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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海县鱿鱼岗新石器

时代晚期墓葬人骨

黄新美 刘建安
5中山大学人类学系6 5广东省博物馆 6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 7骨骼 7 拔牙风俗 7 广东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广东南海县鱿鱼岗新石器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形态观察和测量
,
认为这

些古代人的骨骼属蒙古人种华南人类型
。

鉴定出他们的性别年龄分布
,

并发现有拔牙风俗
。

这篇报道的材料是  ! ∀# 年  8 月由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

发掘南海县百西乡鱿鱼岗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时出土的
。

共发掘了 98 多座墓
,

有

: 具人骨
。

人骨在地层中保存很差
,

很多项目无法进行测量
。

一
、

性 别 和 年 龄

对 : 具人骨骼进行了观察和测量
,

并根据臼齿的磨损程度分辨尸骨的年龄
。

5吴汝

康等
,  ! # 9 6

。

鉴定 结果
,

: 具人骨 中  : 具是男性
,

; 具是女性
,

未成年的个体和无法确定性别的

具
。

故此男女个体的比例是  : <; 5约 #
1

;;
< 0 6

,

死亡率女性明显低于男性
。

死亡年龄以

未成年和中年时期较多
,

占总数的 # ;
1

∀# 多 7 仅有 具为老年
,

占总数的
1

并5见表  6
。

表  性别年龄的分布
1

5单位 < 岁6

午‘、 , = 未成年  青年期 > 壮年期 > 中年期 > 老年期 > 二‘& 。。

> 、二
‘ ? 幽勺夕 ≅ 月 】 Α  Β 0

日Β 0
、
Χ ? &了、 Δ Α  弓

Ε
, 之 、 】 Α , 」

Ε
之 《、 0 Α 天

Ε
哎 气、 0 Α 7

“已 &‘ 0 卜 、 ≅ ‘ ? 幽 Α Δ
、
廿 ≅ Δ 口 ∗0

—
一>兰上型竺二立卜止兰Φ 二兰一Γ二二二二二卜上二‘二乞卜二二兰兰兰二>

—
>

—
男   >

’
0

’
0

‘
 

#
 

’:

女 ≅ Δ > > ’ > ‘   
’

一兰竺翌0 >一二一
?

>一一月

—
>

—
Γ

—
Γ

—
卜一二一

合计 > 】 = ; Γ 丁 > > # =
:

Η 青年到老年分期依吴汝康
、

吴新智等
《人体骨骼测量方法

》 ,  ! ∀ 干。

二
、

身 高 估 算

依据吴汝康等编著的《人体骨骼测量方法》5 ! ∀ 9 6 中的华南人身高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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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 ;
1

9∀ 脓骨 Ι # #
1

#9 士 9
1

8 5厘米 6

身高 ?
1

# 股骨 Ι #呼
1

:! 士 ;
1

#! 5厘米 6

其结果如表
。

表 鱿鱼岗组身高估算
Η

5单位 < 厘米6

1

丫毓日下拼而瓦
一

一

谁犷⋯半⋯廿仁Γ加
一

Η 男性身高平均值为  #
1

 ∀ 厘米
,

女性身高平均值为  # ,
1

, 厘米
。

三
、

颅骨观察和测量

这批颅骨由于破碎残缺
,

虽经修复也只有部分项 目能够观察和测量
,

现仅就 # 个稍完

整的颅骨 5三男
,

二女 6所观察和测量的结果
,

报道如下
<

 
1

颅骨的观察

这 # 个颅骨中均无额中缝
,

颅顶缝 ∀8 多呈微波形
,

仅一例男性为锯齿形
,

占 8 多
。

颅

顶形状 ∀8 多为圆顶状
,

仅一例男性的颅顶形状为两面坡式
。

颅侧壁垂直
,

无缝间骨
,

眉弓

突度显著
,

眶形为椭圆形
,

门齿呈铲形
,

下领颊形 大部分呈方形
。

下领圆枕
‘

∀8 沁出现于第

二臼齿处
,

其中有三个下领骨呈摇椅式
。

颅骨的测Χ 5见表 ;
、

9 6

表 ; 烦骨各项的渊Χ 结果 5单位 < 毫米 6

马丁号 项 目
男 公<

女
例数 均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例数

颅最大长

颅 宽

额最小宽

耳上颅高

颅 围 长

下领裸间宽

下颁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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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颅长宽指数
,

此批颅骨属长颅型 7根据下领骨指数
,

此批下领骨属长颇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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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拔牙风俗及其他

鱿鱼岗可供观察的  # 例成年人的人骨中
,

有 # 例被拔牙 52
。、

2
< 、

2
< 、

2
;; 、

2 ,
6

,

其

中 9 例是成年男性
,

一例是成年女性
。

他们中 ; 例是拔除双侧上外侧门齿
,

例是拔除上

领右第一前臼齿
,

拔除总数占可观察个体总数的 ;;
1

;; 多
。

值得注意的是拔除上右第一前臼齿的 例人骨
,

这种拔牙类型 目前仅在江苏那县大

墩子发现一例 5韩康信等
,

 ! ∀  6
,

而习惯于拔除上外侧门齿的在山东
、

江苏
、

福建
、

台湾及

邻近的广东金兰寺和河宕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 5韩康信等
,  ! ∀ 6

。

因此
,

鱿鱼岗

的这批材料对于更深人了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拔牙风俗有一定的意义
。

此外
,

在这批人骨中还发现一例 52劝 男性青年
,

约 8 岁左右
,

在其右肩部随葬有

两个脚踱骨
。

用这种伤残肌体以沟通生者与死者关系的割体葬仪在当今新几内亚岛的高

地人
,

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萨摩亚人
,

美拉尼亚斐济岛土人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土人等

都有这一风俗
。

在我国西安半坡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亦有所发现5肖兵
,

 ! ∀ 8 6
。

五
、

小 结

从鱿鱼岗贝丘遗址保存的 : 具人骨中
,

有  : 具男性
, ; 具女性

,

未成年及无法确

定性别的 具
。

他们的年龄以未成年和中年人为多 5占总数 #;
1

∀# 外6
。

男性身高平均是

 #
1

 ∀ 厘米
,

女性平均身高是  ##
1

! 厘米
。

有 # 具人骨具有拔牙的风俗习惯
。

门齿均呈

铲形
,

犬齿窝较浅
。

颅骨全属长颅型
,

下领骨全属长颇型
。

根据上述结果
,

我们认为这批人骨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先

5 ! ∀ : 年  月 : 日收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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