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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采集自河北
、

山西和内蒙古等地的 8 例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颅骨的颧下领关节进

行了形态学研究
。

上述人骨材料所代表的古代居民
,

从经济类型上可划分为两大类
,

分别属于

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
。

研究结果表明
,

在若干项重要的颗下领关节形态特征上
,

青铜
一

铁器时

代居民与现代人差异显著
,

表明在这些结构上向现代人水平的明显转化可能发生于更晚的历

史阶段
。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
一

铁器时代
,

人类颗下领关节的若干形态变化与时代发展的同

步性并不明显
,

而主要反映出其与由经济类型所决定的饮食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

颗下领关节与胎
、

咀嚼肌共同构成人类的咀嚼器官
,

其形态结构上的改变受到人类生

活方式和口 腔功能的制约
。

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颗下颇关节的测量特征 59
# /: ; <= # /; >

,

 ! 8 6
、

新石器时代人类颗下领关节的形态特征 5曾祥龙等
,  ! ? 6以及从猿到人进化过

程中颗下领关节的形态差异 5张裕珠
≅,  ! Α 6等问题 目前已有报道

。

本文通过对青铜
一
铁

器时代人类颗
一

下领关节的研究
,

试图了解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颗下领关节形态演化的历

史进程及其原因和动力
。

一
、

材料 和 方 法

本文选用的青铜
一
铁器时代人骨材料共计 ? 批5见表 ∋6

,

包括8 例成年个体
,

其中男

性 Α? 例
,

女性  Β 例
。

性别
、

年龄的判断依据吴汝康等所著《人体测量方法》5 ! 6
。

该 ?

批人骨材料所代表的古代先民
,

从经济形态上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
农业民族和游牧民

族
。

属于农业民族的三关
、

前堡和白燕等遗址的古代居民在文化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定

居农业经济特点
,

出土遗物中主要包括大量的陶器 5炊器
、

存贮器等 6及石刀
、

石斧
、

石铲等

生产工具5张家口 考古队
,  ! Α 7晋中考古队

,  ! ! 6 7属于游牧民族的哼县窑子
、

饮牛沟和

扎责诺尔等三批墓葬中则随葬有大量的羊
、

牛
、

马
、

鹿
、

狗等动物以及青铜短剑
、

牌饰等具

有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的遗物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 ! 7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 7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  ! ? 6

。

上述出土遗物方面的差异表明该两种类型的古代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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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本文各古代标本组的背景资料

一兰Χ匕
一

⋯Δ
Δ

星
Δ

Ε

Χ匕
Ε

⋯

一
⋯
一

一

Φ
‘。  ≅

Γ 河北省蔚县三关遗址 Γ 夏代
、

Γ 4 , Η ‘ 以 Γ Γ

农业民族组 Γ Α州 Γ 河北省蔚县前堡遗址 Γ 夏代
Γ ,女 < Γ ,

,

韶 , 、。 曰 。 二 Ι 二‘  、 Ι 、。

—
⋯

—
卜止兰里全兰竺兰翌兰一一一一一一 二

圣吧兰进
一Γ

≅ 田 , ,

Γ 内蒙古 自治区凉城县哼县窑子遗址 Γ春秋晚期一战国早期
Γ ∋夕习 ϑ Η Γ Γ

游牧民族组 Γ  !嘴  内蒙古 目治区凉城县饮牛沟遗址 Γ 战国晚期
ϑ ,女 ? Φ 、 , 十 。 Ι 。 , 二 、 , 、Ι , , Ι 、

、

虫 二。 Γ 、。、 ,
 Γ 犷”东 口 目 ‘口巴酬 口小沉泪拱丁‘贝 甲小退址 Γ 不认叼 朋

在饮食结构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 以谷物为主和以肉食为主的两种不同的饮食习惯

。

毫无疑问
,

古代的游牧民族居民在进食时
,

由于经常性的啃咬
、

撕裂
、

研磨较为坚韧的肉类

食品5肌肉
、

肌健
、

韧带
、

软骨等 6的需要
,

其颖下颇关节必然要较之那些以谷物为生的古代

农业民族居民承担更大的咀嚼压力
。

考虑到上述饮食结构的不同对人类咀嚼功能和咀嚼器官所存 在 的 影 响 5毛 燮 均
,

 ! Κ ? 6
,

特将本文材料依照其各自所代表的古代人类群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差异划分 为 两

