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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考古学角度
看山西榆次明清时期平民的两性差异

朱 泓 侯 侃 王晓毅

［摘 要］ 对山西榆次出土的明清墓葬中的人骨进行的性别考古学思想指导下的生物考古学研究，

发现该人群性别比较大，可能与重男轻女观念和溺婴习俗有关。女性死亡年龄结构中壮年期所占比

例较大，可能是围产期死亡所致。古病理学研究发现女性存在缠足，这是首次发现的考古出土的缠

足人骨标本。对退行性关节病的统计暗示两性存在明显的分工。这些研究结果与相关历史记载相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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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重要课题，而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后

过程考古学而兴起的“性别考古学”则是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升华。性别考古学来源于后现代主

义思潮，特别是女权主义思潮。它是对传统考古学理论及其研究内容存在的性别问题进行的分析

与反思，尤其强调女性的重要性，有时也被称为 “女性考古”。性别考古主要的研究目的是:

1) 揭露考古研究各个阶段存在的性别偏见; 2) 从考古材料中寻找与女性有关的信息并分辨它

们在性别关系、性别意识形态、性别作用中的表现; 3 ) 探索性别差异的问题。［1］然而，国内在

这一领域的研究都集中于对出土器物、墓葬形制等文化遗存的分析［2］，少有对体现性别的考古

材料———人类遗骸进行的研究。
生物考古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 Jane Buikstra［3］、Clark Larsen［4］等美国学者创立的以研

究考古发现的人类骨骼遗存为主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在生物考古学研究中，对性别差异进行的研

究一向是关注的重点，进行两性对比是从人类遗骸中获取更多信息的重要手段，所涉及的方法一

般包括古人口学、古病理学、骨化学和分子考古学，考察的项目主要包括两性在人口结构、行

为、饮食、健康等方面的差异，以推测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性别观念等［5］149 － 182，从而实现性别考

古学对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研究目标。另外，生物考古学研究是当今国内科技考古学科追赶国际水

平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且，从研究对象的时代来看，以往的考古研究多侧重年代更早的时代，对

较晚近的历史时期顾及甚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时期存在较详尽的文献记载，然而对考古发现的

物质材料的研究可以弥补、证实和修正传统史学对文献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便是对实现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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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尝试。本文研究的人骨材料来自 2011 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在晋中

市榆次区高校园区建设考古工地发掘中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 ( 以清代墓葬为主) 。这些墓葬规模

较小、随葬品很少且等级较低，应为当时的平民墓葬。本文的研究包括古人口学和古病理学两大

部分: 对全部 174 具人骨进行了古人口学研究; 对保存较好的 70 具成年人骨 ( 男性 43 例，女性

27 例) 进行了古病理学研究，包括对缠足和退行性关节病的研究。

一、古人口学研究

古人口学是对从考古材料中得到的过去人群的人口学参数进行探究的学科。［6］9 － 28这一研究是

基于应用体质人类学方法对人类遗骸做性别、年龄鉴定所得的结果而进行的。本文对人骨做性

别、年龄鉴定所采用的方法依据邵象清［7］、张继宗［8］、Tim D． White［9］363 － 397 等学者著作中的标

准。在榆次出土的 174 例人骨中，可鉴定性别的有 165 例，鉴定率为 94． 83%，可鉴定年龄的有

157 例，鉴定率为 90． 23%。其中，男性 98 例，女性 67 例，男女个体数之比为 1． 46 ∶ 1。在人口

学中，这一比例被称为性别比，过去的研究中发现古代居民多数都有性别比较大的情况，即男多

于女，许多学者将这一情况视为当时存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并讨论了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王

建华将这些原因总结为这样几点: 埋藏原因，即男性骨骼含钙量高于女性，容易保存; 技术原

因，指性别鉴定的技术方法不同会造成不同人群的性别比不同; 自然原因，指气候、环境等均可

能影响出生性别; 经济原因，指人类杀老、杀婴的行为，这些是为缓解生存压力而进行的; 社会

原因，指某些宗教、习俗、社会观念等社会因素。［10］

对于榆次明清古代居民来说，所有骨骼保存情况都是比较好的，并不存在两性保存情况的差

异; 所使用的性别鉴定标准也是一致的，不会因为鉴定标准上的差异造成性别比的偏倚; 在自然

原因中，气候和环境因素指的是其变化会造成性别比的变化，而对同地域同时期的同一人群的研

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此，对于此人群较大性别比的形成，笔者主要考虑的是社会原因和经济原

