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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在中国的实证

吴　新　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关于现代人起源主要有两种学说：多地区进化说和近期出自非洲说。文章介绍了中国人类进化的假说：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构成这个假说的基础的中国资料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实证。其直接证据来自人类化石�包
括中国人类化石具有一系列共同特征�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学上的镶嵌�中国化石中有表现西方基因的形态
学证据。另外�本文还简略介绍了用ＤＮＡ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目前达到的结论�并从体质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
古学、古环境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等诸方面的资料对这个结论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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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主要有两派学说：多地区进
化说和近期出自非洲说 （又称取代说或夏娃说 ）。
后者主张各地区的现代人都起源于大约15～20万
年前出现于非洲的�与古老人类属于不同物种的一
种新人类－－－解剖学上的智人或现代人�在大约10
万年前扩展到欧亚�完全地取代原来住在当地的古
人类。多地区进化学说主张东亚、欧洲、非洲和澳洲
的近代人的直接祖先是各该地区或附近的早期人

类�在其进化过程中接受相邻地区的基因贡献�澳洲
人的直接祖先生活在爪哇。

多地区进化学说往往与犹太学者魏敦瑞 （Ｆ．
Ｗｅｉｄｅｎｒｅｉｃｈ）的人类进化多元假说被误认为同一个
理论。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讲的是现代
人 （形态与近代人基本相同的人 ）的来源�只涉及人
类演化的后段；后者讨论的是人类演化的全过程。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和近期出自非洲两个

学说的关键性差别之一是人类在亚洲和欧洲的进化

有否中断。虽然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与魏
敦瑞关于人类进化的多元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

念�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地区进化的连续性。60多
年前魏敦瑞提出人类进化有4条世系�即东亚、爪哇
加澳洲、欧洲、非洲。其形态学上的证据主要建立在
东亚。他提出中国猿人化石与现代蒙古人种有一系
列共同的特征�主张两者之间有确定的亲缘关
系 ［1�2］。但是他主张的这条进化线受到3个方面的
挑战：1）当时缺乏时代介于中国猿人与现代蒙古人

种之间的中间环节�山顶洞人化石时代为更新世晚
期之后段�与中国猿人之间有大段空缺；2）以后有
其他学者研究提出�魏敦瑞列举的共同特征中有一
些不能成立�如额中缝不是蒙古人种特征�上颌和下
颌圆枕的形成与功能有关等；3）更加致命的是�如
果4个地区的人群各自连续进化�按理差异应该越
来越大�但是事实上现代各个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
比古代相应的地区差异小得多。魏敦瑞用 “直生
论 ”来解释这个现象�他提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
一种天生的、内在力量使得各个地区的古人类按照
同一趋势朝着同一个目标进化�因此人种之间的差
异越来越小。这种解释自然很难得到古人类学界的
认同。
1950年代�在资阳、丁村、长阳、柳江、马坝相继

发现了不同时代的人类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缺失的环节。吴汝康指出�
资阳人头骨与山顶洞人的第101号和第103号头骨
和中国猿人 “有某些相似的性质�如具有矢状嵴、角
圆枕和平扁的眶顶�有较发达的关节结节而没有盂
后突等�显示三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关系 ” ［3］。对于丁
村的牙齿化石�他指出�“与尼安德特人�特别是河
套人较为相近 ”�“较近于现代的蒙古种人而与白人
的关系较远 ” ［4］。吴汝康认为 “柳江人为形成中的
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 ［5］�他指出 ”马坝人化
石是我们了解从猿人演变到古人的重要环节 ” ［6］。
1959年他和 Чебоксаров结合这些新发现�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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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连续性 ［7］。不久�Ｃ．Ｓ．
Ｃｏｏｎ发表了 《人种的起源》一书 ［8］�也引用了中国
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新材料�本来应该可以为魏
敦瑞的多元进化学说增强说服力。但是Ｃｏｏｎ在魏
敦瑞提出的不同世系具有不同进化速度主张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各个地区古人类在不同的时间跨过
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门槛�更加突出了各个世系之
间的独立性和隔离。这时正是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
高涨的时期�人们将Ｃｏｏｎ的这个主张与种族主义挂
钩�加之现代各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大大地小于古
老人群间的差异仍旧是个很难逾越的难题�因此魏
敦瑞的多元进化学说便更少为人们提及。
197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举行科学讨论会�纪念恩格斯著作 《劳动在从猿
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100周年。笔者在会
上就中国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归纳出一系列形态特

