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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人类化石研究为古人类学增添大量具体资料
，

并且促进了人类进化理论的发

展
。

北京直立人化石的研究将人类的化石记录肯定地推前到 ������ �
�

�
� 。

对大量化石的研

究将中国人类进化归纳为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的模式
。

这是对近年古人类学两大热点之一的

现代人起源争论中关于东亚现代人来源的一项重要的贡献
。

此外
，

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还揭

示在各个时期中中国的古人类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异
。

主题词 中国 化石 古人类学

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不但为古人类学积累了大量的具体材料和数据
，

而且推动了人

类进化理论特别是关于现代人起源间题的争论的发展
，

为中国人的来源建立了较有说服

力的模式
。

古人类学研究的两大重点是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
。

前者是探讨古猿在

何时何地如何变成最早的人类�后者是研究形态上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最初在何时何地由

更古的人类如何变化而来
。

最早人类在形态上区别于猿的最初标志是对两腿直立行走的

适应
。

现已发现的能够这样走路的生物是 ������ �
�

�
�

的地猿和 �
�

���� �
�

�
�

的南方古猿

湖畔种
。

两者都发现于非洲东部
。

前者在北 �埃塞俄比亚��后者在南 �肯尼亚�
。

按照分子

生物学的研究
，

人和猿在进化上分异的时间可能在 �
�

��一 �
�

���� �
�

�
� ，

所以现已发现的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
“

最早
”

形态证据���可能还不是真正最早的
。

总之
，

人类起源是发生在

第三纪的重大事件
。

中国虽然有 比较丰富的
、

适合古猿和古人类生存的第三纪古环境及相应的地层
，

因而

有着发现第三纪人类的潜在可能性
，

但是迄今尚未发现可以归属于人类的化石
。

已发现

的禄丰古猿是人类的近亲
，

能够提供一些有关人类起源的信息
。

由于属于第三纪
，

在此就

不多论了
。

古人类研究的另一重点是现代人起源
，

它发生在第四纪
。

中国已发现了不少第四纪

人类化石
，

它们对古人类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 ���� 年

发现的北京直立人
。

当时全世界 已发现的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只有爪哇的直立人 �当时

称直立猿人�和德国的海德堡的人类下领骨
。

前者发现于 ���� 年 �后者发现于 ����年
。

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的定义是
“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 ，

认为人与猿类分离的最初

标志是会制造工具
。

爪哇直立猿人的脑量按最新的权威估计只有 ����】��� ，

不及现代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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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量的下限
，

而介于人与猿之间
。

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伴存的人工制造的石器
，

所以这种

生物究竟是人是猿便成了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
。

甚至这批化石的发现人和这个新属新种

的订名者 �
�

工为����后来转而认为这种生物只是一种 巨大的长臂猿
，

否认它们属于人类
。

他对关于这个间题的辩论感到厌烦
，

把这批珍贵化石锁了起来
，

久久不让人去研究
。

海德

堡的人类下领形态与尼安德特人接近
，

年代又不肯定
，

因而未被作为最早人类而受重视
。

����年在周 口店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
。

在同一洞中还发现了人工制造的石器和用

火的遗迹
，

令人信服地表明在大约 �
�

���� �
�

�
�

曾有一种人类生活在这一带
。

而周 口店这

个头盖骨在形态上与爪哇的直立猿人很接近
。

由此
，

周 口店发现的标本不仅将人们对 自

己历史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
，

推进到大约 �
�

���� �
�

�
� ，

而且帮助解决了关于爪哇直立

猿人的长期争论
，

使他被学术界普遍接纳进人人类的大家庭
。

在此之前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尼安德特人
，

年代大约 �
�

���� �
�

�
� 。

北京猿人化石地位

的确立才使人类进化史确立为 �个阶段
，

即猿人
、

古人和新人
。

猿人阶段以北京猿人为主

要代表
。

德籍学者 � ������������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的化石时发现他们与现代黄

