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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国乃至东並地 区现代人起源＿ 题 ，
在 国轉学术界

＇ 、

近期 出 自 非洲说
”

和
“

多地 区进化说
”

两派学说激烈争

论的曹景下
一

直存 在着
“

本土连续演 化
”

与
“

非删移 民替代 ”
两种假说的碰撞

，
两种观 点 的 主 要提 出 与支持者分别

来 自古 人类学和分子 生物学界 ． 随着新材料发现 、 新分析进展和更 多领域介入＊项研 究 ，
相关认识＃到深Ｈ 省

关假说得 以发展和修正，

ｓ 不 冏人群 间 发生过基 因交流 、 现我 人都经历过复杂的融合与演化过 ．程渐成学术界共识 ．

中 国地 区新发现的 人类化石所揭示 的古人类体貭特点 及其演化 ，
旧石 器时代考古研 究成果和古ＤＮＡ信息 的提取

与 破译，
正使该地 区现代人群起源与形成过程遂渐清晰起来，

但不同假说 的 交锋仍在持竣
；
分子生物学主流观点

认定 中 国地 Ｅ最早现代人来 自 西方 ． 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则在强夜对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观点 的论述 ． 本文梳 理 、

总结 了 近年 中 国在＊１题上的 研究进展及西方学术界的相关发展变 化 ，
分析 了 研究 中 存在的 问题 ． 对未来方 向提

出 了 思路与建议 ．

关键词 中 国地 区
；
现代人起源 ，

现代行为
；

近期 出 自 非珊ｉｔ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学科交叉

１ 引育

诌 １９８７年３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的虐 ，

接祖先都起源于＿洲的
“

近期取自．洲说
’
’

（Ｒｅｃｅｎｔｏｕｔ

ｏｆ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ｍｉ＿：

，

１ ９８７
） ｜｜ ，

现代人起源与演化成为
…

个炙手可热的学术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 学术界围

绕此问题形成两大理论阵費；
分别主张现代人类

“

非洲

单一地区起源
”

和
“

多地区进化％ 两耆发生着激烈的论

瓣 ，
＃各＿辱找证

：据强化论述 （
８１１１哗６ １

；１ ９９２
， ２００２

５
１

２０ １ ４：Ｓ ｔｒｉｎｇｅｒｆｎＡｎｄｒｅｗ ｓ
，１ ９８８

；Ｗｏ ｌｐｏｆｆ＃ ，
，

１ ９８４
ｓ

２０００
；Ｗｏｌｐｏｆｆ，１ ９９９

５Ｋｅ等
，
２ ００ １

；
柯越海等，

２００ １
；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 ｎ，２００２ ；Ｓｉｆ％１ ９９８
，２

００６
；ｆｔｇ＃，２

０ １０
）

．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成果的产驾 李术界对此问题

的研究进
一

步深化 ， 相关假说也得到发展或修ｉＥ＊ 对

欧亚人类化石的研宄表明 ； 在晚更新世晚期存在几个

不同的
“

形态人种＇ 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存在形

态 的 混 合与 镶嵌
，
有争者 据 此 提 出 了

“

同 化 假

说 篆 １９８９
） ；

近年来对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

人的遗传关系 分析获得突破 ，
提取到二者棍血的ＤＮＡ

证雜 （

Ｇｒｅｅｎ＿
ｆ

２ ０１ ０

；
Ｆｕ＿ｓ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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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 ，

并发现在现代人形成过程中 曾有几个
“

遗传人

种”并存
，

一

些学者也逐渐从
“完全替代论”

向
“

同化论
”

调整
；
考古学研究表明

，
原 以为现代人群独有的

“

现代

人行为
”

出现在不 同 的时 间与地区
，
与化石证据和遗传

证据并非一致
，

学术界逐步认识到
“

行为现代性
”

与现

代人并无
一一

对应的关系
，
研究视角也开始转 向

“行为

多样性
”

（
Ｓ ｈｅａ

，
２０ １ １

）
．

在此背景下
，
中 国地区的相关研究也取得重要进

氣 理论认识得 以拓展 ： 从广西智人洞
（
Ｌｉｕ等

，

２０ １０
；

金昌柱等
，

２００ ９
）

、 湖北黄龙洞
（
Ｌｉｕ等

，

２００ ８
）
、 湖南福

岩洞 （
Ｌ ｉｕ等

，

２０ １ ５
）和河南灵井 （

Ｌｉ等
，

２０ １７
）等遗址新发

现的人类化石表明
，
具有早期现代人特征的化石人类

于距今 １０万年前后 即在 中 国南部和 中部 出现 ；
对陕西

“大荔人 ”

（
吴新智

，

２０ １４
）

、 贵州 “盘县大洞人
”

（
Ｌ ｉｕ等

，

２０ １ ３
） 的研究表明 ，

现代人的形态特点在 中更新世晚期

本土早期智人化石上已有萌芽
；
遗传学研究从

“

田 园洞

人
”

化石上提取到线粒体ＤＮＡ与核ＤＮＡ ，
证 明东亚现

代人和美洲 印第安人的直接祖先于 ４万年前 即生活在

北京周 口店地区
，

并且在遗传上已经与 同期的欧亚古

人群有所分异 （
Ｆｕ等

，

２０ １ ３
） ；
考古学证据则表明 中 国乃

至东亚本土的石器技术及其反映的人群生存方式
一

脉

相承
，
没有发生过中 断或替代

，

距今 １〇￣５万年间没有发

生过本土古人群的大灭绝（高星 ，

２ ０ １４
）

． 这些新发现与

新成果
，
尤其是学科交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
使该地区

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

细节与过程

正在不断被揭示 ． 然而不 同观点 的争论仍在继续
，

很

多缺环仍未被填补
，
诸多证据仍然存在着多解性

，
急

需整合研究及方法与理念的创新和理论阐释的突破 ．

２西方学术界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 的研究

现状

２
．
１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及对

“

近期出 自非洲说
”

的修正与反思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对人类演化研究最重大的突破

是发现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的基因交流
，
前

者并未完全灭绝
，

而是对现生人群有一定 的 、 独特的

遗传贡献 ． ２０ １０年
，

克罗地亚Ｖｉｎｄｉ
ｊａ洞穴 中 出土的尼

安德特人化石的ＤＮＡ被破译
，
测序分析表明

，
欧亚大

陆现生人群存在多个来 自 尼安德特人群的基因 片段
，

其基因组 中有大概 １￣４％比例 的区段来 自 尼安德特人

（
Ｇｒｅｅｎ等

，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４年
，

对发现于西伯利亚西部距今

约 ４ ． ５万年 的Ｕ ｓ ｔ

＇

－

Ｉ ｓｈｉｍ遗址的人类股骨的全基因测序

有重要发现
，
这个早期现代人含有大约２ ． ３％的尼安德

特人基因
，
并把

“

早期现代人
”

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

的时间窗 口缩小到距今约６￣ ５万年
，

进一步表明现代

人演化是个复杂的过程
，

“走出非洲
”

的路线并非 只有

单
一

的南线 （
Ｆｕ等

，

２０ １４
）

． 而在罗马尼亚发现的
一

个生

活于约 ４ ． ２￣３ ． ７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 （
Ｏａｓｅ１

）骨骼上被

检测 出 ６￣９％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

推断该个体的第 ４￣６

代祖先 中存在尼安德特人 （
Ｆｕ等

，

２０ １ ５
）

． 尼安德特人基

因在欧洲和亚洲现生人群中 所占 比例虽小
，
但在每个

个体基因组中分布不 同 ． 另
一

项研究从大量欧亚现生

人群基因组中找到这些分布不相 同 的区域
，

发现这些

区域能 占到２ ０％左右
，
而且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混合

使得从非洲迁徙过来的
“

现代人
”

具备了抵御寒冷和在

新环境中存在的流行病的能力
，
从而生存发展到今天

（
Ｋｒｉｎｇ ｓ等

，

２０００
；Ｓａｎｋａｒａｒａｍａｎ等

，

２０ １２
，２０ １４

；Ｖｅｍｏｔ

和Ａｋｅｙ，２０ １４
）

． 对阿尔泰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

瓦人的基因分析表明
，

生活在该地区的尼安德特人的

祖先在大约 １０万年前便与走出非洲 的早期现代人发生

过基因交流
，
早于先前的推测 （

Ｋｕｈｌｗｉ ｌｍ等
，

２０ １６
）

． 以

上证据表明
，

单从西亚 、 欧洲和西伯利亚尼安德特人

与早期现代人混血的角度 ，
当初提出

“

近期 出 自 非洲

说
”

