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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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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按照歧异系数
,

柳江人与港川人很接近
,

其程度和港川人二女性之间或山顶洞二女性之

间接近的程度相似
,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相去较远
,
山顶洞人与港川人相去较远

,

身材的比较也

支持这些看法
。

迄今已发现的可靠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较完整的人类头骨
,

在中国只有柳江的一个男

性和山顶洞的一男二女
,

在 日本只有冲绳岛上的港川遗址的一 男二女
。

港川头骨埋在港

川采石场一个石灰岩裂隙中的带石灰岩角砾的红棕色粘土内
,

与野猪和鹿等的化石共存
。

这个地点经碳
一 测定的年代为距今  土 年或 土 年

。

港川 号头骨比较完整
,

男性
,

中等大小 号脑颅几乎完整
,

面部大部裂去
,

较小
,

外

表面较平滑
,

被认为女性 号头骨的脑颅几乎完整
,

左侧面部缺失
,

亦属女性
。

作者用计算歧异系数的方法比较了柳江
、

山顶洞与港川的几个头骨彼此间的关系
。

此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万, 。 ,

一 ,
, ,

一 习一一灭

—其 中
,

一 城 一 十
。 ,

和
,

分别是所比较的两个头 骨

的某一测量项 目的数值 灸为用于比较的测量项 目数
。

各对头骨用于计算的项 目是

柳江一
港川 头长

、

头宽
、

最小额宽
、

头高
、

颅矢状弧
、

颅横弧
、

面宽
、

上面高
、

眶宽
、

眶

高
、

鼻宽
、

鼻高
、

上第一和第二臼齿的长和宽
。

山顶洞
一

港川 同上
。

柳江一山顶洞 同上
,

加聘长和宽
。

山顶洞  一山顶洞 同上
。

港川
一

港川 头长
、

头宽
、

最小额宽
、

颅横弧
、

面宽
。

山顶洞  港川 头长
、

头宽
、

最小额宽
、

颅横弧
、

面宽
、

眶宽
。

山顶洞  一港川 同上
。

山顶洞
一

港川 头长
、

头宽
、

最小额宽
、

头高
、

颅矢状弧
、

颅横弧
、

面宽
、

上面高
、

鼻宽
、

鼻高
。

 顶洞
一

港川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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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结果如下