种人有许多形态上的共同特征
。

在此基础上他写道
， “

中国猿人是智人的一个直接祖先
，

其与蒙古人种的某些群体的关系比与其他任何人种的关系要密切… …但是 ，

这样说并不

意味着现代蒙古人只起源于中国猿人
，

也不意味着中国猿人不对其他人种提供来源
。 ”
���

在这个基础上他还综合非洲和欧洲以及东南亚和大洋洲 已知的人类化石提出了人类循四

条平行的进化线发展的假说
。

���

但是从北京直立人到现代人其间有大约 �
�

���� �
�

�
�

的时间跨度
，

当时只有不足

�
�

�����
�

�
�

的萨拉乌苏的一枚人牙和周 口店山顶洞的一批解剖学上现代的人类化石
。

这

个缺陷成了魏氏假说难以被普遍认可的重要障碍
。

在本世纪 �� 年代
，

随着我国工农业建设的开展
，

出土了不少人类化石
，

包括四川资阳

的头骨
，

山西丁村的牙齿
，

湖北长阳的上领和牙齿
，

萨拉乌苏的顶骨和股骨
，

广西柳江的头

骨
、

躯干骨和大腿骨以及广东马坝的头盖骨等
。

根据伴生动物化石判断
，

时代分属中更新

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
，

因此这些化石填补了北京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大段时间空缺
，

给从北京直立人到现代黄种人之间的进化线增强了说服力
。

�� 年代以来用新技术对许多

人类化石地点的年龄测出了一系列数据���又进一步增强了说服力
�

���年 �
�

������ 父子在坦桑尼亚发现了能人以后
，

有鉴于这种人类除脑量较小外
，

还

有一些特征如眉脊和头骨厚度均 比北京直立人更接近现代人
，

从而提出能人才是智人的祖

先
，

而直立人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绝灭旁支���
。

从本世纪 �� 年代中期起
，

外国一些古人

类学家将分支系统学原理引进古人类学研究���
，

提出北京直立人有一系列 自近裔特征
，

例如

厚的眉脊
、

厚的头骨壁
、

矢状脊
、

枕骨圆枕
，

角圆枕
、

眼眶紧后方脑颅特别缩狭
、

颖骨鳞部低

矮
、

枕面与项面成角状转折等
，

从而也主张直立人是绝灭的旁支
。

在 �� 年代 �
�

此����提出

这个主张时影响还不大
，

而在 �� 年代与当时盛行起来的分支系统学原理相结合时
，

便借助

后者的势头
，

发展成一股似乎不可阻挡的潮流
，

否定北京直立人是现代黄种人的祖先
�

����年从陕西大荔县出土了一具基本上完整的早期智人头骨
，

不久后又在辽宁营 口

金牛山出土了早期智人的头骨和体骨
。

这两具头骨都有 比较完全的面骨而且年代都在

�
�

���� �
�

�
�

前后
，

介于直立人与解剖学上现代人之间
。

它们的出现促使我们对中国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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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人类化石特别是其面部的形态进行初步总结
，

在 � �����������提出的北京直立人

与现代黄种人的共同特征之外增补了一系列中国更新世人类头骨与现代黄种人的共同特

征
，

为论证中国古人类的连续进化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

在这个基础上
，

结合世界上其它地

区的人类化石
，

加上 比较深人的理论探讨
，

美国的 �
�

�
�

������� 与本文作者和澳洲的

��
��� 联名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

“

多地区进化
”

的假说�’� 。

在这个时候
，

关于现代人起源还有另一影响很大的假说—取代说
。

早年提出这个

假说的基础是近东发现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在形态上 比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更接近于欧

