浩特市对山嘴子辽墓的全

部人骨材料进行了性别
、

年龄鉴定
,

并且对其中可供观察和测量的 7 具古代契丹族成年

人颅骨 5男性 ! 具
,

女性 6 具
,

年龄 77 一 ; 岁8进行了人种学考察
,

现将研究结果刊布如

下
。

一
、

观 察 与 测 量

%

颅骨的形态观察

颅骨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标准依据吴汝康等 5 ! <  8和邵象清 5 ! < ; 8 的有关著

述
,

观察的结果见表 和图版 3#

在表 中所列人的 76 项非测量性状的观察项 目中
,

我们可以注意到本文标本的颅顶

缝结构普遍颇为简单
,

梨状孔下缘的形态以鼻前窝型和鼻前沟型者居多
,

鼻前棘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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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山嘴子组男女两性颅骨非测盆性形态特征的观察结果

体 质 特 征 观察项 目 ?性别 体 质 特 征

男 5’

俨
“形 ’, 卵圆形

女 568 ?椭圆形
,

卵圆形
颅颅形形

眉眉弓凸度度

额额骨骨

额额中缝缝

颅颅颅 前自段段
≅天 气≅ 少少

顶顶顶顶 男 5! 888

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缝

顶顶顶段段 女 57 888

男男男男 5: 888

丁丁丁币了 墓工工女 57 888

男男男男 5= 888
≅≅≅≅≅ 少魂≅ 幼 七人人 女 57 888

ΑΑΑΑΑ洲 尸 州州

男 5:888

???
后傲傲 女 57 888

男男男 5!888
乳乳突突 女 56 888

里里里 〔!、、

枕枕外隆突突 女 56 888

日日日≅ ∃ 盛 、、

眶眶形形
Β ≅ ‘ , 夕夕

女女女 57 888

男男 5吕少少

女女 57 888

男 5< 8ΧΔ
Α # ( Ε ∃ 级

,
Δ Α

鼻前棘

# ( Ε 级

女 57 8】Δ
Α # Φ Ε 级 7

男 5! 8中等
, 显著 ; ,

特显6

犬齿窝
男 5< 8?弱6 ,

中等  ,

显著

主空8?到竺董三
男 5, 8冲等 6 ,

倾斜

女 57 8?弱 7

男 5< 8?无 7 , 浅 =

鼻根点凹陷
女 56 8?平直

, 中等 7 女 57 8?无
, 浅

男 5! 8Γ无 < ,

Η 6 以下
翼区

男 5! 8?, 型 < , 翼上骨型

女 56 8?无 6 女 56 83, 型 6

男 5, 8?微波型
, 深波型 = , 锯齿型 7

57 8?微波型
, 深波型

颧骨上领
骨 下 缘

男 5‘

8∃Ε
角处 圆钝6 ,

转角处欠圆钝 ,

女 578】转角处圆钝 ∃ ,

转角处欠圆钝

深波型 7
,

锯齿型 ;

深波型 ,

锯齿型

微波型
, 深波型 ;

微波型
, 深波型

深波型 6 , 锯齿型  

深波型 ∃ ,
锯齿型

中 7 , 大 6 ,
特大  

小 ∃ ,

中 7

稍显 , 中等  , 显著 ,

极显 7 ,

咏状

稍显 6

椭回形 ; ,
方形

,
长方形 7

椭 圆形 7

男 5!8?无 7 , 双孔全  , 仅有左孔7 ,
仅有右孔∃

顶孔
女 56 8?无 ∃ , 双孔全 ∃ , 仅有右孔

矢状晴
男 5”

Χ
无 6 , 有‘

女 子6 8?无 ∃ , 有 7

愕形

愕圆枕

颊形

下领角区

心型 , 梨型 :

≅

合型 ∃ ,

梨型
下颁圆枕

钝型 7 ,
鼻前窝型 6 ,

鼻前沟型 6

锐型 ∃ , 钝型

颊孔

骂9墨缨男 5“, 丘
赞
‘’瘤状 , ’峭状 ,

圳华掣全
,

一一
一

一

巡09⋯
⋯

矍
一

一男 5’

俨
翻型‘’直型‘

主卫7缨竺生一一一一

圳扩二一
一

男 〔, ,

?
双

Χ
/ ’