征 （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位置、阔鼻、下颌圆枕、
面型、颜面的水平突度和垂直突度、矢状嵴等 ）�指
出它们 “反映了我国古人类……在体质特征上存在
着明显的相似性�他们之间的体质发展有着肯定的
连续性 ”。此外还指出�“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与邻
接地区交流遗传物质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只占次
要地位 ” ［9］。
1976年起在山西许家窑陆续发现不少人类头骨

破片�被认为是 “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某些特征的混
合物�看来它是从北京人向尼安德特智人的过渡类
型 ” ［10］�或 “认为许家窑人应属尼安德特人 ” ［11］。
1984年Ｗｏｌｐｏｆｆ�Ｗｕ和Ｔｈｏｒｎｅ以中国、爪哇和

澳洲人类化石为主要基础�加上理论的思考�提出现
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 ［12］。该文举出中国人
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如颜面高度的减
小、第三臼齿先天缺失、上面部�特别是鼻鞍的扁平、
颧骨额蝶突比较朝向前方、上颌骨和颧骨交接处从
底面观察时角度较小、上门齿呈铲形等�并且指出�
虽然这些特征在更新世的其他人群不是绝对不存

在�但是出现率低得多�而且分布不连续。这篇论文
还讨论了人类物种内基因流的形式、强度和作用。
人种间的基因流支持着物种整体内的凝聚和稳定�
维持物种的可辨认性。如果没有人群间的基因流�
最后将形成新的物种。但是这篇文章还没有能举出
基因交流的形态学证据。
1988年�在比较研究了中国和欧洲的智人化石

后�笔者举出马坝头骨的圆形眼眶�柳江、资阳和丽
江头骨的发髻状构造、大荔头骨上颌骨额突根部的

膨隆�德国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ｍ头骨扁平的上面部都 “可能暗
示着基因交流 ”；该文写道 “总之�中国古人类进化
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连续进化间以杂交的模式�
以连续进化为主体。我们不认为曾经有过外来的古
人类大量入侵而替代了原住民的现象。这样的推论
还可以从古地理和古文化的资料中得到支持。” ［13］
1970年代起�国外古人类学家开始按照分支系

统学原理主张直立人有一系列自近裔性状�因此是人
类进化的绝灭旁支�智人不是直立人的后代。1980年
前后�中国发现了大荔和金牛山的早期智人以及和县
的直立人化石头骨。笔者综观中国的人类化石�举出
一系列形态特征论证了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形态

方面的镶嵌性�反驳直立人是绝灭旁支的主张。还从
中国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的年代顺序和共同形态特

征�结合化石的异样性与其他地区的基因交流的形态
学证据�再次论证中国人类进化以连续为主�并与世
界其他地区有与时俱增的基因交流 ［14 ］。
1989年至1993年相继发现了郧县和南京汤山

的比较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其形态学的表现不但与
上述的思维没有矛盾而且还为之增添了新的证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1998年正式提出了关于中国人类
进化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要趋
势�后者与时俱增 ［15］。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与魏敦
瑞的多元说虽然都主张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但是
立论依据大不相同。后者根据中国猿人形态与现代
黄种人之间的相同特征；前者根据中国人类化石的
形态学。证据主要是这些化石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形
态特征。它们的颜面在水平方向上都比较扁平�鼻
梁不高�鼻腔前口与眼眶之间骨表面平或稍凹�眼眶
大体上接近长方形�其下外侧边缘圆钝�眼眶外侧的
骨柱的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前方�上颌骨颧突的下缘
弯曲�其与上颌体连接处的位置较高�额骨鼻部与鼻
骨和上颌骨相接的骨缝呈大约水平的弧形�额骨在
正中线上最突出处在额骨的下半�头骨最宽处在中
三分之一部的后段�颅骨具有早期较强�中期较弱的
正中矢状嵴�上门齿呈铲形等。中国化石人类一般
分为两个单元－－－直立人和智人 （有的学者认为是
不同的物种�有的主张只是不同的亚种 ）。他们之
间有形态镶嵌现象：和县直立人有几项不见于其他
直立人却常见于智人的特征�如颅骨指数大�眶后缩
狭不显著�颞骨鳞部较高等；个别智人头骨具有个别
直立人特征的例子更多�如马坝的眶后缩狭�大荔厚
的眉嵴和头骨壁�它和金牛山枕部呈角状转折�大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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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阳有角圆枕�许家窑顶骨厚度与北京直立人相
仿等。郧县头骨更是集两类人特征于一体。这些现
象表明两个分类单元之间难以截然分开�是连续进
化的。大荔头骨眼眶与鼻腔前口之间的膨隆、南京
头骨高耸的鼻梁、马坝头骨的圆形眼眶和其锐利的
下外侧边缘、柳江、资阳、丽江枕部的发髻状构造、山
顶洞102号头骨眼眶外侧骨柱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外
侧、河套额骨与鼻骨之间的骨缝的位置比额骨、上颌
骨之间的骨缝为高、丽江第一上臼齿有卡氏尖等�都
很可能反映接受来自西方基因流的影响。

