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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DNA Investigation 
of the CÁO Cào  Clan 
HAN S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enter for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While many believe the mausoleum excavated in Anyang to be CAO Cao’s tomb, no strong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herefore, historians and molecular anthropologists must work together to identify the owner of the 

mausoleum. This study cover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AO clan’s origins and questions whether or not the CAO clan 

was annihilated during a coup to end their dynasty. We found that the CAO clan did not descend from the Xiahou 

clan because surname changes were not acceptable within the aristocrac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e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CAO clan was not completely destroyed as we found CAO descendants living in southern China by 

examining their stemmas. DNA comparisons between today’s CAO clan and the remains found in the Anyang 

mausoleum could eventually determine who is buried in the mausoleum. 
Key words: CAO Cao; Xiahou; Stemm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曹操家族 DNA 调查的历史学基础
昇韩  

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安阳大墓主人身份的鉴定，可以通过历史学和生命科学的合作研究来完成，其前提是要确认曹操家族

的世系，以及西晋篡魏过程中是否发生对曹氏皇族的灭族屠杀，以确认曹氏有后人存世与否。至于曹氏与夏

侯氏的关系则可以从西汉创业功臣家族的本籍地聚居和曹氏宗族的过继关系来探明。族谱调查是确定今日曹

氏地域分布的重要线索，假冒改姓的问题，乃至曹彰的民族成分等问题，在今日都可以通过生命科学的方法

增加一条确证的科学之路。曹魏帝室有后裔留在世上，众多家谱就成为今日寻找曹氏 DNA 的重要线索。这项

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历史学和分子人类学共同研究古代史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建立今后研究的范本。 

关键词：曹操；夏侯；谱系；历史人类学 
 

2009 年岁末，引起国内学界和民众最多

关注的学术事件，无疑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宣

布发现了曹操墓，出土了三具尸骨，其中男

性遗骸测定年龄在六十岁，另外两具为女性

遗骸分别和中年和青年女子。河南省的考古

队据此推定男尸就是曹操。消息一发表，立

即在国内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质疑者甚众，

引起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议，一个学术问题被

推到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2010 年 1 月 19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表了 4 版特别策划栏目，请考古和历史学

者根据曹操墓出土的文物，试图判定安阳大

墓为曹操墓。这一组文章，反映了当前考古

学界对曹操墓发掘和研究的现状，提供了所

能展示的主要证据。然而，考古专家的推断，

并没有平息质疑曹操墓真伪的汹汹之声。特

别是媒体披露当地准备将曹操墓开发为具有

高度经济效益的旅游项目之后，学术问题更

演变为社会问题，成为公众话题。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考古学发掘的证据不足以最后确

证墓中男尸就是曹操。我们还有其他的科学

手段吗？ 
2010 年 1 月 26 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宣布，

将利用复旦大学人类基因调查的先进科学手

段，调查分析曹氏基因，进而给曹操墓真伪

的研究提供科学的证据。 
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国的广泛关

注。因为这项研究给了曹操墓真伪迷津指出

了科学的方法和途径，而且也将为解决许多

重大历史争论提供先例。把历史学和生命科

学深度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

在中国尚属第一次尝试，它将为中国人文科

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

鉴，催生新的学科诞生，其意义已经远远超

出了调查对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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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全新的尝试，所以，许多热心者

