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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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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类型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址东郊古墓人头骨的人类学特征进行了研究
。

在全部 ∀ 具头

骨中
,

有 具人类学特征接近地中海人种印度
一
阿富汗类型

,

具头骨具有明显蒙古人种特征
。

近年来
,

随着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些不同地区对不同时代古墓地均

发掘
,

陆续采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古人类材料
。

例如在伊犁河流域的昭苏波马
、

夏台
,

帕米

尔地区的塔什库尔干
,

天山的阿拉沟
,

哈密五堡
,

洛浦桑普拉以及孔雀河古墓沟等地的占

墓中
,

都相继出土了许多古代人类遗骨
。

这些材料不仅对开展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古人

类学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而且也是中亚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报告记述了  ! : 年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从罗布泊地区著名的楼兰古城址东 郊 古 墓

中采集的 ∀ 具头骨
,

其中包括 # 具成年男性
, ; 具成年女性和 具未成年男孩头骨

。

据出

土文物和碳十四年代测定
,

墓葬所代表的时代约相当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
,

因而这些墓葬

被考古学者认定是文献记载中的汉代楼兰王国时期的遗存 7吐尔逊
,  ! # 8

。

一
、

头骨的个体形态特征

全部头骨的主要形态特征和各自可能归属的人类学 类型分别记述如下 7∋
)

4

一 ∀ 为

作者编号
,

括弧中为新疆考古所编号 8
<

4

∋ )
4

7+=> = . <? 8

约 刊一: 岁男性头骨7缺下领骨 8
。

头骨很大
,

长颅型
,

颅高属高颅型
。

额坡度很陡

直
,

眉间突起显著
,

眉弓粗壮
,

鼻根凹陷深
。

面很高
,

面宽大
,

但仍属狭面型
。

鼻颧水平方

向突出极强烈
,

颧领水平突度中等
。

从残存鼻骨上段判断
,

鼻骨强烈突起
。

眶形在中一高

眶型之间
,

犬齿窝不显
,

后枕部明显突 出
。

人类学类型与欧洲人种地中海类型比较接近

7图版 .
,

≅一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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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一# 岁的完整男性头骨7缺失下领骨 8
。

头骨极狭长 7长椭圆形 8
,

属特长颅型。

颅高较高
,

额倾斜度中等强
。

眉间突起中等
,

眉弓发育显著
,

鼻根凹陷浅
。

具有很大的面

高和很狭的面宽
,

面型特别狭长
,

面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
。

大齿窝中等深
,

眼眶中等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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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骨 长而强烈突出
。

颅枕部显著向后突出
。

人类学类型与欧洲人种地中海 人种类型比较

接近 7图版 .
,

一# 8
。

#
4

∋ )
4

# 7+ =>∃Α
< ; 8

# 一朽 岁男性
,

头骨较大而粗壮
,

中颅型
。

绝对颅高较高
,

正颅型
。

额明显后斜
,

眉

间和眉弓突起强烈
,

鼻根凹陷较深
。

鼻骨强烈突出
,

有很大的面宽和较高的上面高
,

属中

面型
。

面部水平方向突度大于中等
,

侧面方 向突出为超平颇型
。

犬齿窝浅一中等深
。

中

等高眶型
。

后枕部不如 ∋ )
4 、

; 头骨的后突
。

人类学类型为欧洲人种
,

形态上有些介乎

地中海人种和帕米尔
一

费尔干类型之间
,

可能仍是地中海人种的变异类型7图版 .
,

Α一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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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一 ! 岁男孩头骨
,

中颅
,

颅高在高一正颅型之间
。

额陡直
,

眉弓几不显
,

眉间突度很

弱
。

面较狭
,

在狭一中面型之间
。

中眶型
。

面部在鼻颧水平方向突度 中等
,

颧领水平突度

显著
,

侧面方向突度为平领一超平领型之间
。

鼻骨突起中等弱
,

犬齿窝浅
。

后枕部稍突
。

保存的上中门齿呈弱铲形
。

由于是未成年个体
,

表现出幼年的形态特点
,

但其主要特征已

与 ∋ )
4

、 ; 等成年头骨相近
,

其人类学类型依然与欧洲人种地中海类型相似 7图版 Β ,

≅一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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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岁完整女性头骨
。

颅形狭长
,

在特长颅一长颅型之间
,

颅高较低
,

为低颅型
。

前额陡直
,

眉间和眉弓突度中等
。

鼻根凹陷浅
,

鼻骨突度中等
。

面高和面宽较大
,

为中上

面型
。

鼻颧水平上的面突度中等
,

颧领水平上的突度小
,

侧面方向突度 为平领型
。

中眶

型
。

犬齿窝浅
。

后枕部明显后突
。

人类学类型与欧洲人种地中海类型头骨接近7图版 Β
,

一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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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岁女性
,

