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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代”— 秦汉时期人骨 

的种族属性研究 
韩康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摘  要 
中国史记编年中的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大致相当考古学上的青铜-铁器时代,这一

历史时段正是华夏系民族形成发展到汉民族成形的重要动态阶段.对这个发展,有的认为

是只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连续,有的认为是多民族共同体融合后形成的,还有的提倡过中

国民族的各种外来说,特别是考古学上的西来说,并且由此带来了多少带有感情色彩的剧

烈争论。本文企图通过综合最近几十年对这一时段古代人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探讨他们

的种族形态学背景，对客观了解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历史不无帮助（详文从略）。 

在附表中简要列出了夏商周－秦汉这个历史时期人骨出土的地点、文化编年及骨骼研

究所获种族形态类型，并在附图中把他们大致的地理环境位置和种族符号标示出来。文中

还对这些地点的人骨测量资料作了初步的形态距离的统计学分析，本文作者通过以上这些

分析提出下面几点认识供参考： 

1、在各地点人骨的形态方面，除新疆以外大体上显示出亚洲蒙古人种的三个地理类

群：即东亚、北亚和南亚，有无东北亚类群暂存疑。 

2、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大量的基本成分具有蒙古人种东亚类群的性质（可存

在某些不太明确的地区变异），同时有北亚或混合类群特点的出现，后者主要分布在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北等地区。这可能说明至少黄河流域从华夏系－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种

族背景。 

3、中国南部地区在人骨方面几乎是空白。从仅有的新石器时代材料（福建闽侯昙石

山、广东佛山河宕和广西桂林甄皮岩）来看，他们有些近乎南亚类群。他们与华北的同类

群相比可能有不同的早期异形。 

4、新疆境内的种族类型与黄河流域的大不相同，即从大约 4000-2000 年前，大量分

布着西方高加索人种乃至他们的不同类型，蒙古人种成分的参与相对较少。与此相反，在

新疆以东的“丝路”地段，特别是与此邻接的甘青地区，大量人骨尚无例外地显示出是属

于蒙古人种的支系。至少目前在骨骼形态学方面还缺少西方人种成分进入该地区的证据。 

5、根据以上几点，应该说在秦汉以前，在新疆东部和甘青邻区之间存在着某种种族

分布上的不连续的现象，因此还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西来的人类学成分有规模或明显地进

入黄河农业文明地区，而有影响的西方种族进入中国的北部地区应该是在秦汉以后；而东

方种族大规模地向西运动也基本上是发生在秦汉以后（如匈奴、突厥、蒙古人等），这些

都在中国的史料中有所反映。 

顺便指出，华夏系人群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口之间的源和流的关系，据笔者初步分

析（将另文发表），从后者诸多地点的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来看，没有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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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表 1   夏商周—秦汉时期各遗址人骨的种族属性 
分布 
地区 人骨出土地点 种族属性 文化时代 作者 

黄河 
中游 
夏、商、
周遗址 

山西襄汾陶寺 
安阳殷墟祭祀坑 
安阳殷墟中小墓 
陕西凤翔南指挥村 
山西侯马上马 

大部分头骨接近东亚类，但是不单纯 
主要近东亚类，少部分近北亚和南亚类 
大部分东亚类，少数有北亚类混合特征 
与东亚类相近，某些特征类似南亚类 
主要近东亚类，可能含某些南、北亚类 

晚期进入夏纪年 
晚商 
晚商 
先周中—西周中 
西周晚—春秋战国

潘其风，1989 
韩康信等，1984 
韩康信等，1984 
焦南峰等，1985 
潘其风，1994 

 
 
 
东北、内
蒙 地
区 

内蒙赤峰红山后 
内蒙敖汉旗大甸子 
内蒙夏家店 
内蒙宁城南山根 
吉林西团山 
吉林骚达沟 
辽宁沈阳郑家洼子 
黑龙江泰来平洋 

与东亚类接近，或有某些北亚类特征 
一种接近东亚类，一种接近北亚类 
与东亚类接近，或有些北亚类特征 
同上 
可能有东亚类和北亚类混合特征 
同上 
同上 
东北亚与北亚混合和东北亚与东亚混合 

夏家店上层 
夏家店下层 
夏家店上层 
夏家店上层 
西团山文化 
西团山文化 
青铜时代 
春秋晚—战国 

体质人类学组，1975 
潘其风，1996 
体质人类学组，1975 
体质人类学组，1975 
贾兰坡等，1963 
潘其风等，1985 
韩康信，1975 
潘其风，1990 

 
 
 
 
 
西北 
地区 

青海乐都柳湾 
青海湟中李家山 
 
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
青海大通上孙家 
青海大通上孙家 
甘肃杨洼湾 
甘肃酒泉干骨崖 
宁夏固原彭堡 
甘肃永城三角城 
陕西神木大保当 
陕西清涧李家岩 
陕西神木新华 

与东亚类接近 
与东亚类接近，特别与东部藏族接近，个别
近北亚类 
与东亚类近 
与东亚类近 
与东亚类近 
与东亚华北人近 
主体与东亚类近，个别北亚类 
与北亚类近 
与北亚类近 
东亚类与北亚类混合 
与东亚类近 
与东亚类近 

马厂—齐家文化 
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 
汉代 
齐家文化 
四坝文化 
春秋晚—战国早 
沙井文化 
汉代 
商周 
夏纪年 

潘其风等，1984 
张君，1993 
 
韩康信，2000 
韩康信，待刊 
韩康信，待刊 
颜门，1955 
郑晓瑛，1993 
韩康信，1995 
韩康信，待刊 
韩康信等，待刊 
韩康信等，待刊 
韩康信，待刊 

黄河 
下游 

山东临淄辛店 
山东临淄后李官村 

与东亚类近 
与东亚类近 

周—汉代 
周代 

韩康信，2000 
张雅军，2000 

 
华南 
地区 

福建闽侯昙石山 
广东佛山河宕 
广西桂林甄皮岩 
广东番禺南沙 

有某些近于南亚类特点 
与南亚类近 
与南亚类近 
与南亚类近 

晚新石器时代 
晚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商代 

韩康信等，1976 
韩康信等，1982 
张银运等，1977 
韩康信等，待刊 

 
 
 
 
新疆 
地区 

孔雀河古墓沟 
哈密焉布拉克 
天山托克逊阿拉沟 
 
洛浦山普拉 
塔吉克香宝宝 
昭苏夏台、波马 
楼兰城郊 
和静察乌乎沟一一四
号墓 
和静察乌乎沟三号墓
地 

与高加索人种具古老欧洲人类型相近 
大部分与东亚类较近，少部分为高加索人种
主要与地中海东支和帕米尔—费尔干类型相
近，少数为蒙古人种 
与地中海东支类接近 
与地中海东支类接近 
与帕米尔—费尔干类接近 
主要近地中海东支类，少量蒙古种 
高加索种 
 
高加索种帕米尔—费尔干类 

铜器时代晚 
西周—战国 
春秋晚 
 
前汉时期 
春秋战国 
汉代 
汉代晚 
春秋战国—汉代 
 
汉代 

韩康信，1986 
韩康信，1990 
韩康信，1994 
 
韩康信，1987，1988 
韩康信，1987 
韩康信等，1987 
韩康信，1986 
韩康信等，1997 
 
韩康信等，1997 
 

 

图 1 夏-秦汉遗址人骨种族类型分布示意图 

类高加索种 
近北亚种 
近东亚种 
近南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