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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颅骨主要测量性状的时代变化
,

以及这两个时代

中的地理变异
。

聚类分析
、

因子分析
、

判别分析和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此期间的时代变化顺

着变小的趋势 ;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
,
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有更大的上面高

、

鼻高和眶高
。

北

方和南方两支居民沿着共同的方向变化
,
同时保持原有的地理差异

,
这种平行现象为探讨此期

间时代变化的动力可能提洪一部分线索
。

一
、

刚 舀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是很丰富的
,

也是十分宝贵的
。

在中国已经发表了研究

报告的就有20 来个这样的遗址
,

它们含有多则三
、

四十具 ( 如宝鸡遗址 )
、

少则一
、

两具 (如

河姆渡遗址 )人类骨骼
。

少数遗址含有较完整的人类骨架
,

而在大多数遗址 中保存得好的

仅仅是头骨
。

它们是现代中国人更近的祖先
。

在最近约一万年期间
,

他们的体质特征是

否经历了一些变化呢 ? 为了正面 回答这个问题
,

有必要对新石器时代和现代的有关材料

进行比较研究
。

这类研究不仅可 以发现在象中国这样的特定区域内的人群在体质上的变

化的情况
,

由于增加了时代变化的考虑
,

对于探索更广阔区域不 同人群间的关系还可能提

供新的线索
。

张振标等 ( 1 9 8 2 ) 根据九个主要的新石器时代人头骨组 17 项头骨(包括下领骨)测量

性状的平均值的欧氏距离的聚类分析
,

划分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三个地区类型
—

华南地区类型
、

中原地区类型和关中地区类型
。

以后
,

吴新智和张振标把提法改变为
“

华

南组
、

华北组的东部亚组和西部亚组
” (w u X in z h i a n d Z h a n g z h e n b i a o

,
1 9 8 5

,
p

.

1 2 1 )
。

现代中国人的头骨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收集和研究
。

由于头骨材料多分散 在 国 外
,

研究报告也大多在外国刊物 (较多的是 日本刊物)上发表
,

还没有人收集这些资料并对不

同地区的中国人头骨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
。

笔者利用在 日本东京大学进修的机会
,

收集

了散布在国外各种刊物上的现代中国人头骨的测量数据
,

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材料

l) 本研究是作者在 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室进修期间完成的
。

工作中得到值原 和郎教授的指导
、

河户滚

者子博士和小泉清隆先生的帮助
, 以及吴汝康教授的鼓励和关心

。

作者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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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进行地理变异和时代变化的研究
。

二
、

材 料

(一 ) 样 本 组

本文研究的材料包括新石器时代男性组 16 个
、

现代男性组 17 个 (表 1 ) ; 新石器时代

女性组 11 个
、

现代女性组 9 个 ( 表 2 )
。

表 1 材料组及其合并情况 (男性)

材材 料 组组 合 并并

半半坡组 (颜简等
, 19 6。))) 陕 西 组组

华华县组 (颜阴
,
19 6 2 )))))

宝宝鸡组(颜阴等
, 19 6 0 )))))

横横阵组 (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 , 19 7 7)))))

西西夏侯变形组 (颇朋
, 1 9 7 3 ))) 山东变形组组

大大汉 口组 (颜阴
, 1 9 7 2 )))))

下下王岗组 (张振标
、

陈德珍
, 19 8勺勺 汉 水 组组

七七里河组 (张振标提供 )))))

昙昙石山组(韩康信等 , l , 丁6 ))) 昙石山河宕组组
河河宕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19 5 2)))))

河姆渡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工9 5 3)

阮皮岩组 (张银运等
, 19 7 7 )

抚顺组 (岛五郎
, 19 3 3 )

长春组( 安藤
, 19 3 5 )

长春组 ( o
n o , 1 9斗2 )

东 北 组

现 代

北京组 ( B l
a c k , 1 92 8 )