女 5∃ 8?双于/ 3

矮
,

犬齿窝多欠发达
,

鼻根点凹陷很浅
,

颧骨上颇骨下缘转角处欠圆钝者较多
,

此外还存在

着较高的矢状崎和下领圆枕的出现率
。

7
%

颅骨的测Ι 统计

男女两性颅骨主要测量项目的平均值见表 7 。

男性标本中颅指数属圆颅型者 7 例
,

特圆颅型者 6 例
,

中颅型者  例
,

平均值 <7
%

=6
,

为圆颅型
。

长高比例上有  例为高颅型
,

其余  例为正颅型
,

平均值 : 
%

“
,

属正颅型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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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
产、、 产、、 ϑΚ 、 尹两 子产、 产

产、 沪户 、 尹
一、 沪户、 产门、 了一、 产洲 , 、 了Κ 、 月

产、
沪产、 尹户、 产

、 产产 、 尸户 、 护Κ 、 产、、、

拓拓拓
, Α 川

‘ 阅Α 户刁 】Α 、 Α 闷 3Λ 喇, 甘、 勺
%

矛、 阅
% 勺Λ ∃八

,

心 % 户
,
口 口Μ

哈
Ν匀匀

军军军
、夕 、, 尹 、Κ 产 、7

、、洲 、Κ 尹 、 副 、 7 、Κ
沪 、, 洲 、7 、,洲 、 7 、‘尹 、召 、Κ

户 、一 产 、曰 砂 、一
廿 、% 777

、、Κ 洲洲 Ο , 口、 以 , ‘8 ,
口 3Λ 阅

, 3Λ 民 困
%

,

寸
助、 以 ‘二 七、 Μ 七、 、

Μ Ο , 勺Α 、、

欧欧欧 Μ 、 广闷 ΜΟ ‘ 9 Ο , 它、 Μ口 Μ 、 忆们 勺Α # 、 砚们 Μ 、 , 卜 , 叫 Μ 、 尸闷 Ο % 】Α、 Α闷闷

%%%%% % % % % % % % % % % % % %

⋯ ⋯⋯
心心心自 户州 心, 、 它、 卜, %

宁 , Λ ∃Α、 Ι、 Ο , ( 刁 Α、 度、 , Α , 门 Ο % 卜月 心, 心二 洲洲
ΟΟΟΟΟ , 勺Λ ∃子、 Ο % Α们 %Α 、 、 呢宁翻 吸甲匀 (护 时、

% 叫 沪川 %公, Μ 、 互、 改 Π 、 心六 Ι、、
,,, % 叫 , 闷 , % 叫 甲 % 阅阅

,,,,

皿皿皿 褥 翎 褥 翎 褥 刊 褥 侧侧

博博博
产、 产、 、、

唱唱唱 尸、 尸、

八 仓 目目

ΚΚΚΚΚ 日 Θ 篇 而 工 日 器器
夕夕夕 八 ? 二 一 一 八 八 臼 老 八八
节节节 书 它 钟 好 芍 不 国 、

下 全 』』
ΧΧΧΧΧ 口 口 ? 闷 舀 仇 山 幽 八 去 甲 万万孟孟孟 %

一 一 节 , 、 召
夕夕夕

%

, Χ
% Θ Θ

Ρ 甲 甲 ? ΓΓΓ

巴巴巴 后 吕 乙 二 言 右 乙 吕 全 左 火 日 邑邑

必必必 岁 岁 Χ坦 普 岁 岁 山 山 岁 丫 三 岁 占占
困困困 必 器 咖 腿 嘱 褪 迹 目 岁 找 合 岁 找 岁岁
暇暇暇 宜 宜 邓 彭 澎 巡 长 长 摆 厌 旧 口 权 暴 厌厌
端端端 岸 岸 嚎 蟋 堤 堤 暴 塌 阿 旧 秒 硬 摄 月 川川
卜卜卜 嚎 壕 麟 卜 卜 卜 卜 卜 镇 毗 匆 壕 砾 壕 闷闷

产产% 、、
% %% % %% % % %% % % %% % %% 月 % %% % %% % % %白 % %% 口 % %口 白 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Κ ΚΚ 叫户% 叫% 叫% 网% % % % % % % % 白自Κ Κ Κ 口ΚΚ Κ 白Κ Κ 目卜卜

