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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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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东亚早期人类生态环境重建中流行的
“

莫氏线
”

理论将东亚 �包括东南亚�视为第

四纪全球环境频繁
、

激烈和迅速变化的例外
。

这个主要建立在化石哺乳动物群基础上的假说

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

不符合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黄土
、

西太平洋边缘海等领域研究所揭示的东

亚第四纪环境变化的性质和特点
。

东亚早期人类生态环境重建工作的滞后不仅妨碍了考古学

家对旧大陆早期人类和文化发展格局的研究
，

也不利于整个第四纪研究的发展
。

加强考古学

与第四纪研究其它领域的沟通
、

配合和合作
，

是整个第四纪研究的共同任务
。

主题词 古生态环境 东亚 莫氏线 第四纪

� 导言

生态学 ���������一词出 自希腊文
。
�’��、 ，

有
“

家园
”

和
“

家务
”

的意思
，

是一门研究生物

与周围环境通过 自然选择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适应和进化的学科
。

生态学有群体生态学

和群落生态学之分
。

前者研究某个种群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

尤其关注其成长
、

消亡的

动因以及食物供应
、

掠夺行为和疾病等因素对这些过程的影响
�后者研究多个物种的相互

作用
，

特别是它们的共存和竞争的问题
。

在某一特定地区内
，

动植物群落和他们周围的无

生命界形成一个包括食物链在内的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
。

对于地球上生命最高形式的人

类来说
，

地球就是我们的
“

家园
” ，

地球 自第 四纪 以来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

家务
” 。

因

此
，

在重建过程中
，

既要着眼于某一时期
、

某一地 区
、

某一遗址的生态环境
，

还要从宏观的

角度去了解
、

掌握第四纪全球环境变化的特点和过程
。

唯有如此
，

我们的工作才会奏效
，

我们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加完善
、

合理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早期人类生态环境的重建也是第

四纪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需要考古学家与第四纪研究各个领域的同行们密切配合
、

共同负起责任来
。

地球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
、

十分庞大的系统
。

这一庞大系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

各 自的时空运动特点
、

规律
，

又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
。

早期人类生态

环境一方面是 已经成为历史的地球环境
，

而另一方面许多过程仍在继续
，

重建工作的难度

很大
。

究其原因
，

可能与下述两点有关
�

��第四纪是地质年表中最短的一个时段
，

充其量

不过 �
�

����还有人主张 �
�

���或 �
�

����
。

但是
，

地球环境的变化之频繁
、

迅速和激烈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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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前的 ���我们借以观察的资料—各种替代性
“

化石
”

指标一般来说既不完整又缺少

高精度的测年
，

使我们难以客观地
、

全面地和深刻地去评价它们各 自的运动机制
、

对全球

环境的作用 �或贡献�以及它们之间关系 �或联系�的性质
。

当然
，

重建早期人类生态环境

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

例如
，

作为地球历史最新的一页
，

它离我们最近
，

保存的证据更多一

些
， “

以今证古
”

的原则在运用时也 比其它地质时代来得方便一些
。

环西太平洋的东亚和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直立人化石的地区
，

晚新生代陆相地

层发育并出露 良好
，

其中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
，

在人类起源和

进化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然而
，

与比较发达的古人类学和基础雄厚
、

近年来在许

多方面又取得长足进步的第四纪研究相 比
，

早期人类生态环境重建工作却显得滞后
。

一

些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作为假说提出的
、

即使在当时看来业已暴露出明显缺陷的观点
，

至今

仍然被不少研究者奉为不可逾越的经典
。

事情越来越清楚
�

东亚早期人类生态环境重建

工作的滞后
，

已经成为研究 旧大陆早期人类进化
、

迁徙和文化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障碍
。

我们认为
，

当务之急是考古学家 �包括人类学家�应主动靠拢第四纪地质学
，

努力学习
、

吸

收第四纪研究的新成果以便充实 自己
、

更新观念
。

当然
，

第四纪地质学家在研究环境变迁

时不能不关心处于地球
“

舞台
”