北京组 (中野
,
1 9 2 0)

华北组 ( H
a b e r e r , 1 9 02 )

华北组 ( K o g a n e
i

, 1 9 0 2 )

华北组 ( R
e i c h e r , 19 02 )

华北组 (秋尾
, 19 57 )

华 北 组

福建组 ( H
a r r o w e r , 19 2 6 )

华南组 (曾瑞鸽
、

王耀文
, 19 50 )

华 南 组

基隆组 ( U w
e d a , 19 3 1)

台湾组 ( K o g a n e i
, 1 9 0 2 ) 台 湾 组

福建系台湾组 (浅井
, 19 4 2 )

海南岛组 (黄秀模 , 1 9 4 8 )

海南岛变形组 ( H a r r o w e r , 1 9 2 8 )

华中组 (金阂丈夫
、

蔡滋涅
, 1 9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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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材料组及其合并情况 (女性 )

时时 代代 材 料 组组 合 并并

新新石器时代代 半坡组 (颜简等
, 19 6 0 ))) 陕 西 组组

华华华县组 (颜阴
, 19 6 2 )))))

宝宝宝鸡组 ( 颇圈等 , 19 6 0 )))))

西西西夏侯组 (颜阴 , 19 7 3 ))) 山东变形组组
大大大仪口 组 (濒简

,
19 7 2 )))))

昙昙昙石山组 (韩康信 等
,
19了6 ))) 昙石山河宕组组

河河河宕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19 5 2 )))))

下下下王岗组(张振标
、

陈德珍 , 19 5斗)))))

野野野店组 (张振标
, 1 9 8 0 )))))

河河河姆渡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19 5 3 )))))

断断断皮岩组 (张银运等 , 19了7)))))

现现 代代 抚顺组 ( 岛五郎
, 19 33 ))) 东 北 组组

长长长春组 ( o
n o , 19 4 2 )))))

北北北京组 ( B l a e k
, 19 2 5 ))) 华 北 组组

北北北京组 ( 中野
, 19 2 0)))))

华华华北组 ( H a b e r o r ,
1 9 0 2 )))))

基基基隆组 ( U w e d a , 19 3 1)))))

福福福建系台湾组 (浅井
,
19 42 )))))

海海海南岛组 (黄秀模
, 19 斗8 )))))

华华华中组 (金网丈夫
、

蔡滋理
, 19 49 )))))

各个新石器时代组的年代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
,

从距今七千年到三千年 以 前 (W u

x in z h i
。n d z h a n g z h e n b i a

。 ,
1 9 5 5 )

。

在本研究 中有时为了显示 fL 个阶 段 逐 渐 变 化 的 目

的
,

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来处理这些材料
。

在本研究的材料 中
,

新石器时代的大汉 口
、

西夏侯和野店三组存在头骨人工变形的习

俗 ; H ar ro w er ( 19 2 8 ) 在新加坡收集的侨居的海南岛人头骨也表现了生前的 人 工 变形
。

以前
,

颜阁等几位学者通常使用 S h a p iro 的方法矫正变形头骨的颅长
、

颅宽和颅高的测量

数据
。

sh
a p iro 基于颅底长在头骨的人工变形中仍然保持不变的前提

,

设计了脑颅的几个

径度测量值的矫正公式
。

然而
,

颅底长不受人工变形的影响这个前提并不为多数人类学

家所接受 (c yb ul sk i
,
1 9 7 5 )

