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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化石的主要发现和理论探索（19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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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dujing1966＠tom．com�w uxinzhi＠ivpp．ac．cn）

　　提要　文中简要回顾和总结近90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脉络�重在梳理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解剖
特征、年代测定�以及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主要理论学说�收尾于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之论争。对中国古
人类化石的形态学特征的比较研究导致为中国的人类进化提出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这个假说同
样获得古文化和古环境丰富信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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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石的发现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古生物与古

人类化石的发现�以及古人类所留下的丰富文化遗
存�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古人类学界所聚焦的世界三
大区域（非洲、西欧、中国）之一。

1922年�法国学者 E．Licent 在萨拉乌苏晚更
新世堆积物中发现一枚小孩门齿（Licent et al．�
1927）。1926年 J．G．Andersson宣布从1921年至
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掘的中更新世堆
积物中发现两枚中更新世人类牙齿（Wong�1927）。
1927年在加拿大学者 D．Black 领导下的周口店发
掘中发现了一枚人类下臼齿�D．Black 就此提出北
京中国猿人 （ Sinanthrop us pekinensis ） （Black�
1927）这个新属新种。1929年在周口店发掘工作的
基础上建立了归属于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
当年12月�裴文中发掘出一具完整的头盖骨
（Black�1930）。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系列事件可
以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中日战争爆发
后�1938年周口店发掘工作被迫中断�直到新中国
成立发掘才得到恢复。1949年和1951年在周口店
第一地点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5颗�还在实验室内
从战前发掘所得的标本中认出一段肱骨和一段胫

骨�其中胫骨化石是首次在周口店发现。1959年发
现女性下颌骨一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

发现颅骨前部和后部各一片（可以与1934年和
1936年发现的两块破片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头
盖骨）�以及一枚牙齿。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
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直立人化
石。这个遗址还发现了数万件石制品和丰富的用火
遗迹。其出土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
址中�是最丰富而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
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资料。该遗址地层很厚�
年代学者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对各个层位测出了许多

年代数据�据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第1－3层为
23－25．6万年前 （据铀系法） （赵树森等�1980；
Zhao et al．�1980）�第10层大约46万年前（据裂变
径迹法）（郭士伦等�1980；Guo et al．�1980）�第
11－12层大约57－66万年前（据电子自旋共振法）
（黄培华等�1991）。另外�还有人测出热释光和古
地磁年龄�与上述几种技术测出的一系列数据所形
成的年代框架可以匹配�不相矛盾。2009年发表了
第7－10层的埋藏年龄距今约77万年（26AI／10Be
测年法）（Shen et al．�2009）。但是这个年代与古
环境等诸多地质信息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其定年原
理包括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笔者主张�对北京猿人
生活的年代最好还是采用与多方信息都能较好地匹

配的数据即大约距今60－20多万年之间。
第一地点以南约70m 有1937年开始发掘的周

口店第四地点。1967年发现了在其北侧由于长期
风化出现一个小裂隙�其内是一个洞穴�当时将这个



小洞称为新洞�1973年发掘了堵在新洞口南侧的第
四地点堆积物。在第四地点的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
人类的左上第一前臼齿和4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厚
的灰烬层�以及被火烧过的石块、石器、骨头和一颗
朴树籽。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将实际上属于第四地
点的人类牙齿和文化遗物的主人错误地称为“新洞
人”�并流传了很久�近年才得以澄清。第四地点人
类生存年代经铀系法测定得到从大约10万年前到
17万年前的几个数据�经过热释光测定�大约距今
26万年前（陈铁梅等�1984）。

田园洞位于周口店遗址区西南6km 处。2003
年6月�田园洞洞穴地层中出土了人类下颌骨和一
些四肢骨及牙齿（同号文等�2004）。碳-14测定为
距今大约4万年（同号文等�2006）�这是迄今在欧
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现代型人类遗骸�也是我
国用人类化石本身直接测定年代的首例。值得注意
的是�它还具有4项特征与古老型人类一致或介于
其与现代人之间（Shang et al．�2007）。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和古
人类学家一直在萨拉乌苏地区进行长期考察和研