洲的化石智人
，

西欧的尼人形态特化
，

更像是一个绝灭的旁支
，

从而主张是近东的尼人的

后代迁进欧洲取代了遭到绝灭命运的西欧尼人而成为白种人的祖先
。

推而广之认为近东

不仅是欧洲的而且也是东亚的现代人的起源地
。

近东尼人的后裔也取代东亚原住民成为

现代黄种人的祖先
。

现代各个大人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大
，

说明他们分头进化的时间不长
。

那时认为近东尼人生活在大约 �
�

���
� �

�

�
� ，

正好与此合拍
。

����年美国三位遗传学者 � ���� 等研究了从来 自世界各地属于不同人种的妇女的

胎盘中提取出来的线粒体中的脱氧核糖核酸 �������
，

发现来 自亚洲的妇女的线粒体脱

氧核糖核酸变异特别大
，

于是提出
，

所有现代各人种的人都起源于生活在非洲的共同祖先
。

他们又根据脱氧核糖核酸变异的速率计算出那位非洲的祖先生活在大约 �
�

���� �
�

�
� 。

她

的后裔在大约 �
�

���� �
�

�
�

走出非洲
，

以后扩布到包括东亚在内的旧大陆
，

完全取代了原

来住在亚洲和欧洲的人群���
。

这个假说一经提出便风靡全球
。

人们借用基督教圣经关于上

帝造人过程中最初女祖先的名字
，

这个假说被广泛地称为夏娃假说
。

按照这个假说
，

中国

的比大约 �
�

��� �
�

�
�

还早的所有化石人类无一例外地都被认为遭到绝灭的命运
，

而我们

中国人便都是那位非洲妇女的后代
。

以后许多遗传学家投人这方面的研究
。

多数的结果支持夏娃说
，

也有少数不支持或

者将这位祖先生活的时间大大提前
，

这样便与多地区进化说接近了
。

古人类学界的取代论者借助夏娃假说而更加得势
。

还有一些古人类学者重新审查

�
�

�����������当初提出的作为证明北京直立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有特别亲密关系的

根据的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
。

这些新的研究工作发现
，

当初魏氏提出的一系列共同特征

有不少是站不住脚的���
。

这样又更加削弱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假说的说服力
，

进而对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假说产生不利的影响
。

但是多地区进化论者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也不甘示弱
。

夏娃假说毕竟是从现代人的

变异来推测历史
，

毕竟是通过间接的手段
，

而人类化石和遗物
、

遗迹却是显示历史真实的

直接硬证据
。

在涉及现代人起源争论的这段时期中
，

即中更新世晚一阶段和晚更新世早

一阶段
，

中国是人类化石发现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

在 ���� 年
，

通过对已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综合研究
，

我们总结出 �� 项中国更新世人

类的共同形态特征���� ，

这些特征在 已发现的化石
，

特别是较早期的化石中普遍存在
，

在 旧

大陆西部却出现率小得多
，

有的在欧洲几乎不存在
。

于是我们用新总结出的中国更新世

人类头骨的共同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 � ����������� 提出的
、

而其中不少 已为后人

的研究所推翻的北京直立人与现代黄种人的共同特征
，

作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假说的

主要有力支柱
。

有人以为多地区进化学说就是 � �����������理论的变相
，

那是对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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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近几十年的发展了解不够清楚或不了解所产生的误解
。