。

于是
,

这类矫正的准确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

本文把变形头骨

与未变形头骨分别作为不同的组群包括在统计分析中
。 “
畸形头

,

大仪口男女两性几乎都

是 1 00 外
,

西夏侯组则男性为 50 关
,

女性几乎为 10 0 多
” (颜同

, 19 7 3
,

第 1 12 页 )
。

根据

原报告对西夏侯组男性标本的描述
,

本研究把它们分为西夏侯(正常 )组和西夏侯变形组
。

在野店组的样本 中也
“

出现枕部畸形 ,’( 张振标
, 1 9 8 0 ,

第 68 页 )
。 H ar ro w er ( 1 92 8 ) 的海

南岛组作为变形组
。

黄秀模 ( 19 4 8 ) 的海南岛组的颅长和颅宽两项全为未变形样本的数

据
,

而其它项 目则为混合组数据
,

但未变形样本占绝大多数
。

故整个组作为未变形组对

待
。



人 类 学 学 报

(二 ) 若干样本组的归并

包括在本研究中的材料组有一些来自相同时代和相同地区
。

例如
,

陕西四个新石器

时代组都属于仰韶文化时期 ; B l a e k ( 1 9 2 5 )
、

H a
b e r e r ( 1 9 02 )

、

中野 ( 19 2 0 )
、

R e i c h e r

( 1 9 13 )
、

K o g a n e i ( 1 9 0 2 ) 和秋尾 ( 19 5 7 ) 都用他们各自的材料研究现代华北人
。

很自然

的
,

每个样本组的测量值不会都是一样的
,

并且通常没有办法确定哪组数据更有代表性
。

如果能把各组合并起来
,

这比随便挑选其中一组作为代表应更好些
。

其次
,

由于不同的作

者使用不同的测量项 目
,

比较研究中缺乏共同的项 目
。

归并有时可以通过各组相互补充

缓解这种状况
。

能够归并的样本组应该是具有合理的相似性的不 同样本组
,

用统计学语言来说
,

应该

是从同一总体中抽样的样本组
。

为此
,

本研究应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

1
.

聚类分析

这种方法用在新石器时代男性组上
。

依据聚类情况
,

并考虑时间
.

地理因素和人工变

形的存在与否
,

一次就把所有样本组的归并间题解决
。

以下几种方法则分别不同情况逐

项地检验组间差异显著性
。

2
.

T 测验

含有乎均数
、

标准差和例数的两样本组按项 目逐一进行
。

3
.

9 5 %逻信区间检验

如果 A 组含有平均数和标准差数据
,

而 B 组含有平均数和例数数据
,

可 使用这种方

法
,

即考查样本组 B 的平均数是否落人样本组 A 的平均数的 95 多 置信区间之内
。

4
.

F 测验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徉本组都含有平均数
、

标准差和例数的数据的情况下
,

它们之间

差异的显著性可用方差分析的方法予以确定
。

经过一部分样本组的合并
,

从总数 53 个样本组减少为 31 个研究组
。

合并情况也见

表 1 和表 2 。

经合并形成 的研究组的平均数是各成员组的例数加权的平均数 ; 标准差可

从成员组的平均数
、

标准差和例数(如果含有这些数据的话) 巾正确地计算 出来
。

(三 ) 项 目 (或称变量 )

本研究使用的颅骨测量项目包括颅长
、

颅宽
、

颅高( ba 一b )
、

颅底长
、

最小额宽
、

颧宽
、

面底长
、

上面高
、

鼻高
、

鼻宽
、

眶高
、

眶宽 ( tnf 一ek )
、

总面角 ( n 一 Pr 匕 F H ) 和鼻面角 ( n 一ns

乙F H ) 等 14 项
。

其 中颅底长
、

面底长
、

鼻面角和颧宽有几个组缺少数据
。

除此以外
,

眶

高和眶宽的数据也不为个别研究组所包含
,

这是把此二项与其它 12 项分开处理的原因之

一
。

更重要的原因是
,

据研究
,

这两个项 目有 较大的测量误差 (薄口
,

19 8 2 ; 佐食
,

簿 口
,

1 9 8 3 ; K o u c h i a n d K o i z u m i
,
1 9 8 5 )

o

值原和郎等 ( H a ni h a r a ct al
. ,

19 8 2 ) 在研究现代 日本人男性头骨的地理变异中收集

了 12 个样本组的 26 项测量值
。

他们并没有在统计分析 中使用全部 26 项变量
,

而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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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样本组中有显著差异的 13 项变量
。