时所主张的现生人类全部演化 自 ２０万年前从非洲

诞生的一支早期现代人群 、 其他古老型人群都彻底绝

灭 了 的
“

完全替代说
”

显然不能成立 ．

研究还显示
，
在现代人群形成的过程中

，
地球上 曾

同时生活过多个支系的早期人群
，
他们与现代人祖先

在进化上具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 ． 丹尼 索瓦人是近

年通过ＤＮＡ分析辨识 出 的
一支与早期现代人和尼安

德特人并存 的古老型人群 （
Ｋｒａｕｓｅ等

，

２ ０ １０
；Ｒｅ ｉｃｈ等

，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 １

；Ｍｅ
ｙ
ｅｒ等

，

２０ １２
） ． 该人群发现于西伯利亚

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
，

生存于约 ５
￣

３万年前 ． 他们 的遗

传信息在欧亚大陆人群中难觅踪影
，

仅在大洋洲某些

群体 （约５％
）及亚洲群体 （约 １

￣２％
）中有

一

定程度的存在

（
Ｒ ｅｉｃｈ等

，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 １

；Ｖｅｍｏｔ等
，

２０ １６
）

． 分子生物学研

究在这些古人群之间揭示出复杂的演化关系 ． 对来 自

西伯利亚地区的
一位女性尼安德特人所做的基因测序

和相关分析发现
，
在尼安德特人 、 丹尼索 瓦人和早期

现代人之间都发生过基因交流
，
而且在丹尼索瓦人的

基 因 中 存在来 自
一

个神秘 的 古老人种 的 遗传信 息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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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 ｉｉｆｅｒ等
，

２０ １４
）

． 这说明现代人的演化并非是一支人

群诞生于非洲
，

然后 向世界各地扩散并迅速取代各地

的原住 民那样简单 ．

正 如３ ０年前基因分析刮起了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
”

旋

风
一样

，

分子生物学 日新月 异 的技术进步与研究进展

再次促使学界对这
一重大学术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

一

些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
”

的支持者开始对所持模式进行修

正 ： 走出 非洲 的人群对其他地区的本土人群
“

完全取代

（
Ｔｏｔ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

的假设被逐渐剔 除
，

“

杂交
”

（
Ｈｙｂｒｉ

？

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人类演化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被广泛承认
，

在

一

些地 区 发生过连续 、 镶嵌演化 的可能性被认可

（
Ｓ ｔｒｉｎｇｅｒ ，

２００２
，
２０ １４

）
． 但修正过的

“

出 自非洲说
”

或
“

部

分替代说
”

（
Ｐａｒｔｉａ 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仍然坚持只有走出非

洲的那支人群才可被称为
“

现代人
”

，
强调他们在现代

人起源与演化中 占据主体地位
，
对我们的基因库做出

了主要的贡献
；
走出非洲 的人群同化 （

Ａｓ ｓ ｉｍｉ ｌａｔｉｏｎ） 了

旧大陆其他地区 的人群
，
而非被融入进其他人群的基

因库 中 （
Ｓｍ ｉｔｈ等

，

２００５
）

． 必须指 出
，

这种修正是基于尼

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对现生人群的少量基因贡献的

分析结果而做出 的
，
对于中 国 、 东亚地区古老型人群

对现生人群可能的基因贡献
，
基本没有涉及或者避而

不谈 ．

当然
，
也有少量分子生物学家从原理和方法上对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
”

提出根本 的质疑和否定
，
认为该假

说采用 了

一些未被证 明 的假设前提和错误 的材料信

息
，
实则 不能成立 （

Ｔｅｍｐ
ｌｅｔｏｎ

，
２〇〇７

；

黄石
，

２〇 １ ５
）

．

２ ．２ 人类化石 的新发现与研究

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和研究
一

方面将现代人在非洲

和邻近区域出现的时 间提前
，
早于分子生物学者所推

断的距今２０万年
；
另
一

方面也揭示出现代人与其他化

石人类基因交流或共存的证据 ． ２０ １ １年以来
，
在 以色

列的 Ｑｅ ｓｅｍ洞穴遗址距今４０￣２０万年的层位中相继发

现 １ ３颗人类牙齿
，

研究者认为它们 与 以色列距今 １０万

年左右的Ｑａｆｚｅｈ和 Ｓｋｈｕ ｌ的早期现代人形态近似
，
而与

尼安德特人的关系 相对较远 （
Ｈ ｅ ｒｓ ｈｋｏｖ ｉｔ ｚ等

，

２ 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６
）

． 近 日
，

北非摩洛哥 Ｊｅｂ ｅｌＩｒｈｏｕｄ遗址人类化石的

发现将此区域早期现代人 出现的 时间提至约 ３ ０万年

前
，
研究者认为虽然该个体具有

一

些古老型特征
，
但面

部已发展出诸多关键的现代形态
，
揭示了非洲早期现

代人具有复杂的演化历史 （
Ｈｕｂ ｌｉｎ等

，

２０ １７
） ．

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混血的证据首先是从人

类化石形态的角度提出来的 （
Ｓｍｉｔｈ

，１ ９８４
；Ｔｒｉｎｋａｕｓ等

，

１ ９９９
；Ｗｏ ｌｐｏｆｆ，１ ９９９

）
． 研究人员在 出 自 罗马尼亚

一

处

洞穴 中 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３ ． ５万年左右的
一

具头骨

上发现兼具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解剖学特征
，

既有

前额扁平 、 耳后骨突 出 、 上 白齿硕大等尼人性状
，
又

具有现代人眉脊特点和头颅 比例
，
呈现

一

种镶嵌进化

的态势
，
表 明尼人和迁徙至欧洲 的早期现代人可能 曾

经杂居并混种
（
Ｓ ｏｆｉｃａｒａ等

，

２００６
）

．

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弗洛里斯人 （
Ｚ／ｏ ／ｗｏ

ｙＺｏｒｒａ ｚ ｅｗ－

■Ｓ７ ５
１

）
显示诸多直立人的形态特征 （

Ｔｏｃｈｅｒｉ等
，

２００７
） ，
初

始研究认为该化石人类生活于约 １ ． ９￣ １ ． １万年前 （
Ｍａｒ

－

ｗ ｏｏｄ等
，２００４ ） ，

新近的年代测定显示其生存年代为距

今约 ５万年 （
Ｓｕｔｉｋｎａ等

，

２０ １６
）

． 在对早先发现于中 国云

南 、 广西 的两处洞穴 中 的
一

些人类化石进行研究时
，

学者鉴定 出
一

支生存于距今 １ ． ４５－ １ ． １ ５万年间却保留

了许多古老性状的
“

马鹿洞人
”

，
认为他们可能是直立

人时期走 出非洲到达东 亚的古人群孑 遗 （
吉学平等

，

２０ １４
；Ｃｕｍｏｅ等

，

２０ １２
）

． 这些化石人类的发现与研究
，

连同从基因 角度辨识 出 的生存于晚更新世晚期的
“

丹

尼索瓦人
”

，

进一步表 明人类演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不会是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在开始阶段所描述的单向进

化及简单的
“

完全替代
”

那般模式 ．

对
一

些早期人类化石的发现与整合研究也启发了

对现代人类起源问题的新思路 ． ２０ １ ３年
，

在对格鲁吉亚

德马尼西 （
Ｄｍａｎｉｓ ｉ

）
遗址新发现的

一个头骨化石进行

研究并与该遗址出土的５个距今约 １ ８５万年的人类头骨

做比较分析时
，
发现这些头骨在形态上存在着 明 显的

差异
，

如果它们被发现在非洲大陆
，
可能会被视作不

同 的人种
，

这说明那些非洲早期人类化石的形态差异

是否达到种的差别是有疑问 的
，
需要对当下人属化石

的分类进行重新思考 （
Ｌｏｒｄｋｉｐａｎｉｃｂｅ等

，

２０ １ ３
） ．

Ａｎｔ６ｎ

等
（
２ ０ １４

）
对早期人类化石的整合生物学研究发现

，

现

代人的诸多生物特征并非作为一个集合体突然出 现
，

相反
，
这些特征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 出现得有早有晚 ．

尽管这两项研究是针对早期人类演化而言
，
但对如何

界定现代人
，

如何看待不 同时期人类的差别这类与现

代人起源密切相关的学术问题
，

提供了反思与启示 ．

与此同 时
，

“

多地区进化说
”

