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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

开启基因研究
像电影《巴别塔》一样，几件看似毫无关

联的事情在不同地点同时展开，彼此间又隐
藏着某种必然联系，且互为契机。

!""#年末，河南省安阳市宣布发现了曹
操墓，出土了一男两女 $具尸骨，考古人员推
测男尸可能是曹操。消息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质疑者众。当时没有曹操家族 %&'特征作对
照验证，遗传学无法就遗骸做出判断。那么能
否找到明确的曹操家族 %&'特征，以分析曹
操的身世？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正在积极推进历史
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期望使用遗传学工具来
准确定位历史上的民族和家族，解决单纯的
历史学方法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文
理科跨学科的合作尝试。
“当时，我们只是海阔天空地谈，感谢曹

操墓，让我们有了一个突破口。”复旦大学历
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
昇说。他和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教授李辉共同领导了复旦历史学和人
类学联合课题组“曹操家族 %&'研究”。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曹姓人口共 (("

万，这个数量作为研究对象正好，不多不少。
做隋唐研究的韩昇最想解开李姓之谜，但李
姓人口过亿，样本量太大，不敢轻易动手。

!""#年，复旦大学“曹操家族 %&'研究”
开启后不久，研究人员到旺川采了血样。到旺
川采血样的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博士后严实回忆，他和另一个复旦大
学研究生到旺川，通过当地政府联系，找到旺
川村曹氏后人。调查表明旺川曹氏分为 )房，
当时只找到其中 *房。曹健在他的《绩溪旺川
曹姓》一文中这样记录了这个故事。
“!""#年，复旦大学课题组来我们旺川，

从旺川曹氏 ++个行派中筛选出德公派曹立
煌、珙公派曹善保、琇公派曹晚成和琏公派曹
根生四位男性志愿者采集了静脉血样本。”

找谱“宽进严出”
“史学研究的终点往往是生命科学研究的

起点。”韩昇说。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韩昇和他
的学生对全国 !),个曹姓家谱!其中 !!"部在

上海图书馆"其他从民间征集而来#做全面的
梳理研究，并参照史书和地方志，找到曹氏迁
徙的线索。比如曹氏各分支的祖先以及现居住
地与历史记载上曹操后代的流向能不能相吻
合。随后，课题组筛选出 ,支持有家谱、经过
史料分析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

在找谱的时候，韩昇一反传统历史学
从文本上精细筛选的思路，采用“宽
泛”原则，使他受到传统历史学家的
指责。
“我们找到最早的曹氏族谱不

超过明代，之前的谱由于各种原因
遗失了，修谱的人只能凭记忆写，不一
定准确。还有些曹氏，有意回避自己是
曹操的后人，再加上《三国志》记载曹操是曹
参的后人，有曹氏直接就将自己记作曹参的
后人，并抹去了曹操的痕迹。”韩昇说，收集来
的谱中，还有很离谱的，比如将曹丕当成了曹
操的孙子而不是儿子。
“如果按历史学的做法，这些族谱可以全

部排除光，但在历史人类学的科学实验研究
上，结论先行的排除法很可能将一支真正的
曹操后人排除出去了。”所以，韩昇选谱的原
则很简单：只关心谱上对应的人在不在，姓不
姓曹，他是不是真的曹操后人，我不管。
原则虽然简单，操作起来也绝非易事。复

旦大学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泡在上海图
书馆找谱，要搞清楚每个谱的来龙去脉及今
天的落脚点，给后续血样采集提供方向。

最后，在全国各地采集了 (#个曹姓家族
的 !,"名男性和 **-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
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

比对遗传密码
族谱是家族的神秘符号，%&'分子则是

我们的遗传密码。人体大部分组织和细胞中
间，都存在 %&'分子。有一段 %&'分子在遗
传中几乎不变，那就是男性体内独有的 .染
色体。在一个家族中间，.染色体总是代代相
传的，除非发生了收养、过继、入赘等情况，否
则不会改变。
由父子相传的 .染色体相对稳定，然而，