其中九项包括在本研究之 中
。

因此
,

本研究所能

使用的
、

为 29 个研究组所共有的 (仅海南岛变形组缺少眶高和眶宽数据 ) 14 项变量基本

上可以代表颅骨的形态特征
。

在 31 个研究组中
,

华中男
、

女组(金阴丈夫和蔡滋涅
, 1 9 4 9)

含有 比较少的项 目数据
,

该二组只用于一种单变量分析的目的
。

由于头骨测量学上使用的测点和测量项 目经历过变迁
。

在本文使用的项目中
,

上面

高
、

总面角和面底长用过不同的测点
,

这与上齿槽前缘点 ( Pr os th io n) 的定义有关
。

根据

马丁的人类学教科书的定义
,

上齿槽前缘点指上领齿槽突在第一门齿间的正中矢状面上

最前方的一点
。

但是
,

在测量上面高的时候
,

用该突起的最下端
,

尽管仍称为 p ro s thi on

(M a r t i n
,
1 9 2 8

,
p p

.

6 1 9一6 2 0 )
。

对汉l点 P r o s t h io n 的多种解释也许是不为一些人类学家

所接受
,

也许是不易被注意到的缘故
,

国外有的测量手册使用上述测点 p ro sth io n
的定义

(而没有依照上述项 目测量的方法 )介绍马丁所确定的测量项 目上面高
。

英国生物统计学家皮尔孙把上齿槽在 第一 门 齿 间 最 下 突 的 一 点称 为
“齿 槽 点

”

(
a l v e o l a r 卯i n r

, s e e p e a r s o n ,
1 9 2 5

,
p

.

5 6 )
。

他所在的生物统计实验室测量上面高使用齿

槽点
,

与马丁确定的上面高实际上是一样的
。

法国人类学家 H
.

v
.

v all ois 给予不同均

术语
,

他在测量象上面高这样的垂直项目时
,

使用上颇齿槽突中央矢状面最下方的一点
,

称之为 h y po p ro sth ion ; 而在测量象面底长这样的纵径项 目时
,

用该部最前突的一点
,

称之

为 e x o p r o s t h io n ( V
a l lo is

,
1 9 6 5

,
p

.

1 3 8 )
。

此外
,

还有把这部分最下突的点称为上齿槽点

( s u p r
a d e n t a l e ) 的 (见吴汝康

、

吴新智
, 19 6 5 ,

第 2 7 页 )
。

使用上齿槽最前突和最下突的 氛

侧得的上面高有 2一 3 毫米的差数 (岛五郎
, 1 9 3 3 ,

第 4 82 一4 84 页 )
。

在本研究中采用的上

面高指的是鼻根点 na sio n 到上齿槽在前方最突 出的一点 P r os t hi on 的直线距离
。

在引用均

资料中
,

凡是注明使用上齿槽最下突的点( 即 a l v e o l a r 卯i n t 、 h , 卯p r o s th i o n 或 {
s u p r a d e n t a l e)

的测量值
,

均减去 2
.

5 毫米
,

以与本文的上面高相一致
。

马丁所定义的面底长指的是颅底点 ha si on 到上齿槽前缘点 p ro s thi on 的距离
。

福建

组 ( H a r r o w e r ,
1 9 2 6 ) 该项使用齿槽点

a l v eo la r po i n t
,

而不是 p r o s t h io n 。 据我们观察头

骨标本
,

一般情况下
,

这两项测量在数值上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

于是
,

本研究直接想

它们进行比较
。

有的研究者在测量总面角 时 也 用 齿 槽 点 al ve ol ar po in t ,

而 不 是 上 齿槽 前 缘 氛

Pr os thi on
。

Bo ni n ( 1 9 3 1 ) 用这两种方法测量东南亚各组的总面角
,

一般有 2一3 “ 的差数
。

H ar ro w e r ( 1 92 6
,
1 9 2 8 ) 在测量福建人和海南岛人头骨的总面角时就用的是齿槽点

,

为

与马丁的定义一致
,

减去 2
.

