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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小型马来源的遗传学和历史学研究

侯 文 通
(西北农业大学畜牧系

,

陕西杨陵
·

71 2 1 0 0 )

摘 要 通过血液蛋白质多态型的遗传学分析和历史学考证
,

认为东南亚小型马的来源

与中国西南马有着密切关系
,

是若干世纪民族迁徙
、

交往的结果
。

中南半岛
,

尤以泰国
、

缅甸各

国小型马为中国西南马的直接延伸
,

而南洋群岛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 )小型马
,

则源自中国东

南沿海的马种
,

也含有西南马的血液
。

关键词 血液蛋白质多态型
,

遗传学分析
,

民族迁徙
,

东南亚小型马
,

中国西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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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野泽 谦等人 lj[ 通过研究认为
,

中国固有马种是东亚
、

东南亚小型马的源

地
。

对此论点
,

我们根据 自己和国内专家对西南马若干地方类型
,

血液蛋白多态位点的检

测结果
,

以及搜集的国外一些小型马种的资料
,

进行了遗传学分析图
。

现结合历史学
、

民族

学
、

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史料
,

将西南马对东南亚 (泰国
、

菲律宾等 )小型马的影响
,

作简

要的概述
。

1 遗传学分析结果川

中国西南马
,

西欧
、

东亚
、

东南亚小型马 12 个马种 (地方类型 )3 个血液蛋 白质多态位

点的基因频率见附表
:

附表 A L b
、

T f
、

E
s

位点荃因频率分布

位 点 圣 因 绷 率

品种 (类岌 ) 代 号 A L b 丁 f SE
A L b ^

宁强烦马
(

n = 4 3 )

宁强 中型马
( n = 2 9 )

贵州矮马
(

n = 1 4 )

贵州中型马
( n ~ 4 4 )

广西烦马
( n 二 4 6 )

广西中型马
(
” ~ 3 2 )

N A 0
.

5 35 7

A L bB

0
.

4 6 4 3

T f ^ T f B T fC T f D T f￡ E S ^ E S B E S c E S D

0
。

1 2 7 9 0
。

3 9 5 3 0
.

0 9 3 0 0
。

23 26 0
。

15 12 0
。

1 97 6 0
。

68 60 0
。

11 6 4 0

0
.

3 9 6 6 0
。

6 0 3 4 0
.

1 3 7 9 0
。

5 1 7 2 0
。

2 4 1 2 0
。

0 3 4 5 0
.

0 6 9 0 0
.

2 1 4 2 0
.

6 6 0 6 0
。

1 2 5 2 0

0
.

4 4 2 9 0
.

5 5 7 1 0
.

11 4 3 0
.

6 0 0 0 0
。

0 8 5 7 0
。

1 0 0 0 0
.

10 0 0 0
.

32 0 5 0
.

4 4 8 7 0
。

230 8 0

0
.

3 5 29 0
。

6 4 7 1 0
。

13 23 0
.

4 7 0 6 0
。

0 8 82 0
。

1 2 50 0
.

14 0 6 0
。

3 5 2 9 0
.

4 5 59 0
。

1 9 12 0

淞QAcQ

0
.

2 8 2 6 0
.

7 1 7 4 0
.

2 9 3 5 0
.

4 4 5 7 0
。

0 5 4 3 0
。

1 0 8 7 0
.

0 9 7 8 0
。

3 5 8 7 0
.

3 5 8 7 0
。

2 8 2 6 0

0
.

4 0 6 3 0
.

5 9 3 7 0
。

0 4 6 9 0
。

5 7 8 1 0
.

1 0 94 0
.

1 2 5 0 0
.

14 0 6 0
.

3 2 8 1 0
.

2 3 4 4 0
.

4 3 7 5 0

北海道马

(
n ~ 10 5 )

0
.

3 9 0 5 0
.

6 0 9 5 0
。

20 4 8 0
。

3 7 1 4 0
.

18 57 0
。

0 4 29 0
.

19 5 2 0
.

17 22 0
.

6 2 7 8 0
.

0 1 4 3 0
.

1 8 5 7

0 0
.

8 3 5 8 0
.

8 2 4 3 0
.

1 7 5 7 0

GAGCKHKT

吐嘴喇马
( n ~ 9 1 )

雪特兰小型马
(

n = 32 )

海 克尼小 型马
( n ~ 1 3 )

菲律 宾马
( n ~ 9 1 )

泰国马
( n ~ 1 0 3 )

0
。

1 3 3 4 0
。

8 6 6 6 0
.

0 9 3 3 0
.

0 7 0 9 0

0
.

17 19 0
.

8 2 8 1 0
。

0 9 3 8 0
.

3 7 5 0 0
.

1 4 0 6 0
.

3 9 0 6 0
.

2 6 5 6 0
.

7 3 4 4 0

H 0
。

7 3 0 8 0
。

2 6 9 2 0
.

1 5 3 8 0
.

53 8 5 0 0
.

3 0 7 7 0
.

0 38 5 0
。

9 23 0 0
.

0 3 8 5

0
.