究�继20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发现一枚门齿后�又
获得多件古人类化石�这些化石有的发现于地层中�
更多的是采自地表（尚虹等�2006）。这套地层的不
同地点和层位有许多年代数据�包括铀系法测定的
距今为5－3．7万年（原思训等�1983）�放射性碳的
35340±1900年（黎兴国等�1984）等数据。河套
人类门齿内面呈现铲型构造�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
骨骼形态上接近现代人�但头骨骨壁较厚�下颌体较
粗壮�股骨髓腔小。

1951年在修建成渝铁路挖掘资阳县黄鳝溪大
桥桥墩基础时发现了人类的一具脑颅和一块完整的

硬腭化石以及一些动物和植物化石。这个颅骨眉弓
显著�前囟点位置较现代人靠后�属于晚期智人�根
据比重和含氟量分析�动物化石分属于两个不同的
时代。70年代在桥墩附近挖掘了探坑�将取出的乌
木（植物化石）作碳-14测年�得出的数据晚的有
6740±120a 前�早的有7485±130a 前（安志敏�
1972）�80年代将从桥墩附近另一个探坑取出的乌
木用碳-14测年�得出的年代�下部为39300±
2500a�上部为37400±300a 前（李宣民、张森水�
1984）。

1954年在山西襄汾县丁村54∶100地点发现
属于同一个体的上门侧内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
臼齿�全属右侧�年龄约十二三岁�形态与现代人很

接近。但其上方黄土层中有淡红色条带�似指示可
能属于中更新世�而伴生动物群则建议属于晚更新
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新技术测出了几个年代
数据�如电子自旋共振的7．5－11．4万年前的几个
数据（黄宝林等�1991）�分别代表丁村组上、下部的
年代�用铀系法测定伴生哺乳动物化石和地层下部
堆积物中丽蚌的年代分别为16－21万年前（陈铁梅
等�1984）和8．3－15万年前（梁卓成等�1991）。
1976年在同一地点（1954年发掘区东侧上部）发现
了另外一个幼儿的右顶骨大部�其后下部的形态显
示可能该颅骨生前具有印加骨。

1956年湖北长阳县下钟家湾洞穴中出土一具
人类头骨化石�可惜在研究人员到达现场时只剩下
附带两枚牙齿的上颌骨的一部分和一枚前臼齿。这
件化石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伴生�其形态与现代
人相近。铀系法测定该洞的哺乳动化石的年代大约
19．5万年前（原思训等�1986）。

1958年广东韶关曲江镇马坝乡的农民从狮子
岩的一个洞穴中挖掘出人类头盖骨（广东省博物馆�
1959a�b）�它属于中年男性�包括部分额骨、顶骨、
右眼眶和鼻骨大部�眉脊厚度中等�兼有与北京直立
人和欧洲尼人相似的特征。眶后部位明显收缩�与
直立人相近�而与智人不同（吴汝康�1988a；吴新
智�1988a）。其年代据铀系法测定为距今12．9万
年前（原思训等�1986）。但最近也有人提出异议�
认为马坝人化石的最小年代距今有23．7万年（高斌
等�2007）。

1958年冬�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劳改农场发现了
人类化石。主要有：一中年男性颅骨（无下颌骨）、1
件髋骨、1件骶骨、4个胸椎、5个腰椎、4段肋骨和2
段股骨。髋骨的性别判断显示稍偏向男性。前囟点
位置比现代人靠后�眉弓比较粗壮�颅骨枕部有发髻
状隆起�面部短宽�眼眶低扁�鼻腔前口宽阔�股骨髓
腔的直径只稍大于三分之一�与北京直立人相近�比
山顶洞人的股骨壁为厚。根据股骨推算�身材矮小�
大约只有157cm。上门齿呈铲型。据形态特征判断
属于晚期智人。从歧异系数看其与日本冲绳大约
1．6－1．9万年前的港川男性颅骨和东南亚加里曼
丹 Niah 洞的大约4万年前的颅骨都颇接近�歧异系
数指示：其间的差异相当于山顶洞两女性头骨之间
或港川两女性头骨之间的差距（吴汝康�1959a；吴
新智�1997；刘武等�2006）。80年代用铀系法测
定了据称覆盖在含化石堆积物之上的钙板年代�还
测定了推测可能是与之伴生的动物化石的年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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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早于67000（＋6000／－5000）年前和10．1－
22．7万年前（原思训等�1986）。近年有人从该洞
取了一些推测与人类化石有关系的钙板用 TIMS 法
测定年代�得到柳江人化石的年代都不会晚于7万
年的结果（Shen et al．�2002；王頠等�2004；沈冠
军�2004）。但是从人类化石的形态判断�很难是如
此古老。由于这些化石的地层关系从来没有被查
清�所以迄今所测定出的年代数据都只是被检测对
象的年代�很难代表人类化石的年代。