对比的头骨

柳江
一

港川 随
‘ 一 ,

廿顶洞
 一

港川

柳江
一

山顶洞   

山顶洞  一山顶洞  

港川
一

港川 弓

山顶洞
一

港川

山顶洞
 一

港川  

 顶洞
一

港川 滋 孟

山顶洞
一

港川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柳江男性头骨与港川男性头骨相当接近
,

其接近程度与山顶洞

二女性之间 或港川二女性之间 相仿
。

如果后二数据能代表各该群体的群

内差异的程度
,

则柳江人与港川人之间的差异甚至可能与同一群体的群内差异相 当
。

山

顶洞 号头骨亦为男性
,

其与港川 号之间的差异却大得多
。

山顶洞女性头骨与港川

女性头骨之间
,

除山顶洞 号与港川 号之间差异较小外
,

均差异很大
。

因此从头骨

的各项测量的整体来看
,

柳江人与港川人接近
,

而山顶洞人与港川人相距较远
。

山顶洞 号头骨曾经过人工变形
,

其各项测径都可能有或多或少的改变
,

改变最甚

者似为头高
,

即头骨变成比正常时为高
。

如以较小的头高值来计算歧异系数
,

则计算出的

它与 号头骨间的此一系数将稍小
,

即差异更小
。

计算出的 号头骨与港川 号头

骨之间的歧异系数亦将稍小 如假定 号头骨的高度正常时与 号相仿
,

则 号与

港川 号之间的歧异系数将为 左右
。

港川 号不能测量头高
,

因而这一测量项

目未参与歧异系数的计算
。

综上所述
,

山顶洞 号头骨的轻微人工变形似乎不应影响

本文对有关头骨之间比较结果的总的格局
。

柳江人的身长根据从股骨残段进行的复原为 士 厘米
,

山顶洞人复原身长为

男 和 女 厘米
,

港川人为 一 男 和 一 女 厘米
。

从身长来看港川人与

柳江人接近的程度也大于其与山顶洞人接近的程度
,

也大于柳江人与山顶洞人接近的程

度
。

据铀系法侧定
,

柳江人的年代大于距今六万年
,

比港川人早
。

港川人的祖先可能与柳

江人有较密切的关系
。

港川人下领骨 的两枚内侧门齿的齿槽窝均已闭合
,

形成一条上缘呈凹形的脊
。

原研

究者值原和郎等人认为这是由于人工拔牙所造成的
。

他们的理由是 这两枚内侧 门齿

是对称地被拔去的
,

虽然下外侧门齿
、

下犬齿
、

下第一前臼齿已丢失
,

但其余的牙齿均呈

现十分健康的状态
,

从齿槽的状态也显示其中所带的牙齿是健康的
,

从下第一门齿齿槽

愈合的状态看来
,

这两枚牙齿几乎是同时拔掉的
,

因为齿槽突已被对称地吸收掉以造成一

条完整的弧
。

在 日本列岛西部的绳文时代中期 距今约 斗。 一 年前 也有过拔牙的风

俗
。

中国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大汉口
、

昙石山
、

金兰寺等处也有拔牙

的证据
,

直到近代
,

贵州伦佬族还残存类似风俗
。

我国旧石器时付无论南北均未见过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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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 华北和东北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中亦无此证据
。

因此
,

东亚拔牙的风俗很可能发源

于冲绳
,

后来向北向西分剐传播到日岑列岛和中国煦东部和南缎
海

,

再传卿内地
, 但未

再向北传
。

风俗的传播可能伴随着摹因的交流
,

这项风俗的传播也显示出华南人类与港
川人的关系比华北人类与后者的关系密劫

。

”
’ 、

还有一项形态特征也值得注意
,

即港川人的鼻梁沿中线部分较为凸隆
,

柳江人十分平

塌
,

而山顶洞人此处与港川人较为相似
。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迄今华南发现的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还有资阳
、

普定和丽江的头骨
。

可

惜它们或者时代尚有争论
、

或者较为残缺
、

或者未达成年
。

故本文未作比较
。

如果新的研

究 表明柳江和山顶洞的头骨能分别代表华南和华北旧石器时代人类头骨的形态
,

则本文

由现有材料所得的结果也许还可作意义更大的延伸
。

年 斗月 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吴汝康
, , , ,

。

广 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
。

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
,

一
。

吴新智
, 。

山顶润 人的种族问题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
,

一
。

吴新智
、

张振标
、

张建军
, 。

柳江化石智人的身高
。

人类学学报
, 一

。

原思训
、

陈铁梅
、

高世君
,

1 9 8 6
。

华南若干旧石器时代地点的铀系年代
。

人类学学报
,

5:
1

79 一l, o
。

H
a 兹ih a ra

,

K

. a n
d H

.

u
e

d
a ,

l , 自2
.
D en titi。 n 。

f t h
o

M i
n a t o

g
a
w

a
M

a o
.

I
。 :

r 八。 材f, , t o g a , a
M

口 ,
.

S
u z u

k i
,

H

.
a n

d H

a n
i h

a r a ,

K

.
e

d
s

.

5 1
一
5 9

.

T h
e

’

U

几
i
v 七r 乌

i
t y

M
u s , u

m T h
e

U
n

i
v e r ‘

i
t丫 o f T o k r o

B u l l e t i o n o

一
9. T okyo.

suzuki, H

.

1 9 5 2

.

S k
u

l 一 o f M i
a n to g a w a M

a n . I n : T 汤亡 M i
尽 a ro g a 脚 a M

召n
.