因，主要有: 第一，封建思想中以实现传宗接代为目的的 “重男轻女”观念; 第二，旧时嫁女

需厚奁，贫民无力承担，只好减少女孩数量; 第三，在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为求生存而减少

养育孩子，女孩成为被舍弃的对象［11］。这些观念会造成对胎儿性别的人为选择，优先养育男婴，

结果便是女性的个体数量相对较少。
从历史记载中便可看出，清代的山西存在溺女婴的现象。光绪《续修崞县志》载: “男较女

儿多四分之一，溺女之风相沿成习。”［12］ 《光绪朝东华录》载光绪四年十一月王昕奏云: “该省

溺女相沿成习，曾经出示禁止，现经灾荒之后，且恐此风尤盛……该省贫民养女，视为赔累，往

往生而不举。”［13］669又据清 《晋政辑要·户制·恤政》记载: “晋民素称朴厚，而溺女一事，竟

狃于故习，而不能湔除，往往初生一女，犹冀其存留，连两胎，不肯容其长大，甫离母腹，即坐

冤盆，未试啼声，已登鬼篆。”［14］榆次明清墓葬人骨性别比的结果虽不能直接证明山西历史上重

男轻女甚至溺杀女婴的可能，但至少可以认为后者对如此大的性别比的产生造成了一定影响。
据表 1 可知，青年期男性的死亡比例为 4． 49%，女性为 6． 56%，这一年龄段的个体数量过

少，对比所见差异难以体现统计学意义; 壮年期男性的死亡比例为 51． 69%，女性为 57． 38%，

未见显著差异 ( 卡方检验 所 得 的 p = 0． 492 ) ; 男 性 中 年 期 的 死 亡 比 例 为 40． 45%，女 性 为

31． 15%，未见显著差异 ( 卡方检验所得的 p = 0． 246) ; 男性老年期的死亡比例为 3． 37%，女性

为 4． 92%，该年龄段个体数量也过少。从图 1 中可见，两性在各个年龄段的死亡比例上的差异

并不显著，壮年期和中年期体现出来的差异稍大一些，男性在壮年期的死亡比例略低于女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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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期的情况则是相反的。根据鉴定结果直接计算得到的本人群平均死亡年龄为男性 33． 49 岁、
女性 33． 43 岁，根据简易生命表法计算得到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 38． 69 岁、女性 35． 96 岁。这

些数据都说明了榆次明清平民的女性寿命与男性基本一致，可能略低于男性。

表 1 分年龄段性别、年龄统计数据表

年龄阶段 男性例数 ( % ) 女性例数 ( % ) 性别不明例数 合计 ( % )

幼儿期 ( 3 － 6) 0 ( 0． 00% ) 0 ( 0． 00% ) 1 1 ( 0． 64% )

少年期 ( 7 － 14) 0 ( 0． 00% ) 0 ( 0． 00% ) 5 5 ( 3． 18% )

青年期 ( 15 － 23) 4 ( 4． 49% ) 4 ( 6． 56% ) 1 9 ( 5． 73% )

壮年期 ( 24 － 35) 46 ( 51． 69% ) 35 ( 57． 38% ) 0 81 ( 51． 59% )

中年期 ( 36 － 55) 36 ( 40． 45% ) 19 ( 31． 15% ) 0 55 ( 35． 03% )

老年期 ( ＞ 55) 3 ( 3． 37% ) 3 ( 4． 92% ) 0 6 ( 3． 82% )

合计 89 ( 100% ) 61 ( 100% ) 7 157 ( 100% )

未成年 ( 年龄不详) 0 0 2 2
成年 ( 年龄不详) 9 6 0 15
合计 98 67 9 174

图 1 两性各年龄段死亡年龄所占比例的对比柱状图

从历史记载来看，两性平均寿命的差异在清代存在着不同情况。有学者对雍正年间 《浙江

通志·列女》中 1 460 位女性的寿命数据进行过统计，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 63． 14
岁，而对有确切生卒年的 602 位清代浙江男性的统计结果是平均死亡年龄为 64． 95 岁［15］，可见

男性寿命略高于女性。对清代早期宗室人口的平均寿命研究发现，在人均寿命方面，天聪崇德辈

男性 37． 2 岁、女性 50 岁，顺治辈男性 31 岁、女性 37． 4 岁，康熙辈男性 27． 8 岁、女性 22． 3
岁，雍正辈男性 23． 7 岁、女性 20． 9 岁［16］。可见，既有男性寿命高于女性的时候，也有相反的

