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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 ．弓 

9 2· 
本文对福建东山岛出土的明米清初的墓葬人骨进行观测。通 过与其周边地区人群 的比较， 

讨论 了甸台两地居民的关系 。结果表明东山组与高山族，福建近代组的关系最密切，均源千我 

国南部地区的较 早的智人。 

／
关 √ 

湖列岛存在着一条大致东西走向的隆起带。这个隆起带在第四纪更新世的早、中期，闽台 

两地无海水之隔，成为陆桥 (即东山陆桥) 这个陆桥曾多次浮现，至 12000年以后才被 

淹投 (尤玉柱等，l990)。根据 闽台两地史前考古文化，动物群落和植物群落的研究，台 

湾地区的许多动植物，尤其是人类文化遗物均来 自大陆 那么，闽台两地的居民的关系又 

是如何? 

为配合闽台两地古人类及第四纪生态环境的综合研究，作者负责近代福建人骨研究任 

务，到福建东山县铜陵镇和康美乡，在漳州 市文化局和东山县博物馆全力支持下，对收集 

于明末清初墓葬 出土的人骨进行人类学观测、对比， 目的是通过颅骨特征的比较，一分析历 

史时期福建人类种族类型以及与台湾土著居 民的血缘关系。 · 

1 材 料 与 方 法 

1993和 1994年冬，作者在东山县 万福宫 (存放人骨地穴)共测 35个颅骨 (其中 

三例为下颁骨)，其中男性 22例 (2例下颉骨)、女性 l3例 (1例下颉骨)。 

人骨的性别判断、年龄估计及各种测量方法均依 《人体测量方法》 (吴汝康等． 

1984)。关于颅骨测量性特征的种族类型分析，分别采用聚类分析法辅主成分分析法，分 

析结果均以图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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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与 分 析 

l墓葬人骨的性别与年龄结构 

根据 35个颅 骨和下领骨 的性差特征判断，男性 22例， 占总数的 63．0％。女性 13 

例，占总数的 37．0％，很明显，死亡的个体中，男性多于女性。这种现象在我国已知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人骨中常见。但是，从两性的比例看似乎差距显著，依有些专家认 

为，人 口中男女 两性比例基本接近，主要是生物 自身繁殖力的控制。本组的男性明显多于 

女性，可能是 由于颅骨收集于不是一个墓葬遗址的原因。 

至于该组颅骨的年龄结构，根据牙齿种面釉质磨耗程度与年龄变化的关系，估计其人 

群的年龄结构。结果见表 1。 

裹 1 颅骨 的性别和年蛉分布 

年 膏聿 期 男 女 

青年期 f18—2]岁) 22．7％ 7 7％ 

壮年期 [24_I35岁) 27 3％ 46．2％ 

中年期 06—55岁) 31．8％ 30．7％ 

老年期 (56岁 上) I 8．2％ l5A％ 

从表 1可以看 出，东山组死亡人员中，男性的多数死于 中年期，女性 的多数死于壮年 

期。这种现象与新石器时代居 民死亡的年龄分布有差别。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石器 

时代，无论非洲，欧洲或亚洲，死亡人员中男性多死于壮年期．女性多死于青年期．我国 

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中死亡人群的年龄分布状况基本上也是如此。根据我 国新石器时代各 

遗址墓葬中死亡人员的年龄估计结果来看，大多数遗址死亡人员中，男性在 35岁以前死 

亡的比例在 60％以上，女性在 35岁以前死亡的 比例占 65％以上；在 35岁以后 (中年以 

后)，男性死亡的比例占40％以下；女性的 占 35％以下。然而 ，从表 l的统计可以看出， 

历史时期东山组的死亡人员中，35岁以前死亡人员中，男性的约占50％，明显比新石器 

时代的少 (大约减少 10％)；女性的死亡比例约占55％，也明显比新石器时代女性的死 

亡比例减少 10％。很明显．历史时期东 山组的居民，’其寿命 明显 比新石器时代舶延长． 

以 56岁以上 的老年期的死亡比例来看，至今所知的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除 了河南 淅 