完整头骨
。

颅长为较短的中颅型
,

颅高在正颅一高颅型之间
。

中等

倾斜额
。

眉间和眉弓突起弱
。

鼻根低平
,

鼻骨突起弱
。

具有高而宽的面
,

在中一狭上面型

之间
,

面部水平方向扁平度大
,

侧面方向突度为平领型
。

中眶型
。

颧骨宽而突出
,

犬齿窝

弱
,

后枕部为圆型
。

人类学类型为蒙古人种
,

可能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有点相近 7图版 Β
,

Α一 8
)

以上 ∀ 具头骨的形态特征和人类学类型表明
,

其中有 具可确定为欧洲 人种
,

具可

能归人蒙古人种
。

因此
,

这一组人骨材料虽代 表为数很少的个体
,

但可以确定它们主要代

表欧洲人种的居民
。

在这些头骨中
,

∋
)

4 、

;
、

≅
、

, 头骨的形态更一致
。

如依 ∋ )
4

3
、

;

两个成年男性头骨为代表
,

它们是长
、

狭而高的颅
,

额倾斜中一小
,

上面很高
,

为狭面型
。

眉弓和眉间突度发达
,

鼻突起强烈
,

面部水平方向突度强烈
,

侧面方向突度为超平领型
。

中一高眶
。

中一弱的犬齿窝
。

后枕部明显突出
。

∋ )
4

, 头骨除了性别异型特点外
,

其总

的形态基本上与 ∋
)

4

和∋
)

4

; 男性头骨相近
。

∋ )
4

≅ 头骨除去未成年形态特点外
,

也

与上述 ≅ 具成年头骨属于相同的人类学类型
,

它们共同代表长颅型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

支即印度
一阿富汗类型

。

∋ )
4

# 头骨与上述几个欧洲人种头骨的主要区别是颅形短一些
,

面更宽
,

额倾斜度

大
,

鼻颧水平的面部突度比 ∋ )
4 、

; 头骨小一些
,

但在其他许多形态上
,

与 ∋ )
4

、 ;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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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很相似
。

因此
,

这具头骨还不能排除在地中海人种类型之外
。

∋ )
4

∀ 女性头骨的面部水平方向的扁平度很大
,

鼻骨低平
,

颇骨宽而突出
,

面部宽而

高
,

颅形不长
,

这样一些组合特征与其他 具欧洲人种头骨明显不同
,

而表现出很明显为

蒙古人种性质
,

与苏联学者人类学分类的南西伯利亚类型有些相近
,

后者在形态上有些介

于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
,

但更接近蒙古人种的大陆类型
。

二
、

测量特征的比较

在表 3 中列出了帕米尔塞克和天山
、

阿莱塞克
一

乌孙头骨组的各项测量平均值作为对

照比较
。

每具头骨的详细测量则见表 ; 。

表 中楼兰城郊男组是以更有代表性的 ∋
)