5 。 作为矫正
。

鼻高的定义也有些不同
。 D

.

Bl a ck 的史前组和华北现代组的鼻高 实 际 上 是
“

侧 鼻

高
” ,

即鼻根点到梨状孔左侧最下缘的距离
。 G

.

M
.

Mor an t
测量了欧洲人许多头骨的鼻

高和 “侧鼻高
” ,

后者通常大 0
.

8 毫米 (M or an t ,
19 2 8 )

。

本研究对 D
.

Bl ac k 此项数据乍

了相应的矫正
。

(四 ) 缺失数据的估计
-

17 个 男性组和 12 个女性组 ( 即除去华中男
、

女组外的全部研究组 ) 中
,

颧皮岩男
、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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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张银运等
, 1 9 7 7 ) 缺少颅底长和面底长的数据

,

海南岛男性变形组 ( H
a r ro w er

,

1 9 2 8 )

缺少鼻面角的数据
,

野店女性组(张振标
, 1 9 8 0 ) 缺少颧宽的数据

。

为了能够使用全部 29

个研究组和全部 12 项变量
,

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前
,

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估计了这六个缺失

的数据
。

回归方程的建立是以因变量与所有 自变量的相关性为根据的
。

因此
,

使用估计

值通常不会影响比较组之间的相似关系
。

在本文的实例中
,

也应用多种方法证实了这一

点
。

然而
,

这类估计并不总是不必要的
。

如 果不光是研究比较组之间的关系
,

而且还研

究体现这种关系的变量的话
,

缺失数据的估计则为使用和研究更多的变量找到了补救办

法
。

经 F 检验
、

相关检验和已知数据的预测
,

证明以上六个估计值是相当可信的
。

三
、

方 法

(一 ) 聚 类 分 析

聚类分析可以依据各组间的距离系数
、

相似系数或相关系数
。

本研 究 采用 Pe nr os 。

距离
。 p e n r os e

距离有三种形式
:
平均平方距离 (M

e a n s q u a r e d is t a n e e

)
、

大小距离 ( s i
z e

d is t
a n c e ) 和形状距离 ( s h a p

e d is t a n c e

)
。

(二 ) 因 子 分 析

因子分析的原理是把各变量相关的部分组成新的变量 (因子 )
,

新变量按其包含原有

总信息的百分数依次排列
。

只分析前面的少数新变量便可显示各比较组的接近程度
,

更

重要的是
,

显示这类关系是以哪些项 目( 原有变量 )为基础的
。

(三 ) 判 别 分 析

本研究进行判别分析的目的是逐个确定每个变量在不同时代组或不同地区组的判别

中的作用
,

也就是确定哪些变量有时代上或地理上的差别
。

(四 ) 双因素方差分析

其 目的与判别分析一样
。

不同的是
,

应用本方法可以对各个项 目总的变异性中分别

由时间因素和地理因素所造成的部分进行对比
。

四
、

结 果

(一 ) 聚 类 分 析

根据 P e
nr os e 形状距离聚类的结果

,

男性和女性的新石器时代北方组
、

南方组
、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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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男性组根据形状距离聚类图 图 2 女性组根据形状距离聚类图

D e n d r
呀

r a m o f ma l e g r
ou p s b a s e d o n s h a p e d i

s ta nc 巴 s D 巴n d r
叩

r a m o f f e

ma l e g r o u p s b a se d o n s ha p 巴

▲ Z e n g p iy a n
是饭皮岩的汉语拼音

,
以前用过 d i s ta n c e s

Z h e n P iy an o

北方组
、

南方组都各聚成一类 (图 l ,

图 2 )
,

唯有男性的甘肃河南新石器时代组与现 代北

方各组聚在一起
,

以及女性的陕西新石器时代组与现代南方各组聚在一起
。

相同时代的

男性南
、

北支首先聚合
,

成为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两大支
。

这两个时代支包含的变形组显示

了与其它组的差别
。

河姆渡男性组和女性组在两个聚类图中分别处于极端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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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因 子 分 析