中心的人类
，

他们应该和可以从各 自的研究领域对重建早

期人类生态环境做出贡献
。

�
“

莫氏线
”

从环境变化的角度而言
，

第四纪可谓是地球上一个
“

多灾多难
”

的时期
。

地球气候在

此时发生了空前频繁
、

激烈而迅速的变化
。

在北美和欧洲
，

此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冰川活动

和冰期一间冰期的反复更迭
。

在末次盛冰期
，

扩展的冰盖差不多覆盖了整个格陵兰
、

整个

加拿大以及美国北部许多州
，

总面积达 �
�

�� ��������
，

比今 日的南极冰盖还大一些
。

在欧

洲
，

冰盖覆盖了斯堪的纳维亚
、

英伦三岛的大部分和北欧
，

这还未将阿尔卑斯型的山谷冰

川计算在内
。

在非洲
，

热带地 区变冷变干
，

热带雨林不断收缩而热带稀树草原不断扩张
，

雨期一间雨期频繁变换
。

环境的变迁促使哺乳动物群也作相应的
“

更新换代
” 。

从全球角度

而言
，

与陆地冰量的增减相对应是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和边缘海的沧桑巨变
。

上述种种

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然而
，

问题是
�

亚洲的情形如何� 这里在第四纪期间也曾发

生过北美
、

欧洲和非洲那样的气候波动
，

还是始终保持着一方
“

净土
” 、

一叶
“

方舟
”

呢�

�� 年前
，

哈佛大学考古学家 �
�

�
�

�������莫维士�在美国东南亚早期人类考察团的报

告���里
，

将 旧石器时代初期 �当时相 当于中更新世
，

今天 已扩大到早更新世�的旧大陆划分

为两个拥 有不 同技术传 统 的文化 圈
�

一个 以 掌握 了所 谓 阿修尔 �����������或
“

模式

�����
� ��

”

技术
，

会制作工艺复杂
、

两面打制的手斧 �另一个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

只能

打制简单的石片和粗砾工具
，

如工艺不规范的砍祈器等
“

模式 ������ �
”

制品
。

前者
，

即
“

手斧文化圈
”

���� ����� ������� ��������地理上包括非洲
、

欧洲
、

中东和印度半岛�后

者
，

即
“

砍研器文化圈
”

���� ����� ������代������� ���� ����������地理上包括东亚
、

南亚

和印巴次大陆北部
。

这样
，
�

�

�
�

������ 用一条无形的后来被称为
“

莫氏线
”

������� �����

的技术鸿沟将 旧大陆分割成两个文化上反差强烈的世界
�

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西方朝气蓬

勃
、

蒸蒸 日上
，

代表早期人类及文化发展的主流 �而偏安东面的亚洲保守
、

落后
，

是文化上



�期 黄慰文等
�

关于东亚早期人类生态环境的重建 ���

死水一潭的边远地区
。

为了表明他言之有理
，
�

�

�
�

������� 首先从人种学上寻找论据
，

认为

亚洲的直立人不同于非洲的直立人
，

是另一个分支
。

其次
，

他按照
“

不同的环境
，

不同的功

能�需要�
，

不同的工具
”

的思路
，

认为东西方的生态环境有重大区别
。

他在后来发表的一

篇文章里
，

赞成气候环境影响人的心理
，

认为气候变化小
，

对人缺少刺激
，

会导致文化上的

停滞 〔��。

近二三十年以来
，

东亚一些地方陆续有手斧发现���
。

特别是广西百色发现了具有阿修

尔风格的手斧
，

而石器层位根据出土的玻璃陨石的裂变径迹法测定为 �
�

�����
�

�
�

���
，

比欧

洲的阿修尔文化的年代还早
，

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

����年 �月 �� 日出版的美国《科

学》杂志第 ��� 卷
，

以
“

灵巧的中国直立人
”

