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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福 建东 山岛出土的明末清初的墓葬人骨进行观测 通过与其周边地区人群的比较
,

讨论了闽台两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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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均源于我

国南部地区的较早的智人
。

关键词 人类颅骨
,

历史时期
,

福建东山岛

福建地处我 国东南
,

与台湾隔海相望
。

第四纪地质研究资料表明
,

从福建东山岛至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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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后才被

淹没 尤玉柱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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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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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料 与 方 法

和 年冬
,

作者在东山县
“

万福宫
”

存放人骨地穴 共测 个颅骨 其中

三例为下领骨
,

其中男性 例 例下领骨
、

女性 例 伽日 领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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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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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成分分析法
,

分

析结果均以图示显示
。

收稿日期 刁 一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项 目号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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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分 析

墓葬人骨的性别与年岭结构

根据 个颅骨和下领骨的性差特征判断
,

男性 例
,

占总数的
,

女性

例
,

占总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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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矜面釉质磨耗程度 与年龄变化的关系
,

估计其人

群的年龄结构 结果见表
。

表 颅骨的性别和年的分布

年年 龄 期期 男男 女女

青青年期 一 岁

壮壮年期 一 岁  

中中年期 一 岁

老老年期  岁以上

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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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以前死

亡的比例在 以上
,

女性在 岁以前死亡的比例占 以上 在 岁以后 中年以

后
,

男性死亡的比例占 以下 女性的占 以下 然而
,

从表 的统计可以看出
,

历史时期东 山组的死亡人员中
,

岁以前死亡人员 中
,

男性的约占
,

明显比新石器

时代的少 大约减少 女性的死亡 比例约占
,

也明显 比新石器时代女性 的死

亡比例减少
。

很明显
,

历史时期东 山组 的居民
,

其寿命明显 比新石器时代的延长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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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河南浙

川下王岗遗址之外
,

其余的遗址 中
,

老年个体的比例均在 以下 然而东山组 岁以

上 的老年人比例
,

两性均在 以上 由此可见
,

历史时期中老年期人员的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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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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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颅骨非测 , 性特征记述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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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缝

的前自段全部呈微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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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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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的非测量性项 目
,

作

者进行观测
,

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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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除东山组外
,

均引自到etrus
e
锵ky (1984)

.

从表 2 非测量性颅骨特征的比较可 以看到
,

东山组颅骨的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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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组和西伯利亚组差异较明显
。

因此
,

从非测t 性特征的观察结果表明
,

东山组颅骨形态特征完全呈现蒙古人种的性

状
.
但是

,

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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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特征的概述

20 例男性颅骨和 12 例女性颅骨的各项测量平均值和标准差列于表 3和表 4
。

下领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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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毫米) 属于短型颅

长; 颅宽平均 14 2. 8 毫米
,

属于宽型 的颅宽; 颅高平均 13 9. 8 毫米
,

属高型 的颅高
。

其

中
,

颅长在 18 0 毫米以下 占 61
.
1%

,

在 185 毫米以上 (长型 ) 占 22. 2% ; 颅宽在 14 2. 8 毫

米以上 (宽型) 占 66.7 %
,

窄型 (13 7 毫米 以下) 占 12.2 % ; 颅高在 13 8毫米以上者 (高

型 ) 占 72.2 %
,

中等高 的颅高 (133 一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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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so e
ran y ) 趋 圆颅 型 (B raeh邯ran y )

,

颅 长 高 指 数 (77
.
9) 划分颅 型 为高颅 型

(H yPs i
era叮)

,

颅宽高指数 (98
.
1) 为狭颅型 (A e ro cran y )

。

表 3 颅骨各项测t 平均值和标准差 (单位: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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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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
0一

13 6
.
9 毫米) 趋窄型的面宽; 上面高 (卜 sd) 平均 73

.
3 毫米

,

属于 中等的上面高 (69 一

73
.
9 毫米)

,

但趋高型
.
依

一

L 面指数划分面型
,

男性为中上面型 (m es en y ) 接近狭上面型

(l ePt en y )
,

女性的为狭上 面型
。

从面底 长的尺 寸来看
,

男性 的 60 % 为短型 (97 毫米以

下 )
,

4 0 % 为中等型 (98 一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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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也 为 94
.
9