组 ≅
古代农业民族组和古代游牧民族组

。

前者中包括完整的下领骨骸状突 8 Β 例 5侧6
,

颗

骨下领窝 例5侧 6 7后者中包括完整的下领骨裸状突Α 例5侧 6
,

颗骨下颇窝 8Β 例 5侧6
。

4

在研究中共采用 项测量值进行比较5详见表 Α 6
。

其中
,

盟状突长度
、

释状突宽度
、

骸状突面积等 8 个项 目可以反映出骸状突的大小和粗壮程度 7 下领窝深度  项既代表了

下领窝的深浅
,

同时也反映出关节结节的相对高度 7下颇窝前壁斜度即咀嚼运动中的跺道

斜度 7下领窝的长度
、

宽度和宽长指数等 8 个项 目则是下颇窝形态
、

大小的综合性反映
。

分别求出古代农业民族组和古代游牧民族组在上述 项测量上各自的平均值和标准

差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青铜一铁器时代两组颖下颇关节测量的结果见表 Α 。

为了便于了解在人类进化历史中颗下颇关节形态结构的改变及其与饮食习惯的相关

性
,

本文选择了 Λ # /: # <= # /;> 的北京猿人组
、

曾祥龙等的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组
、

) /<Μ &<

的 ∀ =;> Ν /; 印第安人组
、

密西西比印第安人组和现代美国人组  6 以及徐樱华的现代中国

人组进行比较
。

5∋6 裸状突大小的比较5表 8 6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
,

本文的两个古代组无论是在裸状突长度
、

骸状突宽度还是在跺状

突面积方面的平均值都明显大于现代美国人组和现代中国人组
。

与其他各有关古代材料

进行比较的结果却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
。

总的来说
,

本文的古代农业民族组的数值与宝

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组和密西西比印第安人组比较接近 7 而本文的古代游牧 民 族 组 的

) /< Μ& < 的 人 =
比

Ν /; 印第安人组
、

密西西比印第安人组和现代美国人组的有关数据转引自曾祥龙等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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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有关各组之间裸状突大小的比较 5单位 ≅ 毫米
、

平方毫米 6

Ο 组别Φ
古代农业民族组  古代游牧民族组 ∋0=曾沪

第
Γ属氯Γ

密
酗

月

够
」第
Γ
现代养舅 Γ现概

国

Ο    夕石Π 、已韭立 ∋, 一 闷户 吞 口  Α 召二Π 、弓士土 ∋ Π 、吕」立 ∋ Π 、弓  

Θ Θ

Ο Γ一二二下 Δ ≅ 二Δ 产Δ 了一 Φ丫, , 芍Δ 州, 下一二一Γ

—
Γ

Ε
Ρ

—
Γ

—
卜, 二Δ ,

Ε Γ竺Γ生Γ州竺Φ立Φ二Φ生Φ二Γ竺 生Γ月刽二目二
撰伏突长度

 
”

Γ
”

Φ
’

Σ

 
’“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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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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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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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

Ρ
’

。

6
”

 
” ?

Γ
‘”

Φ
? ”

群状突宽度
Ρ
‘,

‘

,

Φ
Α 。

’

Κ

Φ
‘

‘

?

Γ
Α。

‘

’

Γ
Α ‘

’

。

Φ
‘,

’

‘

Γ
Α ,

‘

Κ

⋯
’。

’

‘

Γ
Α Σ ”

Γ
Α。

’

Α

Φ
“

·

‘

⋯
Α Σ ” ‘,

‘

’

Γ
“

‘

,

 
‘ “

, 状突面积Φ
‘? ,

·

Σ

Φ
‘ ‘

·

‘

 
“,

·

’

】
, 。‘

·

’

6
加?