彭彭彭彭
军军军军

、、一洲洲 产

产、 厂% 、 产户、 ϑ ‘、 尸、
尹
气

、 厂俩、 ϑ Κ 、 产Κ 、 产户、 尸、 沪口、 产Κ 、 尸Κ、 产产、 厂Κ、 产% 、 尸、 尸、
产

、、

叔叔叔
佗甲翻 %们 记护 吧闷 甲八 七代 七门 卜刁 Α门 心们 户≅ 洲勺 创 、 ( 闷 甲自 (闷 卜】 护闷 Α们 Α 闷闷

、、、, 洲 、Κ 7 、Κ 洲 、7 、Κ 洲 、Κ 产 、% 洲 、Κ 产 、、 7 、Κ 尹 、 % 洲 、Κ 7 ,、7 、沪户 、

、洲 、创 、7 、Κ
沪 、Κ 尸 、夕夕

ΑΑΑΑΑ、 ,甲翻 弓甲, , Λ Ο Α 、 Ι、 Ο % 护门 Α门 , Α、 Ο , 〔们 3Λ 卜
, Σ二 %二, 】Α、 %

二 % 二二

尸尸尸州 %城, (们 宜、 Π 、 一
,
口 Ο 翻 Τ们 心们 上、 %二 Μ 、 丈、 勺二 Ο , 】Α 、 巨、 Ο 8 州州

⋯⋯⋯
。 % % % % % % % % % %

⋯ ⋯⋯
户户户翎 口 一 洲 伪 卜刀 3Λ # 、 Ο % 己 (门 Α 、 Ο卜 % ,

%

甘、 护闷 ,八 旦、 己
, 足、、

上上上、 时 民、 洲 Μ 二 Ο Ο 8 勺广 卜刁 尸州 户≅ Ο , Μ 、 己 Μ 、 Μ
,
心 Ν二 Α门 Μ 、、

,,, 叫 , 叫 , 门
甲州 了 甲们 Α护 , 州 , % 叫

一
叫 , 叫 , 目叫 甲叫叫

尸尸
%

、、

警警畜爹爹雪爹爹警着昌爹爹警爹彗着擎着彗彗燕燕燕 邑
·

霆 邑 兰 以 段 三 设 三 三 邑 兰 号 欢 兰 欲 畏 次 三 号号
军军军军
、、%

沪沪沪

啄啄啄啄

水戴把一恻“恻厌仲呆娜侧邓 

划除河!口娜喇展哪州取堤裂叔层咪翻冷你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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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 、 产Κ 、 尹曲、 尹门 、 护门、 尹门、 尸、 尹% 、 沪

八
‘ 日

产、 尸、 产、 产、 尹、 尸、 产、 尹气 产曰、 尹% 、 产% 、 尸
产、、

、、Μ
、
口 、口 目, 甘、 Μ、 口 %沈 、

习 , 3Λ 改 口, Α 、 口Μ 宜、 口, 公、 Μ 、 ,
口 卜

,,

、、Κ 洲 、、产 、创 、
%

护 、夕 、% ≅ 、“口 、、夕 、% 洲 、、护 、夕
,

‘尹 、副 、、护 、Κ
Υ 、、

目

洲 、尹 、甲≅ 、勺7 、曰户 、% 护护

长长 吕 汉 吕 盆 召 准 盆 众 众 盆 盆 盆 哭 忿 欲 尽 书 导 留 次次

时时、 % 们 卜 % % 们 钊、 闪 阅护 , 叫 七、 七门
哮 Μ 、 卜 、 七、 , 宁 什含 户

月 , Α 卜习
,
口 % ΛΛΛ

堵堵 % , Α ∃、 , 闷 ( % 口≅ % 、 Μ 、 %Λ 梦 、 卜、 ,
% 宜、 卜

, 口8 口‘ 扣、 Μ 、 Ν, Μ 、 公、、

褥褥 侧 褥 侧侧

八八 八 公公
份份 口 Θ

%

召 沪门、、

众众
, 产、

不 漏
、

ΚΚΚ
于于 Γ 乙

、

‘ 吧
口尸
、、

上上 舀 于 ? 乙 公 长 八八
口口 刀 吸 口 一 产% 、 品 甲 ,,
??? ?