男性组和女性组的因子分析 中
,

各线形测量项 目对第一因子都有较大的因子负荷
,

尤

以面底长
、

颧宽
、

颅底长
、

颅高
、

最小额宽和鼻宽六项变量的因子负荷为大
。

因此
,

第一

因子可称为大小因子
。

对第二因子有最大 负荷的变量是上面高和鼻高
,

此因子是面部高

因子
。

以第一
、

二因子为轴组成的坐标系统 (图 3 ,

图 4 ) 中
,

除去甘肃河南男组和河姆渡女

组外
,

所有的新石器时代组均位于 x 轴 (第一因子 )数值较大的一侧
。

男性组的第一因子

解释了全部方差的一半
。

所以可以说
,

在上述六项变量上存在的大小上的差别是新石器

只二因于
声劝乙才口广 2

第
一
吕子

产谈 ‘子‘/ 1

华南组百口
“
况汉从

a

O 、_ _ _ _ 一

0 海南变只咀

O / /a
/
凡比 左

石七
,
沁‘六 口c 而产厂佗6 夕

。

蝶
人。 :、

.

,

县百山
跳火

尹

沙
‘

-

一
洲脚 - 一一一一。

众
‘员二万妞 二

_ _ _ _ _ -

一
“

盗皮岩经
Z ‘
代妒少

“八 r 今七口 夕

图 3 男性组在前两个因 子上的分布

s e a t r e r g r a n l o
f m a l e g r o u p s b a s e d o n l s t a n d Z n d f

a e t o r s e o r e s

时代各组与现代各组的主要差别
。

对于第二因子来说
,

新石器时代和现代男性以及现代

女性各组比较中
,

北方各组的因子得分均比同时代同性别的南方各组大
,

它们处于 Y 轴

(第二因子 )数值较大的一侧
。

也就是说
,

北方各组具有较大的上面高和鼻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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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因子
厂么召口产 1

图 4 女性组在前两个因子上的分布

s e a t t e r g r a m o f f e

ma ]e g r o u p s b a s巴 d o n l
s t a n d Z n d f a c t o r 义o r 韶

女性 的因子分析中第三因子负荷最大的是总面角和鼻面角
,

这是面部矢状方向突出

度因子
。

新石器时代和现代的南方女性各组第三 因子得分比较小
,

也就是说
,

突颇比北方

同时代组更明显
。

以上两种分析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甘肃河南男组
、

河姆渡男
、

女组有一些异常现象
。

甘

肃河南组与现代北方组过分相似
,

而与其它新石器时代北方组不相同
。

河姆渡男
、

女组各

以一个样本代表
,

男性样本 (M 23 ) 比其它新石器时代男组都大 ; 女性样本 (M 1 7 ) 则

比其它新石器时代女组都小
。

其原因不象是唯独河姆渡组具有很大的性别差异
。

更可能

的是
,

它们是各自性别中的极端的样本
,

不能代表整个人群
。

在以后的统计分析中
,

它们

都被排除在外
。

(三 ) 判 别 分 析

判别分析在男性和女性组各进行了两次
:
一次是新石器时代北方和南方各组合在一

起与现代北方和南方各组合在一起的判别 ; 另一次是北方新石器时代 和现代各组合在一

起与南方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各组合在一起的判别
。

男性组判别分析的结果与因子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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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完全一致
,

