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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of Professor HAN Kangxin, Laureate of 2010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in Anthropology 
HAN Kangxin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Beijing 100710 China;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EDITOR’S SUMMARY: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began in 19th century with some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by 

some Europeans.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such as WOO Tingliang, came back to China and 

star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a. By now, many anthropologists educated in China have worked for almost all 

their lives and made splendid achievements. Since 2010, Shanghai Society of Anthropology confer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in Anthropology” to honor certain anthropologists worked hard for a life. The laureate of this 

year, Professor HAN Kangxin, an alumni of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Fudan University (Class 1957), has 

worked alone for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studied thousands of the modern human skeletons of different periods in 

East Asia to lear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and the phys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relevant field of human migration, population communication, religious cultur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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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韩康信先生的人类学生涯回顾 
韩康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编辑提要：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西方人在中国开展的相关调查。20 世纪初又有吴

定良等学者留学回国开始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和教学。到了今天，中国培养的许多人类

学家已经兢兢业业地在人类学领域研究了一辈子，许多学者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上海人类学

学会从 2010 年开始颁发“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在人类学领域不畏艰辛奋斗终生的人

类学家。今年的获奖者韩康信先生是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1957 级的学生，在半个多世纪中独

守清贫，研究东亚的各个时期的数千现代人骨骼形态，探索古代东亚人群的渊源以及生理病

理特征，在研究古代人群的迁徙、交流、宗教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韩康信；人骨测量学 
 

我的童年 
我于 1935 年 9 月 13 日出生在日本名古

屋一个华侨家庭。时值日本侵华战争时期，

华侨的日子都不好过。1944 年左右，日本当

局说我父亲有反日言论，将他逮捕入狱。他

在狱中得了重病，经当局认定活不长久才放

我们回国，回国后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我

母亲出身贫农家庭、没有文化，在经济极度

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围护

在她身边，家庭困难到以野菜为生的地步。

幸亏解放，生活才逐渐好了起来。苦难的经

历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从小养成能够忍受艰

苦、在困难条件下仍能坚持不懈的性格。 

怎么考进复旦？ 
苦难的童年无法正规读书，解放后才有

机会上学。1952-1957 年在上海中学读初中和

高中，1957 年从上海中学毕业后，在几个姐

姐的资助下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人类学

专业。按母亲的意愿我应该考医学院，因为

家里人口多，有谁生了病看医生比较方便。

我当时也说不上喜欢什么专业，无意中看到

一份有关人类学专业的介绍，说这个专业与

医学关系密切、又高于医学，于是把第一志

愿改成人类学，其次才是医学。原以为考不

上(因为只有 10 个名额)，哪知真的考取了。

当时我真的不清楚人类学究竟学什么、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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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就这样朦朦胧胧走进了复旦的大

门。 
进到学校后，才感觉人类学这个专业“守

旧”、“沉闷”，虽有吴定良这样的名教授也激

发不起多大的热情。当时个人提出转行几乎

没有可能，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家教和我的

性格决定，念书一定要用功、要争取好的成

绩。 
 

走向第一个工作岗位 
1962 年从复旦毕业，和其他三位同学一

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工作。当时古人类室的主任是鼎鼎有名

的裴文中先生，副主任是当过吴定良助手的

吴汝康先生，当时他已是中国著名的古人类

学家，我们的工作由他来领导。在 1962-1966
年这段时间里，除参加一段农村社教运动外，

受到了一些重要的专业训练。首先是外语学

习：一是专业俄语的翻译，再是自学英文。

特别是前者，对我后来从事新疆的研究工作

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新疆的工作需要参考

大量俄文文献；二是学会了按图书馆的规程

打资料卡片；三是学习化石修理技术；四是

参加广西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并从老同事、老

技工那里学会洞穴调查和挖掘爆破技术，这

些训练为我后来在野外独立工作起了很重要

的作用。 
 

在古脊椎所工作的主要收获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当时的情

况无法正常开展研究工作。所以从 1962 年进

古脊椎所到 1973 年调离，在这段时间里参加

研究工作的机会并不多。主要工作是 1970 至

1971 年连续三次赴鄂西山区对巨猿化石的调

查。找到了巨猿的出土地点、搜集到与巨猿

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弄清了鄂西巨猿的生

存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同时，还发现了与

巨猿一起的早期人科牙齿化石。这一发现，

显然对“巨猿是生物人”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另外，1968 年受命研究 1966 年在周口

