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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门牙为啥像小铲子
人类学告诉我们，并不是为了更方便吃饭

“文明之光——— 2021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滕州岗上
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展”目前正
在山东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
展出了造型各异的诸多陶鬶。

陶鬶为什么状如鸟形？崇鸟文
化又是如何影响着史前东夷地
区居民生活的？

东夷人的“鸟崇拜”

“夷”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是一个会意字，意为弓背

的一个人。东夷，指的便是东边
的夷人。《后汉书·东夷列传》
载：“东方曰夷”，《大戴礼记千
乘》中也提到：“东辟之民曰
夷。”东夷作为名词最早见于周
朝，周朝时为了记述历史，将中
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作
东夷，因而西周早期
的青铜器上也有东夷
的称谓。东夷文化是
中国古文化中非常重
要的文化分支之一，
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
认为：“山东和江苏北
部的青莲岗文化、大
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
山文化，都应当是远
古夷人的文化。”

鸟崇拜文化是东
夷文化中最突出、最具
代表性的特征。《山海
经》中记载：“东方句
芒，鸟身人面，乘两
龙。”“毕方鸟在其东，
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
脚。一曰在二八神东。”

“东入于海，有五彩之
鸟，飞蔽一乡，名曰翳
鸟。”可明显看出，中国
古代与鸟类相关的传
说和神话几乎都来自
东。鸟意象在东夷文化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鸟也是众多东夷部落
的图腾，例如少昊部落
设立了以鸟名为氏族
名和执掌官名的“二十
四鸟官”制。

岗上遗址作为东
夷地区大汶口文化中
晚期的都邑性聚落
址，这种广泛存在于
东夷文化中的鸟崇拜文化在岗
上遗址发现的一些器物中就有
鲜明体现。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其中一种典型又别具一格
的“鸟形”器具——— 陶鬶。

陶鬶的演化

陶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
饮煮器，造型别致且实用。《说
文》载：“鬶，三足釜也。有柄喙。
讀若嬀。”从中便可大致看出鬶
的形制，空心三足，有把柄，还
有鸟喙状的流，颈有长有短，整
器造型类似于鸟类。大汶口文
化时期已经有了主要从事制陶
生产的明显分工，因而陶鬶也
就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开始出
现，并广泛见于大汶口文化和
龙山文化时期。

作为一种具有文化特征的
日常生活器物，陶鬶从出现到兴
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大汶
口文化早中期是陶鬶的形成期。
此时陶鬶形制尚未完备，虽然只
是个雏形，但也具备了其基本特
征：实心三足，腹部如壶，颈口捏
扁成流和简易鋬把。这些早期的
实足陶鬶非常原始化，胎体笨
拙，胎壁很厚，单调且原始，但也
能鲜明看出鸟的形状。

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期，是陶
鬶演变的第二阶段，发展期。此时
陶鬶形制上出现了一些鲜明变
化：空心足和乳形袋状足代替实
足；绞索状鋬把减少，转而以半环
状鋬把代之；颈下部收敛，流口鸟
喙形上翘，出现向上突出的鸭嘴
状敞口流；腹部由扁向圆发展，多

锯齿附加堆纹一周。到
陶鬶发展的第三阶段，
兴盛期时，冲天流出
现，脖颈和腹部的连接
线被弱化，二者渐趋一
体，此时大致是龙山文
化时期。而后陶鬶随着
东夷人向中原迁徙逐
渐扩散，后期二里头文
化中发现的封口盉与

《礼记·明堂位》中记载
的夏后氏的灌尊———
鸡夷（彝），其祖型都是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
鬶。

在充满饥饿和生
命危险的穴居捕猎生
活时代，人们生活在自
然界带来的惶恐不安
中。为了繁衍和生存，
那些能成为食物维持
生命的鸟兽植物，或者
能帮助获取食物的工
具，大多被人们赋予

“神性”，成为人们的生
命意识、愿望、感情的
寄托物，例如一些原始
礼仪装束或部落图腾
等等。而在大汶口文化
时期，农业、畜牧业发
达，气候也温和，物质
生活逐渐丰富，人们
生活不安感随之降
低，于是他们便开始
充满兴致地观察身边
这些被赋予神性的自

