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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述 170 余年来关于人类起源研究的重大发现
,

我国的重要贡献和潜力
,

在此基

础上对我国未来的工作提出原则性的建议
:

发现更多人类和有关的化石以及旧石器
,

并对之

进行深人的研究 ; 构建可信度更高
、

涵盖面更广的古人类年龄框架 ; 研究古人类与环境的关

系 ; 寻求古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在人类起源研究上的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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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简略地回顾人类起源研究的历史和我国的现状
,

由此总结 出什么是这一

学科发展的不可或缺 的基础和关键
,

才能提出对今后发展的建议
.

1 人类起源研究的简略回顾

18 29 一 1 8 3 0 年在 比利时 E n g i s 进行的系统发掘发现了人类化石
,

18 4 8 年在直布罗陀也

发 现 了人类化 石
,

但其重要 意义 当时都没有 为人们所认识
.

18 5石年在德 国 尼安 德

(Ne
a n d e r )山谷又发现类似的化石

,

被命名为尼安德特人 (oH m口
en an de

r ht a le sn is)
,

是 当时

已知的最早人类
,

年代不超过 0
.

I M aB
.

P
. 。

1 8 91 年发现了爪哇猿人
,

但是没有发现石器与

这些化石共存
,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人类学界一般认为古猿进化到能够制造工具才算变成

了人
。

因此爪哇猿人是否人类的问题争论了近 40 年
。

19 29 年中国周 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

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和石器
,

1 93 1年这些石器得到古人类学界的承认
,

于是人类历史的记录

延长到了大约 0
.

SM aB
.

P二 19 5 9 年在非洲坦桑尼亚的 O l d u v ia 峡谷发现 1
.

75 M a 前的石器
,

人类历史的记录又得到延伸
。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灵长类学家 J
.

C O

od all 通过对黑猩猩野

外生活的细致观察发现它们也能制造工具
.

这种能力不是人类所独有的
,

因此不能作为古

猿变成人的最早标志
。

人类学界改而采用两腿直立行走作为最先 出现的人类特征
,

于是南

方古猿 (A us altr ioP het ic en )被纳人了人类的范畴
。

20 世纪 70 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现南方古

猿阿法种 ( uA
: tr a

loP iht ec us afa
r
en

s
is) 化石

,

包括著名的露西 ( L uC y )骨架
.

不久又在坦桑尼

亚发现被认为 同种生物的脚印化石
,

年代均超过 3 M a B
.

P
. 。

2 0 01 年 3月 M .G 助ake y等川

报道在肯尼亚图卡纳湖西岸分别于 1 9 98 年和 19 9 9 年发现的一具大部完整的 3
.

S M a B
.

P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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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头骨和一块 3
.

3Ma B
.

P
.

的左上领骨
,

并且提议命名为 eK ny an ht r
op

u : p al 印op
:

(扁脸肯

尼亚人 )
。

其扁脸和小的 牙齿使他 比南方古猿阿法种更加可能是或接近人属的祖先
。

19 94

年在 埃塞 俄 比亚 发 现 .4 4 M a B
.

P
.

的南 方古猿 始 祖 种 (庄
r a m i du s)

,

次 年改 为 地 猿

( rA idP iht ec us )始祖种
.

2 00 0年 10 月 25 日起法国和肯尼亚的科学家在肯尼亚 B iar gn 。 地区

肠g e n 山陆续发现了属于不同性别的 5个人的化石
,

其中有一根左侧大腿骨
,

其形态指示此

人能直立行走
。

至此人类的最早化石记录达到 6 M aB
.

P
.

2[]
。

现在非洲已经发现 了大量 2一 4 M a B
.

P
.

左右的人类化石
,

其他各大洲都还没有发现这

么早 的材料
,

因此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最可能起源于非洲
。

20 世纪 90 年代在格鲁吉亚

发现 1
.

7 aM B
.

P
.

的人化石
,

爪哇莫佐克托 (M oj o ke ort )人类化石所在的地层测得 1
.

sl M aB
.