川I下王岗遗址之外．其余的遗址中，老年个体的比例均在 10％以下．然而东山组 56岁以 

上的老年人比例，两性均在 15％以上。由此可见。历史 时期中老年勰人员 的增加，表 明 

历史时期人类的寿命比新石器时代有明显增长。其原因，与历史时期人类杜会生产力的发 

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和改善密切有关。 

2颅骨非测■性特征记述 

从 33个颅骨外观形态特征观察结果，总的说来：颅形多数为卵圆形 (62．9~／0) l颅缝 

的前囟段全部呈微波形；颧骨与上领连接处下缘 (颧骨转角处)不圆钝；上中央门齿多数 

呈铲形 (75％)；鼻骨形状呈两端宽 中间窄等等蒙古人种的特征．不过。在颅骨特征中如 

缝间骨，下领圆枕均无 出现。另外，根据 Pietrusewsky (1984)推荐的非测量性项 目，作 

者进行观测，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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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16项非测量性质骨特征出现率 (男) 

Frequency ofoccutrmce ofnon-metric crau~ltraits(％) 

项 目 Variable 东山组 东南亚组 日本组 近代中国组 蒙古组 西伯剩亚组 新西兰组 

额 中 鞋 l1
．
1 13 0 19 0 lO．0 18．0 

M etopic suture 

额 淘 5
．6 6 0 l1 O 94 16 7 10．2 13．0 

From a1groove 

眶 上 切 迹 (左右) ’ - 
38．9 35．4 3̂ l 53．7 34．9 42．1 

Supraorbltal notch(RL) 

多 眶 下 孔 (左右) 5 
6 9 0 17 5 13．6 21．2 21．6 5 

Infraorbitalforemenmtdt(RL) 

眶 下 齄 C左右) 5o
．0 42．O 36．0 47．3 74．1 95．2 42_0 

Infraorbital suture(RL) 

鼻下馨结构不清 (左右) 
6矗 7 43_0 39．7 46 7 36．4 62，8 60_0 S

ubnasal str~ ure(blurred)(RL) 

纛后管闭合 (左右XRL) 3矗7 47 24
．6 28 6 4l 7 23 2 19 O P

ostx~ndylar canal n0t patent 

旁 乳 突 (左右) 5
．6 59．0 73 0 6l 0 8．9 34．7 4l O P

aramas~id process(RL) 

再 瞳 枕 ● 
22．2 13．0 71．0 l 7．0 12．5 36．4 63．0 

Palafine torl 

纛 前 结 节 5
．6 2．0 8．0 7．0 16 0 

Pr蚴 ndylar tubercle 

K 型 翼 区 
0．0 3．0 3．O 1．0 l_0 P

terion：K-form (ItL) 

翼 上 骨 11
．0 10 0 10．O 5-0 14m 

Epipteric O'JSiCIe0tL) 

：I 瓤 奠 (圈氟形) 38
．9 37．0 l9．0 26 6 0 

Nasal--fromal sutum(∞und) 

多 瓤 孔 瞄：右) 0 0 8．0 l1
．5 6．8 7．1 4,4 18．0 

Mult．mental forKl~Crl(RL) 

翼 宪 桥 (孔) 5
．6 P

tzrygo--bridge(foramenXRL) 

’ 裹中陬东 山组外，均引 白Pietrp,．~wsky(1984)． 

从表 2非测量性颅骨特征的比较可以看到．东t1．1~颅骨 的 l5项特征 出现率大多数与 

近代中国人相似或接近。其次与东南亚组的同项出现率也较接近．相比之下．与北部的蒙 

古组和西伯剌亚组差异较明显． 

因此，从非测量性特征的观察结果表明，东山组颅骨形态特征完全呈现蓑直 种的性 
状．但是，从 l5项主要特征出现率的比较来看，比起北部地 区居民更接近于东南亚地区 

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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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颅骨测量性特征的概述 