,

依 面 突 指数 衡量 面 部前突 程 度
,

两性 均属 正领型

(o rt h o gn at h)
,

也就是说齿槽部不前突
。

衰 4 烦骨各种指数平均值和标准值

M ea 留 and st endard de 讨a t如留 of era ni alin dexes

项项 目目 男男 女女 项 目目 男男 女女

XXXXX Sddd X Sddddd X Sddd X Sddd

颅颅长宽指数数 79 4 3
.
888 79

,

3 2 555 鼻根指数数 48刀 3
.
222 4 1

.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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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颅长高指数数 77
.
9 2

.
444 77

.
1 3

.
111 眶指数 (左))) 84

.
0 4 999 86

.
0 4

.
777

颅颅宽高指数数 9 8
.
1 3

.
222 97

.
6 4

.
333 额顶宽指数数 664 3

,

222 6 6 0 3

.

444

垂垂直颅面指数数 50
.
4 3

.
111 5 1

.
3 1

.
222 面上部扁平指数数 16

.
2 1 888 16

.
1 2

.
000

面面突指数数 94
.
9 5

.
333 94

.
9 5

.
111 上齿槽弓指数数 128

.
9 6

.
000 12 1

.
8 6

.
777

SSSd
...

54
.
4 3

.
000 56

.
1 3

.
555 胯指数数 83

.
9 7

.
888 8 1

.
5 7

.
444

上上面指数

—————————————————————————————————
PPPf·· 5 2 石 3

.
000 5 4

.
0 3

.
888 胯深指数数 34

.
5 6

.
88888

弃弃指数数 47
.
2 3

.
777 49

.
7 3 333 枕大孔指数数 83

.
8 3

.
000 87

.
2 2

.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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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s or th in y )
,

但男性的略趋狭鼻型

(L ePt orr hi 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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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s o co n ch y ) 趋高眶型 (H yP sico n ch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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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女两性的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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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t rfo m et or ) 略趋 狭额 型

(S te n om et o r)
,

即其前 额偏 窄 ; 上 齿槽 弓指 数看
,

男 女两 性 的 上 领均属 短 领 型

(B raehyur an iseh ); 胯部
,

依聘指数看
,

男女两性均属中腮型 (M es o staP hy lin y )
,

胯深指

数
,

男女两性均属正聘型 (O rth os ta p hy lin y )
,

很明显
,

其胯部的长度
、

宽度和深度均较

适 中; 枕骨 大孔 形状
,

依其指数 看
,

男性 的 (8 3
.
8) 为中型 (M ed iu m ty pe )

,

女性 的

(87
.
2) 为阔型 (B road ty 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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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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例如颧弓前部与颧骨下缘转弯处欠 圆钝
、

矢状缝前 自段结构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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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愕圆枕
、

裸前结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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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

的 R m 值用以 比较
.

组 间 R m 值

东山组与西伯利亚现代组 3.2 2

东山组与蒙古现代组 3.5 6

东山组与 日本现代组 3.7 9

东山组与东南亚现代组 2.2 9

东山组与中国近代组 2.2 9

东 山组与新西兰近代组 3
.
38

衰 5 东山组与其他组 14 项颅骨侧t 比较 (男)

C oln 种对幼. be白讨ee n

Do
ng

s h a o a 叼 。伪ers in cI’a 血1.ea SI叮
e m e n ts

项项 目目 东山组组 北 亚 组组 东 北 亚 组组 东 亚 组组 南 亚 组组

颅颅长 (g o--
o P))) 180

.
000 179

.
9一192

.
777 180

.
7一192

.
444 175

.
0se 182

.
222 169 9一181

.
333

颅颅宽 铸十
eu))) 142 888 144

.4we lslsss 134.3一142
.
666 137

.
Ose l43

.
999 137

.
2一143

.
999

颅颅 高 (卜b
a))) 139

.
888 127

.
1一132

.
444 132 9漏14 1

.
111 13 5

.
3一l4()

.
222 134 4一137

.
888

最最小额宽 (卜ft ))) 94
.
666 90

一

6

ee

9 5 .888 9 4

.