店发现的北京人头骨。66 年的周口店发掘我

并未参加，当时古脊椎所的领导在事先未征

求我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全所大会上宣

布：由我来负责组织这项研究以响应“抓革

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作时限为一个月。尽

管我一再向领导强调，这项研究应该由发掘

者来做，但遭到领导的批评。在此情况下，

我、张银运、赵资奎三人开始了这项工作。

66 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实际是同

一个体的 1 件额骨和 1 件带着部分顶骨和颞

骨的枕骨残片。首先，我们请教了当时还未

“解放”的裴文中先生。在他的指点下，找到

了 1934 和 1936 年在距 66 年发掘点不远处

发现的 2 件头骨骨片(模型，编号为 5 号或头

骨 H)，发现它们无论是断口、还是颅内血管

印迹，都与新发现的 2 件头骨片相吻合，因

此可以断定，这 4 件头骨片应属于同一个体。

将 4 件头骨骨片粘接起来，就形成后来的“北
京人第 6 个头骨”。 

这个结论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我们

搞错了…….等等。我曾丢下一句狠话：“如果

不是一个个体砍我的脑袋！”随后即退出研

究。后来的研究结论仍然如此，证明我们三

人的结论是对的。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以

后工作一定不能卷入“人事漩涡”，但它对我

提高研究工作能力确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

会。 
 

调离中科院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为什么离开中科院？主要因为在中科院

研究材料稀少，即使找到好材料也难得到研

究的机会。当时的古脊椎所是“僧多粥少”，
而在考古所晚近的人类学材料很多，颜誾(也
是从古脊椎所调去的)却是“单枪匹马”搞都搞

不过来。而且此时颜誾已经去世，考古所也

到古脊椎所来要人，古脊椎所领导决定让我

去。 
我是 1973 年调离古脊椎所的。到考古所

后，发现政治运动的气氛依然很浓。除了政

治学习就是参加各种批判会，还安排到机床

厂劳动锻炼。办公室条件很差，更没有人热

心搞业务。见此情景颇有些后悔，反复思考

后再次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坚持走自己的

路。 
还是在古脊椎所的一段经历帮了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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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前后，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出国文物

展在故宫武英殿搞筹展。当时，我代表古脊

椎所负责旧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的展出。在故

宫结识了许多从全国各地抽调前来参展的考

古人员，闲聊中得知以前他们发掘出土的很

多人骨因无人鉴定都给回埋了。可惜之余与

他们相约：今后凡有人骨出土，定去帮忙整

理和鉴定。果然，我到考古所以后经常有地

方同志约我去帮忙，特别是甘、青、新地区，

人骨不但多、保存尤其好，这也是为什么我

的工作比较侧重西北地区的原因。 
有了材料我的研究工作踏实了。征得研

究所同意，在西安研究室的旧楼里要到了 4
间库房存放人骨。每年我都安排时间去西安

进行测量，这也成了我多年的习惯。虽然在

具体工作中，常感势单力薄、且很苦很累，

但在自己亲手找回材料的基础上，能做出一

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确也感到十分欣慰。

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

论文“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被评

为考古研究所优秀成果奖和优秀论文。1995
年退休后又被所里回聘四年。1996 年专著《丝

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获考古研

究所优秀成果奖。2002 年因发现山东广饶新

石器时代开颅术标本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2002 年至今被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聘为兼职教授，指导该实验室