20何J男性颅骨和 12例女性颅骨的各项测量平均值和标准差到于表 3和表 4。下颌骨 

例数太少，未列入统计。分析如下。 

2．3．1脑颅特征 

依颅长、颅宽和颅高各 自的平均值分析，东 山组颅长 (平均 l80．0毫米)属于短型颅 

长；颅宽平均 142．8毫米，属于宽型的颅宽；颅高平均 139．8毫米，属高型的颅高。其 

中，颅长在 180毫米以下 占61．1％，在 185毫米以上 (长型)占22．2％；颅宽在 142．8毫 

米以上 (宽型)占 66．7％，窄型 (137毫米以下) 占 l2．2％；颅高在 138毫米以上者 (高 

型) 占 72．2％，中等高 的颅高 (133一 l37毫米) 占27．8％。总的说来，东山组历史时期 

人类 的颅型特征是短而宽且高 。依颅长宽指数 划分颅形 (指数 79．4) 为中颅型 

(Mesoerany) 趋 圆 颅 型 (Brachycrany)， 颅 长 高 指 数 (77．9) 划 分 颅 型 为高 颅 型 

(Hypsicrany)，颅宽高指数 (98．1)为狭颅型 (Aeroerany)。 

表 3 颅骨各项测量平均值和标准差 (单位：毫米) 

M ê ms add醴andard deviatioQs ofcranial IrIe ITe呲 吣  

项 目 男 Ma]e 女 FemaIe 项 目 男 Male 女 Fm  

Variabk X sd X sd V e X sd X sd 

颅 长 (r op) l80 6 7 l72 9 4．9 L． 34 1．7 34 5 2．2 

颅底长 “rba) 99 6 6 7 97 9 3 R 34 l 6 34．2 2．2 

颅宽 (el卜eu) l42 8 5I l37．1 4 眶宽 L_ 41 I．9 40．2 2．3 

颅高 (b_ba) 139．8 3 3 l34 9 3 mf_ek R． 41．1 1．8 40．1 2．0 

额最小宽 C —n) 94 6 40 90 5 3，7 上齿槽弓长 (pr-alv) 50．4 2．7 卯．3 2．0 

额最大宽 co) l】7 l 5．7 l13．4 5．5 上齿槽弓宽 (ekm-ek m1 64．8 3 7 61．7 4．3 

枕大孔长 (b o) 35 3 3．0 34．9 3．4 膊长 (ol-sla) 43．9 3．2 43 6 2．2 

枕大孔宽 29 6 3 2 30 4 1 膊宽 (enm-~ m1 37．1 3 3 35．6 3．3 

额骨弦 fn．b) ll2．2 3 9 l10 2 4．0 膊探 l2．8 2 9 

顶骨弦 (b_n l13．8 8l l12 9 6．7 眶阃宽 (mF-mf~ l9．8 2 6 20．1 2．9 

枕骨弦 [卜0】 l02．6 8．6 96 4 5．4 鼻粱至 mr-rIIr矢 6．5 0．8 6．0 l 2 

额矢弧 ( 二 】 l26
．1 4 4 l24l 5 5 两眶内宽 (fmo-f~ ) 95 6 3 91．7 4．2 

顶矢弧 ( l27 4 Il 0 l20．8 l0．I n fmo* 15 1．8 l4．4 2．0 

枕矢弧 ) 122 0 l0．7 l14．4 6 5 中面宽 (z ·z血) 96．3 5．2 96．1 7．2 

颅矢状弧 ( ) 375 7 l6 3 359 3 l4 6 znl* 2lA 4．3 22 l_7 

颅冠状疆 ) 3l6j 6．7 306．0 8．8 面底长 (b盱-pr) 93 4 93．5 3．1 

颅周长 5l9 6 l8 8 505．0 l7 鼻奢角 144．8。 3．7 145．I。 3．8 

r卜sd 73．3 4 8 70 5 4 5 颧上瓠角 l30 。 6．3 131)．6。 5．2 
上 叫 一  

r卜pr 7o．0 4．1 67．8 42, 鼻骨最小高 s) 3 5 l 2．6 l 0 

颧 宽 f~-zy) l 2 2 l27．4 4 5 鼻骨最小宽 c) 7 5 l 7 1．4 

鼻高 n卜ns) 53．7 3 2 5l 4 3 3 

鼻宽 25 3 1 5 25 3 I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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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面颅特征 