的倡导者基于新的发

现与研究也在进
一

步强化论述 ． 长期 以来
，
这
一

假说

在
一

定程度上被误读
，

认为它认同现代人作为
一

个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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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种在非洲 、 欧洲 、 亚洲独立出 现 ． 事实上
，

“

多地

区进化说
”

虽然出 自魏敦瑞的
“直 生论”

，
但与

“直生论”

阐述人类起源 、 演化全过程不 同 的是
，
该假说主要阐

述的是人类如何逐渐演化 出形态上的现代性 （
Ｍ ｏｄｅ ｒ

？

ｎｉｔｙ ） 

特征
（
吴新智

，
２０ ０６

） ，
而非专 门讨论起源问题

；
它强

调人类 演化过 程 中 的 古 ／新 形态 镶嵌 与 基 因 交流

（
Ｗｏ ｌｐｏｆｆ等 ，

１ ９８４
）

． 对于形态现代性的表述
，
主张

“

多地

区进化
”

的Ｗｏ ｌｐｏｆｆ与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
”

的旗手 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逐渐趋 向
一

致 ： Ｓｔｒｉｎｇｅｒ认为形态现代性的发育不是某

个特性或某次事件
，
而是在不同 时期 以不 同模式发生

的不同演化进程 （
Ｓ ｔｒｉｎｇｅ ｒ

，２０ １４
） ；
而Ｗｏ ｌｐｏｆｆ更强调现

代性是蕴含体质 、 行为 、 基因多方面 内容并且至今仍

在持续的过程
，

在这
一

进程中 由于人群 、 人 口 的差异

与变化
，
逐渐形成了体质形态与基因 的多样性 （

Ｃａｓｐａｒｉ

和Ｗｏ ｌｐｏｆｆ，
２０ １ ３

）
．

２ ． ３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对
“

现代人行为
”

的

反思

现代人起源问 题不局限于体质 、 形态与基因 的研

究 ． 当体质人类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试图 回答解剖学

上的现代人是何时 、 何地 、 如何 出现和演化时
，
考古

学家也在致力于根据文化遗存阐释
“

现代人行为 （
Ｍｏｄ ？

ｅｍ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

的独特性及其起源 、 演化过程

（
Ｍｅ ｌ ｌａｒｓ

，２００５ ；Ｋ ｌｅｉｎ
，２００９ ）

． 目前对这
一

问题的研究

主要 围绕以下几方面 内容
，
并呈现 出学科交叉 、 方法

多样的特点
，
研究思路也在此背景下大大拓展 ．

“

现代人行为
”定义 ： ２０世纪

，
研究者认为现代人作

为现今世界上唯
一

人种
，
在与其他古人类的竞争 中取

得了 最终胜利
，

必然有着比其他古人类更为先进的文

化
（
Ｍｅｌ ｌａｒｓ

，１ ９８９
）

．

立足于西欧 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

当时认为尼安德特人创造的莫斯特 （
Ｍ ｏｕｓ ｔｅ ｒ ｉａｎ

）文化

被现代人创造的奥瑞纳 （
Ａｕｒｉｇｎａｃｉａｎ

）文化取代 ，
因而

奥瑞纳文化的许多特征
，

包括石叶技术 、 使用染料 、

远距离贸 易 、 艺术 、 装饰品等就成为最早对现代人行

为定义的标准 （
Ｍ ｅｌ ｌａｒｓ

，１ ９８９
，２０ ０６ａ，２００７ ）

． 但随着世

界各地材料的增多
，
这
一

定义清单的 内容被越添越多
，

对文化特性的区分度却越来越弱 ． Ｈ ｅｎｓｈｉｌｗ ｏｏｄ和Ｍａｒ
－

ｅａｎ
（
２０ ０３

）
认为这些清单上的 内容带有 明 显 的欧洲 中

心的偏见
，
并不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 更为重要的是这

些定义具有典型 的经验主义特点
，
即根据遗址中是否

出土某种物质材料作为鉴定标准
，

忽视了遗址特点和

埋藏要素 ． 在他们看来
，

一些具有象征
（
Ｓ
ｙｍ

ｂｏ ｌ ｉｃ
）
意义

的证据才应该是现代人行为最重要的标准 ． 他们 的意

见近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 （
Ｎｏｗ ｅｌ ｌ

，
２０ １ ０

）
． 于是

，

对蕴含象征意义的考古材料
，
包括装饰品 、 遗物上的

刻划
（
画

）
痕迹 、 染料等古人类非功利性

（
Ｎｏｎ

－

ｕｔｉ ｌ ｉ ｔｙ ）
行

为遗物越来越受到学术界 的重视 （
Ｂｏｕｚｏｕｇｇａｒ等 ，

２０ ０７
；

ｄ
’

Ｅｍ ｃｏ等
，

２００９
；
Ｐｅｎｇ等 ，

２０ １２
；
Ｈｅｎｓｈｉｌｗｏｏｄ等

，

２０ ０９
；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ｚ
－Ｖｉｄａ ｌ等

，

２０ １４
） ，
同 时这些遗物所反映的人类

认知能力
（
Ｈｅｎｓｈｉｌｗｏ ｏｄ等

，

２００２
；Ｗａｄｌｅ

ｙ等 ，

２００９
）
、 意

识 （
Ｔａｔｔ ｅｒｓ ａ ｌ ｌ

，２ ００ ４
）

、 大脑发育
（
Ｃｏｗ ａｒｄ和 Ｇａｍｂｌ ｅ

，

２００８
；Ｃｏｏ ｌ ｉｄｇｅ和Ｗｙｎｎ ，２００５ ）乃至语言 的出现 （

８ （：１＾－

ｐａｒ ｔｚ
，１ ９９３

；ｄ
’

Ｅｒｒｉｃｏ等
，

２００３
）等问题也逐渐吸引 了来

自语言学 、 认知科学 、 脑神经科学 、 社会科学等多领

域学者的关注 ．

现代行为起源与演化 ： 现代行为 曾被认为是伴随

着现代人迁入西欧而突然出现并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

文化
（
Ｍｅｌ ｌａｒｓ

，１ ９９２
）

． 其后
，

随着更多非洲材料的发现

和受
“

近期 出 自 非洲说”

的影响
，

有学者提 出
“

现代行

为
”

大约 ５万年前起源于非洲
，
原因是早期现代人脑 内

基因 的突变
，
导致了现代语言能力 的产生

，
出现了 复

杂 的文化
（
Ｋ ｌｅｉｎ

， １ ９９５
）

． 这两种观点都支持现代行为

的起源是
一次突发的革命性 （

ｒｅ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
事件

（
Ｂ ａｒ －Ｙｏ ？

ｓｅｆ
，
２００２

） ，因而被统称为
“

革命说 然而
，
ＭｃＢ ｒｅａｒｔｙ 

和

Ｂ ｒｏｏ ｋ ｓ
（
２０ ００

）在系 统对比研究 了非洲石器时代 中期

（Ｍ ｉｄｄｌｅ ＳｔｏｎｅＡｇｅ）的考古材料后 ，

发现所谓
“

现代人行

为
”

的证据
，

包括石叶技术 、 使用 染料 、 远距离贸 易 、

艺术 、 装饰品等
，
早在距今约 ２５￣３ ０万年的石器时代中

期就已经萌生
，
并且是连续 、 渐次 出现的 ． 于是

，
对现

代人行为的研究如同现代人起源一样
，

也 出现了 两种

针锋相对的假说——
“

革命说
”