2 一96
.
666 89

.
0一93

.
777 89

.
7一8 5

.
444

颧颧宽 (
Zyse zy))) 133

.
222 138

.
2一144

.
000 137 9一144

.
888 131

.
3一136

.
000 13 1 5一136

.
333

上上面高 (卜sd))) 73.333 72.1一77
.
666 74

.
0一79

.
444 70

.
2一76

.
666 66

.
1一71

,

555

弃弃
’

高 卜
ns))) 53.777 55.0一57

.
000 55

.
0一65

.
000 55

.
000 50

.
0一53

.
000

鼻鼻 宽宽 25
.
333 27

.
0一
~
2 8 000 2 3

.
0一25

.
000 25

.
000 26 000

鼻鼻抓角角 I材
.
8 。。

1 4 7 0
。

一151
.
4 。。

1 4 9

.

0
。

一150
.
0 。。

1 4 5

.

0
。

一146
.
6 。。

1 4 2

.

1
“

一146
.
0 。。

垂垂直颅面指数数 50沸沸 5 5 8一59
.
222 53 0一58

.
444 52

.
0一54 999 4 8

.
0一52

.
222

鼻鼻指数数 47
.
222 4 5

.
0一 50

.
777 42

,

6 一47
.
666 45 2一50

.
222 50

.
3一55

.
555

上上面指数数 54
.
444 5 1

.
4一55刀刀 5 1

,

3 一56
.
666 5 1 7一56

.
888 49

.
9一53

.
333

眶眶指数数 84 000 79 3一85
,

777 8 1 4 一86
.
999 80

.
7一85 000 7 8 2一8 1 000

鼻鼻根指数 (s
s:sc ))) 48 000 26乡一38乃乃 3 4

.
7一42 555 31

.
1一35

.
000 26

.
1一36

.
111

表中各项单位
,

除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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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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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
7一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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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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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组与台湾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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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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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卜ek)
、

眶高
、

鼻宽
、

鼻高等 12 项
.

」」」

厂厂一一

!!!!!

{{{{{

lllll

图 1 22 个男性颅骨组聚类分析树状图

D en d ro g
ram of

rna
le gro ups based on

the clus ter analys is

l 福建汉族组(H
a
rm
w er ,

1 9 2 8
) ¹

,

2 东山组

(本文作者)
,

3 西安组(党汝霖等
,

19 85

; 杨玉田等
,

1 9 8 7 )

,

4 华南 组 (曾 瑞鸽 等
,

1 9 5 0
)

,

5 华北 组

(B l
a ek ,

1 9 2 8 )

,

6 台湾平埔族(阮德茂
,

r 9 6 o )

,

7 日

本流球 组 (许鸿 梁
,

1 9
48 )

,

8 蒙古 组 (岛五 郎
,

1 9 4 1
)

,

9 山西 太原组(王令红等
,

1 9 8 8
)

,

1 0 广西

汉族组(T 细藩等
,

1 9 8 8 )

,

一l 日本鹿儿岛组(现代

日本人头骨研究班编
,

1 9 83 )

,

12 日本江 户组(同

11)
,

1 3 缅甸现代组(M
o ra nt

,

1 9 2 3
)

,

1 4 马来亚 组

(同 13)
,

1 5 湖南现代组(张 怀玛等
,

1 9 6 5
)

,

2 6 吉

林长春现代组 (俞东郁等
,

1 9 8 0 ; 1 9 5 1 )

,

1 7 阿伊奴

人组(同 13)
,

1 8 毛 利人组 (M
oran t,

1 9 2 3
)

,

1 9 海

南汉族组(黄秀模
,

1 9 4
8)

,

20 日本流球组(许鸿梁
,

1 9 4 8 )

,

2 1 因纽特人组(同 13)
,

2 2 西德人

720任eZ二功19
,435159131’16”8171821

从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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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实际上材料属福州地区
,

他在福州 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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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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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聚类
。

这二个聚类又可组成一个大的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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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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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2 22 个男性组第 工
、

11 主成分分析散点图

T he sca tterg ram of22
ma
le groups based on lst and 2nd fa etor sco res

从图 2 的第 I
、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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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汉族组
、

华南

组以及马来亚组等组成一个大组群体
。

从图 3 的第 工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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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琉球组和江户组形成一个小群体
,

同时与华南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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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户
,//

伦.\
户\江一

�
、

!
lesLeses

/

,

;划系

5.

华北

图 3 22个男性组第 工
、

111 主成分分析散点图

Th
e s
ca t
tergram of 22

ma
le gro ups bas ed on lstand 3rd fa eto rsco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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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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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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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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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认为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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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族和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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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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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