从面 宽和上面高的尺寸分析，男性 面宽平均值 为 133．2毫米 ，属于 中等 (133．0— 

136．9毫米)趋窄型的面宽；上面高 (n--sd)平均 73．3毫米，属于 中等的上面高 (69-- 

73．9毫米)，但趋高型。依上面指数划分面型，男性为中上面型 (meseny)接近狭上面型 

(1epteny)，女性的为狭上面型。从面底长 的尺寸来看，男性的 6o％为短型 (97毫米 以 

下)，4O％为中等型 (98一l们 毫米)。男女两性面底长的平均值分别为 93．9毫米和 93．5 

毫米，两者均属短型。面部前突程度，我们从面部突度指数来分析，男性的平均为 

94．9， 女 性 的 平 均 电 为 94．9， 依 面 突 指数 衡 量 面部 前 突 程 度 ． 两 性 均 属 正 颤 型 

(0rthognath)，也就是说齿槽部不前突。 

裹4 颅骨各种指数平均值和标准值 

M曲嘴 and stend且rd~wiatio嘴 of craw l_mdex,t,s 

男 女 男 女 项 目 项 目 

X sd X sd X sd X sd 

颅长宽指散 79．4 3．8 79．3 2．5 鼻根指散 48 0 3．2 41．7 2．9 

颅长高指 教 77．9 2．4 77．1 31 眶指数 (左) 84．0 4．9 86m 4．7 

颅宽高指散 98．1 3 2 97 6 4．3 额顶宽指数 66 4 3．2 66 0 3 4 

垂直颅面指散 50．4 31 51．3 1．2 面上部扁平指散 l6．2 1 8 16．1 2．0 

面突指教 94：9 5 3 94．9 5l 上齿槽弓指散 128．9 6 0 l21．8 6．7 

sd 544 3．0 56 l 3．5 辟指教 83．9 7．8 81．5 7．4 

Dr- 52 6 3．0 54 0 3 8 搏深指散 34 5 6．8 

鼻指教 47．2 3．7 49．7 3．3 抗大孔指教 83．8 3 0 87．2 2．5 

2．3．3鼻部的特征 

根据鼻高和鼻宽的尺寸看，男女两性的鼻形基本上是中等的鼻宽配合着偏低的鼻高。 

如果依鼻指数划分鼻形，男女的鼻形均属中鼻型 (Mesorrhiny)，但男性的略趋狭鼻型 

(Leptorrhiny)。然而，从鼻 根指数看，其鼻骨的鼻梁部较高而不扁平。 

2．3．4眶部特征 

依眶指数划分眶形，男性的为中眶型 (Mesoconchy)趋高眶型 (Hypsiconchy)，女 

性属高眶型。两眶之间的距离 (眶间距) 中等，鼻梁至眶间距的高度略大。因此，依鼻梁 

扁平指数来看 (男 32．7，女 29．9)。男女两性的眶问部不很宽而且略为隆起。 

除上述主要部位的特征之外 。依表 4中的有关指数来分析，尚可看到东山组居 民颅骨 

的 其 他 特 征 ： 依 额 顶 宽 指 数 看 ， 两 性 均 为 中 额 型 (Metriometor) 略 趋 狭 额 型 

(Stcnometor)。即其前额偏 窄 ；上齿槽 弓指数看 。男女 两性 的上颈均 属短颈 型 

(Brachyuranisch)；腭部，依腭指数看，男女两性均属中腭型 (Mesostaphyliny)，腭深指 

数。男女两性均属正腭型 (Orthostaphyliay)，很明显，其辟部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均较 

适中；枕骨大孔 形状 ，依其 指数看 。男性的 (83．8)为 中型 (Medium type)，女性 的 

(87．2)为阀型 (Broa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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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与 结 论 