情况。以上这些都是对文献有记载的、寿命可考的人群进行的统计，这些人群基本非富即贵，并

非社会阶层很低的平民，享有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要高于本文研究的对象。
从本文的案例来看，女性的寿命可能与男性一致或略低，主要的两性差异体现在女性壮年期

死亡所占比例略大于男性。由于壮年期的女性个体属于育龄女性，因此两性差异所体现出的女性

壮年期死亡比例略高于男性的情况可能与生育因素有关，不过这种情况与先秦［17］或汉晋时期［18］

相比，表现得不甚明显，后两者的女性死亡年龄更显年轻化，青年期女性的死亡比例都显著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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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更高。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有二: 一是医疗条件随时代进步，二是相对于先秦、汉晋等更早

的历史时期，明清女性婚育年龄推后。

二、古病理学研究

( 一) 缠足现象

在所采集的保存有足部骨骼的 18 具女性个体骨骼中，发现其足部骨骼普遍存在着特殊的畸

形样貌。有一种常见的人工变形就会造成这样的病理表现，即所谓的“缠足”或 “裹脚”。这种

习俗在我国古代和近代时期是比较常见的，山西榆次地区更是此习俗甚为兴盛之地。［19］此前我国

尚未发现过考古出土的古代缠足人骨遗存，本文所研究的是首次发现的考古出土缠足标本，对于

我国的民俗学和历史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在所有保存有可供观察的足部骨骼的女性个体中，其足部骨骼都存在着畸形的病理表现

( 图 2) 。这些病理表现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从跖骨来看，跖骨存在着明显的纤弱化

趋势，跖骨体明显变细，跖骨头减小，跖骨的近端关节面形态也发生了改变，有的关节面还存在

着严重的退行性改变，出现周缘骨赘或表面存在多孔状侵蚀。其次，从骰骨来看，体积减小，且

其内侧的边长远小于外侧的边长，显示出与外侧楔骨相接的关节面的显著变小。此外，其近端、
远端关节面多有形状的改变，这两个关节面也有减小的趋势。从距骨来看，距骨的整体形状虽无

显著改变，但体积一般有所减小。最后从距骨和跟骨来看，这两类骨骼也存在纤弱化的趋势，跟

骨的表现相对较明显，跟骨体中部出现了较显著的纤弱化趋势，使得跟骨的形状显得像近端

( 跟骨结节) 、远端 ( 跟骨体前部) 比中间部分 ( 跟骨体中段) 更宽大的哑铃状。以上是保存较

多的骨骼，其中跖骨的改变是最明显的，基本上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有缠足现象的标志物。对于足

部的其他骨骼来说，保存下来的比较少，只有 3 个个体保存有趾骨，Ma 2 ∶ 2 左侧的一节近节趾

骨基本未见形态改变，Mf 20 ∶ 2 左侧第一近节趾骨变得纤细，头部向内侧倾斜，而基底部向外侧

倾斜，Mf 46 ∶ 1 的两节左侧趾骨和一节右侧趾骨也表现出了纤弱化的改变。内侧楔骨仅见两例，

是 Ma 2 ∶ 2 和 Mb 14 ∶ 1 的，均变得纤弱，而且 Ma 2 ∶ 2 的内侧楔骨近端、远端关节面扭曲变形。
足舟骨同样仅见两例，Mb 14 ∶ 1 的左侧足舟骨变得纤细且外侧和足底侧都有刺状的骨赘，

Mf 20 ∶ 2的右侧足舟骨远端关节面变形且其内侧缘存在钩状的骨赘。所有个体中未见中间楔骨与

外侧楔骨。
综上所述，可以将缠足对骨骼造成的病理性改变归纳为以下两类表现: 第一，是骨骼体积的

缩小，或称为纤弱化的趋势，这种改变是骨骼发育不良的结果。缠足往往于儿童时期就予以施

行，对足部的束缚使得骨骼和关节受到严重压迫，血运不畅，因此造成骨组织发育不良甚至坏

死。第二，是关节的变形以及以骨质侵蚀和骨赘为表现的退行性病变，这些病理改变是关节在受

到较大压力以及不正常的过度屈曲之下出现的，缠足甚至可以造成关节脱位和创伤性关节炎。
在本文所研究的材料中，由于没有一例女性个体保存有全部的足部骨骼，因此无法得知其足

部骨骼的整体结构和连接起来的形态，我们只能依据上述观察结果推测出缠足对这些女性个体足

部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足部的正常发育受到阻碍，足部骨骼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跖骨的纤弱化趋势尤为明显，说明足的前部受到的束缚相对较大。第二，造成了关节的变形，甚