和
“

渐进说
＂

（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

除了这两种假说
，
有学者近来还提出 了

“

跃变说
＂

（
Ｓａ ｌｔａ

？

ｔｉｏ ｎ）
，
其依据是北非 、 南非相继发掘出 许多 距今约

１０￣７万年的装饰品 、 带有刻划
（
画

）
痕迹的遗物 、 染料

等 ． 相关学者根据基因数据评估古人群数量时发现欧

洲在 ４万前的人 口规模与非洲 １０万年前相似
，
而４万年

前的欧洲正是许多象征性行为 、 复杂技术 出 现的时

段 ． 因此
，

持
“

跃变说
”

者认为现代行为的出 现与演化呈

跃变的模式
，
即 自 １０万年前 出现以来时隐时现

，

直至约

４万年前才稳定下来 ，
而人 口规模和数量被认为是这

一

演化模式的主要动 因 （
ｄ

’

Ｅｒｒｉｃｏ和 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
２０ １ １

）
．

现代行为的人群属性及文化交流 ： 现代行为 曾被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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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现代人独有 的行为特征
，

但近年来 ｄ
’

Ｅ ｒｎ ｃｏ

（
２００３

）及Ｚｉ ｌｈａ〇
（
２００６

）
通过对

一

些西欧 旧石器时代中期

的莫斯特遗存研究
，
发现

一

些被认为是奥瑞那又化独

有的行为特征
，
包括装饰品 、 刻划 （画 ）符号等 ，

其实在

莫斯特遗址 中已经有所发现 特别是 旧石器时代 中 －晚

期过渡阶段的一些遗址共 出尼安德特人化石和骨质工

具 、 装饰品及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 的石器
，
说明 以前

所推测 的所谓现代人行为并非现代人所独有 于是
，

“

现代人行为
”

这
一

名词逐渐被废弃
，

代之以
“

现代行

为”

（
Ｍｏ ｄｅ ｒｎ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 ｒ

）
或“行为现代性

”

（
Ｂ 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 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 但对于尼安德特人的
“

现代行为
， ，

是独立演

化而来还是源于早期现代人 的又化涵化 （
Ａ ｃ ｃｕｌ ｔｕｒａ

？

ｔｉｏｎ
） ，
学术界仍有争议（

ｄ
’

Ｅｍｃｏ
等

，１ ９９８
，Ｂ

ａｒ
－Ｙｏｓｅｆ和

Ｂｏｒｄｅ ｓ
，
２０ １０

，
Ｈｕｂｌ ｉｎ等

，

２０ １２
）２ ０ １ ５年

，

在重新研究爪

哇直立人（
Ｚ／ｏｗｏｅｒｅ ｃｔｅ

）遗址的又化遗物时 ，
在
一

些 贝

壳上鉴别 出 人工有意识 的刻划 （画 ）痕迹 （
Ｊｏ ｏｒｄｅｎ ｓ等

，

２０ １ ５
） ，
利用氩 －氩 （

４°

Ａ ｒ／

３ ９

Ａｒ
）法和释光方法将该遗址的

年龄重新测定为不晚于距今 ５４￣４ ３万年 中 国重庆兴

隆洞遗址 出土的距今约 １ ５
￣

１２万年 的象牙刻划痕迹
，

也提示了早期智人可能的象征性行为 （高星等 ，

２００３
）

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直立人 、 早期智人等古老型人

类认知能力 的认识
，

也让学术界意识到拥有现代行为

的人群归属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很多学者认识到人类的行为变化远大于人类的体

质形态或遗传变化
，
考古学又化难 以与人类特定演化

阶段相对应
，
所谓 的

“

现代人行为标志
”

出 现在不 同时

期 、 不 同地域和不 同 的人群中
，
很多也被尼安德特人

所拥有
，
无法为

“

早期现代人
”做标注 于是

，

多数考古

学冢正背离
“

现代人行为
”或“行为现代性

”

的研究视角
，

而更多关注人类行为的多样性 （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 ｌＤ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
Ｓｈｅａ

，２０ １ １
）
当然

，

仍有少数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坚持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

，
认为只有距今约 ５万年前走出非洲

的现代人才是演化的成功者
，
他们利用沿海路线扩散

到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
而非洲之外的非现代人群

未对当今人类基因库作 出任何贡献
（
Ｍ ｅｌ ｌａｒｓ

，
２００６ｂ

）

３ 中国地 区现代人起源研究进展

３
．
１分子生物学主流观点认定东亚最早现代人来

自西方

中 国 是现代人类起源问 题学术争 鸣的 中 心之
一

（高星等 ，

２０ １０
） ，

这里 自 出现直立人 以来就是人类演化

的重要地区
，

曽被认为是亚洲现代人类的发祥地 但在

新的学术讨论 中
，
早先建立的理论体系受到强烈冲击

，

人类从古至今在这里演化的脉络似乎变得模糊起来
，

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寻找 自 己的先祖 按照
“

近期出

自非洲说”

的论述
，
现代人类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

人的
一

个新的物种
，
现代人大概在 ２０￣ １０万年前起源

于非洲
，
在亚洲东部

，
现代人群经南方路线先到达东

南亚
，

然后 由南 向北迁徙扩散
，

在 中 国
，

现代人大约于

６￣５万年前从南部进入并 向北迁移
，
现代人到来之前

，

距今 １０￣ ５万年 间的末次冰期使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

条件
，
中 国本土原有人群因此而灭绝

，
外来的早期现代

人与本土原住民之间没有交集
（
柯越海等

，

２００ １
，
Ｋｅ等

，

２００ １
，
Ｊｉｎ和 

Ｓｕ
，
２０００

，Ｓｕ等 ，

１ ９９９
，
Ｃｈｕ等

，

１ ９９８
）

近些年来
，
从分子生物学 的角度对中 国 、 东 亚 、

东南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来源的研究未见重要进展和重

大成果
，
相关学人仍在强调 以前的论述 更多的研究集

中在对特定现生族群源头的遗传学追溯
，
但大的前提

是这些族群的祖先在约 ６￣ ５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至此

（
Ｚｈａｎｇ等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５

） 在此方面 ，
严实的观点具有代

表性 从 目前研究结果看
，
现代人９５％以上的基因都来

自非洲 因此
，

其他各大洲的现代人
，

都应是距今 １０万

年以 内
，
从非洲走出来的 剩下的 问题仅仅是

，
走 出非

洲 的人类
，
到底是

一

次性走出来的
，

还是分成若干批走

出来的 ７０万年前的北京人 １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 ２００

万年前的巫 山人 既然现代人类是在 １０万年前走 出非

洲 的
，
这些古人类就不可能是现代人真正 的祖先 这些

古人类 曽经存在
，
但最终都消失 了

 （杨波 ，

２０ １４
）

３
．
２ 古人类学对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论述的强化

吴新智在 “

多地区进化
”

的基础上
，

针对中 国乃至

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演化和现代人起源
，
提出

“

连续进化

附带杂交
”

的论述
，

认为东亚地区 自直立人 以来进化是

连续的
，

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
，

其间未发生过大规模

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
，
该地区古人类与外界有

过
一

定程度的隔离
，
使其得 以保持区域特点

，
在形态

上有别于 旧大陆西侧的人群
，

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

交流发生过并与时俱增
，

这使得该地区的人类与外界

人群作为同
一

物种得 以维系
，
但这种基因 的混合 、 交

流与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相 比是次要的
，
本地主体人

群与 少量 外来移 民之 间 是融合而非 替 代 （吴新 智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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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 ８
，
２００６

；
高星等

，

２０ １０
）

．

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起源与演化
一直是古人类学

研究与争议的热点
，
近 １０年来中 国 古人类学界在这个

领域的研究取得了
一

系列重大进展
，
先后在湖北郧西

黄龙洞 、 广西崇左智人洞 、 贵州盘县大洞 、 河南许 昌

灵井等多处遗址发现化石人类
，
对相关人类化石的年

代测定 、 形态研究显示
，
这
一

地区人类演化远非
“

近期

出 自非洲说
”