为题报道了此项研究
。

而今
，

许多人认为
“

莫氏

线
”

在考古学上已经变成一条
“

漏洞百出
”

的线���
。

至于人种学方面
，

材料不足的人类化石

从来就没有给
“

莫氏线
”
以 �

�

�
�

������ 所企盼的支持
。

相反
，

一些新的进展对
“

莫氏线
”

不

利
。

例如
，

长期从事非洲直立人化石研究的 �
�

�
�

托拜厄斯���不久前指出
�

亚洲和非洲直立

人头颅容量的变异性不支持某些非洲直立人应另立一新种的主张
。

直立人的系统地位仍

有两种概念
�

��直立人是一个合适的多型种 ���直立人与智人是同一个物种
，

应并人智人

种
。

他说
，

他过去曾经支持第一种概念
。

现在
，

根据生物地层学和分子学的证据
，

思想上正

逐步向第二种概念靠近
。

与技术学
、

人种学解释的讨论形成鲜明对比
，

关于
“

莫氏线
”

的生态学解释的讨论并未

充分展开
，

主要建立在化石哺乳动物群基础上的传统观念至今仍在流行
。

例如
，

多年来从

事东南亚和东亚古人类学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 ���
���

���认为
� “

种种证据有力地表明
�

在非洲和欧洲所作的许多更新世环境重建不适于亚洲
” � “

中国也出现过一些气候波动
，

但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欧洲和北美那样大幅度的波动
” � “

全部古气候资料表明
�

�东亚的�气候

总的来说保持相对均衡和稳定
。

东亚缺少适应开阔地带生活的哺乳动物有力地表明
�

更

新世期间大陆和粪他陆架一直被森林所覆盖
” �保持热带雨林的

“

东南亚是一个有效的过

滤器
，

不仅排斥某些大范围扩散的适应开阔地带生活的哺乳动物
，

也会引起人类新型的适

应
，

使他们不那么注重去制作高度规范的石器
，

而是偏爱那些非石资源 �如竹子
、

木材等�

技术
” 。

� 从化石哺乳动物群看生态环境

前面已经提及
， “

莫氏线
”

生态学解释的主要根据是化石哺乳动物群的分析
。

应该承

认
，

作为一种替代性指标
，

化石哺乳动物群在重建早期人类生态环境的工作中有它的重要

地位
。

它不仅帮助我们确定和对比化石地层的地质时代
，

也为当时人类生活的 自然环境

提供证据
。

事实上
，

我们今天有关中国早期人类生态环境的知识主要来 自对遗址出土的

哺乳动物化石的分析
。

例如
，

华北地区 �个主要的更新世动物群—泥河湾动物群
、

周 口

店第 �地点动物群和萨拉乌苏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
，

能够很好说明从早更新世经中

更新世到晚更新世这一地区气候变化的总趋势
。

然而
，

由于动物化石材料本身的局限性
，

这样的重建工作也难免存在缺陷
。

下面
，

不妨举例予以讨论
。

例 � 周 口店北京人的生态环境
。

周 口店的重要的早期研究者裴文中���指出
� “

从

周 口店动物群的研究
，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
�

在高山和低山上有不十分茂密的森林
。

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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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凶猛的动物
，