4 、

; 两具头骨组成
,

而可资比较的女组

头骨只有 ∋ )
4

一例
。

由于头骨例数太少
,

在利用各项测量值进行比较时
,

可能出现复架

的情况
。

特别是 ∋ )
4

头骨很大
,

∋ )
4

; 头骨大小中等
,

由这两具头骨组成的各项颅
、

面部直线测量平均值无疑比实际应有的组值更大
。

这一点从表 中便可看出
,

楼兰城郊

男组的绝大多数直线项目的平均值比头骨数量更多的帕米尔塞克组的相应各项平均值更

大
。

在这种情况下
,

显然减少了直线项目在组间比较上的作用
,

而角度的测量和指数的比

较具有 更重要的类型学意义
。

由比较也不难看出
,

楼兰男组的颅型和面型各个项目的指

数值与帕米尔的两个组和这两个组的合并平均值之间
,

没有表现出重要的差异
,

它们都是

代表很接近的长颅型
,

中等高的颅型
,

都有大而接近的宽高指数 7即有很狭的颅型 8
,

额一

颅宽和额一面宽比例也比较接近
。

在面部形态指数方面
,

都有很高而彼此接近的上面拾

数
,

同属狭面型
,

垂直颅面指数也比较高
。
鼻指数也较小

,

属狭鼻型
。

眶指数比帕米尔组

高一些
,

但基本上都是中眶型
。

在面郁水平突度方面
,

额面扁平度虽稍小于帕米尔组而须

上领面扁平度稍大于帕米尔组
,

但差别都不大
,

也就是它们的面部水平方向突度都比较强

烈
。

眶间突度则在两个帕米尔地方组之间
,

但明显小于它们的合并组
。

楼兰组的鼻根突

度则比帕米尔组更为强烈
,

额倾斜度比帕米尔组更小
,

面部侧面突度为典型的平颇型
,

恰

米尔两组则为中一平领型之间
。

齿槽面角也是平领型
。

从以上主要颅
、

面类型的测量特征比较来看
,

以 ∋ )
4

、 ; 两具头骨所代表的楼兰男

组与帕米尔塞克头骨组之间虽有某些差异
,

但它们在基本的形态类型一致性上
,

显然比送

些差异大得多
。

因此
,

它们的相似特点在确定楼兰组人类学类型上
,

具有 更大的价值
。

换

句话说
,

根据它们的一致性
,

楼兰组头骨和帕米尔塞克应具有相似的人类学类型
,

它们之

间的区别7可能是例数过少产生的 8则没有类型差别的意义
。

将楼兰男组与天山
、

阿莱的塞克
一
乌孙组比较

,

则表现出另一种情况
,

后者颅型短 7姿

近短颅型8
,

面更低宽7中面型 8
,

鼻形也更宽 7阔鼻型8
,

眶形更低
,

上面扁平度明显更大
。

这些特点与楼兰组及帕米尔塞克组的长狭颅
,

狭面
,

狭一中鼻型
,

更高的眶型
,

面部水平方

向突度强烈7即面部扁平度很小 8等一系列重要的相应特征有明显的区别
。

因而在头骨为

形态类型上存在明显的不同
。

这说明
,

在它们的种族系统学关系上
,

可能属于欧洲人种为

不同变种类型
。

楼兰组 7∋
)

4

8 女性头骨也 比较大
,

在某些直线测量值上与帕米尔塞克女组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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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楼兰城郊组与南怕米尔
、

马马丁号号 侧 量 项 目目 新 爱爱

楼楼楼楼兰城郊郊 汤基基 阿克拜特特

公公公公元初一Β 世纪纪

男男男男男 女女

颅长 76一
) Ε 888  #

4

!7;888  
4

:7 888 ! ∀
4

!7 88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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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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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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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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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8 ;
4

;73888 #
4

#7! 88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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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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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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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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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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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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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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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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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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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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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型指数方面则大多与帕米尔组的平均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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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具女性头骨主要在面部侧面突度上明显小于帕米尔组
,

鼻突度也较逊于帕米尔组
。

这

种差别也可能是例数太少的缘故
。

与天 ΨΨ
、

阿莱塞克
一

乌孙的女性组相比
,

∋ )
4

头骨同

样具有更长更狭的颅
,

颅高相对更低
,

鼻形可能更狭
,

面侧面突度和额面扁平度更小等明

显的区别
,

而在这些特征上
,

又多数表现出与帕米尔组女性头骨比较接近的倾向
。

∋ )
4

# 男性头骨与帕米尔塞克头骨之间的主要区别是颅形比较短 7中颅型 8
,

面形更

宽 7
4

中面型 8
,

额更倾斜
,

上面部扁平度更大
,

侧面突度更小等
。

这些也是 ∋ 。
·

# 头骨和

∋ )
4 ,

; 头骨的主要区别
。

但在其他许多特征上
,

∋ )
4

头骨与 ∋ )
4

3
、

; 头骨之间仍

然表现出引人注 目的相似性
。

因此
,

它们之间的差别可能只具有组内变异的性质
。

但大

的面宽和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及较短的颅型也可能有些接近帕米尔
一

费尔干类型
。

∋ )
4

∀ 女性头骨与上述 具头骨具有明显不同形态特点 < 它的面高而宽
,

中面宽很

大
,

颧骨宽而突出
,

面部扁平度很大
,

特别是颧领面扁平度特别强烈
,

鼻突度很小
。

这些特

征结合在一起出现
,

表明它有明显蒙古人种性质
。

它的前额也比较低斜
。

这一系列特征

在南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上也有类似的表现
。

但这具头骨还不是典型的短颅型
,

颅高也

相对较高
,

与南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似不尽符合
。

总的来看
,

∋ )
4

∀ 头骨缺乏欧洲人种

特征的混合
。

总之
,

楼兰城郊 ∀ 具头骨的测量特征比较表明
,

除了 ∋ )
4

∀ 一个女性头骨有明显蒙古

人种形态以外
,

其余 个头骨 7包括 ∋ )
4

≅ 小孩头骨 8如不计某些差异外
,

基本上代表同

一个欧洲人种类型
,

与帕米尔塞克头骨的一致性也很明显
。

但与天山
、

阿莱的塞克
一

乌孙

头骨属于不同的变种类型
。

三
、

人种类型讨论

关于罗布泊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
,

_ %ΞΙ ⎯ 7  ;  8 发表过题为
“

塔里木盆地古

墓中出土的人类头骨
”

报告
。

报告中的材料是 0Ι %Ξ Β
作第三次中亚探险时7  # 一  8

,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的古墓中掘走的 , 具头骨 7 ≅ 男
,

女 8
。

但这些头骨出自不同地

点的墓葬
,

其中一具采 自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汉人干尸头颅
,

另一具是从尼雅遗址出土的女

性头骨
,

还有一具是取 自营盘的男性头骨
。

被 0Ι% ΞΒ 指明出自楼兰遗址的是另外两具男

性头骨
。

这些人骨所代表的时代大概是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
。

尽管这几具头骨出自不同

地点
,

它们之中有些时代也不清楚
,

但 _% ΞΙ⎯ 仍把它们当成单一民族的
。

他认为 0Ι
% ΞΒ 从

楼兰采集的头骨兼有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特征的居间类型
,

并以
“

楼兰型
”