%

二 ? 索代 吧
、洲 ∃ 公 生弓弓

侣侣 Γ
,

目 ∃ 刃− 9 一
%

Ι 甲 刃−−−

遇遇 邑 丫 气 戴 级 积 岁 磊 日 二 把把
乙乙 ‘ 占 ‘ 蒸 戴 蔺 彭 戴 忍 彭 彭 拓 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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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砾 砾 卜 经 堤 堤 溯 月 任 砾 兽 望 呱 业 壕 旧 绍绍

%%% % 目 ‘Κ Κ Κ‘, % 叫, 公, Κ叫叫

产产自、 产 % 、 咨产 、 尸、 尸口、 尸、 产, 、 产、 产% 、 尹口、 廿碑、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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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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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甲】 Α闷 扣,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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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宽高指数上看
,  例属阔颅型

,

6 例属中颅型
,

其余 例则为狭颅型
,

平均值 !
%

6 ,

属阔

颅型
。

上面指数 中 7 例为狭上面型
, 6 例为中上面型

,

例为阔上面型
,

平均值 绍
%

: :, 属中

上面型
。

在 < 例可计算鼻指数的标本中
,

除 例属阔鼻型外
,

其余 : 例均属中鼻型
,

平均

值  !
%

; ,

亦为中鼻型
。

从眶指数 5;7
> ; 8 来看

,

属低 眶型者 7 例
,

其余 = 例均属中眶型
,

平

均值 ::
%

;
,

亦属中眶型
。

在可测得总面角的 ; 例标本中有 例为突领型
,

例为中领型
,

其余 6 例均属平领型
,

平均值 < 
%

 ,

属中颇型但却极其接近平领型的下限
。

该组男性颅

骨鼻颧角的变异范围为  =
%

一 ;=
%

度
,

平均值 ;
%

= 度
,

由此可见他们普遍具有相 当

扁平的面部形态
。

女性标本在上述各项测量性形态特征上与男性大体相仿
,

只是颅型上

显得较高而且偏狭一些
。

鉴于山嘴子组辽代契丹族颅骨上表现出诸如简单的颅顶缝
,

低矮的鼻前棘
,

欠发达的

犬齿窝
,

很浅的鼻根凹
,

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以及较高的矢状晴
、

下领圆枕和鼻前窝型梨

状孔下缘的出现率等一系列特征
,

说明该组颅骨无疑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
。

二
、

比 较 与 分 析

为了进一步确定山嘴子组颅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主要分支之间的接近程度
,

本

文将其与西伯利亚 5北亚 8人种
、

北极5东北亚 8人种
、

东亚人种和南亚人种的变异范围 5数

据转引自朱乱
、

王培新
, ! < ! 8相比较

。

在表 6 中所列入的 : 项颅骨测量和指数的平均值

中
,

本文标本落人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变异范围的项 目最多
,

达到 6 项
,

落人东亚蒙古人种

和北极蒙 占人种 范围的项 目各占 < 项
,

而落人南亚蒙古人种范围的项 目仅有 ; 项
。

因此
,

表 6 山嘴子组契丹族男性颅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比较

」Κ Κ Κ Κ 组别 亚洲蒙古人种
马丁 号 山嘴子组

西 伯利亚 北极 东亚 南亚

<

< > ∃

:

: > ∃

: > <

!

6 7

 ;

 <

 < > :

 < >  ;

: :

: 7

; 7 > ;

;  > ; ,

; ; > 1Ο

<
·

7 < 5! 8

∃今<
%

: < 5! 8

< 7
%

= 6 5! 8

6 ;
%

;5< 8

:  
%

= = 5< 8

!
·

6 5< 8

!7
·

< 6 5! 8

< 7
·

: 5= 8

 
·

; = 5< 8

:=
·

斗:5: 8

; :
%

7 7 5= 8

; 6
%

: :5= 8

;
%

=5< 8

<  
·

 5; 8

: :
%

; 5< 8

 !
%

; 5< 8

6
·

= 5< 8

: 
,

!一 ! 7
。

: < :一 !7
。

 ? : ;
%

一 <7
%

7 = !
。

!一 <
。

多

  
。

 一 ;
。

; ? 6 今
%

6一  7
。

= ? 6 : =一  6
。

!? 6 :
。

!一 斗6
%

梦

:;
%

 一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

!一 < 6
。

6

一 6 7
%

 ? 6 7
%

!一  
%

】6 ;
。

6一 ∃今 7 6  
%

斗一 6 :
。

ς

= :
%

峪一 :6
。

;