23 0 7 0
.

7 6 9 3 0
.

3 29 7 0
.

3 2 9 7 0
.

0 1 1 0 0
.

1 0 4 4 0
.

2 2 5 2 0
.

2 4 3 9 0
.

6 2 4 5 0 0
.

13 1 6

T h 0
.

3 3 0 1 0
.

6 6 9 9 0
。

1 7 4 8 0
.

5 8 2 5 0
.

0 6 3 1 0
.

1 1 6 5 0
.

0 6 3 1 0
.

3 8 8 3 0
.

6 1 1 7 0

收稿 日期
: 1 9 9 3

一 。一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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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列马种的基因频率
,

经标准化处理计算出欧 氏遗传距离
,

再依最短距离法进行

聚类分析 (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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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欧氏遗传距离聚类结果

上述聚类图为依次单群加聚
。

聚类的顺序不仅能反映马种间起源和生态因子相似性

的关系
,

而且也可以反映品种间的某些相互交流
。

如图所示
,

中国西南马与西欧
、

东欧
、

东

南亚小型马相互 比较
,

6 个地方类型间遗传距离相对较近
,

泰国小型马也表现了与西南马

极为相似的遗传关系
,

菲律宾小型马则次之
,

而东亚和西欧的小型马与西南马的遗传关系

相对较远
。

2 西南马传播有关史料的分析

2
.

1 东南亚民族分布现状的形成

东南亚民族分布的形成
,

比较复杂
。

史前的东南亚经过种族大迁徙
,

在新石器时代
,

南

太平洋系人种 (亦称印度尼西亚人种 )定居南洋群岛
,

构成了现今当地居 民的基础
;
中南半

岛上也多属南太平洋系人种
,

如安南 中
、

南部的占人
,

泥公河三角洲
、

东埔寨及循公河流域

中部的吉蔑人
,

马来半岛的马来人
。

只有泥南河流域和下缅甸为南亚语系孟
一

高棉语族的

孟人
,

伊洛瓦底江和锡唐河流域为与藏缅人有关的膘人
。

上述各种族
,

有些至今仍居住在

原地
。

有史 以后
,

在 中南半岛又发生了有决定意义的种族大迁徙
,

属汉藏语系的一些种族
,

从中国的西南
,

沿源于横断 山脉各河 流狭隘的河谷
,

向南慢慢地推进
。

公元初年
,

仅占东京

和安南北部的越南人 (京人 )
,

在 15 世纪将占人逐 出安南的中部
,

并于 17 世纪到达了泪公

河三角洲
; 渭南河流域的孟人

,

逐渐被南下的泰人所征服
,

13 世纪末
,

泰人终于建立 了较

大而统一的清迈王国
;而沿伊洛瓦底江流域分布的孟人

,

早在 9 世 纪就被缅人所征服
,

并

渐融于缅人
。

膘人则完全消失了
。

总之
,

这一经历了若干世纪的缓慢人 口 迁移
,

促使了征

服与被征服者之间大量的融合或同化
,

从而奠定了现今中南半岛各种族的实际分布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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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中南半岛民族与中国西南民族的关系

中南半岛的 民族从语言学分析
,

也为多重来源
。

其中很早进入半岛的南太平洋人种
,

为马来
一

波利尼西亚语系 (马来人 ) ;
古老 民族之一的孟人 为南亚语系 (高棉人 ) ;

有史以后

由中国西南迁入的汉藏语系的人种
,

影响最为广泛
。

现居住在中南半鸟的不少主要民族
,

都与中国西南民族渊源密切
.

如中国西南的彝

族
、

白族
、

纳西族
、

藏族
、

哈尼族等
,

他们同缅甸的缅族
、

缅甸北部山地的克钦族
、

克伦族
、

钦

族
,

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

与古代的羌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们

。

而云南的傣族
,

布依

族与泰国的泰族
,

老挝的寮族
,

缅旬北部的掸族同出一源
,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

为古代淮

人的后裔 5j[
。

至于越南人的起源
,

虽有争论
,

但普遍认为他们受中国的影响
,

比东南亚其他

各国更早
,

并混有中国华南蒙古人种 (淮人 )的血液
,

语言上也与泰语有密切关系
【3 〕 。

2
.

3 西南马的来源和中国西南养马民族

西南马的来源有着共同性
,

但 目前有两 种学说
,

一为元谋三趾马进化说 〔`一刀 ,

另一为

古羌人南迁所带
“

青海马
”
形成说

〔“ 一 ` 2 〕 。

笔者从后一说
,

认为西南马是随古羌人 由北 (陕

南
、

四川 )往南 (云南 )
,

再往东 (贵州
、

广西 )进行分布的
,

因而大规模的养马贵州和广西稍

迟
。

在中国的西南
,

养马的主体民族
,

正是与古羌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彝族
、

白族
、

纳西族

等
。

居住在云南西部的傣族
,

秦汉时他们的先民称哀牢夷
,

与南下氏羌系统的昆明人相互

杂居 13[
〕 ,

经长期的交往和征战
,

加之生产
、

生活的需要
,

傣族人也学会了养马
。

2
.