然事物，并将这些自然事物在脑
海中的印象刻画进生活工具，拟
鸟形态的陶鬶正是这样被创造
出来的。

当物质生活逐渐丰富时，
东夷文化中鸟图腾的神性也就
逐渐褪色，于是东夷人将他们
脑海中鸟的形象置于陶器之
上，各式各样活泼、生动的鸟形
陶鬶随之诞生。所以陶鬶即便
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且
各个阶段各有特点，但无论经
历怎样的发展变化，它的造型
始终或抽象或逼真地描绘鸟的
形态，有的似展翅如飞的鸟，有
的像仰首高歌的雄鸡，造型生
动，形象美观，这种器物造型的
基础就是东夷崇鸟文化进入现
实后的物质表现。

据山东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没
错
它
就
是
像
一
只
鸟

︱
︱︱

从
岗
上
遗
址
的
陶
鬶
看
东
夷
崇
鸟
文
化

编辑：马纯潇 组版：颜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彭鹏

不吃饭的时候，我总喜欢舔
舔牙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特别
是上门牙上的内侧，总能感觉到
牙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突起的
棱，还挺好玩。但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所有人门牙背面都有突
出的棱，欧洲人的门牙背面竟然
是平的！

黑发黑眼黄皮肤，
不如门牙最显著

说起我们中国人的体貌特
征，或许你就会想起那首《龙的
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然而，黑
眼睛和黑头发，其实在世界各地
许多民族中都很常见；十几亿华
人的肤色，也有从偏白到偏黑的
广阔色谱。其实，中国人真正的

“典型特征”，就是那些牙齿背面
突出的棱。

很多中国人上门齿的背面
是两边高、中间低，像是把小铲
子，这种特征在体质人类学中被
称为“铲形门齿”。

统计表明，将近90%的中国
人，都有这种铲形门齿。在日本、
韩国等东亚近邻民族中，铲形门
齿的比例也相当高，而在欧洲、
非洲各民族的人群中，就极罕见
了。比如欧洲人中，只有约2%有
铲形门齿。

人类上颌中门齿的铲形特
征分为四个等级，大部分中国人
属于后三种类型，也就是拥有不
同程度的铲形门齿特征。

从相貌上，长在牙齿背面的
“铲子”完全看不出来。但因为它
在东亚人群中特有的高频率，加
上牙齿可在遗骨中长期保存，因
此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法医
来说，铲形门齿才是东亚人群的
主要识别特征。

顺带一提，人嘴里上下排共
有8颗门牙，其余6颗通常也有或深
或浅的“铲子”。但上颌中门齿最直
观、最突出，各族群差异最明显，
因此被当作族群识别标准。

美洲亲戚有，南洋
亲戚却无？

国内互联网上曾有个流行
段子，说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
人其实是远渡重洋的殷商遗
民，甚至还有“印第安=殷地安”
的说法。虽然这说法极不靠谱

（叫“印第安人”是因为当年哥
伦布误把美洲当印度，搞了个
乌龙），但印第安人的肤色、相
貌确实跟中国人有几分相似，
出现铲形门齿的频率也非常
高。难道美洲原住民和中国人
真是亲戚？

答案是肯定的。
印第安人的祖先，大约在距

今2万-1万年前的冰川期，才从东
北亚进入美洲大陆——— 当时气
候寒冷、冰川扩大，海平面随之
降低，使亚洲与北美洲之间的白

令海峡变为陆桥。东北亚的狩猎
民族追逐着兽群，通过陆桥来到
了这片陌生大陆。

冰河时代的“白令陆桥”和
现代推测的美洲先民迁徙路
线。白令陆桥处于高纬度地区，
冬季干冷缺乏日照。而铲形门
齿基因所代表的特性，有助于
提高人们对这种环境的适应
力，因此美洲原住民大多也携
带这个基因。

以古人类学的尺度看，印第
安人的祖先和东亚人的祖先，分
家时间不算长。既然这样，两家有
着相似的外貌和同款门牙，也就
不足为奇了。

美洲原住民——— 印第安人，
长得很像东亚人，并且具有东亚
人典型的铲形门齿，在基因上也
比较接近。“亚美人种”这个称呼，
就是以东亚人和美洲原住民命名
的。

然而，与东亚人血缘颇为密
切的另一大族群——— 在东南亚、
太平洋广布的南岛人，却很少出
现铲形门齿。看来，大板牙里藏着
的亲戚关系，没有我们想得那么
简单。

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诸多岛
国民族都属于南岛人，他们是
8000-5000年前从中国大陆南迁
出去的，和我们一样属于“亚美人
种”（旧称蒙古人种）。虽然血缘接
近东亚人，但因为长期生活在热
带，他们普遍肤色较深，而且很少
有铲形门齿。