< ;
。

7一 !
。

:

!
%

=一 !;
%

<

: :
。

6一 <;
%

: 7
。

=一 : ;
。

7

! 6
。

6一 7
。

<

!  
。

7一 ! =
。

=

: :
。

一 : !
。

: 
。

6一 <
。

∃

!今
%

 一
%

6

< !
%

一!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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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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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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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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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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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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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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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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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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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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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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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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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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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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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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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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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括弧内的数字为例数 9各项数值的单位 9 直线距离为毫米
,

角度为度
,
指数为Ω

。



 期 朱 乱 > 内蒙古宁城山嘴子辽墓契丹族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7 < 6

板彩ς烈眯喇旦ς厘长刊蓉拭长钾拭
‘蝴撅厚窿乞丹砷塔裹招烈窿髯嫩

,

长粼
。

足以冠长黑

卜Μ
。

!叭等卜巴##
。

价的∃口寸%&  叭∋叭∋& (!)
·

卜呻(#∗
。

卜卜#+
。

仍目∃叶
。

仲仍#,
。

∗仍窝
月二 − 口

护刃 ∃ 、
# # 己 ,

、∃ 、∃
, 护

⋯
湘
门‘

二
.、 阅

‘

.、 勺了、 篇

∃寸
。

的仍工

叭叭工
。

工啥工

∃仍
。

)山工盗溯寮麒

叭)
。

仍叭/,0
·

)! ∃协
。

叫+∃呼
。

∋的 寸1∗山∋#
。

团∗∃卜
。

+卜尽 己 , & 二

、∃ 阅 窝
& 2 − ,
, 州叫 心,

− − 3
月二刀 4 ,

次 二
5 、 止、

匆 、 护 刁 二
,, 、 洲

,

曰、 , 护 器

。

州寸工
。

#∋

∃晌
。

!)工∃卜协寸工∃协
。

叭的6扳扣叫

,#协协&∋7州∗(#∋
。

)8#∗
。

目寸

犷
##

。

)的∃协卜的∃)
。

仍寸#+
。

协价∃呼
。

卜9#协
。

∗叭##
。

+卜#+
。

工啥工∃价
。

呼∋∃寸叫仍工##
。

∋寸∃ 6)
。

)8工扣漏

‘吮

∃苗∗叭∋1寸∗次
七们 、∃
护: ,

心

二
宜、 盆、
皿、 宝、

∃ 、 甘、
∃ 、 月

, 吕

∋仍
。

仍+##
。

啥甘#协叭仍##仍)#价叭叭∃价
。

仍卜∃卜)仍,# − 月二

卜月 5 闷 , 5

⋯
盆净 卜

,

∃ 、

时 , 甲们 改
, 叫 , 月

∃协
。

卜曲工等黔

哈∋
。

#协)6的卜∋∗
。

)协∗卜
。

目∋9)
。

协卜))∗仍 卜+
。

州+仍∗
。

#寸)卜
。

;仍
户刁 吧护、

口亡 ∃ 、

二
胃

扮 叹 望
, 5 5 翎

仍)#怕;<∋
。

∗工价协叫#啥叫价仍
。

)+,
擎顺
。
=粼
、

仍寸
。

寸∗∗∋
。

∗卜 苗协∋寸目)
。

7∋廿工
。

卜仍!)
。

∋卜##
。

卜的##∗寸##
。

∃寸##
。

∃ ∋7协
。

协仍##
。

∗卜##
。

## ∗∋卜仍工##
。

∋廿## 6
。

的+,匆以圈拭

)卜∗仍曲∋协均7∋
。

卜卜,#州协啥1##>吕
户: , 州

# 65、

二
叫宁 密、
∃、 公、 含

∃)
。

∗寸##
。

∗价#+
。

卜)∃协穿协∃)卜卜#,
。

∗仍>∃州
。

仍∋##
。

)廿工∃;
。

工分工∃闪
。

仍的工迎佩鼠

, 护 沪叫

什勺 助、

二
月

。

软遂毓肚测卿厚阵巴书斌扭吸玛

。

燕测票月把刊遂城本软测卿艇寒降留侧!状仲卑要吸鹅抓!丹理感帜喂
?坦盆

户闷 勺了勺

4 , 】5 、

∗州
。

卜冲∗#
。

卜目∃)
。

∃卜∋#
。

∋卜∗,
。

,∋仍的
。

工呼卜∃
。

寸仍##
。

卜闪∃访卜仍
弓二 − , 勺矛、 , ,、

− , ‘匀 皿、 泣、

⋯
哈 − , ,

口 4:

户刁 《卜 记门 . 、
, 闷 , 叫

协卜
。

廿呼工仍∗
。

∋卜侧
斗枷漏卑任

∃啥叭宁∋的
。

冲∗,#
。

卜目工啥
。

协啥穿∋
。

+∋宁叭冲啥 协卜∗卜##
。

++仍)
。

仍宁叭卜
。

仍卜 州仍!)##
。

∋协∃协
。

卜卜∃协)啥工##
。

,∋##
。

∋仍∃ 61∃寸6协)寸+,≅报

卜卜
。

协协&价)
·

)!(∋#
。

卜卜%Α
。

∗寸∗价#∋宁卜)叭 卜仍
。

+#协卜
。

协的仍1)啥+##
。

闪价)∃卜)寸桥
。

卜协寸州
。

卜卜协卜
。

∗价工#,
。

仍∃ ∋协
。

协州# ,∗
。

∋啥∃ ,仍∗的叫巴笔眺肠班麒军

娜妇!烈申堤军月
产

犷扣
Β

印柳伞堪塑欧羁索烈嗽卜你日,琳

∃价呼协&曲仍呼∗(卜)
。

,+)协
。

的%∋<
。

∗目仍协+∗##∋卜∃峭
。

卜∃∃卜的
。

)呼宁+
。

冲价呼仍卜9啥寸∗协∗,
。

∗卜∃)
。

∃啥工啥∃
。

寸∋∗卜∗)工+#∗宁,##
。

协+,
Χ 笔书场积拟军

卜卜
。

价协卜甲
。

)!∃协
。

卜卜洲叭
。

∋穿,仍二∋∗∗
。

仍 卜寸∗
。

9曲∃呼
。

啥的寸+
。

仍宁次
户 闷 侧 ,

卜刃 ∃ 、

二
卜习

,
口

甘、 尸闷 获

卜寸
。

∗卜∗峭
。

6州 呼工+
。

7∋协,协仍工卜的+宁8) 6
。

#+,
长坛拟长

Δ乙彭把阿月

拓把拟骊

褥月。Ε:日 戴把粤

撅把呱

磊把叔褪堤戴把褪丰堪

拓把堤

&≅山
ΒΦ3Γ(厌阿镇褥例。3:日(叔囚Β褥褪因四

搁砾

&
。Γ6口(褪呱

ΔΗ口 褪阿月&熟
∀Η卜∀(侧易

二Η谓 似壕
产%,崛

ΙΕΙ 褪堤
&
ϑ。
3

,。
(拟堤Φ。6切 率堤血厚



人 类 字 字 报 卷

笔者认为山嘴子辽代契丹族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与现代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为 接 近
。

但

是
,

该组的某些个别体质因素
,

尤其是颅高绝对值 5 6;
%

巧 毫米 8 和颅长高指数5: 
%

= = 8两

项均超出了西伯利亚人种的变异范围
,

而分别落人或极其接近北极人种和东亚人种的相

应界值
。

这种现象在山嘴子组中的那些颅型比较高
、

狭的标本5如 + 1ϑ Ν 7 =
,

+ 1ϑ Ν 6 > ∋

和 + 1Β Ν 7; > Δ 等个体8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

他们所拥有的中等偏狭的颅型和高颅特征与

西伯利亚人种通常具有的低而 阔的颅型对比鲜明
。

尽管鉴于本文样本例数较少的原因
,

我们 目前 尚不能完全排除该现象出自于个体变异的可能性
,

但考虑到在我国北方地区的

古代居民中曾普遍存在着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成分与东亚人种或北极人种相 混 杂 的 现 象