P
.

的新数据
,

因此一般认为人类在大约 Z M aB
.

P
.

前走出非洲
。

我国已在云南
、

安徽多处
,

江

苏泅洪
,

重庆巫 山等地发现大约和早于 ZM aB
.

P
.

的古猿化石
,

表明东亚的古环境适于人类

生活
,

因此不能排除发现这样早的人类化石的可能性
,

值得投人一定力量去寻找
。

即使发

现不了人类的直系祖先
,

找到被进化淘汰了的人类近亲 的化石还是很可能的
。

云南 的褐

煤层及其他 中
、

上新世地层和早更新世洞穴
、

土状堆积都是寻找这类标本的很有潜力的地

方
。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找到人类远古真正直系祖先的机会都是不大 的
,

古人类学家据以

探讨人类直系祖先的大量信息主要还是来 自旁系和近亲的化石
。

刘东生等 3[] 就人类起源

于季风区的非洲和亚洲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述
。

如果今后我们在中国发现了足够 的化石证

据
,

这种可能性将得到证实
,

或者将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提前
。

近年安徽繁昌发现了根据

伴生动物判断为 2 ~ .2 4 M a B
.

P
.

的石器
,

现正在研究中
。

如果年代和石制品的人工性质最

终得到学术界承认
,

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将得到提前
。

以上所述人类如何起源于何地
、

何时走出其发源地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两个热点
,

我国

都可能对之作出较大的贡献
。

解剖学上现代人起源的间题是古人类学研究 的另一热点
,

是我国最可能作出重大贡献之所在
。

在时间上从这个热点向前追溯
,

与人类何时走 出非

洲这个热点相衔接
,

就是早期人类走 出非洲到达中国后的经历
,

也就是人类在东亚这个地

区进化的过程
,

正是我国古人类学特别应该关注而且潜力最大的领域
。

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争论由来 已久
,

最近的高潮是 1 9 8 7 年开始的
。

当时 3 位美国遗传

学家研究源 自各大洲的妇女胎盘的线粒体 D N A
,

发现非洲妇女的变异最多
,

由此推算出
,

在大约 .0 2 M a B
.

P一个或一群最早 的现代人妇女 出现于非洲
,

其后裔在大约 O
.

13 M a B
.

.P

走出非洲
,

在亚洲和欧洲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 当地的人类
,

其后代发展成全世界的现代

人
。

这个假说被称为
“

出 自非洲说
”

或
“

夏娃假说
” ,

从 1 9 8 7 年起风行于西方
,

但是在中国影

响不大
.

从 1 9 9 8年起我国一些遗传学家总结我国现生人群的 D N A
,

主张出自非洲说也适

用于中国
,

而且提出夏娃的后代是在大约 60 0 00 a B
.

P
.

先到华南再到华北
,

全部取代了此

前生存在 中国的化石人类 l4]
。

但是我 国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却无法支持
“

夏娃假说
” 。

经过 70 余年
,

特别

是解放后 的工作
,

我国已发现近 70 处人类化石地点
,

其中最早的可能是大约 1
.

7 M a B
.

P
.

的

元谋直立人 (俗称猿人 )
,

只有两枚门牙
,

这个年龄是用古生物对比和古地磁测定 的
,

还有

一些争议
。

材料最丰富的仍旧是周 口店的北京直立人
。

根据 已发现的几个完整或残破的

头骨
、

一些 门牙等材料
,

可以看出我国古人类具有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
,

如面部骨骼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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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
、