看了本文前部的内容便能知道

他关于北京直立人与现代黄种人祖裔关系的学说的重要基础—北京直立人与现代黄种

人的共同特征已被后人的研究破坏得大伤元气
，

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
，

他缺乏更多化石的

支持
，

而这却是研究人类进化问题时至关重要的
。

当时他只是在发表的人类进化谱系模

式图中在各条进化线之间画上了斜交的网线
，

并未提出基因交流这一重要的概念及其作

用
，

以致于后来 �
�

������
‘〕将魏氏学说发展成各大区域的人类在不同时间跨过直立人与

智人之间的门槛的假说
。

这个假说意味着各大区域的人类独立发展而缺乏基因交流
。

这

个假说的错误是太明显了
，

迅速被人们抛弃
，

自然地也殃及了魏氏的假说
，

因为它们有着

明显的联系
。

正是在魏氏假说在国外遭到致命打击时
，

以 日益增多的中国人类化石库为

重要基础的多地区进化假说
，

以相对丰富的化石硬证据和更厚实的理论取而代之
，

成为现

代人起源问题研究 中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取代论的劲敌
。

前文说过
，

从 �� 年代中期起
，

由于不少古人类学家试图将分支系统学原理用于探讨

直立人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位置
，

把北京直立人置于人类进化主流之外
。

但是根据对我

国化石的研究
，

表明一些人指出的所谓直立人的 自近裔特征是不能成立的
。

例如矢状脊

和眉脊也存在于中国的早期智人 �属于早期智人的大荔头骨和许家窑的顶骨和枕骨也很

厚 �角圆枕不但可见于大荔头骨还保存于晚期智人的资阳头骨 �眶后缩狭在早期智人的马

坝头骨表现得与北京直立人相近
，

甚至比和县的直立人头骨还显著 �枕部的角状而非圆钝

的转折亦见于早期智人的大荔和金牛山头骨等等����
。

类似现象在不少外国头骨也有表

现
，

如矢状脊和角圆枕之于非洲标本 。 ��。

因此依分支系统学原理试图判定直立人是人类

进化过程中的绝灭旁支是不适当的
。

这并不意味着分支系统学原理可能有什么缺陷
，

这

不是它的过错
。

重要的是在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很可能不存在生物学上的物种的差异
。

过

错在于有一部分外国学者或者不很了解中国已发现的化石
，

或者怀有成见
，

把这个原理不

适当地应用到关于直立人与智人关系的讨论
。

从中国的人类化石还可看出
，

在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存在着形态镶嵌的现象���� ” �。

譬如

和县的直立人头骨上有着一般不属于直立人而属于智人的特征
，

如眶后缩狭程度较弱
、

颖

骨鳞部较高
、

颅指数较大等 �马坝的智人头骨又有着一般认为属于直立人的特征
，

如眶后

甚是缩狭 �大荔和许家窑的智人头骨的骨壁很厚
，

其厚度可以与北京直立人媲美�大荔与

金牛山的智人头骨的枕部呈现一般存在于直立人的角状转折而不是一般智人的圆钝式转

变
。

这种镶嵌现象表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在形态上不能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分界线
。

这

也为一些古人类学家主张废除直立人这个物种而把它归并人智人����提供了形态的基础
。

中国人类化石还贡献了大地 区间可能的基因交流的丰富信息����
，

例如马坝早期智人

头骨的眼眶呈圆形
，

与中国所有 已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的角型眼眶不同
，

却与尼安德特人相

似
。

圆形眼眶是尼人的典型特征
，

所以马坝的这种特殊的眶型很可能是尼人基因东流的

结果
。

马坝头骨眼眶的外下缘锐而不圆钝
，

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

马坝头骨具有矢状脊
，

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朝 向
，

鼻梁的形态都与尼人显然不 同
，

而与中国其他化石头骨一

致
，

因此马坝头骨不大可能是迁徙到东亚的尼人小股人群的代表
，

更可能是尼人系统的化

石人类与东亚化石人类杂交的产物
，

即只是尼人部分基因东流的结果
。

中国还有一些化石头骨其中也表现出个别的异质性特征即与中国其他化石不同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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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致的特征
，