也针对此项计划大胆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和

建议。就历史方面而言，主要有这样几个问

题：第一，曹操的身世问题。亦即曹操的祖

父曹腾是东汉的大宦官，故其养子曹嵩的身

世不明。第二，当时有史料记载曹嵩出自夏

侯氏，故曹操在血缘上是否应属于夏侯氏。

第三，曹操到第三代有无正宗传人？第四，

西晋篡位时对曹氏实行族诛，故曹操应无后

人留存世上。第五，还有人推测曹操的卞皇

后及其儿子曹彰是鲜卑人。第六，现存曹氏

族谱的辨别，以及曹氏的改姓、冒姓和伪造

谱牒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对于曹魏皇族世

系的历史学研究，尚待加强。此外，还有人

质疑曹操曾经建造 72 疑冢，故安阳的大墓可

能只是其中之一，不值得相信。关于这个问

题，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发表了《曹操“七十

二疑冢”到底是怎么回事》[1]，通过考证予以

否定，指出“疑冢”之说，滥觞于北宋，兴盛

于南宋，后来被写入《三国演义》而广为流

传，以讹传讹。72 疑冢说反映出曹操被后人

丑化之后，有不少传说已经被误认为史实。 
任何科学的研究及其结论，都必须能够

经受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检验，来自各方的声

音，不论是专家的意见，还是被斥为“外行”
的质疑，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倾听，并吸收其

合理因素，以完善研究的计划。本文将对于

此项研究的可行性及其意义，在听取众多意

见的基础上，整理并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司马氏篡魏时曾经对曹氏进

行族诛否？ 
对于曹操墓真伪的调查，将遇到历史学

和生命科学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来讨论

历史学的问题。首先，不少人提出，司马氏

篡魏的时候，曾经对曹魏皇室进行灭门屠杀，

因此，曹操后人基本上不可能留存世上。 
众所周知，司马懿是通过高平陵政变夺

取政权的。嘉平元年(249)正月，执政的大将

军曹爽拥魏帝曹芳出都城，到高平陵祭明帝，

留在洛阳的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无能的曹

爽束手归降。司马懿废黜曹芳，另立新帝，

控制了曹魏政权。随后，司马懿食言，诛杀

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丁谧、邓颺、何晏、毕轨、

李胜和桓范等人，夷三族[2,3]。 
曹爽是曹操的侄孙。高平陵政变后，司

马懿诛灭的就是曹爽这一族，不是曹操直系

子孙或者整个曹氏宗族，这一点首先需要加

以确认。 
曹爽的父亲曹真，本姓秦[4]。曹操起兵

时，曹真的父亲招募乡兵，响应曹操，旋被

州郡杀害。曹操收养了曹真，让他和自己的

儿子曹丕一起生活。以后，曹真随曹操平定

天下，屡立战功，位高权重。魏文帝曹丕临

终时，命他和陈群、司马懿一道辅佐明帝继

立。曹真死后，曹爽继承父业，明帝付以后

事，让他和司马懿一起成为顾命大臣。 
据此可知，曹真在曹魏政权中功勋卓著，

地位特殊。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懿在诛

杀曹爽后，很快又找来曹真的族孙曹熙为其

立嗣，封为新昌亭侯，使曹真一支不至于断

绝香火[3]。司马懿这么做，显然是出于政治

的考虑。他虽然通过政变控制了政权中枢，

但是，这个政权是曹操建立的，大臣皆为曹

氏部属，司马懿必须致力争取他们归附自己，

才能逐步夺取曹氏天下，西晋篡魏就是循着

这样一条路走过来的。因此，司马懿不能对

曹氏宗族做得太绝，免得文武百官心寒，让

自己失去道德和政治的支持。 
这一点，可以从随后发生的政治斗争中

再次得到证明。高平陵政变后年，太尉王浚

和兖州刺史令狐愚密谋另立楚王彪为帝，反

对司马懿。谋泄，王浚自杀，司马懿诛其三

族，并收斩余党及楚王彪。这是曹魏皇室卷

入夺回政权的政治斗争的事件，司马懿本可

借机屠杀曹氏，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晋

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只是“悉录魏诸王公
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5]。此后，

魏皇室被集中于邺城，监视居住，仅此而已。 
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司马懿父子

两代在篡魏过程中始终对曹氏皇族保持礼

遇，只是逼迫对手配合自己演出一幕禅让的

政治剧，给新建立的西晋政权披上合法的外

衣，为其标榜以孝治国作例证。所以，当司

马炎最终篡魏立晋的时候，根据《晋书·武帝

纪》的记载，其对曹氏皇族的处置，是“封魏
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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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县侯”，并诏令“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
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
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6]。据此可知，司马