称之
。

他还认

为这种类型不是混杂
,

而是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7_ %ΞΙ ⎯
,

 ;  8
4

 ; ! 和  # ≅ 年
, 0Υ% Β ? %Λ ΞΒ 在新疆考察时取走过一些古代人骨

。

这些人骨后来由

?α )ϑΙ Κα) 和 β
Γ 3Γ Β Λ % ϑ

7  ≅ ; 8 进行了研究
。

计有 具头骨和一些肢骨
,

其中除一个未成

年婴儿外
,

其余成年者 ≅ 男 ∀ 女
。

这些头骨也分别出在几个遗址
< # 具 头 骨 采 自 米 兰

7 ; 女
,

男8
,

具女性头骨出自且末
,

, 具头骨7 # 男
,

; 女8采 自罗布泊
,

另 ; 具7女性和

婴儿 8则出自叙格特一布拉库
。

他们认为从米兰出土的 # 具头骨 7时代为公元前末一个世

纪和公元第三世纪之间 8中
,

有一具可能是汉族的
,

一具可能是具有强烈诺的克 7∋ )ϑ ΛΞ
χ

8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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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混合的藏族人头骨
,

另一具头骨是诺的克特征占优势
,

可能有某些印度人种或蒙古人

种特征
。

从且末采集的一具头骨诺的克特征占优势
,

并有印度人种和蒙古人种特征的混

合
,

但这具头骨的时代不明确
。

从罗布泊地区发现的时代为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的一具

头骨是蒙古人种并有某些诺的克特征
。

从同一墓地出土
,

时代可能晚于公元二百年的头

骨中
,

有一具是蒙古人种并有一些诺的克特征
,

另一具是印度人种并有诺的克和弱的蒙

古人种特征混合7? α)叫 ∀ 5 Β Λ δ
知3Γ Β Λ % ϑ ,

 ≅ ; 8
。

 年俄国人 >Γ3 )Υ 从罗布泊附近据称是古突厥墓中取走了 ≅ 具头骨7 # 男和 未

成年女 8
。

后来
,

.5Μ %Η )Υ Ξχ⎯ 7  ≅  8 发表了这几具头骨的研究报告
。

ς他认为这一组头骨

在面部测量及其类型上
,

具有 蒙古人种性质
,

但也有明显的特殊点
<
根据颅长和面部主要

直径项 目的测量
,

额角和面角
,

眶高和眶宽
,

额指数
,

眶指数和面指数
,

这些头骨与 .Γϑ Ρ⎯%

的中央亚细亚人种的概念相符合
。

但是不大的额宽
,

突领度指数
,

颅长高指数和尤其颗部

水平的有些额的缩狭等特征
,

使这组头骨又同汉人的头骨接近
。

而最小额宽小也使这些

头骨同通古斯和雅库特 Β 组头骨接近
。 .5Μ %Η5 ΥΞ ) ⎯ 认为它们可能是由于蒙 古 人 种 的 不

同种族类型深刻混杂的结果
,

也可能这组头骨中表现出的某种长颅蒙古人种的代表与西

藏的长颅居民有关系
,

最后也可能将这个头骨类型看成是某种早期蒙古人种的一般化类

型的残舍
,

并兼有后来在不同的北亚
、

中央亚细亚和东亚民族集团中分化和强化的因素
。

以上几批材料的早期研究
,

给罗布泊地区古代居民以很复杂的人类学关系
。

_ %ΞΙ ⎯ 为
“

楼兰型
”
主要是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形式

,

他认为塔克拉玛干位于大人种组

成和分隔的位置
,

这种古楼兰人具有过渡的形态特征是预料中的
,

他们是吉尔吉斯类型蒙

古人种和帕米尔及波斯的伊朗类型之间相联系的桥梁
。

? Ξ) ϑΙΚ Ξ∀ 和 β Γ3Γ ΒΛ
% ϑ

则把 ? %Λ Ξ。

的 具头骨最后归纳成三种形态类型的组
<
第一组是长颅型的具有许多与诺的克人相似

的形态特点
,

同时与 _ %ΞΙ ⎯ 的
“

楼兰型
”

