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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运动类型研究

———探索临高人的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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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海南省临高人 ５４６ 例(男 ２７８ 例ꎬ女 ２６８ 例)的卷舌、叠舌、翻舌、尖舌和三叶舌共 ５ 项舌运动类型ꎬ
得出临高人各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和基因频率ꎬ与各族群舌运动类型出现率比较ꎬ结合语言、族源等方面ꎬ分析

临高人的族属问题. 结果:临高人卷舌率为 ５７.９％ꎬ叠舌率为 ８.２％ꎬ翻舌率为 ２１.６％ꎬ尖舌率为 ６６.１％ꎬ三叶舌率

为 ２.２％. ５ 项舌运动类型中ꎬ仅尖舌在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临高人卷舌基因频率 Ｒ＝ ０.３５１ꎬｒ＝ ０.６４９ꎻ叠
舌基因频率 Ｆ＝ ０.０４２ꎬｆ＝ ０.９５８ꎻ翻舌基因频率 Ｔ＝ ０.１１５ꎬｔ＝ ０.８８５ꎻ尖舌基因频率 Ｐ＝ ０.４１８ꎬＰ＝ ０.５８２ꎻ三叶舌基因

频率 Ｃ＝ ０.０１１ꎬｃ＝ ０.９８９.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ꎬ临高人舌运动类型出现率与仫佬族、广东汉族接近. 临高人民族成

分由汉族、黎族、傣族、壮族融合组成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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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西北部有一个因操“临高话”被称为“临高人”的族群. 临高人狭义上是指临高县境内讲临高话

的人ꎬ广义上指居住在海南省北部(偏西)操临高话的居民[１] . 临高人是未识别民族ꎬ其族属争议较大ꎬ目
前尚未确认其民族属性.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有关学者专家就曾对海南临高人的语言、社会历史、民族识

别等进行过调查ꎬ目前临高人的民族识别问题虽经调查研究ꎬ但族属仍难确认[２] . 关于临高人的族属问

题ꎬ有学者主张临高人为壮族的一支ꎬ语言学家依据其语言与壮语接近ꎬ认为其可能来自两广地区ꎻ临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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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大陆汉族地区迁来的ꎬ是汉族ꎻ另有学者认为临高人是由汉族、黎族、傣
族、壮族融合组成的[３] . 舌运动是在舌外肌协调下ꎬ由舌内肌的舒缩运动产生的一系列特殊活动ꎬ不同人

群的群体遗传素质差异导致舌运动类型(卷舌、叠舌、翻舌、尖舌、三叶舌)出现率不同[４] . 舌运动类型是经

典的群体遗传学研究指标ꎬ可以用来探讨族群间亲缘关系远近. 本文通过对临高人舌运动类型的调查分

析ꎬ得出临高人各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和基因频率ꎬ从人类群体遗传学方面ꎬ为临高人民族识别问题提供

一定数据以作佐证.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在海南省临高县调查了 ５４６ 例(男 ２７８ 例ꎬ女 ２６８ 例)高中生ꎬ调查项目为卷舌、叠舌、
翻舌、尖舌、三叶舌. 被调查者均为世居当地三代以上的临高人. 调查前ꎬ先向被调查者演示各种舌运动的

类型ꎬ待其了解并反复练习后ꎬ再进行正式调查ꎬ调查方法与判断标准参考«人体测量方法» [５] . 实验数据

使用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１.５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进行处理ꎬ采用 ｕ检验和 χ２ 检验的方法分别进行性别间和群体间的差

异性检验.

２　 结果

临高人 ５ 项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及性别间 χ２ 检验见表 １. 本文将海南汉族、广东汉族、四川汉族、闽东

语族群(福建汉族)、浙江汉族、贵州革家人、广西仫佬族、贵州布依族、云南傣族(数据未发表)、海南黎族

(数据未发表)１０ 个族群[６－１３]与临高人 ５ 项舌运动出现率进行比较(百分比和 ｕ检验)的结果见表 ２. 临高

人与其他族群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１.
表 １　 临高人 ５ 项舌运动类型出现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ｖ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ｏｎｇｕｅ’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ｎｇａｏ