炎只是将曹魏宗室迁居于邺城，并未杀戮。

先后被司马氏废黜的齐王芳和陈留王奂在西

晋都得以保全，齐王芳活到泰始十年(274)，
终年四十三岁；陈留王奂活到太安元年(302)，
终年五十八岁。 

纵观西晋代魏的整个过程，遭到镇压的

只有曹爽这一门。如上所述，曹爽这一门是

从秦改姓为曹的。记载此事的《魏略》，成

书早于《三国志》，都出自晋代史家之手，

是今日研究三国历史的基本史籍，其说自有

依据。显然，司马懿下重手镇压的并非曹氏

本宗。如果根据下面对曹氏在西晋的政治地

位的考察，应该说仍然属于西晋官僚阶层的 
门第之一。 
 

二、曹氏宗族有后人存世否？ 

要对曹氏宗族进行人类基因鉴定，其前

提条件是曹氏宗族必须有后人存世。有关心

者提出，曹操这一支到了第三代就没有正宗

后人了，魏帝系第三代曹芳连身世都不清楚，

更遑论曹氏后裔。 
这个疑问出自对曹氏后裔乃至三国历史

不了解所致。根据《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

[7]记载，曹操嫔妃中，除了原配丁夫人无子

嗣外，共育有二十五男，兹整理如下： 
卞皇后生 

曹丕(后述) 
曹彰——曹楷——曹芳(相传为曹楷

子，立为帝，后被废为齐王) 
曹植——曹志(末子，晋武帝时诏任乐

平太守，散骑常侍) 
曹熊——曹炳 

刘夫人生 
曹昂——曹琬(过继)——曹廉 
曹铄——曹潜——曹偃——曹竦(过

继) 
环夫人生 

曹冲——曹琮(过继) 
曹据——(后嗣无载，一子过继给曹

冲) 

曹宇——曹奂(被立为帝，晋兴，废为

陈留王) 
杜夫人生 

曹林——曹纬 
曹衮——曹孚 

秦夫人生 
曹玹——曹赞(过继)、曹壹(过继)——

曹恒 
曹峻——曹澳 

尹夫人生 
曹矩——曹敏(过继)——曹焜 

王昭仪生 
曹干——(后嗣无载) 

孙姬生 
曹上(无后) 
曹彪——曹嘉(诸兄弟曾被免为庶人。

曹嘉在晋历任国子博士，东莞太守) 
曹勤(无后) 

李姬生 
曹乘(无后) 
曹整——曹范(过继)、曹阐(过继) 
曹京(无后) 

周姬生 
曹均——曹抗——曹谌 

刘姬生 
曹棘(无后) 

宋姬生 
曹徽——曹翕 

赵姬生 
曹茂(多子，但后嗣不详) 

 

据上可知，曹操第四代尚见记载，后

裔到西晋亦见任官，故所谓曹操第三代已

经不见正宗后人之说，不攻自破，此其一。

曹操诸子皆封王，多妻妾，子嗣繁多，在

谱系上仅见继承宗祧者，并非独子单传，

例如曹据、曹林皆复数子息过继他房，即

其例，此其二。魏文帝曹丕后嗣情况也有

清楚的记载，整理如下： 
魏文帝曹丕嫔妃九人，育九男儿： 
甄皇后生曹叡(明帝，无后) 
李贵人生曹协——曹寻(无子，国除) 
潘淑媛生曹蕤——曹赞(过继) 
朱淑媛生曹鉴(无子，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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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昭仪生曹霖——曹启(另一子曹髦，被

立为帝，被杀，称高贵乡公) 
徐姬生曹礼——曹悌(过继) 
苏姬生曹邕——曹温(过继) 
张姬生曹贡(无子，国除) 
宋姬生曹俨(无子，国除) 

 