例如大荔头骨的梨状孔外侧缘上段外侧的骨面膨隆
。

这不见于 中国大

多数化石而多见于欧洲 的尼安德特人 以及 时代更早
、

可能属其祖系 的化石
，

如 ����，

��
���� 托�等头骨

。

大荔头骨的眉脊上缘呈折线状
，

也与其他中国头骨不同而与 ����，

������ ��和 ���������相似
。

由于大荔头骨的时代可达 �
�

���� �
�

�
� ，

上述异质性特征的

出现既可能由于大地 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
，

也可能由于他与旧大陆西部人群有着共同的

祖先
。

公王岭头骨的上领骨颧突下缘下端的起点接近齿槽缘也有异于中国其他头骨
，

而

与尼人及一些非洲头骨相似
。

由于公王岭头骨的年代较早
，

可达 �
�

巧�� �
�

�
� ，

那时大地

区间的人群交往的可能性较小
，

因此公王岭头骨的这个特征更可能反映很早期的人类从

非洲向亚洲东部的类似涓涓细流的缓慢的小规模迁徙过程中遗传漂变的效应
。

作者推测

的情景可能是
，

在此前从非洲迁移到亚洲的群体中
，

大多数人的颊下区骨骼类似后来东亚

的人群
，

少数人类似公王岭头骨和后来的欧洲群体的多数头骨
。

而在前往欧洲的群体中
，

则此两种情况的分布却基本相反
，

导致尼人及其祖系的化石颊下区这一特异构造的普遍

存在
。

一般说来
，

在没有特殊环境变迁的情况下人群之间交往的能力和机会很可能随时

间向现代的演进而提高
，

较晚时代的化石上的异质性特征导因于基因交流的可能性较大
，

较早时代者更多可能导因与共同的起源
。

而对那些既与本地区化石不同也与其它地区者

相异的特征应该考虑到基因突变的作用
。

上文提到的中国古人类化石的一系列共同特征
，

对直立人绝灭命运的否定和直立人与

智人的镶嵌进化
，

都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假说
。

结合到上两段阐述的基因交流
，

可以

把中国的人类进化历程归纳为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的模式
。

这种模式在中国的旧石器文化

史中也可得到印证
，

大量遗址所表现的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固有传统
，

只有少量遗址显现

出确定的或不大确定的外来影响
。

如果说人类化石由于已有的数量不多
，

其进化情景的描

述可能随着新化石的出现而必须作较大修改的话
，

我国旧石器地点 已数以百计
，

我相信现

在表现出的格局应有较强的代表性
，

不大可能由于新地点的增加而发生较大的变动
。

���� 和 ���� 年中国分别发现了蓝田公王岭的直立人头骨和元谋的牙齿
，

按古地磁测

定分别是大约 �
�

巧�� �
�

�
�

和 �
�

���� �
�

�
� 。

对后一年龄数据有过争议��’」，

最近发表的电

子 自旋共振年龄则为 �
�

��一 �
�

���� �
�

�
�

��“�
。

这两处化石的出现将中国历史的化石记录向

前延长了许多
。

在 �� 年代中期以前
，

世界古人类学界比较普遍地认为人类发展到大约 �
�

���� �
�

�
�

才由

非洲扩布到亚洲和欧洲
。

后来由于格鲁吉亚发现了一具 �
�

��一 �
�

���� �
�

�
�

的下领骨
，

爪哇

桑吉兰的直立人头骨得到 �
�

���� �
�

�
�

的新的年龄数据���
，

再加上对中国巫山
“

人类
”

化石的

再研究���
，

使得一些古人类学家提出人类扩布到亚洲的时间可能比以前认为的大大提前����
。

但是巫山化石在古人类学界却遇到严重的质疑
。

�
�

�
�

�������在他的 ��� 页的大

书《人类的进化 》中简洁地表明
“

这个下领断片不是人类
” ， “

外侧门齿很小
，

唇面弯曲
，

铲形

构造很深
，

其出处不清楚
，

其形态将它与晚更新世或者更加晚近的生活在中国更向南的地

区的人群联系起来
” �’��

�

�
�

����
���� 等认为

，

这里的下领骨属于猿类
，

门牙不能归属于任

何特定的种�‘��
。

巫山的门齿确属人类
，

但是王谦汇’��和 �
，

�
�

�����护
’〕都根据形态的分析

认为更可能属于晚期的人类
，

可能是后期混人被溶蚀的早期堆积物的缝隙中的
。

黄万波

等����对巫山的地层曾写过
“

在 �洞穴中部的�砾石层形成后
，

由于地表水或地下水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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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洞壁再度侵蚀溶蚀
，