是第三纪遗留下来的剑齿虎
，

它威胁着中国猿人 �即北京人—笔者注�和

其他动物
。

也有一般的虎豹
，

棕熊和狼
、

貉等食肉动物
，

它们都是中国猿人的敌人
。

在树上

还有善于跳跃的硕称猴
。

在森林里的弱者
，

也是中国猿人狩猎的对象
，

有斑鹿和野猪
。

还

有面貌丑恶
、

身体庞大的莫氏犀牛
。 ” � “

在东南方平原上
，

有奔驰着的三门马
，

是从前一时

代 �更新世初期�已经出现的真马
，

身体比现在的蒙古马要大一些
。

也有羚羊
。

成群的肿骨

鹿头上长着扁平如扇的大角
，

每到秋末冬初的季节
，

就从远方迁移到此
。

在平原中
，

还可

能有多沙缺水的零星干旱地区
，

这里生活着骆驼和鸵鸟
。 ” � “

在小河两旁
，

生活着德氏水

牛
，

水里还有罕见的水獭和河狸
。

这条小河是中国猿人和许多动物必须来喝水的地方
。

这

样就成为中国猿人狩猎的场所
。 ” � “

在中更新世时期
，

在华北有 比较温和的气候
，

在一定的

地区
，

有适宜的环境
，

最原始的猿人阶段的人类
，

可以生活繁殖着
。 ”

以上是根据出土动物的习性并采用
“
以今证古

”

的方法为我们描绘的北京人的生态环

境
。

这个重建最显著的缺陷是把来 自不同层位的动物化石拼凑在代表同一时期 的画面

里
，

而忽略了不同时期的变化
。

正如周明镇指出
� “

第一地点 �即北京人遗址—笔者注�

堆积发现的化石
，

所代表的动物群性质非常复杂
，

这种动物群性质的复杂性表示了当时附

近一带 自然环境上的复杂性
，

同时
，

表示第一地点的地层
，

可能包括不止属于一个时期的

堆积和动物群
，

还有可作进一步划分的可能
。 ”
���

周 口店第 �地点含化石堆积的厚度超过 ���
，

主要 由角砾
、

砂
、

粘土和灰烬等组成
，

按

岩性变化 自上而下分为 �� 层 �未见底�
。

根据动物群性质
，

这套堆积在时代上属中更新世 �

根据裂变径迹
、

铀系
、

电子 自旋共振和古地磁等方法测定
，

其年龄约 ���一������
�

�
， 。

��

年代末到 �� 年代初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表明
，

这套堆积确实记录了多次气候波动或环

境变化
。

例如
，

抱粉分析显示此期间周 口店地 区植被经历了针阔叶混交林 一温带落叶阔

叶林 一温带落叶阔叶林夹草原 一针阔叶混交林夹草原 一温带灌丛草原的变化�����粘土矿

物分析显示 当时的气候可能经历了由温暖至温凉
，

即由暖温带向温带的变化
，

其间又曾发

生短期的由半干旱变为半湿润的波动��‘〕 。

不久前
，

有人从天文气候学的角度提出
�

第 �地

点第 �� 至 �层堆积经历了 �次间冰期和 �次冰期「‘” 。

例 � 更新世期间中国南方早期人类的生态环境
。

亦见前引裴文中的文章
�

“

在我国的南方
，

从更新世初期起
，

就出现了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

主要是和现在在

东南亚
，

特别是马来亚生存的动物种类相似
。

由动物群说明
，

当时在我国南方
，

特别是云

南两广等地
，

生长着茂密的森林
，

在森林里有丰富的果实
，

气候湿润而温热
，

适宜于高等灵

长类的生活… ” � “

到了更新世中期
，

在我国南方
，

从洞穴堆积里的化石的研究
，

这种大熊猫

一剑齿象动物群继续发展下去
，

说明在江南的气候仍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 ” � “

到了更新

世晚期
，

在我国江南一带
，

气候的变化还不很大
，

只有更新世中期
，

身体巨大的一些动物逐

渐绝灭了
，

猩猩逐渐向更南方移动了
。 ”

上述关于中国南方早期人类生态环境的重建的最突出问题
，

首先是缺少高精度的年

代测定以便使我们相信
�

已发现的化石材料在时间上可以 �或基本可以�建立起一个连续

的序列
，

而不是一个中间有许多缺环的不连续的序列
。

由于条件的限制
，

我国南方的大熊

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化石产地 目前只有很少数具有同位素测定年龄
，

并且集中在中更新世晚

期和晚更新世
。

而层位更早的地点缺乏这种年龄
。

特别是属于早更新世的含巨猿的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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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