即颅底长
、

面底长
、

颅高
、

鼻宽
、

颧宽和最小额宽六项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差

异 ; 鼻高和上面高则有非常明显或明显的地区差异
。

女性不同时代组判别中起重要作用

的是最小额宽
、

颅底长和颅高 ; 在不同地区组的判别上起重要作用的是鼻高
。

(四 ) 双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材料中有足够的男性组构成一组列联的表格
。

按时间因素有新石器时

代早期
、

晚期和现代三个序列 ; 按地区因素有北部
、

中一东部和南部三个序列 (表 3 )
。

因

为现代华中组 (金阴丈夫和蔡滋理
,
1 9 4 9 )只有颅长

、

颅宽
、

颅高 ( ba 一b )
、

最小额宽
、

颧

宽
、

上面高
、

鼻高
、

鼻宽等八个变量的数据
,

所以只有这八项可做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时间

上
,

从早期新石器时代到现代
,

颅高和鼻宽明显地逐渐变小
,

最小额宽
、

颅长和颧宽也有所

变小 ; 在地理上
,

南方的组上面高明显低于北方的组
,

鼻高也是南方组低一些
,

而颅长则是

南方组稍大
。

表 3 双因素方差分析的成员组列联襄

…
” 间 因 素

北北 部部

中中一东部部

新新石器时代早期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期

北北 部部 陕 西 组组 庙底沟组组 华 北 组组

中中一东部部 西夏侯组组 汉 水 组组 华 中 组组

南南 部部 断皮岩组组 昙石山河宕组组 华 南 组组

(五 ) 眶高和眶宽的变化

以眶高和眶宽二项变量为轴的坐标系中(图 5 )
,

男性新石器时代北方各组
、

南方各组

(以及中部的汉水组 )
、

现代北方各组
、

南方各组分别处于四个不同的区域
。

只有庙底沟组

与新石器时代南方各组接近
,

是个例外
。

由此可以看出
,

总的来说
,

新石器时代各组眶

宽较大 ; 北方各组的眶宽和现代北方各组的眶高都比同时代的南方各组的相同项 目为大
。

尽管在眶高和眶宽的测量上存在着可能的误差
,

但这种误差并没有大到掩盖其时代上和

地理上的差别的程度
。

五
、

结论 和 讨 论

1
.

中国新石器时代和现代颅骨 的主要测量特征的统计分析表明它们有相当明显的时

代变化
。

新石器时代头骨比较大
,

主要表现在颅底长
、

面底长
、

颅高
、

鼻宽
、

颧宽
、

最小额宽

和眶宽等项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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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a t r e r g r a n l o f m a l e g r
加 P s b a se d o n o r b i ta l m e a s u r e m e n t 只

在这两个时代 中
,

北方人与南方人头骨的差异主要是前者有较大的上面高
、

鼻高和眶

高
。

此外
,

统计分析还表明北方的女性头骨的总面角和鼻面角较大
,

也就是面部在矢状

方向突出度较小
。

现代中国北方和南方居民体质的差异最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

这

一结论是与以前发表过的论述相一致的 ( 张振标等
, 19 8 2 ; 韩康信

、

潘其风
, 198 4 ; w 。

x i n z h i 。n a z b a
吧 z h e n bi a o

,
19 5 5 )

。

在保持原有差异的同时
,

这两支系又在同一些项 目

上沿着同样的方向变化
。

这种平行现象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体质进化发 展动力的解释

可能提供一部线索
。

人类头骨在全新世内有所缩小的趋势并不为中国这一地区所独有
。

据报道
,

欧洲更

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在大多数测量项目上明显地大于全新世早期 ( 中石器时代 ) 的欧洲人

( Fr ay er
,
19 8 4 )

。

看来
,

晚期人类在测量性状上的时代变化应引起更大的注意
。

2
.

正如聚类分析和 T 测验所显示
,

新石器时代西夏侯组和现代海南岛组人工变形对

颅骨的形状有明显影响
,

主要是改变 了颅长
、

颅宽和颅底长
。

现在还没有好办法矫正变形

头骨的这几项测量值
,

以便与正常头骨相比较
。

3
.