上百万年的“东亚
标配”

铲形门齿不光被用来划分族
群，还曾经卷入一场巨大的纷争：
我们从哪里来。

在古人类学界，长期存在着
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全球的现代
人（智人），都是数万年前从东非
迁徙而来，称为“非洲起源说”；另
一派则认为，各地的人类，都是由
本地的早期人类原地演化而来，
称为“多地起源说”。

主流的“非洲起源说”有基
因分析为据，而“多地起源说”
在东亚地区，也有化石佐证：在
中国境内出土的化石古人类
中，从著名的北京人、蓝田人、
元谋人等直立人，到年代晚些
的丁村人、马坝人等早期智人，
山顶洞人等现代人，几乎都有
着铲形门齿。而在东亚之外的
其他地方，古人类有铲形门齿
的情况十分少见。

世界各地人群中，铲形门齿
出现的比例不同。但由于数据采
集自不同研究者不同时期的调
查，所采用的鉴定标准并不统一。
据最新估测，其中中国、蒙古、日
本三国的数据只统计了“典型铲
形门齿”，而北美皮马人的数据则
包括了“典型铲形门齿”和“半铲
形门齿”。实际上，东亚人和美洲
原住民的铲形门齿比例相差不
多。

吃货们可能会问，门牙有没

有“铲”，对吃东西有没有影响呢？
答案是：没有。
一些“多地起源说”的支持者

认为，东亚古人类普遍长出的铲
形门齿，不大可能是自然环境选
择的结果，更可能是从祖先一脉
相承而来……难道，我们东亚人
的祖先真的与众不同？

铲形门齿是“充话
费送的”？

随着生物科技发展，人类学
者开始把研究DNA作为新的突
破方向，这就是分子人类学。很
快，研究者们就找到了控制铲形
门齿的关键——— EDAR基因，它
负责调控皮肤、毛发和汗腺的发
育。

相比其他现代人族群，大部
分 东 亚 人 、印 第 安 人 身 上 的
E D A R 基因，带有一个突变：
EDARV370A。铲形门齿这个特
征，正是它的杰作。

不过，比起改变门牙的形状，
它 还 有 更 多 、更 大 的 用 处 ：
EDARV370A导致的变异，能让
人长出较为粗硬、不易卷曲的毛
发，拥有更多的汗腺和皮脂腺（但
东亚人的大汗腺一般不发达，因
此体味较轻）。由于乳腺本质上也
是一种特殊汗腺，于是携带该突
变基因的女性乳腺组织更致密、
发达，能产生有特色营养的乳汁，
同时乳房脂肪减少，外形更小巧。

头发直，易出汗，乳房小，这
些都符合现代东亚人（以中国人
为代表）的总体体质特征。为什么
这个突变基因在东亚如此普遍？

研究者认为，这是对东亚环
境的适应：东亚地区以大陆性季
风气候为主，冬冷夏热温差巨大。
汗腺密集，出汗更多，有助于度过
酷夏；较多的皮脂，能在冬季的干
冷寒风中保护皮肤；特殊的乳腺，
则可为婴儿提供含更多脂肪酸和
维生素D的奶水。由此看来，铲形
门齿只是个基因关联的“附赠
品”。而前面那些特征，才是这个
突变基因被选择出来的理由。

尤其是在纬度较高、冬季漫
长干冷且缺乏日照的东北亚地
区，发达的皮脂堪称保命神器。而
母乳中较多的维生素D，则能减少
婴儿对日照的依赖——— 如果不从
食物中摄取，人体需要阳光中的紫
外线帮忙，才能合成维生素D。

印第安人极高比例的铲形门
齿，大概就是祖先穿越北极圈内
的白令陆桥留下的印记。这同时
也解释了为何南岛人很少出现铲
形门齿：他们住在温暖湿润的热
带海岛，没有干燥、严寒和日照太
少的困扰，这个突变自然就不会
被选择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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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鬶（滕州岗上遗址出土）

铲形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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