这样的进化格局显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

受过境外的基因�但是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
非洲�因此支持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

这样的假说可以在古文化上得到支持。欧洲和
非洲的旧石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有一个鲜明的序列。
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Ｇｏｎａ地

方250万年前的地层中�制作粗糙�只是简单地用一
块石头多次打击另一块石头�使之产生锋利的尖或
刃�可以使用就行了�没有更高的要求和规范。这种
技术被称为第一模式。到了大约170万年前�在非
洲出现了第二模式的技术�有了一定的打制方法�其
典型工具是两面打制�两侧大体对称的‘手斧’。20
万年前出现更加进步的第三模式；3～4万年前出现
第四模式�后来又出现第五模式。中国的情况与此
不同�第一模式贯彻始终�只有很少的地点表现出其
他模式技术的产品�如广西百色、陕西汉中等地的手
斧�宁夏水洞沟等地第三和第四模式技术的石器等。
虽然百色的石器技术是否来自西方尚有争议�但是
中国显然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旧石器文化传统�则是
证据确凿的�中国旧石器传统表现为连续发展为主�
间或有少量与西方技术的交流。虽然亲缘较近的人
群可以使用不同的技术；亲缘较远的人群可能使用
相近甚至相同的技术�但是从宏观考虑�中国的‘连
续发展为主�与西方交流技术为辅’的旧石器文化
传统与古人类‘连续进化为主�与西方有少量杂交’
的假说并存�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认为两者之间
互相支持似乎不是不合理的。
1998年起有几篇论文分析了现在生活的人的

Ｙ染色体 ＤＮＡ�得出结论：在大约6万年前有一批
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先到华南�完全取代了原来生活
在中国的古老人类。论文说这段时间恰逢冰期�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绝大多数生物均
难以存活 ” ［16］�所以新来的现代人可以完全取代原
来的居民。其他论文也有类似的说法�理由是中国

缺乏5～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 ［16～19］。2005年有一
篇论文根据对 Ｙ染色体一个基因的分析得出结论

认为智人在25000～30000年前从华南迁移到华北�
该论文说 “这个年龄估计与东亚现代人的化石记录
一致�东亚没有发现过早于四万年前的人类化石 ”
而且 “受到华北出土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27000～
39000年 ）的支持 ” ［20］。所有以上这些论文引用的
关于人类化石的文献都是1995年出版的书 ［21］�却
没有引用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

在大约6万年前地球处于冰期�但是中国东部
和中部�北纬40°Ｎ以南的大片地区并没有严寒到
包括人类在内 “绝大多数生物均难以存活 ” ［16］的程
度。这是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和植物化石为证的。在
出土过人类遗物的地点中近年已经有多处测出了绝

对年龄：广西 前洞 （24°13′Ｎ�109°05′Ｅ）含人类牙
齿化石的堆积物经过钍／铀法测出的年代数据是
6∙5～13∙0万年前 ［22］；浙江桐庐 （29°45′Ｎ�119°40′Ｅ）
延村一个山洞中发现的包裹在人类化石外面的碳酸

盐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是5～10万年前 ［23］；河南郑
州织机洞 （34°38′Ｎ�113°13′Ｅ）含有打制石器的堆
积物形成的时代根据铀系法的测定是 79000±
10000年前 ［24］；长江三峡库区酆都县井水湾旧石器
遗址 （29°53′Ｎ�107°43′Ｅ）经过光释光测定年代表
明�这些石制品的制造者生活在距今77000～80000
年前 ［25］；萨拉乌苏出产了人的两件额骨、枕骨、下颌
骨、肩胛骨和胫骨�出土地层测定出许多年代数据从
35000年到125000年不等 ［26�27］。贵州水城硝灰洞
出土过旧石器�用铀系法测定年代为 57000＋
10000／－8000［28］。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已经发现许多距今

10万年左右的属于第三模式技术的旧石器。结合
近期出自非洲说来考虑�制造和使用这些石器的人
应该就是第一批走出非洲到达亚洲的代表。如果非
洲移民在大约6万年前来到中国取代了原住民�这
些出自非洲途经西亚�6万年前来到中国的人最可
能掌握着第三模式的技术。如果他们完全地取代了
原来住在中国的人 （现有旧石器资料表明他们是主
要使用第一模式的人群 ）�那么从6万年前开始�中
国流行的旧石器技术理应不再是第一模式�应该是
第三模式�或者更进步的模式。