4 云南
、

贵州养马的一些史料

西南地区养马
,

历史上以四川和云南最早
,

规模最大
。

在云南
,

据考古发掘
,

已被驯化

了的马最早出现约为春秋时期 lt’ 〕
,

汉时已有一定规模
。

汉武帝时
,

司马相如
、

韩说奉使经

略 益州郡 (今滇西地区 )
,

便得牛
、

马
、

羊属三十万 1s[ 〕
。

东汉建武二十一年 (公元 45 年 )
,

刘

尚进军永昌郡 (今滇西地区 )得马三千匹 16[ 习
。

《后汉书
·

安帝纪 》载称
“

六年 (公元 1 13 年 )

春正月庚申
,

诏越裔置长利
、

高望
、

始 昌三苑
,

又令益州置万岁苑
,

键为置汉平苑
” 。

国家养

马场的建立
,

说明了这些地区已成为当时的养马中心
。

樊绰所著《蛮书 》 (即云南志 ) 中
,

详

细记载了唐代南诏政权兴起时
,

云南各地 已普遍养马
,

其中对现傣族聚居的滇西地区写

道
, “

自澜抢江以西…其种并是望直子
,

俗尚勇力
,

土又多马
” 。 “

藤充 (今云南腾冲 )申肤 (今

腾冲古勇 )亦产马
” , “

望直子蛮
,

在澜沧江以西
,

其人勇捷
,

善于马上用枪铲
。

骑马不用鞍
。 ”

南宋
“

市马
” ,

除秦马
、

川马外
,

广马也占一定比重
,

其中以大理马为名贵
。

宋
·

范成大 《桂海

虞衡志
·

兽志 》记载
“

蛮马出西南诸蕃…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
。 ”

晚至明代
,

仍在云南永胜

县设置军马场
,

可见国家对优质云南马之重视
。

贵州产马
,

因其闭塞
,

史书记载极少
,

可能唐代以前还少有马
.

南诏政权的建立
,

促进

了经济的交流
,

据樊绰《蛮书 》记载
,

滇东和黔西
“

两奉蛮土多骏马
” ,

表明彝族的先民已将

滇东马引入贵州
。

宋代实行
“

市马
”

制度后
,

黔西马不仅得到了发展
,

而且始见出名s[]
。

2
.

5 东南亚小型马与西南马之关系

东南亚原不产马
,

马匹均由外部输入
。

如前所述
,

横断山脉各河流的河谷
,

长期以来用

于民族的迁徙
,

同时它也是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的通道
,

于是西南马就随着这些活动进

入 了缅甸
、

泰国
、

老挝
、

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各国
,

另自汉唐起
,

因对外贸易之需
,

又开辟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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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云南
、

缅甸进入印度的古代著名的
“
西南丝绸之路

” ,

沿途商贾不绝
,

全靠马匹运输
,

这使中国古代的社会文明和物质文化得以传播
,

同时也促进了西南马分布的扩延
。

在 17

世纪泰人建立 了强大的大城王国
,

国王通常能召集一支包括 20 万士兵
、

2 万匹马和 2 万

头象的军队 l[ ’ 〕
,

可见这时养马业 已很发达
。

中国和南洋群岛的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
,

早在 2 0 0 0 多年 以前就有贸易往来
,

从马来

半岛越海甚为方便
。

海上航行多沿海岸
,

利用季风直接横渡南海
,

直至 5 世纪才见史载〔 , 〕
。

马匹何时输入群岛
,

早期史料难以查到
。

宋
·

《太平御览 》卷 35 9 记有
“
加营 (可能即歌营

,

现苏门答腊东南部某地 ) 国王好马
,

月支贾人以舶载马到加营国
” ,

当时马仍为珍稀之畜
,

西南马的输入可能要晚于此时
。

10 世纪时
,

中国与南洋群岛的贸易已相当频繁
。

对马匹流

入南洋群岛影响最大的应是 14 世纪以后
,

中国东南沿海大批华侨的多次移 民
,

这不仅给

印度尼西亚带去了先进 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

同样也给菲律宾带去了牛
、

马
、

粮食
、

水

果
、

五金
、

纸
、

竺墨炸 用品
,

促进了该地经济的发展 〔’ “〕
。

中国东南蒯 区养马已久
,

唐宋时已设牧监 e[]
。

闽南马来源较杂
,

含有一定的西南马血

液
,

宋代称为
“

洲屿马
” ,

而广东的马则是西南马的直接延伸
。

3 结 语

无论从遗传学分析
,

还是从 民族迁徙
,

交往的史料记载
,

均证实了中国西南马对东南

亚各国小型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

其中对泰国 (缅甸 ) 小型马的关系最为直接
,

而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小型马因含有闽南马的血液
,

西南马对它的影响不及泰国小型马
。

关于东亚 ( 日本 )土种小型马的来源
,

今后仍需对蒙古马进行遗传学的研究和历史学

的考证
,

才能得到最后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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