所表述的那样简单 （刘武等 ，

２０ １６
）

．

对距今约 ３ ０￣２ ５万年的陕西大荔人颅骨的新研究

表明
，

该个体表现为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共有特征和早

期现代人部分特征的镶嵌体
，
并且兼具东亚直立人和

旧大陆西部 中更新世人的特征
；
既不属于直立人

，
也

不属于海德堡人
；
不少特征 比 中国 的直立人和 旧大陆

西部中 更新世人群进步
，

所代表的进化世系可能比 中

国的直立人 、 非洲的 中更新世人群等对中 国地区现代

人的形成做出 过更大的贡献 （吴新智 ，

２ ０ １４
）

． 对距今

１２ ． ５－１０ ． ５万年的河南许昌灵井人化石的研究 ，
揭示出

古老型形态特征与现代特征镶嵌的特点 ： 虽然具有早

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诸多性状
，
但总体的头骨形

态
，
尤其是宽阔的颅底和低矮的脑颅的结合等特点则

承袭 自 欧亚大陆东部 中更新世人群
，
表现出 区域连续

演化为主且存在
一定程度东西方人群交流 的特征 （

Ｌ ｉ

等
，

２０ １７
）

． 中 国南方中更新世晚期及晚更新世初期多

处地点的人类化石也体现出 了诸多早期现代人的形态

特点 ． 发现于贵州盘县大洞距今约 ３０￣ １ ３万年的人类牙

齿已经呈现出早期现代人的特征 （
Ｌｉｕ等

，

２０ １ ３
） ；

发现

于广西崇左智人洞距今约 １ ０万年的人类下颌骨上 出现
一

系列现代人类的衍生性状
，
如突起的联合结节 、 明

显的额窝 、 中等发育的侧突起 、 近乎垂直的下颌联合

部 、 明 显的下颌联合断面 曲度等
；
同时保留有与古老

型智人相似的粗壮的下颌联合舌面 以及粗壮的下颌体

等特点 （Ｌ ｉｕ等
，

２０ １０
）

． 这些化石人类的镶嵌特征说明此

时期 中 国 南方和 中 部存在从古老型智 人向现代人演

化 、 过渡阶段的人群
，

属于形成中的早期现代人 ． 在湖

南省道县福岩洞发现的４７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

类牙齿化石则表明
，

至迟在距今 １２￣８万年间 ，
现代人在

该地区 已经 出现
（
Ｌ ｉｕ等

，

２０ １ ５
）

． 类似的重要发现还包括

湖北黄龙洞
（
Ｌ ｉｕ等

，

２００８
）
、 广西陆那洞与土博 （

Ｂａｅ等
，

２０ １４
；
李有恒等

，

１ ９８４
；
沈冠军等

，

２ ００ １
） 、 贵州毕节麻

窝 口洞 （赵凌霞等 ，

２０ １６
）等诸多地点 ，

年代多在 中更新

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约 ２０￣８万年间 ） ．

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古老型化石人类的研究也取

得了诸多新认识 ． 研究者采用ＣＴ扫描技术复原了 中更

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的许家窑人的 内耳迷路 （
Ｗｕ

等
，
２０ １４

） ，
发现许家窑人 内耳迷路形态与尼安德特人

相似
，

提供了首例东亚古代人类具有
“

尼人 内耳迷路模

式
”

的化石证据
，
挑战了 以往

“

尼人 内耳迷路模式
”

专属

尼安德特人的看法
，
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应用孤立特

征 （包括形态上和分子遗传上）追溯人类迁徙及判断人

群亲缘关系 的可靠性 ． 这项研究 引发了对东亚与 欧洲

古老类型人群之间是否存在基因交流的新讨论 、 新

思考 ．

３
．
３ 考古学的证据与视角

在现代人起源讨论的初期
，

中 国 的考古工作者很

少参与 其 中 ． 随着分子生物学家提出 中 国 地区距今

１０￣５万年间缺乏人类生存的证据 ，
以此推断该地区人

类演化 曾发生过中断 （
Ｊｉｎ和 Ｓｕ

，２０ ００ ） ，
古人类学者开

始 引 述 旧 石器时代文化材料对其进行反驳 （
吴新智

，

２００５
；

吴新智和徐欣
，

２０ １６
） ，

考古学家也随之投身到

相关探讨 中 （高星 ，

２０ １４
； 高星和裴树文 ，

２００６
）

． 考古学

材料对该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

面 ： 中 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支持
“连续进化附

带杂交
”

的假说
；
中 国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丰富 了现

代行为的 内涵
，
为行为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区域性

视角 ．

高星等系统归纳 了 中 国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演

变过程与特点
，
认为中 国乃至东亚 旧石器文化及其反

映 的古人群生存演化是
一

脉相承 、 连续不断 的
，
虽然

有手斧 、 勒瓦娄哇技术 、 石叶等
“

西方元素
”

间或出现

在不 同地区
，
但都逐渐消 失或被融入土著文化中 （高

星
，

２０ １２
，
２０ １４

） ，
这为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假说提供了

坚实 的考古学证据 ，
与分子生物学 的研究结果背道而

驰
；
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

，

特别是光释光技术的发展
，

大量 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古人类化石地点被确认在距今

１０￣ ５万年
，
说明分子生物学家提出 的本地区人类演化

的空 白 时段并不存在
；
古环境分析也不支持末次冰期

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的假设
；

而对中 国地区古人类演化

的
“

综合行为模式
”

提炼和对人类独特的行为特点与社

会属性的观察和思考
，
也对本土人群与西方同类的隔

离 问题及不 同地区人群长时期维系在 同
一

物种 内的可

能性与动 因提供 了 有益 的启示 （
Ｇ ａｏ

，
２０ １ ３

； 高星
，

３ ５



高星等 中 国地 区现代人起源 问题研宄进展

２０ １４
）

．

宁夏水洞沟遗址群出土丰富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

化遗存
，
为追溯特定区域可能的外来移民及其产生的

文化影响及分析现代行为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和案例 ． 这里的文化遗存除不同技术体系 的石制 品组

合的更迭外
，

还有骨器 、 装饰品 、 各类用火证据
，
以

及对居址复杂利用 、 对石料热处理和采食植物性食材

的诸多信息
，

显示末次冰期期间东北亚人群复杂 、 能

动的适应 、 迁徙 、 交流 、 演化过程
，

并可据此建立起

４万年来区域人群文化演化和技术发展 的序列 （高星

等
，

２００８
；
刘德成等

，

２００９
；
高星等

，

２０ １ ３
；
李锋等

，

２０ １ ６
）

． 该地区在约 ４万年前 出现勒瓦娄哇与石叶 的技

术体系
，

通过遗址对比分析和技术追踪
，

这套技术体

系应是从西方 －西北方向迁移过来的古人群的遗留
，

代

表
一

支外部人群的迁徙 （
Ｌ ｉ等

，

２ 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Ｐｅｎｇ等 ，

２０ １４
）

． 但该技术体系在后来消失
，
没有对本土文化产

生明 显的影响
，
表明移居者没有对本土人群实现整体

替代
，

反而被后者取代
；
后者在石器技术上保持固有

的传统
，
但文化遗存 中 出现小型精制石器 、 装饰品 、

石料热处理等现代行为特征 （王春雪等 ，

２００９
；
关莹等

，

２０ １ １
；
彭菲等

，

２０ １２
；
周振宇等

，

２０ １ ３
） ，
反映 出这里的现

代人演化与扩散模式不是简单的外来移民替代
，

相反
，

本土人群连续进化并 向
“

现代
”

方向发展是主旋律 ．

对秦岭地区 旧 石器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揭示出更长

时间尺度 内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脉络 ． 这里的人类

生存历经百万年
，

先后 出现 以砾石砍砸器 、 石核 、 石

片和简单修理的石片工具为主的模式Ｉ石器工业
，
以石

核 、 石片和刮削器 、 尖状器 、 雕刻器等小型石片工具

为主的技术体系
，

以手斧 、 手镐和薄刃斧等代表的阿

舍利技术体系 ． 后者虽然具有 旧大陆西部 旧石器时代

早期的技术特点
，
但发生于本土砾石工具体系 内

，
而

且延续得很晚
，
与西方的阿舍利体系 明显不同步 ，

显

示本土文化的延续性 、 复杂性和与西方存在局部文化

交流或人群迁徙的可能性 （
王社江和鹿化煜

，

２ ０１ ６
）

．

其他的相关研究
，
都揭示出 中 国地区晚更新世以

来人群适应生存的连续性和复杂性
，
包括对动物资源

的深度开发利用及
“

广谱革命
”

