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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质人类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的体质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至今，经过多年的成长和发展，已建立了一

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及手段，并日益在各相关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以考古学为例，体质人类学可以从四个层次为考古学研

究提供帮助。 

   

     “透骨见人” 

   所谓“透骨见人”，就是指看到人体骨骼就能够了解到其性别、年龄、形象样貌、体质特征、种族属性甚至食谱、职业等等一系列其生前

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结合各种方法手段从人体骨骼上得到的直接信息，故称“透骨见人”。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中，每

一具人骨标本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人。 

   “透骨见人”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的最基本能力，也是体质人类学对于考古学的最根本、最传统的帮助方式。这些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

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古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帮助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但是，对于体质人

类学来说，这只是最初级的研究层次，这项能力应该是最基础的研究能力。比之更高一层的研究层次应该是“透人见骨”。 

   

    “透人见骨” 

    所谓“透人见骨”，就是指看到活生生的人就能知道其人骨形态、骨骼特点，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中，每一个身边的人都可以被“透

视”为去掉血肉的人骨。 

   这项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地域现生人群的种族特性、人体形态特点，进而和“透骨见人”结合在一起，将古人骨与现代人类进行对

比与分析，这就可以帮助我们获知古人到今人的进化特点、种系变化方向、人类的融合与迁徙等等，而这些往往就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和考古工

作者研究的重点与起点。这一层次已经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但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到更高一层的“透骨见骨”。 

     “透骨见骨” 

   所谓“透骨见骨”，就是指看到人体骨骼资料就能知道哪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体骨骼资料和其相近或相关，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

中，每一具人骨资料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密切，有的疏离，有的血脉相连，有的形似陌路。 

   对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来说，这一层次往往就是研究的最高层次，首先我们“透骨见人”，然后再“透人见骨”，由此达到“透骨见

骨”的目的。所以人们往往认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某批古代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再将其与其他古代遗址出土

的人骨材料比对分析，最后得到一个亲疏远近等等的结论。但是，这种研究并不能回答这样的疑问：同一文化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群，同样的

人群为什么又会创造不同的文化，同一地域为什么会有不同人群创造的同一文化，文化的传承是否意味着族群的延续，族群消亡而文化一定会被

毁灭吗……这就需要我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研究问题——“透人见人”。 

   

     “透人见人” 



   所谓“透人见人”，其实是指二层意思，一是我们在“透骨见骨”之后形成一个循环，看到古代人骨就能在脑海中勾画出一条到今人的路

途，看到今人也能猜想到其远祖的大致状态，看到身旁的人就能联想到万里之外的人群，总结出今人的关系，古人的亲缘，所谓今古相连、南北

交织，成就纵横交错的人类发展谱系；二是与考古中的“透物见人”结合在一起，透人体之“人”见考古之“人”，还要透考古之“人”见人体

之“人”，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学考古，懂考古，与考古学的“透物见人”携手并行，从解释人群与人群入手，继而从人群到文化，再而从文

化到文化，再从文化再到人群，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的最高层次，也是所有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的终极目标！ 

   当然，要达到这一层次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种种不足：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人们常常重视考

古遗址中的人骨资料研究，轻视现生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以致“重古轻今”，这表现为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对考古遗址中的残破不全、样本稀

少、研究复杂的古代人骨趋之若鹜，而冷落特征明确、研究简便、样本丰富、鲜活生动的现代人群，似乎是要待百年后这些人群化作枯骨，再将

对这些人群的研究工作留给那时的体质人类学者们（就算没经火葬，百年后真不知能有几成标本留存）；在对古代人骨的研究中人们又常常重视

少数民族的人骨资料研究，轻视汉族人骨资料研究以致“重夷轻汉”，这常使得连发掘者都不注意搜集汉墓的人骨标本，殊不知汉族也是兼容并

包、千头万绪、形态各异的，而追根溯源、疏清脉络的最直接证据就是人骨资料，而这些证据就这样湮没了，可叹啊；在具体的人骨研究中，体

质人类学者又重视头骨研究，轻视肢骨研究以致“重头轻脚”，这常常表现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都是头部与头部的比较研究，视角都集中在脖子

以上，四肢成了陪衬，人体的千差万别、族群的特异又岂能只是面目的各异而已（姚明和刘翔的区别可不是只在脸上啊）…… 

   这些不足正在桎梏学科的发展，只要认识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必将获得更好的成长，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四个

层次将会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使这一学科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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