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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世界上最早的古 DNA
检测，或可追溯至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家对马
王堆汉墓古尸进行了核酸
的分离与鉴定，并发表了首
篇有关古 DNA 的研究报
告，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
古 DNA 的研究术语，因而
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

国外古 DNA 检测技
术成熟的标志，则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广为人知的“尼
安德特人 DNA 检测”，人
类学家对其进行 DNA 全
序列检测后发现，它跟现代
人只是“表亲”，而非现代人
的祖先。2009 年，德国科学
家更绘出了尼安德特人全
基因草图。此后，在俄国末
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下
落追寻、哥伦布血统考证等
著名历史公案中，屡屡可见
DNA 考古的身影。

在李辉之前，复旦大学
人类学实验室也已经和历
史有了多次邂逅。其中和吉
林大学合作、通过古 DNA
检测确定了“楼兰美女”的
血统，标志着国内古 DNA
提取技术的成熟。

吉林大学的周慧博士
带领的研究小组随后也发
表研究结果称，小河墓地的
木乃伊是黄种人和白种人
的混血，他们同时拥有着欧
洲和西伯利亚的遗传标记，
因此推断他们有可能来自
于国外。专家们由此推测：
欧洲和西伯利亚人种很可
能是 4000 年前进入塔里木
盆地定居，并相互通婚。这
意味着，东西方人类文化交
流可上溯至 4000 年前，而
不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辟
丝绸之路才开始。

格延伸阅读

DNA 考古成

历史公案鉴定者

目前全国存有的 215
种曹氏族谱中，上海图书馆
保有其中的 118 种。韩昇所
在团队从这些珍贵的曹氏
宗谱整理出有价值的部分。

从宗谱上得出的曹氏
后裔分布图，同历史走向大
致吻合。

曹操一族可追溯至西
汉名将曹参，他是江苏沛郡
人，刘邦、曹参、夏侯氏等军
功集团在两汉时期始终居
于此地。五胡十六国时期，
北方大族南迁至长江流域，
曹氏家族亦在长江一带分
为几堂。

最后，韩昇和他的团队
将采样地区定为 12 个———
宗谱记载曹氏家族后代聚
居的上虞、泾阳、亳州、余
姚、宜兴、镇江、万载、益阳、
资兴、歙县、绩溪，以及可能
有曹参后裔残留的沛县。

古曹氏主要在汉时名
为沛郡的地方活动，也就是
如今江苏北部、安徽的一部
分、河南到山东交界地区。
从族谱的反映情况来看，此
后曹家发生了很大的迁徙，
方向往南走的居多，且主要
是分布在长江流域，如浙江
的东阳、萧山、绍兴、余姚、
金华，江苏的宜兴、镇江，安
徽的歙县、绩溪，湖南的郴
州、益阳、长沙，还有上海。

据《看历史》

从曹氏宗谱中

寻找迁徙路线

争议一：

DNA 能查出曹操？
回应：家族都有独特基因密码

“姓曹的，复旦大学喊你回去
验 DNA ！”——— 有网友如此戏谑
道。对于课题组的做法，人们最直
接的质疑便是，DNA 检测是否靠
谱？

对此，李辉解释了其中的科学
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男性有着与
父系祖先相同的基因密码，每个家
族都可以找到一个独特的SNP( 单
核苷酸多态)。在人类繁殖过程中，
Y染色体永远是父子相传的，子代
能完整地继承父代的Y染色体主干
而不受混血影响。在父子代代相承
的传递过程中，Y染色体会慢慢地
积累着变化，其突变形成的两大类
个体差异之一便是SNP。

但是，SNP突变的速率极低，
每17次传代才发生一次，可以在后
代中永久地保留。研究表明，每出
生一个男子，一个染色体位置上发
生SNP突变的概率大约为三千万
分之一，在同一个点上，再次发生
突变的概率为九百万亿分之一，相
对人类自古以来的人口，这个概率
近乎等于零。因此，只要检测足够
多的曹姓男子DNA，研究人员便可
以找到曹操家族应有的独特SNP，
然后再和“曹操墓”出土人骨DNA
中的Y染色体对比验证，就能得到
“要么是曹操，要么不是曹操”的结
论。至于检测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需抽取 2 毫升血液即可检测。

争议二：

古代 DNA 也能测？
回应：“楼兰美女”就是明证

即使 DNA 检测是靠谱的，但
“曹操”遗骨已有两千年了，又如何
能进行检测？

对此，李辉表示，实验室有非
常先进的古代DNA分析室。而实际
上，这项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
成熟了，国际上已能对两万年内的
骨骼DNA进行分析研究。2007年，
李辉的课题组曾在一具新石器时
期遗骨上成功提取了Y染色体。他
告诉记者，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曹
操”遗骨受到了现代人的DNA污
染，也没有必要担心它残破不全，
因为“我们如果拿到这个骨头的话
肯定要对表面进行清洗，把表面的
DNA清洗掉，然后在隐蔽的位置钻
一个小孔，对里面的DNA进行分
析。除非这个骨骼已经破成粉了，
或者完全被铜锈浸染过之后破坏
了里面的 DNA ，但从目前的照片
上看，好像没有这个现象”。