Ｓｅｘ Ｎ
叠舌

Ｒ Ｎ

卷舌

Ｒ Ｎ

翻舌

Ｒ Ｎ

尖舌

Ｒ Ｎ

三叶舌

Ｒ Ｎ

男
ｎ
％

１５８
５６.８

１２０
４３.２

２７
９.７

２５１
９０.３

５８
２０.９

２２０
７９.１

１６５
５９.４

１１３
４０.６

５
１.８

２７３
９８.２

女
ｎ
％

１５８
５９

１１０
４１

１８
６.７

２５０
９３.３

６０
２２.４

２０８
７７.６

１９６
７３.１

７２
２６.９

７
２.６

２６１
９７.４

合计
ｎ
％

３１６
５７.９

２３０
４２.１

４５
８.２

５０１
９１.８

１１８
２１.６

４２８
７８.４

３６１
６６.１

１８５
３３.９

１２
２.２

５３４
９７.８

χ２ ０.２５２ １.６１９ ０.１８７ １１.５６９∗∗ ０.４２０

Ｐ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注: χ２ 值为临高人男女间比较的 χ２ 值ꎬ∗０.０１<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Ｐ<０.０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２　 临高人与 １０ 个民族 ５ 项舌运动类型出现率的比较(ｕ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ｖｅ ｔｏｎｇｕｅ’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ａｏ ｗｉｔｈ １０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ｕ￣ｔｅｓｔ)

族群
叠舌

％ ｕ

叠舌

％ ｕ

翻舌

％ ｕ

尖舌

％ ｕ

三叶舌

％ ｕ

临高人 ５７.９０ ８.２０ ２１.６０ ６６.１０ ２.２０
海南汉族 ４７.９８ ２.９５∗∗ ５.１２ １.８２　 １６.１７ ２.０４∗ ６０.１１ １.８６　 ２.９６ ０.７３　
广东汉族 ５２.５４ １.７１ ４.２４ ２.６１∗∗ １８.８６ １.０９ ６９.４９ １.１５ ６.３６ ３.３３∗∗

四川汉族 ６４.７９ ２.２９∗ ５.４３ １.７９ １９.９２ ０.６７ ６０.１６ １.９９∗ ２.２１ ０.０２
福建汉族 ６３.１４ １.５４ １８.７３ ４.６０∗∗ ４３.５０ ６.８７∗∗ ５７.４０ ２.５９∗∗ １.８１ ０.３９
浙江汉族 ６９.２０ ３.６７∗∗ １９.８０ ５.３０∗∗ ３６.００ ４.９９∗∗ ７６.５０ ３.５７∗∗ ９.６０ ５.０５∗∗

客家人 ６３.０５ １.２８ ６.９０ ０.６１ ３４.４８ ３.６１∗∗ ６７.９８ ０.４８ ３.４５ ０.９７
仫佬族 ５３.０７ １.３６ １０.０３ ０.８８ ２１.３６ ０.０９ ６６.３４ ０.０７ ５.１８ ２.３５∗

布依族 ６０.３０ ０.７０ ４.３８ ２.１８∗ １５.３１ ２.２７∗ ５９.６９ １.９０ ７.８１ ３.９４∗∗

傣族 ５８.９３ ０.３１ ４.４６ ２.１６∗ １０.７１ ４.１４∗∗ ５５.９５ ３.０２∗∗ ３.５７ １.２２
黎族 ５５.８０ ０.４７ ６.４０ ０.７５ ２２.４０ ０.２２ ５３.８０ ２.８１∗∗ ４.５０ １.５５

　 　 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０.０１<Ｐ<０.０５)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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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临高人 ５ 项舌运动类型的调查

据表 １ꎬ临高人卷舌率:男 ５６.８％ꎬ女 ５９％ꎻ叠舌率:男 ９.７％ꎬ女 ６.７％ꎻ翻舌率:男 ２０.９％ꎬ女 ２２.４％ꎻ尖
舌率:男 ５９.４％ꎬ女 ７３.１％ꎻ三叶舌率:男 １.８％ꎬ女 ２.６％. ５ 项舌运动类型中ꎬ仅尖舌在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根据 Ｓｔｕｒｔｅｖａｎｔ[１４]、Ｕｒｂａｎｏｗｓｋｉ[１５]、Ｈｓｕ[１６]、杨康娟[１７]、Ｗｈｉｔｎｅｙ[１８]等人研究发现ꎬ卷舌由一对等位基因

控制且卷舌对非卷舌为显性ꎬ叠舌由一对等位基因控制且叠舌对非叠舌为隐性ꎬ翻舌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且翻舌对非翻舌为隐性ꎬ尖舌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且尖舌对非尖舌为显性ꎬ三叶舌对非三叶舌为显性ꎬ则临