的证据
，

而这些适应生

存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
“

现代行为
”

的复杂性 、

多样性和强烈的 区域特点 （张双权等 ，

２００ ９
；
张乐等

，

２００ ９ａ
，２ ００９ｂ ；

张双权等
，

２０ １２
；
张乐等

，

２０ １ ３
；Ｗａｎｇ

等
，

２０ １６
；
张双权等

，

２０ １６
） ．

４ 目前研究中的问题与挑战

在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 中
，
不 同 的学科领域各

有优势和劣势 （高星 ，

２０ １７
）

． 遗传学具有坚实的现代科

技基础
，

以大数据 、 较强的重复分析能力为特点
，

在微

观研究和揭示演化机理方面具有 明显 的优势 ． 该领域

发展迅速
，
如果能在古人类ＤＮＡ的提取和破译上获得

更大突破
，
未来会成为相关研究 的利器乃至主导力量 ．

然而 目前该领域研究在
一

定程度上存在假设前提的不

确定性和未检验性
，

得出 的推论具有被质疑的空间
；

很

多结论并非来 自对古人类遗传信息 的提取与分析
，
而

是从现生人群的遗传变异做溯源推导
，
因而对现代人

类起源来说
，

只能提出推论
，

而不是提供直接证据
，

不

可把推论完全当成结论乃至事实 ． 人类化石作为直接

证据
，
是对人类个体 、 群体演化阶段 、 种群属性直接

的形态表达
，
当然这种表达需要学者做观测 、 解读 ．

古人类学根据化石证据建立起人类演化的宏观框架 ，

总体上是可信的
，
但该领域对

一定 时段 、

一定 出 土环

境的标本来说
，

存在年代测定的不精确性
，
会在局部

进化排序乃至认知方面存在混乱或错误
；
由于人类化

石的稀有性
，
研究者很难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

，
对具

体标本的演化阶段或进化种群的代表性会因个体或时

代差异而被质疑 以点带面 、 以偏概全 ． 考古遗存或文

化证据对于人群的时空分布 、 技术发展 、 智能演进等

是直接证据
，

对个体乃至群体的生物属性 、 演化阶

段 、 人群迁徙交流等问题
，

则是间接证据
；

优势在于

材料多
，
信息丰富

，
依托地层和伴生物有更好的年代

学基础
，
有的标本可直接测年

，
对大的文化变迁所建

立的框架基本可信
；
可以有效 回答人类在某

一

区域何

时出 现 、 向 何方向 迁徙扩散 、 在某区域是否连续演

化 、 征服开发利用 了什么样的生态区域与资源 、 是否

发生过群际交流等问 题 ． 劣势在于无法直接反映人群

的生物属性 、 演化阶段 、 演化的细微过程等
；
人类的

文化产 品受个体 、 群体属性和材料及环境差异 的影响

大
，
变异 的机制不好掌控

，
与体质演化和遗传变异 的耦

合性差 ． 因而
，
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

，
尤其是传统

的古人类学 、 考古学与新兴 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

与协作
，
明确彼此的关注点 、 需求和专长

，

凝练共 同的

学术问题和 目标
，
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并向着共 同

的学术方向
一

道前行
，
应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

破译现代人起源这
一

重大命题的关键所在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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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５ ２６

Ｃ ｏｗ ａｒｄＦ， Ｇａｍｂ ｌ ｅＣ２００ ８Ｂｉ

ｇ
ｂｒａｉｎｓ

， ｓｍａ ｌ ｌｗｏ ｒ ｌｄｓＭａｔｅｒ ｉａ ｌｃ 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ｔｈ ｅ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ｍｉｎｄＰｈｉ ｌ ｏｓ Ｔｒａｎｓ Ｒ ＳｏｃＢ－Ｂｉｏ ｌＳｃ ｉ
， ３６ ３

１ ９６９ １ ９７９

ＣｕｒｎｏｅＤ ， Ｊ
ｉＸＰ，Ｈｅｍ ｅｓＡ Ｉ Ｒ， Ｋａｎｎｉｎ

ｇＢ， Ｔａ§ ｏｎＰ ＳＣ，ＢａｏＺＤ ，

ＦｉｎｋＤ
，
Ｚｈｕ Ｙ Ｓ

，
Ｈｅ ｌ ｌｓ ｔ ｒｏｍＪ

， 
Ｌｕｏ Ｙ

，
Ｃａ ｓ ｓ ｉｓ Ｇ

，ＳｕＢ
， Ｗｒｏｅ Ｓ

， 
Ｈｏｎ

ｇ

Ｓ ，Ｐ
ａｒｒ

ＷＣＨ ，Ｈｕ ａｎ
ｇＳ Ｍ ，Ｒｏｇｅ ｒｓ Ｎ２０ １ ２Ｈｕｍａｎｒｅｍａｉｎ 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ｌｅ ｉｓ ｔｏｃ ｅｎｅ
－Ｈｏ ｌｏｃｅ ｎｅｔ ｒａｎｓ ｉｔ ｉｏｎｏｆＳ ｏｕｔｈｗｅ ｓ ｔＣ ｈｉｎａｓｕ

ｇｇ
ｅ ｓｔａ

ｃｏｍ
ｐ

ｌ ｅｘｅ 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ａ ｒ
ｙ
ｈｉｓ ｔｏ ｒ

ｙ
ｆｏ ｒ

Ｅａ ｓ ｔ
Ａｓ ｉ ａｎｓＰ ｌｏ ｓ Ｏｎｅ

，７ｅ ３ １ ９ １ ８

ｄ
’

Ｅ ｒｎｃ ｏ Ｆ２００３Ｔｈ ｅｉｎｖｉ ｓ ｉｂ ｌｅｆｒｏｎｔ ｉｅ ｒＡｍｕｌｔ ｉ

ｐ
ｌｅ ｓ

ｐ
ｅｃ ｉｅ ｓｍ ｏｄｅｌｆｏ ｒ

ｔｈｅｏ ｒ ｉ

ｇ
ｉｎｏｆｂｅｈ ａｖｉｏ ｒａ ｌｍ ｏｄｅｒｎｉ

ｔ

ｙ
Ｅｖ ｏｌＡｎｔｈｒｏ

ｐ
ｏ ｌ

，１ ２１ ８ ８ ２０２

ｄ＾ｒｒ ｉｃ ｏ Ｆ
，Ｈｅ ｎｓｈｉ ｌｗｏｏｄＣ

，ＬａｗｓｏｎＧ
，ＶａｎｈａｅｒｅｎＭ ，Ｔｉ ｌ ｌ ｉｅｒＡＭ

，

Ｓｏ ｒｅｓ ｓ ｉＭ
， Ｂｒｅｓ ｓ ｏｎＦ

， Ｍａｕｒｅ ｉ ｌ ｌｅ Ｂ
，Ｎｏｗｅｌ ｌＡ

， Ｌａｋａｒｒａ Ｊ，Ｂ ａｃ ｋｗｅｌ ｌ

Ｌ， Ｊｕｌ ｉｅ ｎｌｏ Ｍ２００３Ａｒｃｈ ａｅ ｏ ｌｏ
ｇ

ｉｃ ａｌｅｖ ｉｄｅｎｃ ｅｆｏｒ ｔｈｅｅｍ ｅｒ
ｇ
ｅｎ ｃｅｏｆ

ｌａｎ
ｇ
ｕａ

ｇ
ｅ

，ｓ
ｙ
ｍｂｏ ｌ ｉ ｓｍ

，ａｎｄｍｕｓ ｉｃ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ｍｕｌｔ ｉｄ ｉｓｃ ｉ

ｐ
ｌ ｉｎ ａｒ

ｙ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 ｅＪＷｏ ｒ ｌｄＰｒｅｈ ｉｓｔｏ ｒ
ｙ

，１ ７１ ７０

ｄ
’

Ｅ ｒｎｃ ｏ Ｆ
， Ｓｔ ｒ ｉｎ

ｇ
ｅｒＣＢ２０ １ １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

，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ｏ ｒ ｓａｌｔａｔｉ ｏｎ

ｓｃｅｎ ａｒ ｉｏ ｆｏ ｒ  ｔｈｅｅｍｅ ｒ
ｇ
ｅ ｎｃｅｏｆ ｍ ｏｄｅｍ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ｓ