只是不久前才在巫山遗址获得电子 自旋共振年龄测定结果
。

而这个时

期所 占据的时间是整个更新世的 ���或更多
。

其次
，

由于强调某一种倾向
，

一些有意义的

现象被无意或有意忽略了
。

例如
，

针对四川盐井沟中更新世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多数动

物个体明显增大的现象
，

有的研究者用贝格曼定律 ��������� ����加以解释
，

认为可能

表明我国南方及邻近地区中更新世期间发生过 比较普遍的降温现象
，

当时的年平均气温

或至少冬季的平均气温 比今天的要低����
。

还有的研究者列举更新世期间东亚发生过几次

哺乳动物南迁事件
，

而这些事件都与气候变冷有关���一 ‘��
。

不久前在长江南岸安徽繁昌一

处石灰岩裂隙堆积里出土的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也含南北两个类型动物 【’��，表明大幅度

的气候波动贯穿着整个更新世
。

此外
，

有的研究者在整理南方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材

料时发现
�

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在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有明显差别
，

邻近青藏高原的川

西地 区的晚更新世动物群在成分上有更多的北方特点
，

表明南方更新世的气候环境相 当

复杂�‘�〕 。

� 来自黄土和海洋的证据

中国幅员广大
，

第四纪沉积发育并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

是提取全球环境变化

信息的理想载体
。

近二三十年来
，

中国第四纪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
，

在各个领域又取得了

举世瞩 目的进展
。

其中
，

中国黄土和中国边缘海 �包括大陆架�的研究成果对于重建东亚

早期人类生态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指示意义
。

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
，

面积约 ��� �����
“ ，

堆积剖面厚度通常超过 ����
，

一些地

方达 ���一����
。

这套由黄土一古土壤构成的连续堆积
，

完整地记录了 �
�

����
�

�
�

以来的

环境变化信息
，

可能是全世界最完整的陆相沉积记录
。

近年
，

通过黄土一古土壤序列
、

黄土

粒度组成
、

黄土磁化率变化以及黄土中的植物硅酸体
、

抱粉组合
、

蜗牛化石等方面的分析
，

描绘出更新世气候波动图式
。

例如
，

根据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的空间对比
，

证明 �
�

����
�

�
�

以

来气候变化存在 �� 个大的干冷一温湿旋回和 ��� 个次级气候阶段���， ���� 根据洛川
、

西峰

两个黄土剖面磁化率变化
，

得出 �
�

����
�

�
�

以来至少有 �� 个类似全新世的间冰期气候

事件���� �
对渭南黄土剖面的土壤学观察

，

认为黄土一古土壤地层记录了 �� 个清晰的成壤

期����
。

值得提出的是
，

上述气候波动能够与深海沉积物的氧同位素记录和极地冰芯记录

很好地对比
，

因而具有全球性的指示意义
。

西太平洋是世界大洋中最大的热能贮存库和热源
。

这里的洋流和水团分布的变化
，

势必导致低纬与高纬
、

海洋与大陆间的能量和水汽输送的变化
，

其结果最终影响邻近大陆

乃至全球的气候格局
。

�� 年代 以来
，

中国海洋地质学界对冰期中国陆架区海平面下降和

岸线迁移开展了广泛的调查 ��� 年代以来
，

中国学者又开展了冰期中国海深水区古海洋学

变化的研究
，

积累了大量资料���
一 ��〕 。

上述工作尽管有待进一步梳理
，

但所取得的成果已经

向我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并足以让我们对东亚古环境的认识大为改观
。

从亚洲大陆到澳大利亚东侧
，

北起白令海
，

南抵塔斯曼海 ������� ����
，

接连分布着

太平洋一系列边缘海
，

总面积超过 �� � �护���
�，

相 当于欧洲与非洲面积的总和
。

研究表

明
，

在末次盛冰期 ��� ���一 巧 �����
�

�
�

�
，

由于海平面下降�平均约 �����使中国海的轮廓

大为改观
�

黄海
、

渤海全部出露成陆�东海仅残存冲绳海槽 �南海 比今天缩小了 ���左右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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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仅在东北方和东南方以狭窄海峡与太平洋相通的半封闭的边缘海
。