的人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能为母校复旦大

学培养“人类生物学”人才发挥余热是我的骄

傲。 
 

主要研究成果和在研究中的学术

见解 
我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大

量材料的基础之上，大体上有以下几项，并

在某些研究中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 
1. 在中科院期间的有关湖北巨猿、人科

牙齿化石以及北京人头骨的研究。 
2. 根据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骨的

研究提出：把大汶口和仰韶文化居民之间在

体质形态方面的差异归类为不同体质类型是

不妥当的，他们是在个别性状上稍有变异的

同型变体，都可以归入现代东亚类的大群内。

这一观点与原作者将他们分别归类为太平洋

地区的波里尼西亚和南亚类群有所不同。 
3. 通过对安阳殷代祭祀坑和中小墓人

骨的研究提出：中原地区殷商人民在体质形

态上基本可归类为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只是

在祭祀坑的人骨中可能有来自不同方向的战

俘、因而可能存在一部分北亚类和南亚类。

但其中的多数仍与东亚类接近。因此主张殷

人的种族背景仍然是在一个单元的蒙古人种

中显现出多地区类型的群体。这与原作者将

他们分为三大人种(蒙古种、太平洋尼格罗种

和高加索种)的五个类型(华北型、蒙古型、爱

斯基摩型、欧罗巴型和波里尼西亚型)组成很

复杂的看法有所不同。原作者在文中认定的

所谓两具高加索人种的头骨，除了他们的鼻

骨较隆起外，大多数特征的综合体仍更倾向

于东亚类的。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殷商

人骨中存在西方来源的种族成份。 
4. 在甘青人骨的研究中，发现藏族、至

少其东部的类型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青

海卡约文化的人骨表现出十分近似的性质。

因而提出：现代西藏东部类型的祖先背景很

可能与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人群之间、而不

是与印欧人种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5. 通过对山东地区周、汉代人骨的研究

以及与日本古代人骨的比较，认为日本的“渡
来系”弥生人和中国的周、汉代人非常相似，

两者都可归类为东亚类群。相反，与日本绳

文人之间的差异很大。据此推测：日本的“渡
来系”弥生人很可能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

区人群东渡日本有关。日本人类学界有一种

理论，即所谓现代日本人形成的“二重结构”，
很可能大陆的东渡人群为其提供了遗传因

素。另外还推测，“渡来系”弥生人的故乡可

能在山东、江苏等靠海的大陆地区。这与日

本学者的看法也不相同，他们认为“渡来系”
弥生人源自西伯利亚、华南和南亚等诸种说

法。 
6. 通过对新疆和甘青地区大量古代人

骨的调查和研究获得的结论是：大致在秦、

汉以前，新疆境内的古代居民在骨骼形态系

统上与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他们的主体成分属于西方种族，东方

的成分虽也有发现，但相对零散、稀少。在

新疆的西方人种成分中，来源也不单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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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韩康信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剪影  Fig.2. Photos of Professor HAN Kangxin 
A.童年在名古屋与二姐、三姐和妹妹的合影；B. 1961 年在吴定良教授(左 4)带领下考察周口店(左 5 为韩先生)；

C. 尝尝天山的雪；D. 在安阳妇好墓复原遗址；E.在广西邑宁整理顶狮山人骨材料；F.与日本学者松下孝幸在

西安考古所人骨库房；G.在山东临淄人骨库房；H.与日本学者真锅义孝(右 1)及学生在青海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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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宁夏固原博物馆清理“史道洛”人骨；J.在广州测量史前“番禹人”头骨；K.离开日本 46 年后第一次访问日本；

L.与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山口敏在一起；M.在日本山口县土井浜人类遗址博物馆的学术会上；N.在澳大利亚新

英格兰大学校园里；O.与皮特•布朗教授在一起；P.参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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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华盛顿史密斯研究院；R.在香港马湾岛发掘工地；S.研究和复原“东湾仔北”遗址出土的人骨；T.在“东湾

仔北”遗址人骨的复原像旁；U.与李匡悌博士在台南考古工地上；V.在玉山；W.在新竹清华大学给学生上课；

X.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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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支可能来自东欧-哈萨克斯坦，他们中

