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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山西南部春秋时期居民种系构成及其演变研究的补充研究。
结合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山西南部几处墓地的体质人类学资料发现，其对研究晋国居民种系构成及演
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接关系到春秋时期山西南部戎狄人群的种系类型的确定。
本书运用体质形态比较方法、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眶上孔与二分舌下神经管遗传性状的发生率比较
方法，对颅骨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证实了林沄先生“戎狄非胡”推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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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82年毕业于东北大学金属物理专业，工学学士，2002年考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朱泓教
授指导下，攻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学位，200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撰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主要有：《镇赉县黄家围子金代人头骨的研究报告》、《通化万发拨子遗
址春秋至西汉早中期墓葬出土颅骨人种类型的探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吐末辽墓出土
人骨研究》等，分别发表在《考古》、《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史地研究》等学术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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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朱泓以体质特征的地域性分布特点，将先秦时期居民划分为五个大的类型：“古中原
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华南类型”以及“古东北类型”。
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属于同一体质类型，这一类居民具有高而偏狭的颅型，中等的面部扁
平程度，偏低的眶型以及低面和阔鼻倾向，将其命名为“古中原类型”，并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其
分为两个亚型，黄河中游亚型和黄河下游亚型。
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有很大差异，代表
了一种以偏长的颅型、高颅、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上面部扁平度、
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为特征的群体，定义为“古西北类型”。
这种类型向北扩展至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向东在稍晚时期渗透至陕西省关中平原及其邻近地
区。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居民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庙子沟组为代表，具有高颅、窄面的特征与仰韶
文化各组比较相似，但其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中鼻型以及很大的上面部扁平度等却与仰
韶文化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
这些性状“或许就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原住居民所固有的性状”，姜家梁组居民也具
有此类体质特征。
这些居民的体质特征以“古华北类型”来表征。
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翼北一带的长城沿线。
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和广东佛山河宕组居民具有长颅、低面、阔鼻、低眶、突颌特征，此外，广东南海
鱿鱼岗居民、广西桂林甑皮岩居民、浙江余姚河姆渡居民，或许还包括广东增城金兰寺组居民也表现
出相近的体质特征，并且与现代华南地区汉族亦有差别，可称为“古华南类型”，先秦时期主要分布
在南方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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