很相似 7即头骨 .
、

Ο
、

.Υ
、

Υ
、 Υ 333、 .ε 8

。

第二

组是汉人特征占优势的中间类型 7头骨 Β 和 ΥΞ 8
。

第三组是短颅的具有阿尔卑斯人种性

质7头骨 Υ Β
,

1 8
,

属伊朗人类型
。 .5Μ %Η )Υ Ξχ ⎯ 研究的头骨则是蒙古人种

,

但未能确定属

于何种人类学类型
。

如果这些头骨确实出自古代定居突厥墓葬
,

则这组头骨与 ΚΙ% ΞΒ 和

? %ΛΞ
Β 两批头骨具有很不相同的人种类型

。

遗憾的是报告中未附这些头骨的图版
,

仅凭

测量数据
,

不容易进一步讨论它们的人类学类型
。

由于多种原因 7如研究材料过于零散
、

每个研究者测量 和观察方法不一致
,

有的缺乏

图版 8
,

要客观地讨论和评价上述早期学者研究的结果
,

特别是对每具头骨作 出复杂种埃

鉴定可信性的估计是 困难的
。

笔者结合对楼兰城郊人骨的考察结果
,

仅就这个地区出现

的欧洲人种成分问题
,

进行如下初步分析
<

如前所述
, _ %Ξ Ι⎯ 的所谓

“
楼兰型

” 只是一般地提出了这个类型在欧洲人种和蒙古人

种之间的居中性质
,

而且是在这个地区 自然形成的人类学特点
。

?α
) ϑΙΚ Ξ‘ 等研究的材料

中
,

基本的欧洲人种成分是具有明显的长颅欧洲人种诺的克类型特点
。

与这些研究结果

相比
,

本报告中对楼兰城郊古墓人骨的观察结果很不一致
< ∀ 具头骨中

,

除一具有明显构

蒙古人种特点外
,

其余基本上代表长颅欧洲人种的一个类型
,

这个类型与苏联学者研究过

的帕米尔塞克头骨很相似
,

但与天山
、

阿莱的塞克
一
乌孙时期居民的头骨类型很不相同

,

柯

者属于长颅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 7印度
一阿富汗 8 类型 7−Ξ ΒΜ Φ5ϑ 6

,

Σ ) 8
,

后者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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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颅型短的欧洲人种中亚两河类型 7帕米尔
一

费尔干类型 8或欧洲人种安德罗诺沃类型向中

亚两河类型过渡特点 7− ΞΒ Μ Φ 5 ϑ 6
,

  8
。

关于帕米尔塞克头骨的人类学特点
,

据 7−Ξ ΒΜ Φ5ϑ 6
,

 ∀。8 的研究
,

它们一般具有长

狭而相当高的颅
,

陡直或较多中等倾斜的额
,

眉间和眉弓突起中等
,

面狭而中等高
,

面部水

平方向突变很大
,

犬齿窝中等深
,

中一高的眼眶
,

鼻强烈突起
。

这些特征的结合与地中海人

种的印度
一

阿富汗类型相符合
。

由 _Ξ ΞΓΙ Ρ ΞΒΓ 7  ∀ ≅ 8研究过的塔吉克斯坦 #≅ 具 男 性和 ; 

具女性头骨也是属于欧洲人种长颅
,

狭而高面的人类学类型
。

这些头骨和天山
、

阿莱及哈

萨克斯坦的塞克在人类学类型上的不同表明
,

帕米尔的长颅塞克同中亚境内和哈萨克斯

坦的其他塞克或与他们有亲缘关 系的居民处于相对隔离的地位
,

他们代表包括前亚
,

外

里海和北印度人类学桥梁的最东的部分
。

−Ξ ΒΜ Φ盯6 还认为南帕米尔塞克很可能是这个地

区更古老居民的直接后裔
,

这个古老居民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铜器时代与前亚和中亚南部

的居民有血缘关系
。

&ϑ )ΗΞ Ο )Υ
。

也明确指出
,

在系统关系上
,

帕米尔塞克居民与铜石 并

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科彼特 山区地带居民的东部地中海类型有关系
。

_Ξ ΞΓΙ ΡΞ ΒΓ 7  ∀≅ 8则

推测
,

铜器时代东帕米尔当地居民同塞克部落集团接触过
,

甚至可能参加了塞克的部落联

盟而保存下了自己的体质形态
。

笔者根据新疆楼兰城址东郊古墓人骨的研究认为
,

尽管

这些墓葬材料的时代比帕米尔塞克7约公元前六一四世纪 8更晚一些
,

但古楼兰国的居民

7至少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8在人类学关系上
,

与帕米尔塞克存在密切联系
,

或者他们就是帕

米尔塞克类型的居民最东进的一支
。

−Ξ
Β ΜΦ 5ϑ 6 7  ∀ : 8曾经表示过这种想法

,

他说“
也应该

设想
,

在塞克时代和更晚的时期
,

帕米尔东南部居民同东土耳其斯坦 7即我国新疆
—

笔

者注8居民直接联系的可能性
,

但这在人类学关系上还几乎未被研究
” 。

笔者认为他的这

种推想可以用楼兰城郊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得到证明
。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楼兰城郊头骨的人类学类型与 _ χ ΞΙ⎯ 特别是 ?α
)ϑΙΚ Ξ∀ 的研究不

一样
,

后者认为
“

楼兰型
”