中国已经发现的旧石器地点超过1000处�绝大
部分只能知道属于更新世的某一段�只有不多一些
作过年代学的测定�其中6万年以内具有同位素年
代记录的重要旧石器地点的数据有：黑龙江齐齐哈



　5期 吴新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在中国的实证 705　　

尔昂昂溪1层为11800±150年前 （14Ｃ测年 ）；辽宁
本溪庙后山 7层为 24570±570年前 （14Ｃ测年 ）�
17700～96000年前 （铀系法 ）；辽宁本溪庙后山东洞
2层为28040±680年前 （14Ｃ测年 ）；辽宁海城小孤
山3层为40000±3500年前 （热释光 ）；河北迁安爪
村黑泥炭土层为 48000±2000�44000±2000（铀
系 ）；河北阳原虎头梁为 11000±210年前 （14Ｃ测
年 ）；山西朔县峙峪2层为28945±1370年前 （14Ｃ测
年 ）；山西襄汾柴寺7701地点为26400±800年前
（14Ｃ测年 ）；山西蒲县薛关文化层为13550±150年
前 （14Ｃ测年 ）；山西沁水下川上文化层为23900～
16400年前�下文化层为36200（＋3500／－2500）年
前 （14Ｃ测年 ）；内蒙古扎赉诺尔5层顶部为11660±
130年前�4层上部为7070±200年前 （14Ｃ）；内蒙古
萨拉乌苏组下部为50000～37000年前 （铀系法 ）�
35340±1900年前 （14Ｃ测年 ）；宁夏水洞沟第1文化
层38000±2000年前�34000±2000年前 （铀系法 ）；
河南安阳小南海2～3层为11000±500年前�6层
为24100±500年前 （此二数据根据14Ｃ测年 ）�6层
为21400±1300和18900±1500年前 （此二数据根
据铀系法 ）；广西柳江白莲洞东剖面第7层为11670±
150年前�西剖面第2层为19910±180年前�第4层
为26680±625年前�第10层37000±2000年前 （此
洞年代据14Ｃ测年 ）（以上均据吴汝康等 ［29］ ）；周口店
山顶洞文化层为约2．7万年前 （14Ｃ测年 ） ［30］；云南
呈贡龙潭山2号洞为30500±800年前 （14Ｃ测年 ）；
云南昆明鸡子街山南坡洞为10530±280年前；云南
施甸老虎洞为18403±1181年前；贵州黔西观音洞
Ａ组为55000±600年前；贵州水城硝灰洞为57000
（＋1000�－800）年前 （14Ｃ测年 ）；贵州桐梓马鞍山
为53000～17000年前；贵州普定白岩脚洞3层为
12000±200年前�5层为14630±200年前；贵州普
定穿洞为 18000～8020年前；贵州兴义猫猫洞为
14600±120年前 （据铀系法 ）和8820±130年前 （14Ｃ
测年 ）；四川资阳人地点西100ｍ处为39300～37400
年前 （14Ｃ测年 ）；四川资阳鲤鱼桥为21000±400年
前；四川炉霍宜木为11500±200年前；重庆铜梁张
二塘为21550±300年前或25450±850年前 （以上
均据张森水 ［28］ ）。在这些地点中�绝大多数都只见
第一模式技术；水洞沟和呈贡龙潭山2号洞有第三
模式的技术；水洞沟、小孤山和山顶洞有第四模式的
技术；河北阳原虎头梁、齐齐哈尔昂昂溪、襄汾柴寺
7701地点、蒲县薛关和沁水下川有第五模式的技
术。由此可见�从大约距今6万年前开始�中国旧石

器时代文化的技术持续地是以第一模式为主�其后
只有少量地点表现第三、四、五模式的技术。6万年
前在华南�30000～25000年前在华北�都没有发生
从第一模式到第三模式的剧烈变化的任何迹象。虽
然技术不同不一定与人类的不同相伴�但是至少可
以说�旧石器和人类化石的资料丝毫也不支持关于
非洲移民6万年前�25000～30000年前到华北的推
论。

为什么近年分子生物学关于现代中国人来源的

研究成果与人类化石、旧石器和古环境资料有这么
大的矛盾？我们知道�用活人的ＤＮＡ研究古代的历
史不可避免要建立在几个基本的假设上。首先是假
设从现在的人分析得到的基因变异可以代表共同祖