3．1东山历史时期居民的种族类型 

从前面东山组颅骨非测量性和测量性特征的记述表明，他们无疑属于蒙古人种的种族 

类型。例如颧 弓前部与颧骨下缘转弯处欠圆钝．矢状缝前 囟段结构简单、铲形上中央 门 

齿、鼻棘弱等等特征均与蒙古人种的颅骨特征相似．但是．为进一步了解东山组颅骨特征 

在不同地区蒙古人种的位置，尤其与我国周围地区各人群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从如下几个 

方面进行 比较讨论。 

3．1．1非测量性特征之比较 

依据表 2中的 15项颅骨非测量性特征比较来看，东 山组有五项特征的出现率 (即眶 

下缝、额中缝．腭 圆枕 、髁前结节．K 型翼区等出现率)与近代中国人最接近：四项特 

征的出现率 (即额沟、眶上切迹 翼上骨、圆形鼻额缝等出现率)与东南亚组最接近。为 

更清楚地比较东山组与我国周围人群的关系．本文选用六个组为比较组，并计算出每组问 

的 Rm 值用以比较． 

组 问 

东山组 与西伯利亚现代组 

东山组与蒙古现代组 

东 山组与 日本现代组 

东 山组与东南亚现代组 

东山组与中国近代组 

东 山组与新西兰近代组 

Rm值 

3．22． 

3．56 

3．79 

2．29 

2．29 

3．38 

裹 5 东山坦与其他坦 14项颅骨测量比较 (男) 

Compazison betweeit Dongshan and others tn cram~al me_ 自Ⅲb 

项 目 衷山组 北 亚 组 东 北 亚 组 东 亚 组 南 亚 组 

颅长 ~go-op) 180 0 179 — 192 7 18O 7一 l92．4 175．0---1820 169 --181．3 

颅宽 (eu-eu) 142 8 144．4--151 5 134 3-- I42 6 137．0--143 137．2--143．9 

颅 高 (b-ba) 139 8 127．1一 】32 4 1329— 141．1 135．3--140．2 134．4---137．8 

最小额竟 (ft—rI) 94 6 90．6--95．8 94．2--96．6 89．0_—93 7 B9．7—85．4 

氟宽 口 zy) 】 2 138．2-- l44 0 1379_-144 8 131．3-- 136 0 131．5—136．3 

±面高 恤-sd) 73．3 72．1—77．6 740—79．4 70．2--76 6 66．1--71 5 

鼻 高 (疗-ns) 53 7 55 --57 55．0--65．0 · 55．0 50．0--53．0 

鼻 竟 25．3 27．0— 28 23．0--25 25．0 26 

鼻颤角 144 8。 147．0。一 l5】．4。 149 0。一150 0。 145．0。-- 146 6。 1421。-- 146 0。 

垂直颅 面指散 50 4 55．8-- 59．2 53．0--58』 52．0--54．9 48．0—52．2 

鼻指散 47 2 450--50．7 42 6--47．6 45 2--50．2 50 3--55．5 

上面指教 54 4 5】4—55 51 3--56．6 5：7--56．8 49．9--53．3 

眶指散 84．O 79 3—85 7 8】．4—-86 80 7--85 0 78．2--81．0 

鼻根指散 0s3c) 48 O 26 9--38．5 34 7—42．5 3l_1--35 0 261--361 

· 裹中各项单位．陈指教和角度外．均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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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山组与各比较组之间的总偏差值的比较表明，东山组在非测量性颅骨特征上与现 

代中国人完全相似，而且与北部地区的蒙古人种相比更接近于东南亚地区的蒙古人种。 

3．1．2测量性特性之比较 

主要是分析东山组居民在不同地区类型的蒙古人种中的位置，具体情况见表 5。 

在表 5中，东山组的 l4项 测量项 目的均值 ，除了鼻根指数 (48．0)超 出蒙古人种， 

落在欧罗巴人种的变异范围 (46．7--53．0)之内，其余各项均值都落在蒙古人种相应项 目 

的变异范围之内。其中，东 山组落人东亚蒙古人种变异范围 内的有九项， 占 69．2％；落 

人其他三个 比较组的各有六项，各 占46．2％。这种情况表明，东山组颅骨特征基本上属 

于东亚类型的蒙古人种。然而，从表 5中的比较可以发现，东山组颅骨的鼻高、鼻颧角、 

垂直颅面指数等三项仅落在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相应项目的变异范围之内。这种现象也许 