1960年、1963年、1964年和1984年在云南丽
江县木家桥先后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和一些四肢骨

化石�根据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推测可能属于晚更
新世后期。头颅骨枕部有发髻状隆起�其上附带的
臼齿有卡氏尖（云南省博物馆�1977；林一璞、张兴
永�1978；卫奇等�1984）�其年代距今约10－5万
年前（木基元�2002）。

1963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黄土中发现了一
件直立人下颌骨化石�古地磁法结合动物群对比�测
定为65－50万年前（马醒华等�1978；程国良等�
1978）。日后研究断定为一老年性下颌骨�形态近似
北京直立人�但先天缺乏第三臼齿。

1964年5月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了一颗猿
人牙齿化石。现场有一处化石比较密集�用“套箱”
将该处堆积物连同化石一并运回北京�同年10月从
中又发现了一颗完整的猿人牙齿化石、一个猿人头
盖骨和一块上颌骨的破片。这些化石属于一个30
岁上下的女性颅骨�包括顶骨、颞骨、上颌骨、鼻骨和
若干臼齿。其骨壁极厚�额骨低平�眉脊硕大粗壮�
用复原头骨估计的颅容量约750ml。用古地磁法测
定距今在115万年（安芷生等�1990）�早年古地磁
年代估计为70－80万年（马醒华等�1978；程国良
等�1978）。

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直立
人化石（钱方�1985）�包括两枚男性上内侧门齿（硕
大�呈铲型）（胡承志�1973）。根据动物群对比�时
代属更新世早期。7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根据古地磁法测定的数据是161－179万
年前（李普等�1976）�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
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3－164万年前（程国良
等�1977）�也有论文对70年代的古地磁柱作另样
解读�认为距今才60－50万年�不会超过73万年
（刘东升、丁梦林�1983）。黄培华1998年用电子自
旋共振法�测得一件样品的年龄在110万年前�另两
件在150－160万年间（黄培华、Grun�1998）。综合

考虑动物群、地貌与古地磁资料�以大约170万年较
为可信（钱方�1985）。在发掘的地层中曾经发现分
布很稀疏的炭屑�有人认为是用火遗迹�更可能是古
代地面植物埋藏后炭化的结果。

1974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和河北阳原县侯
家窑村之间发掘出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时代
上大致属于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之间。据铀系法
测定伴生动物化石距今10．4－12．5万年（陈铁梅
等�1984）。主要有顶骨、颞骨、枕骨、上颌骨、下颌
骨、牙齿等近20件化石�它们分属于十余个男女老
幼个体。顶骨厚度10．7（7－12．6）mm�与北京直立
人平均值很接近�犬齿和臼齿有齿带�咬合面花纹复
杂�枕骨大脑窝与小脑窝的比例都与北京直立人相
近�枕骨圆枕的形态和颞骨鳞部的长宽指数和其上
缘形状等比北京直立人进步。从两块比较完整顶骨
（6号和10号）后下部的形态推测可能有印加骨�上
门齿呈铲形。

1979年在贵州普定县穿洞发现一具人类男性
的脑颅�以及一些颅骨破片和牙齿化石。其额骨鳞
部的下部有矢状脊的痕迹�枕部有发髻状隆起�上内
侧和外侧门齿都呈铲形（俞锦标等�1983；俞锦标�
1984）。1982年的发掘又获得一具女性的脑颅�其
最宽处在颅骨的后部�这是欧洲尼人的典型特征之
一�而与中国绝大多数化石不同。该头骨有角圆枕�
眶后缩狭较显著�无发髻状隆起�从枕骨鳞部残存的
骨缝推测可能有印加骨。