是具有明显诺的克7北欧8人种特点的类型
,

而笔者研究的楼兰城

郊 头骨主要是地中海人种类型
,

这两者在人种分类上属于欧洲人种的不同变种类型
。

通

常而言
,

诺的克人种是浅色素或色素为中间的集团类型或北欧类型集团
,

他们主要分布在

不列颠岛
,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

德国北部等地区
,

与长颅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印度
一阿富

汗类型有明显的区别
,

后者在体质上是长面
、

高头
,

钩形鼻类型 7χ )) Β ,

 #  8
。

如果仔细

考察 ? Ξ) ϑΙ Κα∀ 报告的头骨测量数据和图版
,

可以发现
,

在他们归纳的第一组诺的克特征比

较明显的头骨中
,

有 的同楼兰城郊的欧洲人种头骨比较相似
,

如头骨 Β 3
、

.Υ
、

ΥΞ
、

23 Β ,

可能还有 头骨 Υ 。

一般来讲
,

这几个头骨的颅形长而狭
,

面部也高而狭
,

眶形中等偏高
,

这些特点 与帕米尔塞克头骨也比较相似
。

因此
,

它们可能与地中海东支类型接近
。

相反
,

?α )ϑΙ Κα) 第一组中的另两具头骨 7头骨 . 和 Ξ1 8是长狭颅结合低而宽的面和低眶等特点
,

可能与诺的克类型的头骨比较相近
。

如果这种分析有些道理的话
,

那么笔者认为至少在

? % ΛΞ Β 采集的头骨中
,

可能包含两种不同体质类型的长颅欧洲人种成分
,

即长狭颅
,

高狭

面和中等高眶形的印度
一阿富汗类型和长狭颅

,

低宽面和低眶的与诺的克接近的类型
。

而

且
,

仅就欧洲人种成分而说
,

无论在 ? %ΛΞ
Β 的材料 中还是本文研究的楼兰城郊的材料中

,

前一个类型占优势
,

这很可能也是楼兰国居民种族组成的一个重要特点
。

顺便指出
,

笔者

最近研究过的出自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的人头骨 7报告另发 8
,

在人类学类型上与楼兰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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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帕米尔塞克头骨明显不同
,

它们与分布南西伯利亚
、

哈萨克斯坦
,

中亚等地区铜器时弋

的原始欧洲人种类型接近
,

在形态上
,

与北欧7诺的克 8长颅 人种头骨有许多相似
。

从时弋

上来讲
,

这些头骨可能早于楼兰城郊的材料
,

也早于 ΚΙ Λ Β 和 ? %Λ ΞΒ 的材料
。

因此
,

在罗

布 泊地区更晚的时期
,

存在有明显诺的克特征的人类学类型也是可以理解的
。

在楼兰城郊古墓中
,

除了欧洲人种成分占优势的头骨外
,

个别非欧洲人种头骨的发

现表明
,

当时已有少量蒙古人种类型的居民与欧洲人种居民杂居
。

这一点
,

在 ΚΙ %Ξ Β
和

? %ΛΞ
Β
的时代晚的材料中反映得更明显

。

目前
,

由于材料还不多
,

树这些非欧洲人种成分

的人类学材料还缺乏研究
,

因此
,

它们在组成古楼兰国人民的历史上
,

占有多大的意义和

地位
,

还需进一步调查
。

四
、

结 语

本报告的 ∀ 具头骨 7成年男性 # 具
,

女性 ; 具
,

未成年男孩 具 8是  ! : 年从新疆罗

布泊地区著名古楼兰遗址东郊
,

时代约公元一世纪 7相当东汉时期8 的古墓中收集的
。

这

些材料对研究楼兰国居民的种族特点和族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根据头骨的个体形态特征和测量特征的考察
, ∀ 个头骨中有 个欧洲人种类型

,

个

蒙古人种类型
。

在 个欧洲人种头骨中
,

有 斗个 7∋ )
4

3
、

;
、

≅
、

8 形态比较一致
,

与地

中海东支的印度
一

阿富汗类型接近
,

一个头骨 7∋ )
4

#8 的形态有些介乎地中海和帕米尔一

费尔干类型之间
,

但在许多特征上仍可能表明是地中海人种的变异
。

一个蒙古人种头骨

7∋ )
4

∀ 8 则可能略有些接近南西伯利亚类型
。

因此可能推测
,

古楼兰国人民的种族组成
,

以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相当优势
。

这种特点
,

同时 与帕米尔塞克的人类学特点

相似
,

但与天山
、

阿莱的塞克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

据此推测
,

楼兰国人民中的欧洲人种戊

分与帕米尔塞克类型的居民之间
,

存在密切的种族系统学关系
。

个别蒙古人种头骨的茅

在还说明
,

楼兰国居民的人类学成分上
,

不是纯粹单元的欧洲人种民族
,

但非欧洲人种居

民在构成楼兰国人的种族因素上具有何等地位和作用
,

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

本报告的人骨材料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
,

头骨照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小宁同志协助拍摄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阎德发同志帮助翻译了德文资料
,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7一 年 ; 月 日收稿8

参 考 文 献

吐尔逊
·

艾沙
,  ! #

。

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其初步研究
。

新刃社会科学
,

73 8< ;! 一 # #:

Π )) Β ,

Π
4 ,

 # ,
4

丁肠 “留亡 )3 Χ5
护)钾

4

>Γ
ΠΟ Ξ33ΓΒ

肠Ο Ε 4 Ν
,

∋即 ΝΦ ϑΡ
4

− Ξ“山5 ϑ6
,

2
4

Υ4
,

 义
4

Δϑ Ζ %% Β ΓΚ日。五% 仪血或
Β )6 ) &Ξ ΓΒ⊥ Κ⎯ 田五Γ ∃ 3Γ ΞΓ ∗, ΓΒ Ιϑ ) Ε) 3硒

χ ⎯%Κ ΡαΟ Λ沙
Β夕ΞΟ

4

丁用ΛΥΞ 肠ΚΙ ΞΙ ) Ι% ΧΙ侧毯“介Ξ
,

;
< , , 仁一月 ;4

− 运比
5铭

,

2
4

2
·,

 ∀78
4

∃Β
Ι ϑΙ 军。】硒χΦ %Κ物

Γ Ρ ⎯对砍Ι%ϑΞ
Κ

ΙΞΡ
Γ 0ΓΡ )Υ .φ比⎯Β )即 ∗Γ 3Β Ξϑ Γ _ ϑ ‘ΙΡ Ξ% 0 ) ) Φ劲‘饭卜

”

ΞΞΓ 加“ΞΙ 5 Ι‘ .Κ Ι,护Ξ滋 厉ΓΙ %ϑΞ 两
月: _ 5

3αΙ5 ϑΝ Ξ
,

7! : 8
< ;‘一# 

4

? Ξ
) ϑΙ Κ ∀

,

Π
4

?
4

5Β Λ ∃
4

β Γ3 ΓΒ Λ %ϑ ,

 ≅;
4

ΔΓ
Κ

Κχ⎯ 泛Λ %3 5Β Λ ΚΡ%3 %Ι 卿
Ι Λ%ϑ Γϑ χ⎯盛)3 哈

Κχ⎯ %Β 珑Ι% ϑΚ 5
χ⎯ Β 6 。 ,

ΞΒ ,Κ Ι⊥& 5ϑ Ρ ΞΚΙΓ Β
4

0ΞΒ )⊥ 0口 %
ΛΞΚ 入 石名户

,

Α < ∃ ϑΛ 勿% ) 3) 6 Ν #
4

.5 Μ %Η) ΥΞ χ⎯
,

∃
4

∋
,

 ≅  < Δ ϑ% Υ Δ Ξ% % ⎯% ϑ% Ε Γ 让 ) Ρϑ% Κ ΙΒ ) ΚΙ% Ξ ) Μ % ϑΓ
+) Φ⊥ ∋ ) ϑΓ

4

丁Φ ) , ”ΞΡ 材
5
Μ% 公 ∃俘 Ιϑ ) ∗)3)

⊥



;峪; 人 类 学 学 报 , 卷

名 Χ Ι行 :  护Γ Η派Ξ
,

: < #: 一#
4

_ Λ Ι⎯
,

∃
,

 ;  
4

?
5 Ο ΓΒ ΚΡ山 Ηϑ )Ο

ΓΒχ Ξ% Β Ι 。

%Ο
%Ι% ϑΞ%Κ ΞΒ Ι址 &

Γϑ5Β
= ΓΚ ΞΒ

4

Ψ
4

( )Ν
4

山决ϑ

)Ε 3Β < ϑ ,

7α6 8
<

≅  一 !:
4

灿
ΓΙΡ ΞΒ Γ ,

&
4

∗
4

,

 ∀≅
4

γ)

附Ξϑ ) 。‘月Ξ% ΓΒ 扮。户: :  比
% Κ走:  : ) Φ3ΞΡ Γ

加
Κ %3%刀ΞΞΓ &ΓΛ Μ ⎯ΞΡ ΚϑΓ 月Γ

4

>
) Κ

肠Γ
4

+ΞΙΥ ΞΒ ΚΡ3 Ξ
,

=
4

∃
4 ,

 Α ;
4

刀尸口绷沦 乏口口留名防汤矛
“天口 < 无Ξ 对

,
匆

” 4

>)Κ Ρ2
Γ

4

! ;一 ! Α
4

4 4 4

∃ ∋ & ? ( , ∗ , +, − .Π ∃ + Π ? ∃ ( ∃ Π & Χ ( 0 , γ & ? Χ ? φ >∃ ∋

Π ( ∃ ∋ .∃ γ( , > +, φ +∃ ∋ 0 .& Χ
,

ε .∋ Ψ.∃ ∋ −

? Γ Β _ Γ 刀6 1 ΞΒ

7.
Β ΚΙΞΙ) Ι% )

Η ∃ϑ
χ 杠配 : : 刀

,

以才”%Κ% ∃ χ
心% ,ΤΜ Ν ) Η 0 ) % ΞΓ3 0χΞ % Β χ%Κ 8 4 口眨

.