在传承过程中，链条上的某些点会发生随机
突变，其中一种突变类型叫 /&0。

/&0的突变非常非常慢，这个点上突变
以后，要三千万代才会再突变。也就是说，在
祖先里产生以后，它在后代里不会丢失。这种
突变被科学家称为遗传标志。

如果在现代疑似曹操后人的 %&'上，找
到一个疑似 /&0位点，再拿到古代的曹氏家
族骨骼样本，不管它的 %&'断裂成多少碎
片，只要比对、鉴定这个位点，就能得出准确
结论。

%&'的检测过程是极其严格的。为了避
免外来 %&'混入，在复旦大学 %&'检测实
验室里，!*小时有紫外线照射，定时用盐酸、
硫酸杀灭细菌。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时，要全
身防护，看上去像宇航员，生怕哈出来的气把
基因给污染了。女性身上不带 .染色体，所以
只有女性能进入实验室，这还不算，还要担心
她是不是有男朋友、会不会恰好吃了公猪的
肉……李辉笑说，当然这有些夸张，但巧的
是，做实验的几名女研究人员恰好完全符合
所有苛刻要求。

对曹操祖辈的古 %&'样本检测更严格。
李辉介绍：“我们非常小心地钻一个小孔取一
层，再清洗，保证是从最里面取的样，不会有
考古人员留在遗骨外部的 %&'成分。通常，
对古 %&'的检测做两三次足够了，但为了保
证准确性，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做一遍，一共做
了 -次，每次结果都无差别。”

真是夏侯后人？
曹操扑朔迷离的身世，使研究过程更加

难以预料。据史书记载，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
汉著名宦官，曾抱养一个孩子，就是曹操的父
亲———曹嵩。也就是说，曹操也许根本不姓
曹。而曹操的政敌吴国人为了丑化曹操，写了
一本书叫《曹瞒传》，书中传说曹嵩来自夏侯
家。由于被《三国志》引用，这种说法广为流
传。夏侯家的夏侯惇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关系
非同一般。曹操有可能是夏侯家抱养的吗？

不过，韩昇认为，中国人的过继原则是从
最亲的人那里过继，曹腾有 *个兄弟，他不太
可能从夏侯氏抱养一个孩子。此外，夏侯家和
曹家世代通婚，也成为了曹嵩不可能出自夏
侯家的理由。

虽然历史学家推断如此，但 %&' 比对
时，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结果。

浙江一个村子全是曹姓，并有家谱明确记

载自曹操以来的每一代人的演变。但血样分析
发现，他们的 .染色体类型全部都是 1+2+型。
这让李辉想起姒姓群体的基因，他们的主要类
型是 1+2+。姒姓，传说是大禹的后代，而夏侯
氏则尊称大禹为始祖。李辉马上在上海地区
召集了几名姓夏侯的志愿者，结果大吃一惊，
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是 1+2+类型。
难道，那个千年的传说是真的？
随着样本的增多，李辉发现 1+2+类型在

江浙一带很常见，占到总人群的 $"3。数例江
浙地区的曹姓和某些夏侯姓 1+2+一致，可能
是一种巧合。曹操是否拥有夏侯的血统？遗传
学上，目前并没有数据支持。

在确认曹操后代的同时，他们还用同样
方法验证了汉代丞相曹参的家族基因与曹操
家族基因没有关系，从而证明曹操是曹参后
人的说法有误。

发现O2*-M268
! ! ! !持续一年时间，血液分析结果终于逐渐
清晰。

一个偶然，在对安徽舒城一曹姓家庭的
血样检测中出现。在这支高度聚集、拥有族
谱、自称是曹操之后的曹姓人群中，测出了一
个位点———4!-,。
“这个点非常罕见。”李辉说，这顿时引起