表明东山组居民颅骨特征虽然代表了东亚类型，但是与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关系也很密 

切 。 

3．2东山组与台湾商山族及周围人群的关系 

3 2．1人群关系的聚类分析 

为讨论东山历史时期人类与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土著人群间的关系，本 文选择廿二个亚 

洲历史时期或近代颅骨组的十二项颅面部测量项 目均值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图 (图 

1)。用于分析的项目是：颅最大长、颅最大宽、颅高、颅底长、额最小宽、颧宽、上面 

高、面底长，眶宽 (mf-ek)、眶高、鼻宽，鼻高等 l2项。 

O 

t 

图 I 22个男性颅骨组聚类分析树状图 

Dendr0g舢 ofmalegroups based0Ⅱ 

the cluster analysis 

1福建汉族组硼 arrower，~92810，2东 山组 

(本文作者)，3西安 组(党汝蒜等，198：5；橱玉田等， 

[98 7】，4华 南 组 (曾 瑞 鹤 等，l950 5华 北 组 

(Black．1928 6台湾平埔族(玩德茂，1960),7 日 

本巍肆 组i许鸿 ，1948)1 8蒙古组(岛五郎． 

1941)，9山西太 原组(王夸红等 ．19S8)，10广 西 

覆丧组(丁细藩等，1988)，l1日本鹿儿岛组(斑代 

日本^头骨研究班蝙，1983)，12 日本江户组 (同 

1 1)，13缅甸理代组(Moram，1923)，14马来重组 

(同 l3)，l5湖南现代组(张幸F碍等，1965)．t6吉 

林 长春现代组f龠隶郁等，1980；1981),17阿伊 奴 

^组(同 13)，18毛利^ 组(Morant．1923)，19 i每 

甫汉族组(黄秀摸，1948】，20日本藏球组(许鸿粱， 

1948)，21因纽特^组(同 13)，22西德^ 

从图 l可以看到，东山组与台湾平埔族的距离系数最小 (5．39) 其次与鹿儿岛组 

@实际上材料属福州地区，他在福，．I禚|量。 

● 

7  O 2 2 B ， O 9 1 a 5 ● S 9  3 ● ● 2  8  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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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很明显，东山组与台湾平埔族组， 日本鹿儿岛组，江户组和琉球组的距离最近， 

组成一个聚类；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群如广西汉族组，福建福州组，海南汉 族组，湖南组， 

西安组，太原组 ，华南组和华北组等形成昂一个聚类。这二个聚类又可组成一个丈的聚类 

群而区别于其他的组，如西德人，蒙古人，因纽特人，阿伊努人、以及中印半岛的某些人 

群。这个分析表明，福建东山历史时期人类的颅面部种族特征与我国台湾土著居民——高 

山族最为接近，他们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颅骨特征相比，总体上更接近于日本南部诸岛屿的 

居民颅骨特征。 

3．2．2主成分分析 

根据 22个组的 12项变量(即 l2项测量项目的平均值)变换为新的因子(变量)．并计算 

出各个因子得分，找出各被研究组在不同主成分轴上的位置，绘制成散点图(图2和3)． 

圈 2 22十男性组第 1， Ⅱ主成分分析做点 图 

Th~~ ttergram of 22 Inale gtvups baavd oll|st and 2lId factor 8coccs 

从图2的第 1，Ⅱ主成分分析散点图可以看出，东山组与福建福州组，台湾平埔组和 

日本的鹿儿岛组、江户组等五个人群形成一个小群体．同时与海南组，广西汉旗组，华南 

组以及马来亚组等组成一个丈组群体。从图3的第 1、Ⅲ主成分分析散点图可以发现．东 

山组与台湾平埔族组、福建福州组，日本的鹿儿岛组 ，璩球组和江户组形成一个小群体， 

同时与毕南组，海南组，广西汉族组、西安组、湖南组和马来亚组形成一个大组群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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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图 2和图 3，两者大体相 似．也就是说，东 山组的颅骨人种特征与台湾 土著 (高山 