5韩康信
, ! : ; 9潘其风

、

韩康信
, ! < 7 9 韩康信

、

潘其风
, ! ;  9潘其风

、

韩康信
, 7! < ; 8

,

因此
,

我们认为在山嘴子辽代契丹族居民的体质特征 中似乎也同样与东亚蒙古人种或者北极蒙

古人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

本文标本与南亚蒙古人种之间的关系颇为疏远
。

本文将山嘴子组男性颅骨与华北
、

蒙古
、

通古斯和爱斯基摩等  个近代组8进行比较
。

各对比组之间所选择的共同项 目共计 < 项 5表  8
,

在比较时采用计算平均数组间差异均

方根的方法
7 8。
本文标本与各近代颅骨组之间函数值的计算结果如下

>

Ξ
Ξ

本文标本

对 比组
华北 蒙古 通古斯 爱斯基摩

Ξ山嘴子
。

! ;

由上述比较结果来看
,

本文标本在基本的人类学特征上显然与蒙古近代组最为接近
,

其次为通古斯近代组和爱斯基摩近代组
,

而与华北近代组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
。

在古代对比组中
,

本文选择了表  中列人的如下 : 组 >
扎赛诺尔汉代 ∋ 组和扎责诺

尔汉代 Δ 组 5朱乱
, ! < ! 8

,

完工组和南杨家营子组 5潘其风
、

韩康信
,

!< 78
,

邢家店组5朱

乱
、

王培新
, ! < ! 8

,

大通匈奴组5潘其风
、

韩康信
,

! <  Ψ 8和
“

焚人”悬棺组5朱乱
, ! < : 8

。

本

文标本与上述各古代颅骨组之间 < 项测定值的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的计 算 结

果如下
>

代> ⋯下赢
本文标本 ΞΞ

山嘴子 竺⋯塑⋯二⋯二⋯二⋯一⋯翌
Ζ

‘

, ‘
’

= ,

0
”。=

Χ
‘

’

。,

Χ
‘

’

6。

⋯
” 7 ,

Χ

∃8 华北近代组的数据转引自 Δ∃ ΕΦ [
,

! 7 < 9 通古斯近代组的数据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 组
,

, :究蒙古
、

爱斯基摩近代组的数据转引自播其风
、

韩康信
,

! <  Ε 。

, , 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的计算公式” >

丫砰
其中

, ‘”两对”组“定值之间的组差 9 “” 同”系标

憾
”

本文借用埃 及王朝 ∴ 组的各项标准差值5转引自 Ν # ΑΕ ΛΙ
,

! 7 6 89 。
为测定值的项 目数

。

应用此方法计算所

得的 函数值越小
, 则说明该两个对照组之间的关系可能越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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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

本文标本在体质特征上与扎赛诺尔汉代 Δ 组最相近似
,

其次为扎

责诺尔汉代 ∋ 组
、

南杨家营子组和完工组
,

而与大通匈奴组
、

邢家店组特别是与
“

英人
”