了他的警觉。在他们实验室 !"多万份人血样
本中，4!-,也非常少见，所以早期做曹操家
族分析时，根本没做这个点。

这一次，4!-,就像密码，在一个自称曹
操后人的家族中集中出现。而在此之前，检测
的自称曹操后人的样本里，不少都出现了一
种 1 型下的未定型，4!-, 正是 1 型下的一
个位点。李辉马上调查以前的那些家族
样本，结果发现这些未定型全部都是
4!-,。

在历史学研究提供的 , 支曹氏
家族里，有 -家拥有一个相同的 .染

色体类型 1!564!-,。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家
族的频率达到了 ()7。而这个类型在普通人
群和在其他曹姓里面，连 )3都不到。

这 ,个家族中有 (个自称曹操后人，李
辉说，我们发现这个类型是曹操基因的可能
性达到了 #!3。
基于寻根问祖的热情，后来又有曹操后

人主动前来要求检测，最后得到确定的增加
到 #支，使这个类型是曹操基因的可能性提
高到了 #)3。
“但光做曹操后人还不能把曹操基因的

类型定到 +""3。”李辉说。他曾专门走访当年
发掘曹操儿子曹植和曹操宗族墓群的相关人
员，试图收集到曹操宗族的遗骨，但都以失败

告终。事情在 !"++年有了转机。安徽亳州文
物局和亳州博物馆提供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
代挖掘的曹氏家族元宝坑一号墓出土的两颗
牙齿，这已被考证是曹操的叔祖父河间相曹
鼎的遗骨。安徽亳州是曹操的老家，有大量曹
氏宗族墓地。%&'检测显示，它的 .染色体
类型与曹操后代的 .染色体类型完全一致。

今年 ++月 ++日，复旦大学对外发布：确
定 .染色体基因突变点 1!864!-,为曹操家
族 %&'固有突变点。
“通过对它内部的多样性分析，发现它跟

绩溪的曹氏家族是最接近的。”李辉说，然后
是安徽亳州、江苏海门、安徽舒城，远一点的
是盐城、东港、铁岭。

忧心伦理问题
复旦大学的研究成果，曹健乐于接受。他

在《绩溪旺川曹姓》文尾写道：“我们从旺川和
雄村两谱对照中，对复旦课题组关于旺川曹
姓是曹操后裔的认同，在谱牒上初步找到了
文字资料的支撑和根据。”
但坊间仍有颇多质疑。有人指出，曹操叔

祖父曹鼎的 %&'与现代曹氏的 %&'一致，为
何不说现代曹氏是其叔祖父的后代？李辉和
韩昇的回应是一致的：这是交叉认证，一方面
两者 %&'一致，另一方面其族谱中写明是曹
操后人。韩昇补充说：“如果一个家族是曹鼎的
后人，族谱中应有记载，而不会刻意写进曹操
的名字，尤其曹操的名声自古以来就不好。”

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副所长于军认
为：“复旦大学的这项研究只能证明曹氏家族
有 1!864!-,基因突变点，但并不能证明其
他家族一定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点”。这对于李
辉来说，也是一个概率和交叉认证的问题。

两人都认为，这项研究的意义绝不在于
为曹操寻找后人，更不是为了继续研究尧、
舜、禹或孔子的家族沿袭。用生命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历史，在国内外已有成功先例。例如用
基因研究几千年前的稻谷以追寻其发源地，
联合国人类基因组计划试图描绘出现代人类
在地球的起源和迁徙过程。
“分子生物学建立后，意味着将来讲民族

问题、历史问题都必须以基因为证据，中国不
掌握任何古代民族的基因，但我们必须有。”
韩昇说。

韩昇的担忧更多来自伦理层面。检测结
果有少部分与当事人原有认识存在差异。中
国文化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之上，而非理性
的社会基础，如果这个研究方法推广到其他
姓氏的检测，会不会引起别样的风波？

在纯粹的科学精神和社会伦理之间，也
许永远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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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春曹氏宗谱)内有曹操*魏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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