那么，如果直接拿曹操的儿子
曹植的骨骼来做对比检测岂不是
更能够鉴定亲子身份，何必绕个大
弯呢？

对于这一说法，李辉表示：“这

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古DNA和现代
的检测完全不同，古DNA是无法用
现代的医学方式去检测，哪怕拿到
了曹植的骨头，也无法用来鉴定曹
操的骨头是不是真的。”事实上，
1958年山东出土的曹植骨骼，已经
下落不明。

其实，DNA 考古并非什么新
鲜事物。早在 1980 年，湖南医科大
学就从马王堆汉墓的女尸中提取
出了DNA和RNA。2003 年至2005
年间，考古学家在罗布泊楼兰墓地
陆续发掘出了数十具古尸，其中最
受瞩目的就是“楼兰美女”，从外貌
特征上来看，她是典型的北欧人
种。然而，经DNA检测发现，这是典
型的东方人遗传特征，由此确定了
“楼兰美女”的东方血统。

争议三：

一场炒作一场秀？
回应：DNA 检测还需考古辅证

时至今日，课题组方面只是与
河南安阳方面通过电话，双方就
DNA检测“曹操”骸骨事宜并未有
实质性的进展。

李辉表示，这是因为现在还没
有这个需要，“第一步先在现代人
里面做，做完了以后可能先去做跟
曹氏相关的其他古DNA的分析，得
出一些成功的检测结果以后，我们
再去考虑跟河南文物部门进行联
系，我们必须有一个样本出来之
后，才可以对这么珍贵的曹操骨头
进行检测”。

于是，许多网友甚至专家出面
炮轰称：“只是一场炒作一场秀”。
实际上，李辉等人坦承，DNA检测
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它只能证明
“曹操”骸骨究竟是不是曹姓男子，
得出的结果还需要与历史学与考
古学角度互相论证。而韩昇认为，
如果DNA检测结果表明它是曹氏，
与墓葬的年代规模以及骸骨的年
龄等众多考古和历史证据相印证，
“那么，这个墓基本上就可以断定
是曹操的。”

争议四：

无厘头学术研究？
回应：人类基因谱系将破解历史

对于课题组的计划，许多网友
称被“雷到了”，认为这么做的企图
只能是“向上面忽悠一大笔钱”。而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王月丹博士也
在博客上称其为“无厘头”的科学
研究，甚至质疑这条消息的真实
性：“一个重点实验室，却去做这种
不靠谱的研究”？

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李辉
说：“那完全是从外行的、不科学的
角度去评论。”他告诉记者，实验室
有一个计划叫基因地理组计划，是
由国家地理牵头、IBM赞助的一个
国际协作计划，就是分布在全球各

地的15 个顶级的分子人类学实验
室共同参与，分担全世界人群民族
家族的研究任务，勾画出一个非常
庞大的全球人类发展脉络的谱系
树。这就需要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
采样，对不同的姓氏有代表性的人
进行从头到尾的分析。因此，DNA
验证曹操墓只是该计划中很小的
一部分，因为正好遇到了，便先从
这里着手而已。李辉表示，这项研
究不但对历史学有帮助，对自然科
学的研究等也很重要——— 比如，人
类进化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进化过
程中的地方病、家族病、流行病到
底是怎么出现的？至于该课题科研
经费的来源，李辉表示，目前主要
来自国际协作计划和复旦大学。

而在韩昇看来，通过此次DNA
检测，历史学家或许能以全新的方
式勾勒出整个曹操家族的迁徙分
布，从中更可获得中国人口变迁史
的全新解读。凭借人类学家的帮
助，一些历史悬案也许都可以获得
解答。

争议五：

曹操本姓夏侯？
回应：曹操之父其实出自曹氏

按照历史记载，曹操的祖父曹
腾，在东汉官至大长秋，为宦官之
首，位高权重，曹操父亲曹嵩是他
的养子，因此，曹操的真实身世，一
直为人津津乐道。东吴人写的《曹
瞒传》中称曹操之父曹嵩为“夏侯
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与惇
为从兄弟”，晋人郭颁《世语》也沿
袭此说。许多人由此质疑：曹操本
姓夏侯，检测曹姓 DNA 不可行。

对此，韩昇解释说：作为严肃
的史学家，陈寿作《三国志》里并
未提过曹操是夏侯家，而《曹瞒
传》是曹操的对手吴国人所作，传
说成分居多。韩昇表示，曹腾位高
权重，且出自谯县旧家，他养子继
承官爵封地，决不会随便。按照当
时过继承宗的基本原则，当然是
从本宗他房中过继。韩昇调查发
现，曹家有从本宗的兄弟家过继
的传统，这完全符合中国人家族
传统的过继原则。在曹操的儿子
中，有6 个过继承宗的例子，无一
例外，均取兄弟之子。曹丕儿子
中，有4 个过继的例子，也全都来
自兄弟之子。至于曹操第三、第四
代中的过继事例，也毫无例外地
来自本宗。

记者了解到，课题组一开始便
同时征集曹姓和夏侯姓男子作为
志愿者参与DNA检测。虽然从历史
学的角度韩昇已经排除了曹嵩是
从夏侯家过继来的，曹操并非夏侯
后裔，但他表示：“最后还要看李辉
老师的 DNA 检测的结果。”

李辉向记者透露，DNA 样本
采集 7 月 15 日便将截止。之后，将
进行集中检测。他透露，结果预计
将在两个月内公布。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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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的五大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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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NAA 验验曹曹操操墓墓
是是无无厘厘头头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