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段家公社发现一男性青
年头骨。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较厚�有矢状脊
和角圆枕�颅骨最宽处较高�脑颅后部与下面之间以
角状弯折的形式相接�而不是圆钝地过渡�在弯折处
形成局限于中部的枕骨圆枕�枕部形态介于直立人
与现代人之间�从枕部残存的骨缝推测可能有印加
骨。眶后缩狭程度、颞骨鳞部的长宽指数、其上缘形
状、颧骨的细弱均接近现代人。颅容量约1120ml。
颜面下部虽然被挤压�但仍旧可以肯定面部是低的�
吻部不太往前突出�鼻梁呈夹紧状。总之�整体形态
介于直立人与解剖学上现代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
总体上与中国古人类世系相近�同时混杂少许与旧
大陆西部同时期人类相似的特征（如�有鼻旁隆起和
眉脊上缘的特殊轮廓）（吴新智�1981；Wu�1981）。
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期�伴生动物化石的铀系年
代为距今209000±23000万年或26万年至35万
年之间（陈铁梅等�1984）；伴生贝壳用电子自旋共振
法测年得26－30万年（尹功明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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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辽宁营口县屯田村附近金牛山上�发
现了与北京人文化相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1984年出土了50余件人类骨骼化石�包括头骨、脊
椎骨、肋骨、尺骨、髋骨、髌骨、手骨和脚骨等�其中颅
骨非常完整。铀系法推定其堆积物年代距今16．4
万年至31．4万年之间（吕遵谔�1989）。从头骨顶
面观看�眉脊呈八字形�颞骨鳞部上缘弯曲�顶骨有
角圆枕�乳突小�脑颅后部与下面之间以角状弯折的
形式相接�在弯折处形成局限于中部的枕骨圆枕等
都与大荔颅骨相似�但眉脊和颅骨壁均比大荔薄得
多�骨壁甚至比大多数现代人还薄 （吴汝康�
1988b）。

1980－1981年在安徽和县汪家山北坡龙潭洞
发现了人类颅骨化石（黄万波等�1981�1982）。包
括一块近乎完整的头盖骨、两块头骨碎片、一块下颌
骨碎片和牙齿。头盖骨属于一男性青年个体�额骨
后倾�颅骨最宽处低�眉脊粗壮�颅骨壁总的说来比
北京直立人略厚�脑量约1025ml�在北京直立人的
变异范围内。但颅指数较高�眶后缩狭较不明显�颞
鳞相对较高�其长宽指数之高如现代人�其上缘呈弧
形上曲�均是较进步的特征。因此也是直立人与智
人形态镶嵌的证据。和县直立人的年代�1983年据
热释光法测定上层和下层堆积物中的石英分别为

18．4±1．5万年前和19．5±1．6万年前（李虎侯、梅
屹�1983）；1987年测定伴生动物化石的铀系法数
据是19－15万年前�不排除27－20万年前的可能
性（陈铁梅等�1987）；1994年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
定的牙化石年龄最早的为距今29．98万年（黄培华
等�1994）�1998年发表的 ESR 数据为41．2±2．5
万年（Grün et al．�1998）。

1982年和1983年在安徽巢县先后出土一块不
太完整的枕骨和一块上颌骨�另外还获得3枚牙齿
化石（许春华等�1984�1986）。枕骨圆枕只在中段
隆起�向两侧逐渐消失�圆枕上方有小凹�这样的构
造常见于欧洲尼人�枕骨比许家窑枕骨化石薄得多�
甚至不如现代人。上颌骨显示鼻腔前口较宽�前部
牙齿比后部牙齿磨耗严重�也与尼人相似�据推测这
是因为前部牙齿可能还担负咀嚼之外的功能�比如
用来咬生的兽皮�使其柔软。根据伴生动物群判断
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1987年用铀系法测定动物
化石年代数据大约16－20万年前 （陈铁梅等�
1987）；1994年用铀系法测定第二层顶部钙板�推测
人化石的上限年代为距今31万年前（沈冠军等�
1994）。