仅从曹魏皇室承祧子嗣的情况来看，其

宗族到西晋仍然维持绵延不绝。曹植的儿子

曹志，以文名世，仕晋官至散骑常侍，其文

集见于《隋书·经籍志》[8]记载。散骑常侍为

皇帝身边顾问官，掌管规谏，“常为显职”[9]。 
曹操侄子曹休，被曹操赞为“吾家千里驹

也”[10]，历武、文、明帝三朝，备受重用。

其曾孙曹摅在西晋官至洛阳令，掌管首都，

身处要地。“八王之乱”爆发后，曹摅一直居

于权力中心，永嘉二年(308)，死于镇压流民

武装的战斗中。《晋书》卷九十专门为他立传

[11]，其文集三卷，至唐朝尚存一卷，著录于

《隋书·经籍志》[8]。 
曹摅还有一位兄弟叫曹识，在西晋任右

军将军。五胡入据中原，曹氏亦随滚滚人流

南迁，居于江东。曹识的儿子曹毗，在东晋

官至光禄勋，以文名世，《晋书》卷九十二也

专门为他立传[12]，有文集十五卷流传于西晋

[8]。 
南迁之后的曹氏家族，仍然作为维持着

陈留王地位，繁衍生息，甚至在东晋灭亡，

刘宋政权建立之后，亦未中绝，这在史籍中

可以获得证明。《宋书·礼志》记载，南朝刘

宋大明四年(460)九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
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
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
子，为应立次子锴？”[13]故其传承谱系为： 

曹虔嗣——曹虔季——曹铣 
曹虔嗣和曹虔季为兄弟，前者死于永初

元年(420)七月，后者和曹虔秀或为同一人，

死于大明六年(462)十一月，其嗣子死于元徽

元年(473)正月。有宋一代，陈留王曹氏世系

清晰可知，分别见于《宋书》的武帝、孝武

帝和后废帝本纪。曹铣还有一位兄弟叫曹锴，

门丁依然兴旺。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陈

留王系作为旧朝遗族依然受到礼遇，其王爵

继承还需要朝廷审议决定。 

曹氏后人，可以通过地方考察举荐进入

仕途，曹毗就是通过郡察孝廉的途径任官的。

他曾经撰写了《曹氏家传》一卷，著录于《隋

书·经籍志》[8]。曹魏实行九品中正铨选制度，

出仕者须考察家世，故谱牒大盛，大姓、中

正以及官府相关部门都需要握有谱牒，作为

仕进的依据。《曹氏家传》传世，并被著录

于唐朝史官编纂的《隋书》之中，此后《旧

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14]、乃至宋人

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

二》[15]，仍见著录，可知曹氏家族一直是历

朝官府选拔的对象。 
然而，曹魏宗室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

现影响卓著的大人物，导致家门不振，逐渐

衰落。兹举其在隋朝的事例，即可见一斑。

根据《大隋故扶风郡陈仓县令曹君之墓志》

[16,17]记载，曹海凝在南北朝末投诚北周，

隋代周兴，他先后担任定州安憙县丞，左尚

方署令，陈仓县令，操劳一生，仅限于担任

低级官员，反映出曹氏家门已经颇为衰落，

难以在政治上重振雄风。故其后裔氏族在史

籍中难见记述，不足为奇。但是，从以上考

察可知，曹氏后裔为数颇众，一直繁衍于世

上，可以获得肯定，这就是今日我们寻找曹

氏后人，进而验证安阳曹氏墓主身份的有力

的历史依据。 
 

三、曹操与夏侯氏的关系 

有人提出，曹操本姓夏侯，因此，从曹

氏入手，难以比对其基因。有鉴于此，我们

有必要先从历史研究方面来推断曹氏同夏侯

氏的血缘关系。 
曹操的祖父曹腾，在东汉官至大长秋，

为宦官之首，位高权重。曹操父亲曹嵩是他

的养子，故曹操的真实身世，一直为人津津

乐道。早在曹操崛起当初，其对手袁绍在讨

曹檄文中就骂他“父嵩，乞丐携养”[18]，意指

他身世不明，但并没有说曹操出自夏侯氏，

说明此时尚未出现曹操出自夏后氏之说。此

后，关于曹操身世的传闻在其政敌中流传，

东吴人就写了一本《曹瞒传》，称曹操之父

曹嵩为“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与
惇为从兄弟”[19]，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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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见。晋人郭颁《世语》也沿袭此说，三人