的一部分也达到了新疆的东部，前苏联学者

称之为“原欧类型”。另一支从中亚南部东地

中海方向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新疆境内，即

所谓“地中海东支类型”。后来，在中亚地区

还出现了大量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所谓“塞
克-乌孙”或称之“中亚类型”的人群，这种成分

在新疆境内也有反映，但时代较晚。直至目

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秦、汉之前西方的种

族成分已大规模地进入黄河流域。但在西北

的宁夏、陕西境内，一些较晚的隋、唐时代

的墓葬中发现了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是

以家族的形式出现。这种骨骼人类学的证据

或可说明：秦、汉以前西方种族成分积极东

进、且规模较大，而东方种族大规模西进在

时间上比较晚，已经是有历史记载的如匈奴、

突厥、蒙古人的西进运动。这样的结论，似

与以往某些学者的“新疆古代文化土生土长”
的说法有所不同。 

7. 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的大量古代人

拔牙材料的收集和整理，结合古文献有关的

记录和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境内的拔牙风俗

有随时代而“流动”的现象。即最早的仪式拔

牙可能出现在山东-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

然后，一部分向东南沿海方向扩散；另一部

分经长江流域向西南地区流动，并一直保存

在云、贵、川的某些与僚-仡佬族有关的现代

少数民族中。与古代日本人的拔牙相比，后

者的时代约晚了 2 千年，且拔牙的组合形态

更为复杂，具有更异化的晚期衍生特点。中

日拔牙风俗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厘清。但

在日本的弥生时代出现过与中国大陆更为接

近的原始拔牙形态，或许暗示二者之间有过

某种交流。 
8. 在进行骨骼古病理、创伤的调查中，

在青海、山东等地的古代人头骨上发现有人

工穿孔的现象。其中时代最早的发现在山东

的新石器时代，说明距今约五千年前就有了

治疗性质的原始开颅术出现。另外，在新疆

的古代人头骨上，发现有死后被穿孔的情况，

推测可能与西方出于某种信仰(诸如辟邪等)
截取死者头骨骨片的情况相仿。这类穿孔在

国外早有报道，但在中国发现这种情况还是

最近的事。因此我认为它仍然是中国古代原

始的外科史以及古人对巫术信仰方面的重要

发现。 
9. 在部分地区对古代口腔疾病(诸如龋

齿、牙周病、齿槽脓肿)，脊椎退行性病变、

关节病、眼窝筛等进行了调查；另外，在宁

夏二千多年前的古代人骨上首次发现了多发

性骨髓瘤。这些都可用作古代居民健康的指

标。遗憾的是，在我国有关古病理的研究还

很少给予关注，有许多重要的信息都无形中

丧失，甚为可惜。 
 

学术交流与合作 
1. 自 1990 年以来 10 多次出访日本。或

参观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研

究。促成并参加了由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日

本山口县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进行的

《山东周、汉代人骨与日本弥生人骨的比较

研究》。 
2. 1993 年赴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人类

学系与皮特•布朗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3. 1996 年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

教授的邀请，参加“中亚东部古代民族和文化

的国际讨论会”，在会上做了“新疆古代种族

研究”的报告，会后去华盛顿和纽约参观访

问。 
4. 1996 年起，三次赴香港参加马湾岛“东

湾仔北遗址”的发掘、人骨鉴定和复原工作。 
5. 1997 年和 2002 年两次应邀到台湾访

问并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感悟 
朦胧中踏上了一条冷僻的荒凉小道，怀

无大志，默默无闻与枯骸相伴一生；无惊世

成就，只留得点点尘迹。足矣！ 
 

主要著作 
1. 1984 年，《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主要论文作者

和编辑者之一)。 
2. 1993 年，《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

版社。 
3. 2000 年，《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与西日本弥生

人骨之比较》“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中日共同研

究报告)日本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发行(中方主要论文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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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韩康信先生的若干著作  Fig.2. Several books by Professor HAN Kangxin 
 
4. 2005 年，《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

社。 
5. 2007 年，《中国远古开颅术》，复旦大学出版社。 
6. 2009 年，《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增补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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