在和县化石的40余万年前的电子自旋共振年
代数据没有发表之前�曾经有人因为巢县人类化石
的年代可能比和县早�认为是直立人与智人并存的
证据�实际上目前所有的测年数据并非绝对可靠�用
年代的差距来决定人类化石之间的进化关系带有相

当大的不确定性�必须谨慎。进一步说�直立人和智
人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形态差异�只是同一物种的
形态镶嵌的两个人为划分的阶段。学者们只是沿用
历史遗留的种名�其实已经没有生物学分类的意义。

1988年8月在河北涞水县发现一具人类头骨
化石�根据地层和化石特征分析�化石年代与周口店
山顶洞人相当或略早�估计为2万年前（保定地区文
物管理所、涞水县文物管理所�1988；中国考古学会�
1990）�其鼻梁特别高耸（张银运等�2004）。

1989年5月�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出
土了一具基本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EV9001号）。
1990年5－6月又发现第二件颅骨化石（EV9002
号） （李天元等�1991�1994）。古地磁法测定在
87－83万年前左右�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为56．5
万年前（陈铁梅等�1995）。根据对伴生动物群的分
析�其时代可能与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相当�但郧县
标本却显示出直立人与智人特征并存的状态。其眉
脊粗壮�前额低平�眶后缩狭�有枕骨圆枕�枕平面与
项平面之间成角状转折�颅骨最大宽位置很低�与直
立人一致；颞骨鳞部上缘呈凸弧状�其长高指数大�
接近现代人。这是中国直立人与智人形态镶嵌的又
一例证。EV9002号头骨的鼻梁高耸�但难以判断
是否由于在埋藏过程中遭受变形所致。

1993年在南京江宁县汤山镇西南的一座石灰
岩小山的溶洞里（葫芦洞）�发现了人类和动物化石。
洞的深处有一小洞�出土了包括部分面骨和脑颅的
一具直立人头骨（1号）和根据形态判断属于智人的
一枚臼齿化石（穆西南等�1993）；从比较靠近洞口
的大洞发现另一具形状被扭曲的头盖骨化石（2
号）。南京1号的形态特征与北京直立人大同小异�
而与相距很近的和县标本差异较显著�其脑量约
860ml�颧骨相当大�有“前囟区小骨”。鼻梁特别高
耸�鼻腔前口与眼眶之间骨面稍有隆起�都是与中国
大多数颅骨化石不同的。南京2号头骨尺寸较大�
显示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形态镶嵌。它还有低而宽
的正中矢状隆起�与中国标本的矢状脊不同�却与欧
洲和非洲中更新世头骨的形态一致。这两个头骨为
中国古人类河网状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和现代

人类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形态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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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小洞动物群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基本

相同�属于中国北方动物群�但是小洞还有剑齿象�
这是南方动物群的典型成员。用 TIMS 的铀系法测
了小洞内钙板的年代大于50万年前（周春林等�
2006）�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头骨在钙板之下�年代当
更早�但根据在发掘早期观察过现场的地质学者徐
钦琦介绍�“因为小洞是不封闭的�所以对于钙板以
下的沉积物和化石的年龄不一定都早于钙板的年

龄”。周春林等在报道 TIMS 法测出钙板为50多万
年前的同一论文中还报道动物化石的 TIMS 年龄数
据有38．8万年�37．5万年和13．01万年前�陈铁梅
等报道与人类头骨同层的动物化石的 ESR 年龄距
今在29．3－39．5万年前�最后认定南京猿人年代为
距今35万年（陈铁梅等�1996）。如果用人类化石
本身测定年龄�应该很可能测得与动物化石接近的
数据�与根据动物群推测小洞和大洞化石的年代数
据（分别是50－33万年前和18．3－12．7万年前）
（徐钦奇等�1993）符合。我们认为�近年许多材料
在说到南京直立人的年龄时偏向于使用60万年的
数据是有偏颇的。

∗Liu Qiong（刘　琼）�2008．T he birth of “Xuchang Man”．Renmin Ribao（人民日报）�1－23（11）（in Chinese）．

2007年12月�河南许昌灵井发现古人类顶骨、
枕骨、颞骨的断片�共计16块（李占扬�2008；武汉
文博编辑部�2008）。眉脊较突、前额低平、骨壁较
厚。初步测定化石出土层位时代为距今8－10万年
（刘琼�2008∗）。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及意义尚有待
挖掘和探讨。