族)，福建现代组和 日本的鹿儿岛、江户和琉球群岛的居民最为接近，同时 与华南地区各 

组的关系也很密切．均可视为同一个体质类型· 

图 3 22个男性组第 1．Ⅲ主成分分析敬点图 

'l'he seattergram of22l~tlggroups basedOn1Stand 3rdfactor scores 

那么，这一大群体最相似的特征．换句话说，与其他 比较组的主要区别何在?从第 1 

主成分分析中可以看到，其因子负荷量最大 的因子是颅最大长，颅底长和面底长等三项长 

度因子；在第Ⅱ主成分分析中，其因子负荷量最大的因子是上面高，鼻高和眶高等三项高 

度因子；在第Ⅲ主成分分析中，其因子负荷量最大的因子是颅最大宽和额最小宽等二项宽 

度因子。因此，根据因子负荷量大小判断，福建东山组与台湾高山族以及华南地区和 日本 

南部岛屿居民体征上的相似，主要表现在其有相近的颅长，颅宽、额最小宽和颅底长，面 

部上主要表现具有相近的上面高、眶高，鼻高和面底长。 

总而言之，从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均表明，福建东山历史时期人类的颅骨特 

征与台湾省的高 山族最为相似，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认为阐台两地的土著居民有其共 同的 

祖先。现代人 (活体)体质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和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种族特征的研究也都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福建地区的居民 【如昙石山遗址)与浙江，广东和广西同时代的居 

民在颅骨种族特征上相似，同属我国南部地区类型，与南亚蒙古人种较为相似。现代的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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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 (汉族和畲族)以及台湾省的高山族，其头面部容貌特征十分相似，与我国南部地区 

的现今广东人、广西人、浙江人等同属一个类型——南部地区类型。很明显，从新石器时 

期或者现代时期，闽台两地人类是命脉相通，血缘相同。由同一祖先演化而来。这个祖先 

是 由福建境 内新石器时代居 民发展而来，或者追至更远一点，是源于福建南部地区的与 

柳江人同一类型的晚期智人 (张振标，1991)。 

另外，从两种方法分析中均可发现， 日本南部岛屿居民与东山岛．台湾岛的居 民体征 

上完全同属一个类型。因此，有些日本人类学家认为一部分 日本人是来自华南地区，并不 

是毫无根据。 

致谢： 本文插图由扬明婉女士绘制，刘武先生帮助数据处理 ，漳州市文化局杨丽华 

女士和东山县博物馆孙英龙先生参加野外工作，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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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HE RACIAL CH RACTER oF THE HUM AN SKULL 

IN HISTORICAL PERIOD FROM DONGSHAN 坞LAND． 

兀 m AN PRoV E 

Zhang Zhenbiao 

~itute Vertebrate PaleontotoO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inica，& m目 1ooo44) 

Abstract 

The human skulls studi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ected from Dongshan Island ongshan 

County)in Fujan provenc~，in 1993．The age is approximately more than 300 years．A．D．The 

cranial sampks of20 males and 12 females are cd in tlle nonr~tric and metric analysis．The 

author used the methods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ra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ngshan group and other groups in the sur· 

rounding region， 

Th e results ofthe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 pr inciple compo nent analysisindicated deafly 

that the racial pa ttern of Dongshan group ITlO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groups included 

Pingburen('l'aiwan)，Kagosima，Edo and Ryukyu(Japan)．These groups form 0ne cluster group 

separated from those of the south China and the  southeast Asia．However．this group is more 

like those ofthe groups inclnd ed the South China and the Southeast Asia than those ofthe 

Norht China，Ainu，Eskimo and Maori in cranial characteristics．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borig- 

inalpopulationsinFujangandTaiwanprovinceshavea。0nⅡ∞nancestor——theearlyHomo 

叩iensin South China． 

Keywords Human skull，HistoricalPeriod，DongshanIsland ，Fuj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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