？
Ｐ ｈｉ ｌｏ ｓ Ｔｒａｎｓ ＲＳｏｃ

Ｂ－Ｂｉｏ ｌＳｃ ｉ
， ３ ６６１ ０６０ １ ０６９

ｄ＾ｒｒ ｉｃ ｏＦ
，Ｖａｎ ｈａｅｒｅ ｎＭ

，Ｂ ａｒｔ ｏｎＮ
，Ｂｏｕｚ ｏｕｇｇａ ｒＡ

，Ｍ ｉ ｅｍｓ Ｈ
，Ｒｉ ｃｈｔｅｒ

Ｄ，

Ｈｕｂ ｌ ｉｎＪ Ｊ， Ｍｃ Ｐｈｅ ｒｒｏｎＳ Ｐ，Ｌｏｚｏｕｅｔ Ｐ２００９Ａｄ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ａｌｅ ｖｉｄｅｎ ｃｅ

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ｐ

ｅｒｓｏｎａ ｌｏｒｎａｍｅ ｎｔｓ  ｉｎｔｈｅ Ｍ ｉ ｄｄ ｌｅＰａ ｌｅｏ ｌ ｉｔｈｉｃｏｆ Ｎｏ ｒｔｈ

Ａｆｒ ｉｃａＰｒｏｃＮａｔ ｌＡｃ ａｄＳｃ ｉＵＳＡ
，１ ０６１ ６０ ５ １ １ ６０ ５ ６

ｄ＾ｒｒ ｉｃ ｏＦ， Ｚ ｉ ｌｈａｏＪ，Ｊ
ｕｌ ｉ ｅｎ

Ｍ ， Ｂａｆｆｌｅｒ
Ｄ ， Ｐ

ｅｌ ｅ
ｇ
ｒ ｉｎ

Ｊ１ ９９ ８Ｎｅ ａｎ ｄｅ ｒｔｈａ ｌ

ａ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ｔ ｉｏｎｉｎｗｅｓ ｔｅｒｎＥｕｒｏ
ｐ
ｅ
？
Ａｃｒ ｉｔｉ ｃ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ｅｖ ｉｄｅｎ ｃｅ

ａｎｄ ｉ
ｔ ｓｉｎｔｅｒ

ｐ
ｒｅｔａｔ ｉｏｎＣｕｒｒＡｎｔｈｒｏ

ｐ
ｏ ｌ ， ３ ９Ｓ １ Ｓ ４４

Ｆｕ
Ｑ ，Ｈａ

ｊ
ｄ ｉｎ

ｊ
ａｋ Ｍ

，Ｍｏ ｌ ｄｏｖ ａｎＯ Ｔ
， Ｃ ｏｎｓｔａｎｔ ｉｎＳ

，Ｍａ ｌ ｌ ｉ ｃｋ Ｓ
，Ｓｋｏｇ

ｌｕ ｎｄ

Ｐ
，Ｐ ａｔｔｅ ｒｓｏｎＮ

，Ｒｏｈｌａｎｄ Ｎ
，Ｌａｚ ａｎｄ ｉ ｓ Ｉ

， 
Ｎ ｉｃ ｋｅ ｌＢ

，Ｖｉ ｏ ｌａＢ
，ＰｒｕｆｅｒＫ

，

Ｍｅ
ｙ
ｅｒ Ｍ

，Ｋｅｌｓ ｏＪ
， Ｒｅｉ ｃｈＤ

，Ｐａａｂｏ Ｓ２０ １ ５Ａｎｅ ａｒ ｌ

ｙ

ｍｏｄｅ ｒｎｈｕｍ ａｎ

ｆｒｏｍＲｏｍａｎｉａｗ ｉｔｈａｒｅ ｃｅｎｔＮｅａｎｄｅｒｔｈａ ｌａｎ ｃｅ ｓｔｏ ｒＮａｔｕｒｅ
，５ ２４

２ １ ６ ２ １ ９

ＦｕＱ ，Ｌ ｉＨ
，Ｍ ｏｏ ｒ

ｊ
ａｍＰ

，Ｊａｙ
Ｆ

，Ｓ ｌｅ
ｐ
ｃ ｈｅｎｋ ｏＳＭ

，Ｂｏｎｄａｒｅ ｖＡ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ＬＦ， Ａｘ ｉｍｕ －

Ｐ ｅｔｎＡ ，Ｐ
ｒｕｆｅ ｒＫ ， ｄｅＦ ｉ ｌ ｉ

ｐｐ
ｏＣ ，Ｍ ｅ

ｙ
ｅｒＭ ，

Ｚｗ
ｙ
ｎ ｓＮ

，Ｓａ ｌａｚ ａ ｒ
－ Ｇａｒｃ ｉａＤＣ

，Ｋｕ ｚｍ ｉｎ Ｙ Ｖ
，Ｋｅａｔｅｓ Ｓ Ｇ

， Ｋｏ ｓ ｉｎｔ ｓｅｖ

ＰＡ
，Ｒａｚｈｅ ｖＤ Ｉ

， 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ＭＰ
，Ｐｅ ｒ ｉｓｔｏｖＮＶ

，Ｌａｃ ｈｍａｎｎ Ｍ
，Ｄｏｕ ｋａ

Ｋ ，Ｈ ｉ

ｇ
ｈａｍ

ＴＦＧ ，Ｓ
ｌ ａｔｋｉ ｎ

Ｍ ，Ｈｕｂ ｌ ｉｎ
 ＪＪ， Ｒ ｅｉ ｃｈＤ ， Ｋｅ ｌｓｏ Ｊ， Ｖｉｏ ｌａ

Ｔ

Ｂ
， Ｐ ａａｂｏＳ２０ １ ４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

ｑ
ｕｅ ｎｃ ｅｏｆ ａ ４ ５ ０００

－

ｙ
ｅ ａｒ

－

ｏｌ ｄｍ ｏｄｅｍ

ｈｕｍａｎｆｒｏｍＷｅｓ ｔｅｒｎ Ｓ ｉｂｅｒ ｉ ａＮａｔｕｒｅ
，５ １４４４５＾４９

ＦｕＱ ，Ｍｅ
ｙ
ｅ ｒＭ

，Ｇａｏ Ｘ
，Ｓ ｔｅ ｎｚｅ ｌＵ

，Ｂｕｒｂ ａｎｏＨＡ
，Ｋｅ ｌｓｏＪ

， Ｐ ａａｂｏＳ

２０ １ ３ＤＮＡ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ｓｏｆａｎｅ ａｒ ｌ

ｙ
ｍ ｏｄｅｍｈｕｍａｎ ｆｒｏｍＴ ｉａｎ

ｙ
ｕ ａｎ

Ｃａｖｅ， Ｃｈ ｉｎａＰｒｏｃＮａｔ ｌＡｃ ａｄ ＳｃｉＵＳＡ ，１ １ ０ ２２２３ ２２ ２７

Ｇａｏ Ｘ２０ １ ３Ｐ ａｌｅ ｏ ｌ ｉｔｈｉ ｃ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 ｉｎ Ｃｈｉｎ ａＣｕｒｒＡｎｔｈ ｒｏ
ｐ
ｏｌ

，５ ４Ｓ３ ５ ８

Ｓ ３７０

Ｇｒｅ ｅｎＲＥ
， Ｋ ｒａｕｓｅ Ｊ

，Ｂｒ ｉ

ｇｇ
ｓＡＷ

，Ｍａｎｃ ｉｅＴ
，Ｓｔｅｎｚ ｅ ｌＵ

，Ｋ ｉｒｃ ｈｅｒＭ
，

Ｐ 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Ｎ ，Ｌ ｉＨ ， Ｚｈａ ｉＷ ，Ｆｒ ｉ
ｔｚＭＨＹ ，Ｈａｎ ｓｅｎＮＦ ，ＤｕｒａｎｄＥ Ｙ ，