上述陆架出露

的总面积达 �
�

�� � �护枷
�

。

同时
，

从中国至澳大利亚以北的三大浅海区也已出露
，

其面积

达 ���� ���腼
�

。

中国海的面积因此 比今天缩小了大约 ���
。

当时
，

东亚的大河如黄河
、

长

江
、

珠江
、

红河和泥公河等均由中国海西侧陆坡直接人海
。

上述海陆分布的改变引起了巨大的气候效应
，

其激烈程度超过同纬度的其它海区
。

首先
，

中国海的缩小和陆地的扩大
，

以及表层海水温度的下降造成年蒸发量和年降水量下

降
。

据估算
，

减少的年蒸发量最低为 �� � ��，‘
�，，

最高则达 �� � ��，‘
�，，

大约相 当于现在

中国年降水总量的 ���一 ���
，

或全国河流总排水量的 ���以上
。

干旱化使晚更新世末期出

露的黄海
、

渤海陆架曾经一度出现了沙漠化环境����
。

其次
，

海陆分布的改变使海流格局重

新调整
，

导致中国海表层水温大幅度下降
。

盛冰期时
，

南海成为一个半封闭的袋状海湾
，

与大洋的联系严重受阻
。

原来 自爪哇海进人南海西南部的赤道暖流海水的通道被切断
，

温暖的黑潮亦无法进人海盆
。

与此同时
，

来 自北太平洋的温带水团随冰期极锋南移而长

驱直人
，

从今天的 ��一��
“
�位置移至 ��

“
�左右

，

结果使中国海表层水温骤降
、

冰期一间冰

期冬季温差与冰期中的冬夏温差增大
。

据估算
，

冰期南海北部冬季表层海水温度比间冰

期低 �一 �℃ ，

夏季低 �一 �℃ ，

年平均低 �℃ 左右 �冰期南海北部冬季水温 比间冰期低

�
�

�℃ ，

夏季低 �
�

�℃ ，

年平均低 �
�

�℃ 。

根据东海用浮游有孔虫转换函数求出的古温度值
，

可以概括地说冰期中国海的表层海水温度 比今天低 �
�

�一�℃
。

当时的南海失去了表层水

温高
、

温差小的热带海洋的特征
。

上述西太平洋边缘海在冰期发生的海陆分布
、

水温
、

海流和汽热供应等方面的巨大变

化
，

加上 自上新世末期以来青藏高原强烈的间歇性隆起对东亚乃至全球所产生的环境效

应是非常强烈而深远的
。

研究者注意到
�

东亚第四纪
，

尤其是中更新世以来发生的气候带

水平和垂直迁移幅度 比世界同纬度的其它地区都大����
。

例如
，

抱粉分析表明
，

南海沿岸今

天属于南亚热带季风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的珠江和韩江三角洲
，

以及今天属于热带季雨林
、

雨林植被的北部湾沿岸和雷州半岛
，

在末次冰期时曾被 目前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中亚热带

北部的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所覆盖
，

气温估计比今天低 �一 �℃
。

今天位于热带季雨林

和雨林植被区或季风热带和赤道热带珊瑚岛植被区的南海陆架
，

在末次冰期时亦被从北

方来的亚热带植被所 占据����
。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气候带水平移动的幅度之大
。