高人卷舌基因频率 Ｒ ＝ ０.３５１ꎬｒ ＝ ０.６４９ꎻ叠舌基因频率 Ｆ ＝ ０.０４２ꎬ ｆ ＝ ０.９５８ꎻ翻舌基因频率 Ｔ ＝ ０.１１５ꎬ ｔ ＝
０.８８５ꎻ尖舌基因频率 Ｐ＝ ０.４１８ꎬＰ＝ ０.５８２ꎻ三叶舌基因频率 Ｃ＝ ０.０１１ꎬｃ＝ ０.９８９.
２.２　 临高人 ５ 项舌运动类型出现率与其他族群的比较

与其他 １０ 个族群的舌运动类型出现率比较可知(表 ２)ꎬ临高人卷舌率(５７.９％)高于海南汉族、广东

汉族、仫佬族、黎族ꎬ与海南汉族、四川汉族、福建汉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０１<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ꎬ叠
舌率(８.２％)低于福建汉族、浙江汉族、仫佬族ꎬ与海南汉族、四川汉族、客家人、仫佬族、黎族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ꎻ翻舌率(２１.６％)低于福建汉族、浙江汉族、客家人、黎族ꎬ与广东汉族、四川汉族、仫佬族、
黎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尖舌率(６６.１％)低于广东汉族、浙江汉族、客家人、仫佬族ꎬ与四川汉

族、福建汉族、浙江汉族、傣族、黎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０１<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ꎻ三叶舌率(２.２％)仅低

于福建汉族ꎬ与广东汉族、浙江汉族、仫佬族、布依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０１<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 比较

１１ 个族群舌运动类型出现率ꎬ临高人的卷舌出现率中等偏低ꎬ叠舌出现率中等偏高ꎬ翻舌出现率、尖舌出

现率中等ꎬ三叶舌出现率很低.

图 １　 １１ 个族群舌运动类型的聚类图

Ｆｉｇ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ｏｎｇｕ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１１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２.３　 临高人与 １０ 个族群 ５ 项舌运动类型的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 Ｗａｒｄ 聚类法ꎬ对 １１ 个族群进行聚类分

析ꎬ探讨族群亲缘关系的远近.
聚类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ꎬ１１ 个族群可以分为 ３ 个组:

临高人、仫佬族、广东汉族为第 １ 组ꎻ布依族、傣族、四川

汉族、海南汉族、黎族为第 ２ 组ꎻ浙江汉族、客家人、福建

汉族为第 ３ 组. 临高人舌运动类型出现率与仫佬族、广
东汉族最为接近.

３　 讨论

临高语与仫佬语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ꎬ有研究学

者认为临高人是自两广入迁琼西北ꎬ其后ꎬ它们又与原来的居住民及后来的南迁人不断融合ꎬ形成了当今

的临高人[１９] . 詹慈[２０]认为临高人是骆越、俚人的后裔ꎬ与古代广东西南部和广西南部壮族一脉相承. 符其

武[２１]也曾提到临高人是在距今 ３ ０００ 年前ꎬ从两广“骆越”族人聚集的地区迁居海南. 张介文[２２] 在«仫佬

族族源探讨»中认为ꎬ仫佬族原始族属渊源于骆越. 温远涛[２３] 的«仫佬族族源新探»中提到仫佬族源于伶

人ꎬ而伶人源于百越的西瓯与骆越. 陈江[２４] 认为临高人体质特征与汉族接近ꎬ应该与广东人一样同属汉

族ꎬ是汉族的一部分.
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以血型分布作为划分种族、判别民族亲缘关系远近的标准之一ꎬ根据徐文龙[２５] 对

海南岛地区各民族血型的研究ꎬ得出临高人 ＡＢＯ 血型分布与壮族较为密切ꎬ海南岛各民族处于一定的婚

配隔离状态ꎬ混杂程度很小. 舌运动与遗传因素有关ꎬ不受地域环境因素影响ꎬ本文分析各族群舌运动类

型的出现率ꎬ结果显示临高人与海南汉族、黎族 ５ 项舌运动类型出现率的差别较大ꎬ说明临高人与海南汉

族、黎族的基因交流程度相对较低ꎬ与徐文龙的结论相符.
本文得出临高人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及基因频率ꎬ结合语言、族源等方面ꎬ分析临高人的族属问题ꎬ认

为临高人源于骆越ꎬ主要从两广地区迁至海南ꎬ与仫佬族、广东汉族最为接近ꎬ民族成分复杂ꎬ不独属于汉

族或是壮族的一支ꎬ由汉族、黎族、傣族、壮族融合组成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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