·

’

 
‘“,

·

8

Γ
, 。。

·

’

 
‘? ,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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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Φ
“‘

·

‘

⋯
, ‘,

·

’

⋯
’Κ ,

·

‘

⋯
‘”

·

’

Φ
一  Δ

相应数值则接近于 ∀ = ; >Ν/ 。 印第安人组
。

本文两组之间却存在着颇大的差距
。

从时代和

经济类型方面考察
,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组的绝对年代大抵为 , Σ Σ Σ一 Σ & Σ Τ
4

Υ
4 ,

其经济

类型属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5石兴邦
,  ! ?6 7 ∀ = ;> Ν/ 。

印第安人 5? Σ Σ Σ一Κ Σ Σ Σ Τ
4

Υ
4

6 是

美洲大陆的原始游牧居民
,

而密西西比印第安人 5 8 Σ Σ一  Κ Σ Σ ∀
4

ς
4

6 则是以农业为生

的美洲土著居民 5曾祥龙等
,  ! ? 6

。

本文的古代农业民族组的绝对年代大约在 Α Σ Σ。一

 Σ Σ Σ Τ
4

Υ
4

之间 7古代游牧民族组的绝对年代则在 Κ ΣΣ Τ4 Υ一ΑΣ Σ ∀
4

ς
4

前后
。

由此可

见
,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一铁器时代
,

人类下颇骸状突的变化与时代变化的同步性并不显

著
,

相反
,

经济类型的不同似乎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即从事游牧经济的居民要较

之那些从事农业经济者具有更为粗壮的裸状突
。

至于跺状突结构向现代人水平发展的弱

化过程
,

恐怕是发生在更晚阶段的事实
。

5Α 6 下领窝深度和下领窝前壁斜度的比较5表 6

表 有关各组之间颜骨下领窝的比较 5单位 ≅ 毫米
、

度
、

Ω 6

组 别

古代农业民族组

古代游牧民族组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组

〔左
现代中国人组币

之右

现代白种人组

北京猿人组

二塑竺⋯工竺登里竺兰/竺卜互竺崖Φ⋯兰⋯里燮竺⋯⋯竺竺塑

六⋯进⋯寸」寸⋯觉一
Ε

士里一⋯ //Χ ∋Δ
一

Δ

兰二一仁
一

Ε

了三
一

全一卜二里生一
?

’

Φ
Κ Κ

‘

?

Γ
一

6
一

Φ
Δ

一
/二生一⋯一里二一Γ

—
Γ

—
Φ

——
⋯一一

一

⋯拭普升卜
‘

≅于7一卜
一

二≅攀警,

下领窝深度的测量实际上也同时反映出关节结节的相对高度
。
下领窝前壁的斜度又

称盟道斜度
,

与下颇裸状突的运动有关
。

在一般情况下
,

较深的
一

Ξ颇窝与较小的骸道斜度

相结合便为行使咀嚼功能的下领骼状突提供了一个相对较长而缓的运动斜面
。

这种长而

缓的运动斜面比现代人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短而陡的斜面容易承担更大的咀嚼压力 5曾祥

龙等
,  ! ? 6

。

表 的比较结果表明
,

本文两组在该两个比较项 目上均与现代中国人差异明显
,

而较

接近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
。

具体地讲
,

在下颇窝深度方面
,

本文古代农业民族组的平均

值小于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组
,

而古代游牧民族组则与后者大抵相仿
。

在下领窝前壁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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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
,

本文古代农业民族组与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组相似
,

而古代游牧民族组的相应

数值则略小于上述二组
。

如果将较深的下领窝
、

较高的关节结节和较小的裸道斜度作为

容易承受较大的咀嚼压力的一种标志的话
,

那么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类颗下领关节的

承压强度似乎恰好介于本文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
。
换言之

,
本文的青铜一铁器时

代游牧民族居民颖下领关节的承压强度不仅大于同时代的农业民族居民
,

甚至也大于时

代更早的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居民
。

这一比较结果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出饮食结构的不同是影响颗下领关节形态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
。

586 下领窝长
、

宽比例上的比较5表 6

通过表 斗中的下颇窝宽长指数值的比较可以看出
,

在下领窝的长
、

宽比例上
,

本文二

组均介乎于新石器时代人类与现代人之间
。

如果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相比
,

从

新石器时代到青铜
一
铁器时代的人类均与之相差甚远

,

而比较接近于现代人
。

综合以上各个项 目上的比较与分析
,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
,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
一
铁

器时代
,

人类颗下领关节的形态变化与时代进展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

而影响该阶段人类颗

下领关节形态结构的主要因素则是由经济类型所决定的饮食结构上的差异
。

本文所研究的标本分别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张家口考古队和晋中考古

队等单位的同志提供
,

作者并致谢忱
。

5Α ! ! 年  月 8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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