东亚气候以季风环流为特征
，

而这种气候系统主要 由巨大的海陆温差
、

气压差异而引

起
，

具有典型的冰期一间冰期交替的性质
。

研究表明
�

由热带一亚热带的太平洋夏季风 �东

南季风�
、

跨越赤道的印度洋夏季风 �西南季风�
，

以及亚北极寒冷的冬季风 �西北季风�组

成的亚洲季风系统出现很早
，

至中新世晚期已具雏形
，

而 自上新世以后 日渐加强
，

成为控

制东亚气候的主要 因素
。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
，

亚洲季风系统的形成在时代上与两极冰盖

的起源和演化以及东亚构造运动有较好的吻合性 ��’
气与印度一欧亚板块汇聚

，

太平洋板块

在亚洲大陆东缘和东南缘削减引致的弧后海盆扩张和陆缘海盆出现亦有着重要关联����
。

因此
，

将东亚排除在全球环境变化主旋律之外是不恰当的
。

� 结语

��� 在重建东亚早期人类环境的工作中
， “

莫氏线
”

不断被新的考古学发现和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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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化石研究进展所
“

打破
” ，

使它实际上 已成了一条
“

漏洞百出
”

的线的今天
， “

莫氏线
”

生态

学解释仍在流行
，

这个事实表明人类学家
、

考古学家们对近二三十年来东亚
，

主要是 中国

第四纪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关注太少
。

同时也与
“

莫氏线
”

生态学解释的主要根据—化石

哺乳动物群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 �

��� 把东亚 �包括东南亚�视为第四纪全球环境频繁
、

激烈和迅速变化的例外不符合

国际第四纪研究的一致结论
。

正好相反
，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黄土
、

西太平洋边缘海 �包括

大陆架�等领域的研究结果有力地表明
，

东亚在整个第四纪期间与其它地 区一样
，

随着全

球能量的涨落
，

也发生了频繁的气候波动
。

而且
，

可能由于某些地区因素�如西太平洋的
“

暖池
”

效应和地 区构造运动�的叠加
，

其波动幅度超过同纬度的其它海 区和地 区
。

当然
，

与任何事物一样
，

东亚第四纪环境变化 自然也有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点
。

但是
，

这并不应

该成为把东亚排除在全球环境变化主旋律之外的理 由�

��� 东亚早期人类生态环境重建工作的滞后
，

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我们对人类进化
、

早

期人类在旧大陆范围内的迁徙以及各地区文化发展格局的认识
。

几十年来考古学和人类

学界围绕
“

莫氏线
”

的争论始终未能平息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

我们曾经

指出
� “

东亚
、

东南亚 旧石器研究要得到大的发展
，

就必须越过
‘

莫氏线
’

设置的障碍
，

跳出

误区
” �，，��

��� 重建早期人类生态环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

地球是人类的
“

家园
” ，

第四纪

是以人类进化为重要标志的一个地质时代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重建早期人类生态环境应

该成为第四纪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这项工作中
，

需要考古学与第四纪研究各个

领域的紧密配合
。

当然
，

就 目前状况而言
，

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应主动靠拢第四纪地质学并

与之密切合作
。

本文原作为美国全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年交流计划列项报告之二
。

笔

者愿借此机会向委员会表示诚挚的谢意和因迟至今 日才发表表示歉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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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柱
，