Ｍａ ｌａｓ
ｐ

ｉｎａ ｓＡＳ ，Ｊ
ｅ ｎｓｅｎＪＤ ， Ｍａｒ

ｑ
ｕｅ ｓ －Ｂ ｏｎ ｅｔＴ ，Ａ ｌｋａｎ Ｃ ，Ｐ

ｒｕｆｅｒＫ，

Ｍｅ
ｙ
ｅｒＭ

，ＢｕｒｂａｎｏＨＡ
，ＧｏｏｄＪＭ

， Ｓｃｈｕ ｌｔｚＲ
，Ａｘ ｉｍｕ

－

Ｐｅｔ ｒ ｉＡ
，

ＢｕｔｔｈｏｆＡ ，ＨｏｂｅｒＢ ，Ｈｏ ｆｆｎｅ ｒＢ，Ｓ ｉｅ
ｇ
ｅｍｕｎ ｄＭ ，Ｗｅ ｉｈｍａｎｎＡ，

Ｎｕｓｂａｕｍ Ｃ
， ＬａｎｄｅｒＥ Ｓ

， Ｒｕ ｓ ｓＣ
， 
ＮｏｖｏｄＮ

，Ａｆｆｏｕ ｒｔ ｉｔ Ｊ
， Ｅｇｈｏ ｌｍ Ｍ

，

Ｖｅｍａ
Ｃ，Ｒｕ ｄａｎＰ， Ｂｒａ

ｊ
ｋｏｖｉ ｃ

Ｄ ，Ｋｕｃａｎ
Ｚ ，Ｇｕ ｓ ｉｃ

 Ｉ， Ｄｏ ｒｏｍ ｃｈｅ ｖＶ Ｂ，

Ｇｏ ｌｏｖａｎ ｏｖ ａ
ＬＶ ，Ｌａｌｕ ｅｚ ａ－

Ｆｏｘ Ｃ ，
ｄｅｌａ

Ｒａ ｓ ｉ ｌ ｌａ
Ｍ ，


Ｆｏ ｒｔｅ ａ

Ｊ， Ｒ ｏ ｓａ ｓ
Ａ，

Ｓ ｃｈｍｉｔｚＲ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ＬＦ

，Ｅ ｉｃ ｈｌｅ ｒＥＥ
，Ｆ ａｌｕｓｈＤ

，Ｂ ｉｍｅ
ｙ
Ｅ

，

Ｍｕｌ ｌ ｉｋｉｎ
ＪＣ ，Ｓ

ｌａｔｋｉｎ
Ｍ ，


Ｎ ｉｅ ｌｓｅｎ

Ｒ，

Ｋｅｌ ｓｏ

 Ｊ，Ｌａｃ ｈｍａｎｎ
Ｍ ，


Ｒｅ ｉｃｈＤ，

Ｐ ａａｂ ｏＳ２０ １ ０Ａｄｒａｆｔ ｓｅ
ｑ
ｕｅｎ 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 ａｎ ｄｅｒｔａｌ

ｇ
ｅｎｏｍ ｅＳｃｉ ｅｎｃ ｅ

，

３ ２８７ １ ０ ７２２

Ｈｅｎｓｈｉ ｌｗｏｏｄＣＳ
，ｄ

’

Ｅｍ ｃ ｏ Ｆ
， Ｗａｔｔｓ Ｉ２００９Ｅｎ

ｇ
ｒａｖｅ ｄｏｃ ｈｒ ｅ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Ｍ ｉｄｄ ｌ ｅＳ ｔｏｎ ｅＡ
ｇ
ｅ ｌｅ ｖｅ ｌｓ ａｔ Ｂｌｏｍｂｏ ｓ Ｃａｖｅ

，Ｓ ｏｕｔｈ Ａｆｒ ｉｃ ａＪＨｕｍ ａｎ

Ｅｖｏ ｌ
， ５ ７２７ ４７

Ｈｅｎｓｈｉ ｌｗｏｏｄＣＳ
， ｄ＾ｒｎ ｃｏ Ｆ

， Ｙａｔｅ ｓ Ｒ
，Ｊａｃ ｏｂ ｓＺ

，Ｔｎｂｏ ｌ ｏＣ
，Ｄｕｌ ｌｅ ｒ ＧＡ

Ｔ ，Ｍｅ ｒｃ ｉｅ ｒＮ ，Ｓｅａ ｌ

ｙ
ＪＣ，Ｖａｌ ｌａｄａ ｓＨ ，Ｗａｔｔ ｓＩ ，Ｗｉｎｔ

ｌｅＡＧ２００２

Ｅｍｅｒ
ｇ
ｅ ｎｃ ｅｏｆｍｏｄｅｍｈｕｍ ａｎｂｅｈ ａｖｉｏ ｒＭ ｉｄｄ ｌｅ ｓｔｏｎｅａ

ｇ
ｅｅｎ

ｇ
ｒａｖ ？

ｉｎ
ｇ
ｓ 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 ｃａＳｃｉ ｅｎｃ ｅ， ２９５ １ ２７８ １ ２８ ０

Ｈｅｎｓｈｉ ｌｗｏｏｄＣ Ｓ ， Ｍ ａｒｅ ａｎＣＷ２００３Ｔｈｅｏ ｒ ｉ

ｇ
ｉ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 ａｎ

ｂｅｈ ａｖｉｏ ｒＣｕｒｒＡｎｔｈｒｏ
ｐ
ｏ ｌ

， ４４６２７ ６５ １

Ｈｅｒｓｈｋｏｖ ｉｔｚ Ｉ，Ｓｍ ｉｔｈＰ，ＳａｎｇＲ，Ｑｕ ａｍＲ，Ｒｏ ｄｒ ｉ

ｇ
ｕｅ ｚＬ ，Ｇａｒｃｉ ａＲ，

Ａｒ ｓｕ ａ
ｇ
ａ ＪＬ

，ＢａｒｋａｉＲ
，Ｇｏ

ｐ
ｈｅｒＡ２０ １ １Ｍ ｉ ｄｄ ｌｅ

ｐ
ｌｅ ｉｓ ｔｏ ｃｅｎ ｅｄｅｎｔａｌ

ｒｅｍ 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Ｑｅ ｓｅｍ Ｃａｖ ｅ

（
Ｉ ｓｒａｅｌ

）Ａｍ ＪＰｈ
ｙ
ｓ Ａｎｔｈｒｏ

ｐ
ｏ ｌ ， １４４５ ７ ５

５ ９２

Ｈｅｒｓｈｋｏｖ ｉｔｚ Ｉ
，Ｗｅｂ ｅｒＧＷ

，Ｆｏｍａ ｉＣ
，Ｇｏ

ｐ
ｈ ｅｒＡ

，Ｂ ａｒｋａｉＲ
，Ｓ ｉｏｎＶ

，

ＱｕａｍＲ ，ＧａｂｅｔＹ ，Ｓ
ａｎ

ｇＲ２０ １ ６ＮｅｗＭ ｉｄｄ ｌｅＰ ｌｅ ｉｓ ｔｏｃ ｅｎｅ ｄｅｎｔａｌ

ｒｅｍ 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Ｑｅ ｓｅｍＣ ａｖｅ（ Ｉ ｓ ｒａｅ ｌ
）Ｑｕ ａｔ Ｉｎｔ

， ３ ９８１ ４８ １ ５ ８

Ｈｕｂ ｌ ｉｎＪＪ
， Ｂ ｅｎ

－ ＮｃｅｒＡ
， Ｂ ａｉ ｌｅ

ｙ
Ｓ Ｅ

， Ｆ ｒｅｉｄ ｌ ｉｎｅＳＥ
，
Ｎｅ ｕｂａｕ ｅｒＳ

， Ｓ ｋｉｎｎ ｅｒ

ＭＭ
，Ｂｅ ｒ

ｇ
ｍａｎｎ Ｉ

，ＬｅＣａｂ ｅｃＡ
，Ｂ ｅｎａｚｚ ｉＳ

，Ｈａｒｖａｔ ｉＫ
，Ｇｕｎ ｚＰ

２０ １７Ｎｅｗｆｏ ｓ ｓ ｉ ｌｓ ｆｒｏｍＪｅｂｅ ｌ Ｉｒｈｏｕｄ
，Ｍｏ ｒｏｃ ｃ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ｐ
ａｎ

－Ａｆｒ ｉｃ ａｎ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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