步达生 ( D
.

Bl ac k ) 研究的由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 ( J
.

A n d 。r s s 。动提供

的史前甘肃河南组头骨
,

照他自己说
,

包括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年之前的甘肃仰韶文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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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具和公元前七千年到五千年之前的河南仰韶文化期 6 具人类头骨
。

近期一 些 研 究者

已经注意到了这组材料在时间和地区成分上的复 杂 情况 (颜阁
,

19 6 2 ; 杨希枚
,

1 9 7 0 ;

韩康信
、

潘其风
, 1 9 8 4 )

。

夏缩执笔的一个报告 (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
, 19 5 1) 对河南省混池县仰韶村遗址中

墓葬的时代的可靠性更是 表示怀疑
。

他说
: “

我们细察地层
,

这几座墓葬似乎都是在居住

遗址废弃以后埋进去的… …因为没有殉葬品
,

不能确定晚到什么时候
。

各墓葬头部向南

偏西
,

正对着熊耳山的阔 口
,

脚部向东北
,

正对着飞山 (即天坛山 )
,

可能是有风水迷信 以后

的事
。

现今当地人民的墓葬也是朝向这两座山岳的
,

仅头足的位置互易而已
”

( 第 9 36 页 )
。

步达生 自己也强调这批材料与现代华北人颅骨形态
“实质上一样

” ,

因而可看作为
“

原中国

人
”

( Bl
a
ck

,

1 92 8
,
p

.

8 1 )
。

本研究的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这批材料过于类似

现代华北组和东北组
,

加强了对它们的时代真实性的怀疑
。

如果这种怀疑仅限于河南的

6 具头骨
,

而甘肃 30 具头骨断代确实无可非议的话
,

其体质类型则需作为在华北居民的

时代变化中的一个例外来考虑
。

4
.

与同期的人类颅骨相比
,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男性颅骨 (M 2 3 ) 特别大
,

而女性颅骨

( M 1 7 ) 特别小
。

从这两个颅骨似乎不能推论该组群存在超乎寻常的性别差异
。

更大的

可能是它们是各自性别中与众不同的极端样本
。

5
.

人类体质特征的时代变化和地理变异的统计分析研究是很普遍的
。

但是
,

这两种

因素被包含在同一次统计分析中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
,

至少在东亚还没有过
。

这是因为

导致变异产生的时间和地理因素可能使比较组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 复杂
。

幸好这种情况

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生
。

相反
,

几种不同的统计方法互相一致地表明了比较组在这两方面

的变化沿着不 同的方向
,

表现为不 同的强度
。

本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

说明在时代变 化

和地理变异发生在不同的性状的情况下
,

合在一起考虑也是可行的
。

本文插图由沈文龙
、

杨明婉同志清绘
,

作者谨向他们致谢
。

( 1 9 5 5 年 1 2 月2 3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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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re w e r e v e ry 滋沙i fi 愧nt

t om卯二1 d i饭~
e份 还 e ra n i a l 恤

s e l e n g t h
,

f a o i a l l e n g t h
,

b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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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T h e ti 妞e s e q u en e e e o n s i s t s o f 即r l y N eo l i t hi e ,

l at e N e o l i th i e a n d r e e e n t 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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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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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u se no t a ll 盯 o u P s e o n tai n e d th e m ea n v a lue s 吠 t h e s e t w o m e a s ur em
e n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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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 e n s ion s d o n o t a 任ee t e o m P a ra t i v e s t u d y to su e h a n e x t e n t 习5 t o o b s o ur e th e d i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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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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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 l h e i g h t t h a n s o u
-

t h e r n C h i n “引〕 o n 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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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i 。 罗。u P s o f S li a a n x i Y a n g
一

s h a o C u l t世e w e re o h a ra o teri z e d b y re l a t iv e l y l o w f a o i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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