S
u z u

k i
,

H

.
a n

d H

a n
i h

a r a ,

K

.
e

d
s ,

7 一卒9
.
T h e U n iv e r sit v M

u se u m T h e U n iv e r :i ty o f T o k 犷0 B u lle tin n o . 1 9
.
T o k v o

·

W

u

x i

n z

h i

a n

d Z b

a n

g Z h

e n

b i

a o
,

1 9 8 5

.

H

o 沉。 ‘a 户矛亡月‘ r e
m

a
i
n s 壬r o m L a re P a la eo lit h ic a n d N e o lith ic

C h in a
·

I

n
:

p

a

l

a o o a ” 止五r o户0 10 9夕 a 一廿 p ‘I 口。讨奋, 吞ic 才rc几‘亡o r o g 夕 i , 一无e p o o户I。
’
‘

R
巴户:‘办I咬c o

f C h‘
。卜

W
u ,

R

.

K

.
a n

d J

.

W

.

o l
s e n e

d
s

.

A c a
d

e

m i
‘

P
r e s o

.
O
r
l
一 n

d
o ‘



人 类 学 学 报 7 卷

T H E R E L A T IO N S H IP B E T W E E N U P P E R P A L A E O L IT H IC

H U M A N F O S S IL S O F C H IN A A N D J A P A N

W
u X inzhi

(I
, , t

i
:脚
e o
f V orr。石rat君

Pa
l
eo

, t o
l
o

盯
‘
耐 Pa! 亡o. 时汤阳户。!口g , 才“J , ia Sinir a)

K e y w or d s

div er g en ce

L iu iia ng M an; UPPer Ca ve M an : M in atog aw a M
an : Coe f fieient o f

A b st r a et

T he a uth or ca lc ulated the eoe ff icie nts of div erg ene e o f the UPpe r P a laeo lirhie human

sk ul ls u near tbed fr om L iuiia ng a nd UPPer Cav e o f Ch in a as w ell as M i nat馆aw a of J
aPan

.

T h e res ulting figures w ere Pr
esen
ted in the C hines e tex t (w ith E nglish nam es in Pa

renthe-

ses )
.
A ceor d ing to the coe fficient of d iv改gen e

,

L i
u

j i
a n

g

ma

l
e s

k
u

l l i
s v e r

y
e

l
o s e t o t

h
a t o

f

M i
n a r馆aw a

.
T h e degree of el璐e ness 撇w巴

n th
etn

a v p rox lin
ated to th at be tw ee n tw o fem ale

sk u lls of U P p er
Ca
ve an d th at

bet
w een tw o fem ale sku ll

s o f M i
n at吃aw a

.
M in atogaw a M an

w as m ore d iverse from
U pPer C ave M an

.
T h e data of the stature of hum ans of thes e sites

also suPP ort rhi s im P ression
.

A lth ough U
.
C
.
102 skull 玩5 w eak artifiei

al deform ation its m isPresen ted m easuring va-

lues can n ot ehange the general Pattern of th e relation shi娜 am ong the skulls involved in rhe

Present Paper be cause the chang es of rhe dim ensions of U C IOZ are
rather sm all

.

A ceord ing ro th e u ran ium series d ating
,

L i
u

i
i

a n
g

M

a n
l i

v e
d

a
b

o
ut 6 0 0 0 0 v e a r s a

g
o

.

T l

l
e

a n c e s t o r s o
f M i

n a t o g a
w

a
M

a n
m i g h

t
be

c
l

o s e
l y

r e
l

a t e
d

t o
L i

u

i
i
a n

g
M

a n
.

I
n

M i
n a t雌

aw a and

the N 钓lith ie hum
an skelet ons fou nd from th e e哪

tal area of south and east Partsof China
there were evidenees of tooth extraetion whieh had not oc eured in Liuiiang and other Pa-

laeolithie skulls of China. 50 the habit of tooth extraetion in cerrain Partsof Neolithie China

might be originated from oki
nawa.

The shaPe of nasal saddle of M inarogawa M an was closer to those of UPPer Cave and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iujiang w址e五 w as m u ch flatt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