成虎。 
《曹瞒传》一书，从书名就可明白是对

手贬低丑化曹操之作。在汉魏之际，家世同

清浊之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崛起的

群雄，争相以清流自我标榜，刘表因为被推

举为清流领袖，故虽才疏兵寡，却能广聚名

流，巍然屹立于荆楚要地；刘备力弱，却因

皇叔之名而终成大事。舆论对于政局的影响，

难以估量。曹操祖父属于舆论抨击的宦官浊

流势力，本来一直是政敌攻击他的痛处，如

果再加上身世不明，特别是出自异性，更成

为笑柄，为人不齿。其实，从袁绍讨曹檄文，

到东吴人编写的《曹瞒传》，已经可以看出

曹操同时代人对其身世传说由虚而实的编造

演变过程。到了宋代以后，随着曹操形象日

益低落，其出自夏侯氏之说也就越盛，言之

凿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采用此说，

但都提不出任何证据。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接下来可以从历史

学的角度对曹操身世作些考察。首先，在东

汉，宦官出身未必都贫贱，只是正史对于此

缺少记载，难窥全貌，但也不是全无踪迹可

寻。东汉后期著名的宦官曹节，《后汉书》

记载他“世吏二千石”[20]，显然是高官子弟。

《三国志·武帝纪》对于曹操这一支曹氏出自

曹参家族不曾怀疑，明确记载：“太祖武皇帝，
沛国谯人也，姓曹，字孟德，汉相国参之
后。”[19]据此记载，曹腾出身的沛国谯县(今
安徽省亳州市)曹家，也是大姓。根据《汉书·曹
参传》记载，曹参本家居于沛，和萧何等沛

人共同辅佐刘邦得天下，沛国是西汉创业元

勋发迹之地，世居于此，相互通婚，构成世

家大姓的社会网络，这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的。 
在两汉数百年间，曹参家族在谯县已是

根深蒂固。司马彪《续汉书》记载，曹腾家

在乡里以谦让闻名，受到敬重，兄弟四人，

他最小，入宫做官。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

注》记载，曹腾兄弟子侄都葬在谯县，有坟

冢墓碑见在。其中的曹炽是曹仁之父，故曹

腾与曹仁的血亲关系清晰可见。至于曹腾的

养子曹嵩，《三国志·武帝纪》称“莫能审其生

出本末” [19]。这句话引来后人的许多推测，

才有了曹嵩出自夏侯氏之说的余地。 
其实，仔细考察陈寿撰写《三国志》的

笔法，就不能简单地作此联想。典型的例子

如曹魏第四位皇帝曹芳，《三国志·三少帝纪》

也说道：“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2]
据此，就有研究者同样得出曹芳非曹操正宗

后人之说。可是，稍微翻阅一下史籍，《魏

氏春秋》就记载曹芳是曹操次子曹彰的孙子，

当然属于嫡传。魏明帝无子，其立嗣必然来

自曹操嫡传曾孙辈，可以无疑。由此可知，

陈寿所谓的“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所由来
者”当然包括过继在内，只是说不能确知出自

哪一房而已。这是陈寿作为良史的慎重态度。

据此笔法，则关于曹嵩身世的相似记载，亦

即“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当然包括过继，与

曹芳的情况正相同。 
曹腾位高权重，且出自谯县旧家，他养

子继承官爵封地，决不会随便。按照当时过

继承宗祧的基本原则，当然是从本宗他房中

过继。除非本宗绝后等特殊情况，这个问题

一般无须多费笔墨。然而，为了慎重起见，

这里略作考察。首先就曹操家进行考察，最

有说服力。上面已经列出曹操子孙的情况，

曹操的儿子中，有六个过继承宗的例子，无

一例外，均取兄弟之子。曹丕儿子中，有四

个过继的例子，也全都来自兄弟之子。至于

曹操第三、第四代中的过继事例，也毫无例

外地来自本宗。据此可知，曹氏家族全部在

本宗内部过继。其次，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曹

氏之外，那么例子就很多了，难以一一列举，

这里只举魏文帝曹丕的郭皇后的情况为证。

《三国志·后妃传》记载，郭皇后的父亲郭永，

男儿早夭，“以从兄表继永后”，也就是过继

郭皇后的堂兄郭表为郭永嗣子，同样出自本 
宗。 

所以，以曹腾旧族出身，兄弟和睦的情

况判断，曹嵩必定出自本宗。 
以上分析的出发点是相信《三国志》关

于曹操家世记载的真实性而合乎逻辑地推导

出来的，是否都那么可靠呢？我看未必，有

一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曹家对于其

家世的表述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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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综述