先全部后代中积累的全部基因变异。实际上在人类
进化的漫长过程中许多个体和群体没有机会生育子

女�他们和上辈积累的基因变异自然就会丢失�没有
机会传留到现在�因此现在能检测到的�进行分析研
究的基因变异只能是共同祖先的后代积累的一个部

分�而不是全部。其次一个假设是�基因变异的产生
有恒定的速率�但是现在已经很明确地知道�不同遗
传位点的变异速率很不相同 ［31］。近年对澳洲4～6
万年前人类化石的ＤＮＡ研究揭示�那时的线粒体基
因转移到了现生人类的第11对染色体 ［32］。由此可
以合理地推测�人类的遗传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很可能发生了许多我们现在并不知道的转移或其

他变化�根据现生人类的基因来研究古代人类的变
化时�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很难估计在内。
再则分子生物学家已经认识到 “人类基因组每一个
位点只能捕捉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不同的遗传位
点可以有相当不同的谱系。因此根据不同位点得出
的结论必然互相冲突。只有在做了足够分量的研究
之后我们才能逐渐就人类的历史达成共识 ” ［33］。而
迄今所得的专指中国人起源的结论毕竟主要只导源

于Ｙ染色体的少数一些基因�因此不能指望它们能
够正确反映中国人类基因组整体的历史。越来越多
的学者分析不同的基因�算出了最晚共同祖先的许
多年代数据�彼此相差可达几十倍�令人莫衷一是。
但如果不把它们当作现代人最初出现的时间�而将
各个年代数据看作分别反映现代人体形态和生理的

各个特征最初出现的时间�就可能比较容易与人类
化石的研究取得协调。

从中国和非洲现代人头骨的比较也可以提供有

利于多地区进化说的证据。头骨正中矢状突隆�下
颌圆枕�夹紧状的鼻梁和第三臼齿先天缺失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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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存在于东亚的近代人头骨中�而不见于非洲
近代人 ［34］。在多地区进化说者看来�东亚近代人这
4项特征可能来源于本地的远古人类�因为北京直
立人的许多标本具有矢状突隆和下颌圆枕；马坝和
山顶洞101号头骨的鼻梁呈夹紧状；蓝田的直立人
下颌和柳江的头骨都没有第3臼齿。用近期出自非
洲的假说很难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或许可以推
测�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群中碰巧不带有与
这四项特征有关的基因�或者碰巧留在非洲的现代
人完全丢失了这些基因。四项特征在两个大洲不同
命运如此碰巧的或然率应该是很小的。所以多地区
进化说的解释是有据可查�近期出自非洲说的解释
则无迹可寻。

笔者认为�人类进化过程是复杂的�在不同地区
之间是不平衡的。在东亚以连续为主；在东南亚和
澳洲�在更新世很可能也是以连续为主；在欧洲则主
要表现为外来的智人大部取代原住民�原住民的遗
传物质只有少量延续到后代。东亚以外地区人类连
续进化也有不少实证�说来话长�在此不拟缕述。
20世纪是还原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一个误

区是以为认识了分子层面上个别的基因或蛋白质的

物理和化学特性�就能够解释生物个体甚至群体的
活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种 “简
单性 ”思维的局限�意识到了生命的复杂性。目前�
对复杂性的研究已成为生命科学的热点。对 “复杂
性 ”的认识和重视�体现了21世纪科学家思考自然
界的角度转换。这样的转换也应该体现到对人类进
化的研究中。

研究人类进化的直接证据是化石。迄今已经发
现的化石虽然还不能提供大量的细节�但是已经可
以为中国的人类进化和现代类型人类的来源勾画出

大致的轮廓。这样的轮廓与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年代学得来的大量间接证据相
符合�或者与之没有矛盾。虽然近年获得的分子生
物学结论与之相反�但作者认为并不足以对这个轮
廓构成严重的挑战。一则从活人的ＤＮＡ出发追溯
历史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二则目前根据Ｙ染色
体若干基因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代表人类基因组的整

体。一位分子生物学家说得好�“只是根据一个位
点或ＤＮＡ区域�我们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会是怎样
的不完全。当人们检测了更多ＤＮＡ区域的时候�对
人类进化更深入的见识肯定会随之而来 ” ［35］。

笔者还要申明�本文所论主要是现代人起源�而
不是最早人类的起源。现代中国人的主要来源是几

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少量地接受外来的基因。
按照已有的资料�大约200万年前全世界古人最可
能来自非洲。我认为基因研究显示的各大洲人类都
源自非洲的证据可能与200万年以来的历史有关�
不仅涉及现代人起源。

致谢　承蒙张森水先生提供有关旧石器文化的

重要信息和宝贵意见�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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