_ %Ν δ ) ϑ Λ Κ + ) 5 3Γ Β Κ ΞΙ% ,

? 5Ο 叭 ΚΡ 5 33
,

五.%ΛΞ 忱ϑ ϑ Γ Β % Γ Β ϑ Γ % % ,

.Β Λ ) 一

∃ Η6 ⎯ Γ Β ∗Γ Ι切ϑ Β

∃ Φ Κ Ιϑ Γ ΠΙ

0玫 ΚΡ 5 33 Κ Ηϑ
叨 ΓΒ

ΓΒ %沈Β Ι 。恤
%Ι% ϑΝ

ΓΙ +, 5】Γ Β Κ ΞΙ % ΞΒ  ! : Γ ϑ % ΚΙ 5 Λ Ξ%Λ ΞΒ Ι⎯Ξ‘ Ε Γ Ε %ϑ
·

& ⎯ %
鳍

% ) Η Ι苗。 。%Ο 挑%
叮

, Γ % % ) ϑ

ΛΞ3
36 Ι) Π ’ Λ Γ ΙΞΒ 6

,

ΞΚ Γ玩诚 ;: 以8 =
4

∗
4

∃ Ο ) Β 6 Κ汉 )Φ⊥
, % ϑ Υ % Λ ΚΡ 53 3Κ Η) 5 ϑ Φ %3) Β 6 Ι ) Ο Γ 3%Κ ΓΒ Λ 枷

: Η%Ο Γ 3昭
4

& ⎯% Ο ) ϑ ∗⎯ ) 3) 6 Ξ% Γ3 ) Φ Κ % ϑ Υ ΓΙ Ξ) Β Γ Β Λ 扭% Γ Κ
5ϑ

%Ο % Β ΙΚ Κ⎯ )δ Ι⎯ Γ Ι ΗΞΥ % 众一 .3Γ Υ % Χ 5 ϑ ) ⊥

∗ ) ΞΛ
’ %⎯ Γ ϑ Γ %切ϑ Κ

4

&五糊 ΚΡ 53 3Κ 姗ΞΒ3 Ν ϑ %∗ ϑ % Κ % Β Ι Ι⎯% Β Γ ΙΞΥ % Κ ) Η Χ 5 ϑ ) ∗ ) ΞΛ ΞΒ Ι⎯户 ϑ % 6 Ξ) Β ,

Γ Β Λ Ι⎯ %Ξϑ Ε ⎯Ν滋。Γ 3 % ⎯ Γ ϑ Γ % Ι% ϑ Κ Γ ϑ % Ο 献3Ν Κ ΞΟ Ξ3Γ ϑ 切 伍Γ Ι ) Η .Β Λ ) 一

∃ Η6 ⎯ Γ Β Ε Γ ΙΙ) ϑ Β
4

, Β 。

> ) Β 6 ) 3)Ξ Λ % ϑ
ΓΒ Ξ5Ο Η ) 5 Β Λ ΞΒ Ι⎯ % % %Ο % Ι % ϑ下

4

.Ι Κ

56 6 % ΚΙ% Λ Ι3一Γ Ι Ι⎯% % Ι331 ΞΞ% % 3%Ο %ΒΙ ) ) Η

+ ) 53 Γ Β _ ΞΒ 6 Λ ) Ο Λ ΞΛ Β ) Ι % ) Β Κ ΞΚΙ ) Η 溢Β 6 3% ϑ Γ ) %
4

; Ι⎯% % ) Ο ∗ΓϑΞ Κ ) Β δ ΞΙ⎯ 。功% ϑ Γ Β % Ξ% Β Ι % ϑ Γ Β ΞΓ 3 Κ% ϑ Ξ% Κ ) Η Π %ΒΙ ϑ Γ 3 ∃ 、ΞΓ
,

+ ) 5 3Γ Β
‘

% ϑ ΓΞ Γ

Γ ϑ % Ο )二 Κ

⎯Γ Ξ3Γ < Ι ) Ι⎯ Γ Ι ) Η 0 Γ Ρ Γ ΞΒ ∗Γ

Ζ Ο ) ϑ ∗⎯ ) 3)

蜘
Γ 33手

, ,

δ ⎯% ϑ %Γ Κ ,

Ι⎯ %丁 Γ ϑ % Β ) Ι 3, ) Ο )
⊥

6 % Β %) 5 Κ
们Ι⎯ Ι⎯% Φ路 %⎯Ν % % ∗ηΞ Γ ηΞχ 0 Γ Ρ Γ 一

β 5Κ 5+Β
’ % ϑ Γ Β ΞΓ ΞΒ & ΞΓ Β Κ⎯ Γ Β

一

∃ 3% Ξ Γ Β Λ ] ⎯ Γ ) Κ 5

Γ Β Λ Γ ϑ % %3) Κ% Ι ) Ι⎯ Γ Ι ) Η ∗ Γ Ο Ξϑ
,

砍 Γ ΞΒ ΓΒ Ι⎯ ϑ ) ∗) 3) 6 Ξ% Γ 3 ϑ %3ΓΙ Ξ) Β Κ⎯ Ξ∗
4

& ⎯ %女 + ) 5 3叨
’Κ

3ΞΓ ΙΞΥ %Κ ⎯ Γ Λ % 1 %⎯ Γ Β 6 %Λ δΞ Ι⎯ Ι⎯ % Ε ) ∗5 3Γ ΙΞ )Β
) ϑ ? Γ Β Δ 8甩朋ΙΝ ΞΒ % 5 3Ι5 ϑ % Η ϑ ) Ο Ι⎯% Γ ϑ %3ΞΓ %)

⊥

.) 6Ξ % %ΥΞ Λ % Β % %Κ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