此外�还在云南元谋郭家包、山东沂源土门骑子
鞍山、湖北郧县梅铺、郧西神雾岭白龙洞、建始高坪
龙骨洞、河南南召杏花山脚、广西百色布兵么会洞、
陕西洛南东河村农民处、淅川药店和药材仓库�发现
过一些比较零星的直立人或可能属于直立人的化

石。在湖北长阳、辽宁庙后山、贵州桐梓岩灰洞和盘
县大洞发现过一些比较零星的早期智人或可能属于

早期智人的化石。在黑龙江五常学田村排水干渠底
部、哈尔滨阎家岗（地表）、吉林安图明月镇石门山、
辽宁喀左鸽子洞、沈阳庙后山东洞和建平、山西峙
峪、曲沃朝阳西沟、陕西黄龙徐家坟山、长武（可能出
自鸭儿沟）、甘肃泾川牛角沟、武山鸳鸯镇、山东新泰
乌珠台、江苏丹徒将桥白龙岗莲花洞、浙江建德乌龟
洞、福建清流沙芜狐狸洞、台湾左镇菜寮溪、广东封
开河儿口峒中岩、广西来宾麒麟山、桂林广西师范学
院附中校内宝积岩、荔浦、柳江土博甘前洞、柳州白

莲洞、都安 R5013号洞、田东定模洞、隆林祥播红岩
山那来洞和隆林德峨一山洞等地、四川北川甘溪甘
龙洞、宜木亚吧村、筠连镇州灯杆洞、奉节兴隆洞、云
南昭通新田唐房过山洞、施甸姚关万依岗、宝山蒲缥
塘子沟、昆明官渡区鸡街子山南坡洞、呈贡三线水龙
潭山第一、第二和第三地点、宜良九乡风景区张口
洞、蒙自红寨马鹿洞、西畴仙人洞、贵州的兴义猫猫
洞、水城硝灰洞、六枝桃花山山洞、桐梓马鞍山山洞�
等地�发现比较零星的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或可能
属于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化石（吴新智等�1999；
张森水�2001）。

2　理论的探索
在调查、发掘的研究化石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

中国古人类学家开始探索各处化石人类之间的关

系�试图进一步阐明他们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

2．1　“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学说与“过渡
时期”说
从现代的人与猿之间的区分看�两者的界限

“绝对分明”：“非此即彼”�“非人即猿”。吴汝康受到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
启发�吸取了恩格斯“亦此亦彼”的思想�发展出他的
在从猿到人过渡中有 “亦猿亦人”的阶段的思想�反
对截然的二分法和均速进化说。

对人类进化过程的认识�传统观念是脑的进化
先于四肢。吴汝康对北京直立人解剖学特征进行分
析时发现：北京猿人的上肢骨完全具有现代人的形
式�下肢骨则已显现出现代人的特征；但保留着一些
原始性状�即头骨和牙齿比较原始�大脑则比现代人
小得多。据此�他认为手足先于脑而进化。（吴汝
康、贾兰坡�1955；吴汝康�1959）

20世纪50年代�吴汝康综合分析了世界各地
出土的人类化石后指出�尽管北京直立人的体质特
征与现代人和现代猿相比�其身体与现代人较为相
似�但北京直立人、爪哇直立人、能人和南方古猿等
大多是人的身体上长着个似猿的脑袋�于是他明确
提出了“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 论点。即在人
类进化中�由于手的使用而使手足发生了分化�脑以
及脑的外壳头骨是随着手的劳动、四肢的分化而发
展起来的。因此�北京直立人头部还保留着很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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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性质�现代人的脑是随着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
扩大的（吴汝康�1960a�b）。20世纪60年代�吴汝
康进一步明晰了人类的各种重要特征不是同时起源

的理论。他认为�从猿到人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阶
段�在此阶段内�人类各种重要特征得以形成。具体
而言�这个阶段从能够直立行走开始�直立行走使双
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便可能经常使用天然工
具�以从事社会性的（广义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脑
和语言器官、意识及其外壳－－－语言得到发展�制造
工具是过渡阶段结束�也是狭义的劳动开始的标志
（李路阳�2004）。