至关节脱位，跗跖关节的改变最明显。同时，还可能继发创伤性关节炎和关节的退行性改变。从

对现今仍残存有缠足畸形的女性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缠足的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种被称为 “跟

行足”型，即将除第一趾外的其他脚趾向足底侧弯折，令足弓增高，则行走时足跟成为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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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部位，常见于陕西、山东和云南地区; 另一种是 “马蹄足”型，仅足前部着地，足跟完全

离开地面，因此足部往往为前大后小，同时足背向下弯曲，脚趾所在平面和地面平行，跖趾关节

几乎成 90°角，此类型仅见于福建地区。［20］

图 2 部分女性个体的足部骨骼

注: 1． Mf 46 ∶ 1 右足部分跖骨和趾骨; 2． Mf 47 ∶ 1 左侧第三跖骨与外侧楔骨关节强直的足背面

和内侧面; 3． Md 13 ∶ 2 右侧跟骨的足背面、内侧面和外侧面; 4． Md 14 ∶ 1 右侧跟骨的足背面、内

侧面和外侧面; 5． Mf 20 ∶ 2 的右侧第一、第二近节趾骨，可见其远端向外侧倾斜; 6． Mf 20 ∶ 2 左侧

第二跖骨，从其远端关节面来看，存在朝向箭头方向的倾斜; 7． Mf 55 ∶ 1 右侧第四跖骨，可见其存

在严重扭曲。

从本文研究的人骨中的两个个体所体现出的细节来看 ( 图 2 ) ，Mf 55 ∶ 1 右侧第四跖骨出现

扭曲，跖骨基底表现出以跖骨体为轴向着顺时针方向的扭曲，而 Mf 20 ∶ 2 右侧第一、第二近节

趾骨呈倾斜状，尤其左侧第二跖骨的跖骨头出现了明显的变形，远端关节面变成了近似平行四边

形的形状，似乎是受到了一定方向上的外力作用所造成的变形。而所有发现的跟骨、距骨却并不

存在这样的倾斜和扭曲。这种跖骨和趾骨的倾斜和扭曲应为 “跟行足”型缠足使脚趾和部分脚

掌弯曲所致。根据这两例可知，足远端骨骼受到了从足背侧向足底侧、从外侧向内侧的外力作

用，这种方向上的外力作用恰好与令除第一趾外的其他脚趾向足底弯折的状况是吻合的，符合

“跟行足”型缠足的方式; 而“马蹄足”型缠足会造成跖趾关节朝向足背侧的过度屈曲，这种关

节形态应当会造成跖骨和趾骨上跖趾关节面朝向足背侧的扩展，然而我们未见到此现象。因此，

本文所研究的榆次明清女性的缠足方式应当属于 “跟行足”型。
( 二) 退行性关节病

退行性关节病是最常见的关节疾病，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关节的退行性病变。有时，它也

被称为骨性关节炎。其骨骼表现主要有: 关节的软骨下骨表面出现象牙化、新骨生成以及多孔性

状 ( 点状侵蚀) ，关节周缘出现骨赘，关节轮廓变形等。［21］26 － 39 这些骨骼改变就是本文用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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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脊柱关节外其他关节退行性关节病的标准。而脊柱关节退行性病变由于其类型多样、表现复

杂，在此仅以最常见的椎体边缘骨赘为诊断项目进行统计。退行性关节病与人类行为存在密切联

系，常被作为探究人类行为模式和活动程度的标志，其严重程度与关节所承受的负荷成正相关关

系。［22］163 － 165

本文对保存较完整的 70 例成年个体进行了退行性关节病的观察，对诊断出的退行性关节病

病例按照不同的关节类别进行了统计。由于年龄是造成退行性关节病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比患

病率之前必须先对样本中两性的年龄分布的差异进行统计学检验，Mann － Whitney U 检验和K － S
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年龄分布上的差异 ( 所得 p 值分别为 0． 822 和 0． 99，均大于 0． 05) ，因此可

以排除年龄因素的影响。图 3 所示的是各椎骨患病率的男女对比。

图 3 两性椎骨退行性关节病患病率统计柱状图

表 2 两性椎骨退行性关节病患病情况对比

椎骨类别
男性患病

椎骨个数

女性患病

椎骨个数
男性患病率 女性患病率 卡方检验 p 值

颈椎 28 9 9． 30% 4． 76% 0． 064
胸椎上段 ( T1 － T7) 38 10 14． 73% 6． 17% 0． 007
胸椎下段 ( T8 － T12) 69 42 26． 74% 25． 93% 0． 853
腰椎和第一骶椎 82 46 31． 78% 28． 40% 0． 463