形成一定的空隙
，

同时流水搬运一些淤泥质及动物骨骼堆积其

中
，

以至靠南北两侧洞壁岩性以粘土成分为主
，

并富含化石
” 。

而这枚门齿正是出 自靠

南侧洞壁的粘土中
。

在诸多问题之前
，

目前至多只能如 �����等原作者在 《 自然 》 上答复
�

�

�
�

�����
�龙 等的质疑中所说

“

龙骨坡牙齿化石的完全的分类位置等待着有证实力量的

证据
” 仪’�

。

因此现在是在等待证据的时候
，

把它作为中国最早的人类为时过早
。

中国的化石人类不仅与西方有过交往
，

与东方及南
、

北方也有交往的证据
。

用头骨多

项测量的数据计算歧异系数的结果表明
，

柳江的智人化石头骨与琉球 �� ���� �
�

�
�

的港川

头骨之间差异很小
，

只相 当于同一人群之 内各个体之间差异的水平
。

柳江头骨与加里曼

丹大约 �� ���� �
�

�
�

的人类头骨差异也很小����
。

山顶洞头骨与美洲印第安人头骨也有一

些相似之处����
。

这些结果指示着这些地区人群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交往
。

���� 年和 ���� 年相继在湖北郧县曲远河 口 出土了两具 比较完全的人类头骨
。

据动

物群估计属于早更新世晚期
，

古地磁测定为 �
�

��一�
�

���� �
�

�
� ，

李炎贤等据此推测其生

活时代很可能与公王岭相近����
。

如果这样的推论与事实接近
，

则郧县头骨就提醒人们必

须考虑
，

在我国的古人类中可能有相 当大的地区间差异
。

两处的头骨在额骨扁塌和眶后

缩狭程度方面 比较接近
，

但是郧县头骨的眉脊从上面观察呈八字形而公王岭的呈一字形

����
。

还值得注意的是郧县头骨很可能具有比公王岭头骨大得多的脑量
，

可能与大荔头骨

相若或稍大����
。

大荔头骨脑量为 �����尸�，而公王岭头骨估计只有 ���������
。

此外
，

郧县

头骨高耸的鼻梁
，

颊部骨骼的下缘等特征也与公王岭的不同
。

张银运 【���曾指出郧县与周

口店直立人头骨之间有多项形态差异
。

如果陈铁梅等����用 ���法测出的郧县年代 ��
�

�万

年与实际情况接近
，

则张银运指出的多项差异应可认为反映出郧县与周 口店头骨之间有

着十分显著的地区差异
。

周 口店与南京汤山的直立人在年代上可能有重叠���， ’�� ，

相信在对

后者的形态做了深人细致的研究后也能揭示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

中期或晚期的北京直

立人与和县的直立人年代相近
，

但是形态上显然有不少差异
，

例如和县的颅指数大得多
，

眶后缩狭和眉脊上沟都浅得多
，

颖骨鳞部高得多
，

其上缘形状近弧形而非近直线
，

这些都

与周 口店的直立人不同���
。

大荔与金牛山头骨的年代相近
，

但大荔头骨厚得多
，

眉脊粗得

多
，

矢状脊明显得多等���
。

柳江与山顶洞的头骨同属解剖学上现代类型
，

但歧异系数指示

二者之间差异颇大
，

甚至与柳江和爪哇的 ����� 头骨之间的差异相仿圈
。

山顶洞三个头

骨的颅指数分别是 ��
�

�
，

��
�

�和 ��
�

�
，

头形均较长
，

而柳江
、

资阳
、

穿洞和丽江等华南头骨

的颅指数分别是 ��
�

�
，
��

�

�
，
��

�

�和 ��
�

�
，

头形都较圆�，�。

虽然在考虑与评估地区间差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任何人类群体的内部都会有或大或

小的个体间差异
，

但是考虑到郧县有两个头骨
，

形态和尺寸上 比较一致
，

周 口店直立人有 �

个头盖骨
，

差别虽有也不大
，

似乎可以推测这两个群体内的群内差异可能不太大
。

在进行

华南华北晚期智人头骨 比较时涉及的头骨有 �具
，

不可谓太少
。

因此推测中国古人类有相

当大的地区差异可能是合理的
。

今后新的化石的发现和更深人细致的研究可望对地区间

差异的细节有所补充和修改
。

总之中国现在 已有的相对丰富的人类化石 已显示出
，

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
。

上述种种都是其复杂性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

今后更多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将更深

刻全面地展示其复杂的图景并从中总结出更多规律性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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