吴汝康的这一学说中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镶
嵌说”（Morphological mosaic）�其为日后吴新智提
出连续进化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关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假说的发展
犹太学者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直立人时形成了这

些古人类与现代蒙古人种属于同一支进化世系的思

想（Weidenreich�1939�1940�1943�1946）。而后�
科恩（C．Coon）等学者于1960年代沿着这一思路
继续跟进（Coon�1962）。魏敦瑞的根据主要是两者
之间具有不少共同的形态特征�当时在两者之间存
在大段时间的化石空白�使得该假说的说服力很有
欠缺（吴新智�1990）。

1949年以后中国发现了资阳、丁村、长阳、马
坝、柳江等无论在时代上或是在形态上都介于北京
直立人和现代蒙古人种之间的化石�为两者之间增
添了许多中间联系环节�有力地支持了连续进化的
假说。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相继发现了比北京直
立人更早的蓝田和元谋直立人化石�而且均具有可
与北京直立人相联系的形态特征�使得有可能将中
国古人类的连续进化的历史向前延长到170万年
（吴新智�1990）。

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学者开始将分支系统学
方法引入古人类学研究（Delson et al．�1977）�且日
渐成为主流。他们提出了若干形态特征�认为是直
立人所独有的衍生性状�而为智人所阙如。他们主
张这些是直立人的自近裔性状�表明直立人是绝灭
的物种�与智人没有祖裔关系�全世界化石智人与之
都没有连续的关系�从而主张中国的古人类到直立
人便中断了（吴新智�2004�2006）。

遗传学家根据对不同种族胎盘的 DNA 变异的
分析而于1987年提出的现代人“出自非洲” （Cann
et al．�1987）�其后完全取代其他地区原有古人类

的假说�一经出现便被广泛接受。这一学说又被称
为“取代说”（Replacement）。1998年起发表了在分
析现生人群 DNA 的基础上推论中国现代人起源的
一系列论文�主张在大约6万年前有一批来自非洲
的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人来到中国�完全取代了原
先生活在中国的古人类。唯有这些移民�而不是中
国更早的化石人类�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这一
次是在中国的早期智人与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之间

切断了中国古人类进化的连续性 （Chu et al．�
1998；Su et al．�1999；柯越海等�2000�2001；Ke
et al．�2001；Jin and Su�2001）。
从对中国化石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许多被认

为是直立人自近裔性状的特征也可见于中国的智人

化石�如大荔和金牛山头骨有粗厚的眉脊�有矢状
脊�枕骨上部和下部之间也呈角状转折�大荔和许家
窑头骨的厚度都不亚于北京直立人�大荔、资阳和穿
洞2号头骨都有角圆枕�马坝头骨的眶后缩狭程度
不亚于直立人�资阳头骨的颞骨鳞部略成直角三角
形等。另一方面�和县直立人却具有与智人一致而
与一般直立人不同的特征�如高的颅指数和颞骨鳞
部长高指数�颞鳞上缘呈弧形�较弱的眶后缩狭等�
所有这些都显示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在形态上是镶嵌

的�没有形态特征可以将两者截然分开。两者代表
连续进化的不同阶段�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物
种。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郧县直立人头骨更是鲜
明的形态镶嵌的例证（吴新智�2005）。

综合已经发现的头骨化石信息�中国更新世人
类的共同特征有（吴新智�1990�2006；Wu and
Poirier�1995）：颜面大都比较低矮、扁平�较欠前
突；鼻颧角较大�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前
方�在上方的额骨与在下方的鼻骨和上颌骨之间的
骨缝表现为大致水平的弧线�鼻梁较扁塌；眼眶基本
呈长方形�其下外侧边缘圆钝；鼻腔前口与眼眶之间
的骨表面平或微凹�不隆起；上颌骨颧突和颧骨上颌
突的下缘呈弧形�上颌骨颧突的起点位置比较高；额
骨与上颌骨、鼻骨之间的骨缝构成一条大致水平的
弧线；脑颅前部都有或强或弱的矢状嵴（中晚期变
弱）�脑颅最宽部分在中三分之一靠近后部�额骨正
中矢状线上最突隆处在下半段；上门牙的背面成铲
形�即中央凹陷�两侧边缘隆起。这些特征在中国更
新世化石中的出现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尤其应该强
调的是这些特征综合出现于一个头骨的情况在中国