总计 217 107 20． 19% 15． 85% 0． 023

从图 3、表 2 中可以看出，腰椎的患病率高于颈椎和胸椎，从患病率在脊柱各段的分布上来

看，基本上是从脊柱的上段到下段递增的，这与脊柱承受体重负荷从上到下递增的情况是吻合

的。本文对各段脊柱的患病率进行了分类统计并进行了卡方检验以对比相关分组之间的差异

( 见表 2) ，结果显示，当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 05 时，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且在胸椎上

段的差异表现最显著。这种两性患病情况的差异可以被归因于两性行为上的不同。与退行性关节

病患病相关的行为因素有二: 一是劳动强度，劳动强度越大则关节负荷越重，于是患病越重; 二

是姿势不当，某些行为姿势 ( 例如脊柱的前屈、侧弯和扭转) 会增大关节所受负荷。［23］因此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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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人群来说，这种患病差异表明男性的劳动强度比女性更大或者存在经常处于某些增加脊柱承重

的姿势 ( 如屈曲上身) 之下的可能。
对榆次明清组全身其他主要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病情况统计见表 3 所示。

表 3 两性其他关节退行性关节病患病情况的对比

部位 男性患病个体数 女性患病个体数 男性患病率 女性患病率

胸锁关节 5 3 11． 63% 11． 11%
肩锁关节 5 5 11． 63% 18． 52%

仅左侧 0 0 0． 00% 0． 00%

肩关节
仅右侧 1 0 2． 33% 0． 00%
双侧均有 5 4 11． 63% 14． 81%
合计 6 4 13． 95% 14． 81%
仅左侧 3 1 6． 98% 3． 70%

肘关节
仅右侧 1 0 2． 33% 0． 00%
双侧均有 15 9 34． 88% 33． 33%
合计 19 10 44． 19% 37． 04%
仅左侧 1 0 2． 33% 0． 00%

腕关节
仅右侧 0 1 0． 00% 3． 70%
双侧均有 3 1 6． 98% 3． 70%
合计 4 2 9． 30% 7． 41%
仅左侧 0 0 0． 00% 0． 00%

骶髂关节
仅右侧 0 1 0． 00% 3． 70%
双侧均有 3 3 6． 98% 11． 11%
合计 3 4 6． 98% 14． 81%

髋关节 7 1 16． 28% 3． 70%
仅左侧 2 1 4． 65% 3． 70%

膝关节
仅右侧 1 1 2． 33% 3． 70%
双侧均有 21 5 48． 84% 18． 52%
合计 31 8 72． 09% 29． 63%

踝关节 5 1 11． 63% 3． 70%
跟距关节 4 0 9． 30% 0． 00%

在对两性差异进行统计学检验时，由于除肘关节和膝关节外其他各类关节的患病个体数较

少，因此将它们排除在外，只检验了肘关节和膝关节双侧均有退行性关节病的两性差异的显著

性。通过卡方检验发现，两性肘关节合计患病率差异对比的 p = 0． 554，膝关节对比的 p = 0． 000，

可见当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0． 05 时，肘关节患病率不存在两性的显著差异，但膝关节男性患病率

显著高于女性。根据本文所指出的该人群女性存在缠足现象，可知女性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病患病

率较低的状况应该与因缠足从而下肢活动较少有关。对退行性关节病的统计使我们知道，榆次明

清组中男性的劳动强度要大于女性，不仅脊柱承受负荷更高，而且下肢活动更多，结合女性缠足

的事实，可以认为该人群两性存在分工，男性所承担的重体力劳动要比女性多，女性由于缠足造

成行走困难，多进行室内劳动，如纺织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工作，这与历史上的记载是一致的。［24］

根据对榆次出土的明清时期人类遗骸的研究，在两性差异方面，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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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口结构的性别比较大，即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这与历史记载中当时流行的 “重男轻女”观

念和溺女婴的习俗是吻合的。第二，女性壮年期死亡比例较高，且女性预期寿命略低于男性，可

能是当时女性生育时容易死亡所致。第三，女性存在缠足现象，缠足造成了严重的病痛。第四，

从退行性关节病患病情况的对比来看，男性的劳动强度要大于女性，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病所反映

出的下肢活动差异尤其显著，这既与两性分工有关，又与女性缠足有关。以上结论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了文献中对山西地区相关风俗的历史记载，同时补充了我们对山西明清时期平民生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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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pany dynamic balance，the paper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auses，phenomena and consequences
of unbalanced state． As a result，advice and guidance are provided to help companies optimize their system，culture and
busines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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