悬

棺组之间显然存在着较大的体质差异
。

三
、

讨 论

关于契丹族的人种归属问题
,

过去有些学者如 白鸟库吉等人曾经从比较语言学人手

进行考证
,

认为契丹人是蒙古种
,

或者认为是通古斯种
,

也有人认为是蒙古及通古斯的混

合种
。

但有的学者指出
,

他们引以为据的只有少数几个词汇
,

尚不能揭示出契丹语的基本

特征
,

进而做出人种学上的推论
,

自难令人信服5张正明
, ! : ! 8

。

! < 年
,

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对察右前旗豪贝营辽代契丹族墓地的

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
。

在该墓地中出土了一具男性尸骨 5Ν 6 8 和一具保存较为完整的

女尸 5Ν = 8
。

这批契丹族人类学资料目前已见报道
0

、据原报告者意见
,

豪贝营 Ν 6 男性

颅骨分别与古代的南杨家营子组以及近代的蒙古组最为接近5时墨庄
, ! < ; 8

,

而 Ν = 辽

代契丹族女尸头骨的特点则基本上属于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 5邵 福 根
,

! < ; 8
。

从本文对山嘴子辽代契丹族颅骨进行的观察和测量结果来看
,

该组颅骨的基本特征

可归纳为 > 圆而较阔的颅型
,

长高比例上的正颅型
,

中上面型
,

中眶型和中鼻型
。

这些特

点与豪贝营 Ν 6 辽代契丹族颅骨的情况大体相仿
,

二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同山嘴子组相

比
,

豪贝营 Ν 6 的颅型更低而眶型偏高
。

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

很可能是由于豪贝营

Ν 6 颅骨所体现的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特征
,

而在组成山嘴子男性颅骨

组的 ! 例标本中却至少有 7 例 5+ 1ϑ Ν 7= 和 + 1ϑ Ν 6 >∋ 8 含有较高而偏狭的颅型等接

近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的倾向
。

综合上述两处辽代契丹族的人类学资料考虑
,

契丹人的

基本种族类型当以西伯利亚 5北亚8蒙古人种的成分为主体
,

另外也不能排除混杂有某些

东亚蒙古人种或北极 5东北亚 8蒙古人种因素的可能性
。

在古代对比组中
,
本文标本与扎责诺尔汉代 ∋

、

Δ 两组
、

完工组和南杨家营子组比较

接近
,

后几组的族属可能系鲜卑族5宿白
, ! : : 8

。

本文研究结果或许暗示出鲜卑人和契丹

人在主要的种族成分上可能是相近或相同的
。

四
、

病 理 现 象

%

牙周病

根据齿槽萎缩
、

齿根外露和结石附着等情况判断
,

在可进行该项观察的 例标本 5男

性 < 例
,

女性 7 例8中有 = 例 5男性  例
,

女性 7 例 8生前曾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 5图版

38
。

从患牙的类别上看
,

上领牙齿的催患率高于下领牙齿
,

前 臼齿
、

臼齿的催患率高于门

齿和犬齿
。

∃8 豪贝营契丹族男性颅骨因仅有 例 5Ν 68 故在计算本文标本与各古代对比组之间平均数组差均方根函数值

时将其舍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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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倾齿

在 7 例标本中观察到龋齿的存在
。

其中
,

+ 1 Β Ν = 标本5男性8右侧上领第三臼齿

的齿冠颊侧几乎全部被龋蚀掉
,

龋洞穿髓
。

+ 1Β Ν ! > Δ 标本5女性 8左侧上颇第一
、

二前

臼齿榷患邻面龋
,

右侧上领第二臼齿催患胎面龋5图版 38
。

考虑到该批标本的牙齿中生前

脱落的情况比较多见
,

其中难免有因龋蚀严重所致的可能
,

故山嘴子辽代居民中龋齿的催

患率当比本文所观察到的更高一些
。

6
%

根尖脓肿

本文标本中根尖脓肿的催患率颇高
,

在可进行该项观察的 例标本5男性 < 例
,

女性

7 例 8中共有 = 例患有该病
,

其中有些标本5如 + 1ϑΝ 76
、

+ 1ϑΝ约 尚且在数颗牙齿的根

端处均发现此种疾患
。

病牙根尖周围常存在一个炎性病灶
,

局部骨质吸收
、

破坏
、

形成一

个以患牙根端为中心的空洞
。

病变还常常波及唇
、

颊侧齿槽
,

在相应的骨面上形成瘩道

5图版 38
。

经观察
,

在本文标本中此类疾病常与牙齿的严重磨耗同时并存
,

故推测这些根

尖周围的化脓性感染可能多 由于牙齿高度磨损
、

穿髓所引起
。

考虑到本文标本在年龄上

均属青
、

壮
、

中年
,

可见当时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远比现代人粗糙
。

 
%

骨瘤

共观察到 7 例 5+ 1ϑ Ν ;> ∋ 和 + ]ϑΝ !> ∋ 8
,

均属男性个体
。

该 7 例标本上骨瘤发

生的部位基本相同
,

都在左侧眶上缘的内上方
,

形状亦大体相仿
,

均为椭圆形的丘状骨质

隆起
,

表面光滑
,

界限清晰5图版 ∃8
。

+ ]Β Ν ;> ∋ 标本上的骨瘤约  2 毫米
,

高约 ;

毫米 9 + 1ϑΝ ! > ∋ 标本上的骨瘤约 2 ] 毫米
,

高约 = 毫米
。

本文所研究的人骨材料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治中等同志提供
,

图版照

片由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赵东同志拍摄
,

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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