更新世很常见�但很难见于其他地区。在直立人和
早期智人阶段�印加骨在中国的出现率特高。这些

307　第3期 杜　靖等：中国人类化石的主要发现和理论探索（1922－2009）　　　　



共同特征的存在表明中国的化石人类是连续发展

的。如果某段时间的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以后
从其他地区迁移来新的移民�人类骨骼的形态在不
同时间段应该很难表现出如此多的共同之处。

中国人类化石表现的形态镶嵌和如此多的共同

形态特征表明�中国的人类进化是连续的。
研究还发现�中国的个别人类化石还有个别特

征与大多数不同�却在欧洲频繁出现�例如南京1号
和涞水头骨的高耸鼻梁�大荔鼻子旁隆起�马坝的圆
形眼眶及其成锐棱状的下外侧边缘�柳江、资阳、丽
江和穿洞等4头骨的发髻状隆起�山顶洞102号头
骨的颧骨比较朝向外侧的额蝶突前外侧面�穿洞2
号头骨的最宽处在后部�丽江臼齿的卡氏尖�田园洞
标本有4项特征与尼人接近等�都可能暗示中国古
人类有些基因来自欧洲�在进化过程中附带地有些
与境外人群的杂交。当代人群之间的差异比世界不
同地区化石人类之间差异小得多�当年魏敦瑞试图
用直生论的思想来解释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而使他

的假说陷于被动。现在提出的基因交流的证据建
议�基因交流导致各地区古人类之间在形态上越来
越接近�克服了其间的分异随时间而增大的趋势�摆
脱了魏敦瑞令人难以接受的用直生论所作的解释。

这几个方面的证据共同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
进化附带杂交” （Evolutionary continuity and inci-
dental hybridization）（吴新智�1988b）的假说。它
为1984年提出的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
（Multiregional theory）（ Wolpoff et al．�1984） 也
增添了有力的论据。

在中国无论是在直立人阶段�或是在早期智人
阶段或晚期智人阶段�不同地区的人类都是既有共
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差异甚至还可能相当大�这些现
象显示�不仅有整体世系的连续进化还会有局部世
系的中断以及世系之间的融合�连续进化不是简单
的阶梯状而是呈网络状。形态方面的证据还表现中
国古人类与外界的基因交流是双向的：既有进来�也
有出去。

模式 I 技术贯串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全过程�其
传统与旧大陆西部的很不相同�从另一侧面支持中
国化石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赞成“取
代说”的学者猜想6万年前的中国因为冰期严寒而
无人居住�为新来的移民完全取代中国的原住民准
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化石明确
地表明�华北、华南大部地域即使在冰期时也不至于
寒冷到人类不能居住。此外�将最近10万年期间中

国的与非洲的以及近东的旧石器技术进行比较�将
中国的和非洲的近代人的形态进行比较�都能发现
不利于 “取代说”的证据。

总之�“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植根于人类化
石�可以与旧石器、古环境的资料相契合�DNA 的分
析结果在这个假说的框架内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由于发现的化石还不够多�中国人类进化的许
多细节还有待查明�上述假说还有待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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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HUMAN FOSSILS IN CHINA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1922—2009）

DU Jing and WU Xin-zhi
（ Institute o f V ertebrate Paleontolog y and Paleoanthropolog y�Chinese Academy o f Sciences�Bei j ing100044�

China�duj ing1966＠tom．com�wux inz hi＠iv p p．ac．cn）

Key words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Continuity with Hybridization hypothesis�Replacement hypothesis

Abstract

T 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a-
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since 1922�summarizing
the discovery of human fossils in China�their mor-
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ating�som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spects�and debate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ese．Comparative morphological study
of human fossils f rom China favors “ Continuity
with Hybridization” hypothesis�which is also sup-
ported by Paleolithic and paleo-environmental evi-
dences．

313　第3期 杜　靖等：中国人类化石的主要发现和理论探索（1922－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