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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章 首届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韩康信

人类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基础学科，通过各种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特征分

析比较，研究我们人类的前世今生，探索人类的未来。虽然这个领域内也不

乏能够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研究方向，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基础学科的基础，

需要常年累月的辛苦调查和研究，积累大量的基础数据，以作出更准确的分

析。所以，人类学家的工作是特别艰辛而且清贫的。那些坚守了一辈子，为

人类学事业做出坚实贡献的老学者是特别值得敬佩的。他们在东非干旱的

峡谷一点点地筛土寻找人类化石；他们在亚马孙的丛林中向原始社会的成员

学习语言；他们在北极的冰天雪地中检测猎人的体质特征……每一个人类学

数据的背后都有人类学家的血汗。在中国的人类学界更是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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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些人类学家的付出得到更多的认可，上海人类学学

会从 2010 年开始颁发“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那些在人类学领域不畏

艰辛奋斗终生的人类学家。这个奖项面向全球的人类学家，但是从中国的人

类学家开始表彰起。这几年的获奖者中，有半个多世纪中独守清贫，与枯骨

昏灯相伴的人骨测量学家韩康信先生；有踏遍青山，寻找古今人猿踪迹的古

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有坚守阵地，完成中国人肤纹大普查的肤纹学家张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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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先生；有追古溯今，探究东亚人类起源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有探索

精进，分析中国人遗传结构的遗传人类学家杜若甫先生；有关注基层，分析比

较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因的乔健先生；有到处奔波，发掘中国人类历史留下

的蛛丝马迹的刘庆柱先生；有行万里路，跟踪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孔迈隆先

生。我们还将继续推选和宣传更多的人类学家。他们都是业界的典范，其成

果是人类学界宝贵的财富，其人生经历更足以激励后辈学者。本书收录了介

绍他们研究经历的文章，大多是自述的，也有代为整理的。这些研究经历是

后辈学者最好的学习榜样，对于热爱科学的普通读者也是特别有趣的故事。

为了体现“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的成就，我们也在本书中收录每一位

获奖者的代表作一篇，可以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到获奖者所研究的精彩内容。

衷心希望本书的整理出版，为人类学的发展起到更多的推动作用。

金 力
上海人类学学会会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副校长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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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生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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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围护在她身边，家庭困难到以野菜为生

的地步。幸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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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进复旦

苦难的童年里我无法正规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机会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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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的资助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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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在名古屋与二姐、三姐和妹妹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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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学什么、将来干什么？就这样懵懵懂懂走进了复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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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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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的裴文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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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在吴定良教授（左4）带领下考察周口店（左5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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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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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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独立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古脊椎所工作的主要收获

1966 年“文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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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连续 3 次赴鄂西山区对巨猿化石进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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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周

口店发掘我并未参加，当时古脊椎所的领导在全所大会上宣布由我来负责组

织这项研究，工作时限为一个月。我、张银运、赵资奎3人便开始了这项工作。

1966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实际是同一个体的1具额骨和1具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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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1936年在距1966年发掘点不远处发现的

2具头骨骨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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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头骨片相吻合，因此可以断定，这4具头骨片应属于

同一个体。将4具头骨骨片黏接起来，就形成后来的“北京人第6个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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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訚（也是从古脊椎所调去的）却是“单枪匹马”搞都搞不过

来。而且此时颜訚已经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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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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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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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我颇有些后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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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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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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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天山的雪 在安阳妇好墓复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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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学者松下孝幸在西安考古所人骨库房

在山东临淄人骨库房

在宁夏固原博物馆清理“史道洛”人骨

在广西邑宁整理顶狮山人骨材料

与日本学者真锅义孝（右1）及学生在青海湖边

在广州测量史前“番禺人”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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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日本46年后第一次访问日本

在日本山口县土井浜人类遗址博物馆的学术会上

与皮特·布朗教授在一起

与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山口敏在一起

在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校园里

参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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