根据魏臣蒋济的介绍，当时可以见到的

《曹腾碑文》称曹家出自“邾”。这同王沈《魏

书》的记载是一致的。亦即黄帝系的陆终之

子名叫安，受周武王分封于邾国，此即曹姓

的起源之一。后来邾国被楚国所灭，曹氏子

孙四散流徙，一支跑到沛地。如果是这样的

话，沛有两支曹姓，曹腾和曹参实际上并非

真有血缘关系，而事后来附会在一起的。 
曹操作《家传》的时候，就改变了说法，

自称出自周朝曹叔振铎之后。曹植也沿袭此

说。此说当然是在自我粉饰，抬高家世。到

了魏明帝的时候，听从高堂隆的建议，再次

把家世改为出自帝舜。短短几十年间，家世

数改，倒反映出曹腾这一支很可能并非出自

曹参这样的高门大姓，是附会上去的，只是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确信不已，反倒以为

曹嵩的出身不可考。而夏侯家也是汉代功臣

之后，子孙无须冒姓曹，故曹嵩不会出自夏

侯家。 
那么，为什么会有出自夏侯氏之说呢？

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曹操的政敌对他的人身

攻击。其次，还应该注意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曹家和夏侯家都是谯县旧门，夏侯家

出自西汉创业功臣夏侯婴，《汉书·樊郦滕灌

傅靳周传》记载：“夏侯嬰，沛人也。”他们

同属于刘邦创业元勋集团，并且一直居住在

本籍地谯县，世代通婚，关系及其亲密。曹

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嫁给和夏侯惇的儿子夏侯

楙，可知这种姻亲关系一直维持着。在西汉，

曹家和夏侯家同为创业功臣，在曹魏政权下，

夏侯家是国家栋梁，于公于私，都是亲上加

亲，故旁人容易妄加推测。然而，清代学者

何焯早在《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中就指出

曹操家和夏侯家不可能有相同的血缘关系，

否则清河公主和夏侯懋的婚姻就成为兄妹

婚，曹操不会这样做的。 
从历史上细加辨析，说曹操与夏侯氏之

间有血缘关系的种种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不能成立。但是，本着慎重起见的精神，在

进行曹氏遗骸 DNA 分析的时候，我们还是准

备采集夏侯氏的基因样本进行分析，给这个

问题作科学的论断，解开千年的疑团。就目

前中华姓氏的情况来看，夏侯氏的人数不多，

见于著录的夏侯氏族谱仅存一份，新发现一 

件，整个调查范围比曹氏要小得多。 
 

四、曹氏族谱的调查和基因采集 
历史的追索，充分证明曹操是有众多后

裔留存世上，进而证明今日对曹氏进行人类

基因调查是可行的。 
那么今日曹氏的分布情况如何呢？《中

国家谱总目》收载了全球见于著录的家谱目

录，其中，曹氏的家谱有 275 件。上海图书

馆是国内收藏家谱最多的图书馆，收藏的曹

氏家谱就达到 118 件。自从曹操墓发掘的消

息公布以来，国内好几个地方又陆续出现了

一批曹氏家谱，其中也有明确记载为曹操后

裔者。因此，调查现存家谱，是了解曹氏族

源及其分布情况的一条重要线索。 
研究家谱的学者大多知道，家谱的先世

传说并不可靠，就以曹操为例，曹操和他的

孙子曹髦对于自家先世的说法就不统一，越

附会越远。对于今天调查曹操家族而言，曹

氏家谱的起点，应该选择陈寿以来言之有据

的传承，那就是始于汉代以来沛郡的曹氏。

鉴于曹操家和曹参家早已经混为一谈，后世

制作的家谱几乎都据此叙述家世源流，故我

们把曹参和曹操的后裔都纳入调查的范围。 
就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曹氏家谱的年