同号文等
�

北京猿人时代的三次冰川旋回
�

见
�

童永生
，

张银运
，

吴文裕等编
�

演化的实证—
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

�

���一���

周明镇
�

哺乳类化石与更新世气候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

，
���� ���一���

徐钦琦
�

东亚更新世哺乳动物的南迁活动及其与气候的演变关系
�

见
�

中国古生物学会编
�

中国古生物学会第

��
、

�� 届学术年会论文选集
�

合肥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一 ���

祁国琴
�

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兼 沦原始人类生活环境
�

见
�

吴汝康
，

吴新智
，

张森水主编
�

中国远古人

类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

�

���一 ���

徐钦琦
�

中更新世以来兽类地理分布的变化及其天文气候学的解释
�

占脊椎动物学报
，
����

，
�����

�
���一���

金昌柱
，

郑龙亭
�

发现于安徽繁昌早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活动证据
�

第四纪研究
，
����

，

���
�
���

韩德芬
，

许春华
�

中国南方第 四纪哺乳动物群兼论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
�

见
�

昊汝康
，

昊新智
，

张森水主编
�

中

国远古人类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

�

���一 ���
一

�仲礼
，

刘东生
�

中国黄土研究新进展�一� 黄土地层
�

第四纪研究
，
����

，

���
�

��一��

刘东生
，

丁仲礼
�

中国黄土研究新进展�二� 古气候与全球变化
�

第四纪研究
，
����

，

���
� �一�

����� �， �� � �
，

����� ������������ �� ������������
�

����
�������即彻

，

����
�����刀耽�����舒

，

����
�������舒

，

����
，
������一 ���

郭正堂
，

丁仲礼
，

刘东生
�

黄土中的沉积一成壤事件与第四纪气候旋回
�

科学通报
，

���
，
�����

�

��一��

汪品先
�

冰期时的中国海一

一研究现状与间题
�

第四纪研究
，
����

，

���
����一 ���

汪品先
�

西太平洋边缘海对我国冰期干旱化影响的初步探讨
�

第四纪研究
，
����

，

���
�

��一��

谢传礼
，

剪知洛
，

赵泉鸿等
�

末次盛冰期中国海古地理轮廓及其气候效应
�

第四纪研究
，
���

，

���
��一 ��

王律江
�

上新世末一更新世初西太平洋变冷事件及其古气候意义
�

第四纪研究
，
���

，

���
����一 ���

汪品先
，

剪知潜
，

刘志伟
�

南沙海区盛冰期的气候问题
�

第四纪研究
，

���
，

���
����一���

赵松龄
，

于洪军
�

晚更新世末期黄
、

渤海陆架沙漠化环境的形成
�

第四纪研究
，
����

，

���
�

��一��

杨怀仁
，

徐 馨
，

李国胜
�

第四纪中国 自然环境变迁的原因机制
�

第四纪研究
，
����

，

���
�

��一 ���

王开发
，

蒋 辉
，

张玉兰
�

南海及沿岸地区第四纪抱粉藻类与环境
�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
�

�一 ���

刘东生
，

郑锦平
，

郭正堂
�

亚洲季风系统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两极冰盖和区域构造运动的时代藕合性
�

第四纪

研究
，
����

，

���
����一 ���

卢演铸
，

丁国瑜
�

与亚洲古季风有关的中国及邻区新生代构造演化的几个问题
�

第四纪研究
，
����

，

���
����一

���

黄慰文
，

侯亚梅
�
中国旧石器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

见
�

童永生
，

张银运
，

吴文裕等编
�

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

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

�

�� 一��

气、
�

勺��‘心��‘

‘�勺��入︺月

二
，��月�

�丫�
泪��‘

�，‘，一

，一，、月砰气了�，产���，��份一，乙，︼﹃乙，乙﹃乙勺一，乙
内、内、



�期 黄慰文等
�

关于东亚早期人类生态环境的重建 ���

�� ��� �������������� �� ������������ �� ���� ����

����� ������ ��� �������

���
�互���� �� ��

�������� ������������
��� ����

������
叩

�����
，

������� �����哪 �� 反��
����，

������� �������

��������

��������� ���� ��� ���������
�������� ��� ������

��� ��������
，

��� ��������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币�� �� ��� ������� ������ �������� ������ ��� ���

����� 而����� �����
，

��� �����
� �

���
�� �������� ���� �� �������

，

�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们」�

��������� ���������� ���������� �� ��� ����� �������
�� �瓦�� ��� ��� ����� ����

������ ��� ���� 枷� �� ����� ������� ���� ������ �� � ����� ��������
，
����� �� ��

������������� ���� ���� �������� ����
，

���� 助
��� ������� ���叩��� ����� ������ ��

� �� ���� �� ��� ������ ������� ��

��� ������
� 又���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饭�� ��� �� �����

�� ������� ���� ��� ��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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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笔���������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

��������� �� ����� ���
����� ��������� ������ ����� ��� ����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 ����������� ����

���� ������ � �������� �� ��
��

������� ���� ���
��� ����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飞������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