代均在明代以后，乃至有今人编修的家谱。

其中，自称曹参为先祖者居多。但是，谱牒

上从曹参到明代的世系没有完整可靠的记

载。即使就曹操这一支而言，南朝以后的传

承关系也不易从史料上得到支持和证明。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家谱所载世系同历

史记载相比较，把比较可靠的家谱挑选出来，

其中包含自称是曹操后裔的家谱。这些家谱

是否能够判定为真呢？历史和文献的证据显

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光靠历史文献学的判

定，容易剔除掉记述不详却有可能是曹操后

裔的家族。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把曹氏取

样的面铺的广一些，多取一些样本，能够更

加全面地反映出自古以来多支曹氏的状况，

获得整体的把握。 
对家谱采取从宽把握的原则，虽然会大

幅度提高基因调查的成本，但却能够提高准

确性。换言之，宁宽勿弃，最后获得的可靠

性会高得多。关键是今日 DNA 鉴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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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鉴别的准确性已经很高了，最后能

够筛选出诊未来。也就是把基因的鉴定也运

用于家谱的辨别上，在测定 Y 染色体的同时，

也辨别出伪冒改姓等情况，使得跨学科的研

究获得更大的成效。 
家谱调查反映出，与曹参或者曹操有关

系的曹氏，大量分布于长江流域，如江苏、

安徽、浙江、江西和湖南等地，此地域分布，

与上述历史考证所见五胡十六国以后曹氏陈

留王系迁居于江南的情况是吻合的。因此，

这些地区当然是我们进行基因采集的主要地

区。随着新的曹氏家谱的出现和志愿者提供

的线索，我们也根据需要不断扩大采集基因

的对象和地区，只要是有家谱支持的曹操后

裔，我们都进行采样和调查。 
通过 Y 染色体的鉴别，我们可以获得曹

氏的 Y 染色体类型。其中如果出现互不相干

的同源家谱，其 Y 染色体也都一致，那么，

某一支曹姓的 Y 染色体类型就可以得到确

认。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曹操后裔，

确定曹操家族 Y 染色体的类型。 
 

五、曹氏基因调查与跨学科研究 

安阳曹魏大墓的发现，无意中给了历史

学和分子生物学提供了难得的跨学科合作研

究的契机。如前所述，此墓主身份的判定在

考古学上已经走入瓶颈，需要更有力的科学

证据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在这一点上，分

子生物学的 DNA 鉴定无疑是目前最有力的

途径。 
DNA 鉴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

要有大量的人类基因数据库作为判定的基本

依据。在这方面，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同世界上十多个最好的分子生

物学实验室联合，调查现代直立人的起源和

分布，在全球采集分析了 4000 万人类基因。

复旦大学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十

余年的历史，在东亚各地成功分析了数十万

人类基因，形成了国内最大也最丰富的人类

基因库。在前一阶段所做的东亚各民族基因

调查的基础上，正在进一步深入到古代家族

的基因调查。安阳曹氏墓的出现，对于复旦

大学而言，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契机，

第一，是促成了历史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深层

次合作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以分子生物

学为主要研究工具的历史人类学新学科。第

二，是加快了人类基因调查从以民族向以家

族为对象的转变。曹氏墓的 DNA 鉴定，是这

一重大转变的个案，标志着中国的人类基因

调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有热心的网友提出建议，直接比对山东

曹植墓出土的曹植遗骸和安阳曹氏墓出土的

男性遗骸，不就可以作出结论了吗？实际上，

DNA 调查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古

人遗骸随着岁月流逝 DNA 也在不断降解，因

此，只能通过对现代人中曹氏 DNA 的全面分

析，才能构成调查古代遗骸 DNA 的标尺。这

是一件非常严肃、严格、严谨的科学工作，

我们将按照科学的规范去做，并将适时公布

进展情况，取信于民，取信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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