颧骨额蝶突的前外侧面比较朝 向前方
、

鼻梁较低
、

眼眶与梨状孔之 间不隆起
、

眼眶呈

长方形
、

其外侧下缘圆钝
、

颊部骨骼下缘弯曲呈弧形
、

脑颅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
、

额骨有

正中矢状脊
、

额骨与鼻骨
、

上领骨之 间的骨缝呈大约水平的弧形
、

上 门齿呈铲形等
。

这些

特征在境外也有 出现
,

但是出现率远不如在中国
。

特别是这些特征综合地 出现于 同一个

头骨的现象在西方更是罕见
。

在人属的几个进化种中
,

中国迄今只发现了直立人和智人
,

两者之间有显明的形态镶

嵌现象
,

表现在直立人中的是偶尔可以在个别标本上见到一般地只在智人中才具有的特

征
,

如和县直立人 的短的颅形
、

弱的眼眶后缩狭
,

高的颖鳞
、

颅底长轴与颖骨岩部长轴构成

的角接近直角
;
表现在智人的是少量智人头骨具有被不少人认为直立人独有的个别特征

,

如马坝智人头骨有很深的眼眶后缩狭
,

大荔和营 口的智人头骨枕部成角状转折
,

大荔有粗

厚 的眉脊
,

大荔和许家窑头骨都很厚
,

大荔
、

资阳和穿洞头骨顶骨后下角部都有角圆枕
,

早

期智人都有残存的矢状脊
,

猫猫洞下领骨有多颊孔等
。

郧县的头骨无论属于直立人和智

人都表现出显著的镶嵌现象
,

它们兼有不少
“

直立人特征
”

和
“

智人特征
” 。

共 同特征和镶

嵌现象都是连续进化的证据
。

另外中国古人类的个别或少数头骨偶尔还具有与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化石头骨不同而

在西方颇为多见 的特征
,

如郧县头骨鼻梁高耸
,

大荔眼眶与梨状孔之间骨面的隆起
,

马坝

眼眶呈 圆形
、

其外下缘较锐利
,

柳江
、

丽江和资阳头骨有发髻状隆起
,

山顶洞 102 号头骨颧

骨额蝶突外侧面比较朝向外侧等
,

这些都很可能是中国与境外人群有少量基 因交流 的结

果
。

总括起来可以认为我国古人类进化类似河网状
,

而不是如以前所认为的简单的阶梯

状
。

其主要表现是人类的连续进化
,

附带有与外地 区人群的杂交
,

中国古人类在每个时期

的形态很可能都有相 当明显的地 区间差异
,

不同时代的人群之间可以有形态的镶嵌
,

而不

是直立人与智人并存的局面
。

可以想象古人群有分有合
,

也有人群在某个时候绝灭
。

多达 1 0 0 0 余处的旧石器地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旧石器文化从至少 I M a 开始在北方

与南方分别都有连续发展的脉络
。

此外也发现有与境外人群发生过少量文化交流的证

据
.

无论是人的群体还是其文化
,

交流都是双向和多次的
。

中国的古环境研究证实了虽然

第四纪冰期是全球现象
,

但是并没有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大片低海拔地 区造成不适于人

类生存的环境
。

这些从另外的侧面为推测 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依据
。

经过综合思考
,

在 19 98 年我们为中国的人类进化提出了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的新假

说 5[]
。

它有力地支持着现代人起源的
“

多地区进化说
” ,

而不利于
“

出自非洲说
” ,

不但得到

考古学而且得到古生物学
、

古环境研究的支持
。

2 对未来工作的建议

总结过去一个半世纪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历程
,

我们深深地感到化石和古人类的

其他遗物是重要的不可或缺 的基础
,

深人的研究工作是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
.

我们在下

世纪的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 l) 发现更多化石
,

更深人地进行形态学研究 目前我国人类进化的研究虽然有

了一定的基础和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

但是还需要发现更多新的化石
,

填充我 国古人类生存

的网点
,

了解更详细的进化图景
。

首先要制订出规划
,

在被认为希望较大的地区进行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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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普查
。

还要加强科学普及工作
,

使更多的人民群众重视人类化石
,

使他们在 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发现化石线索时能及时地将它反映到有关的科研单位以便及时跟踪发掘
.

事实

上我国的许多重要化石都是经过这样的途径获得的
.

为了卓有成效地作好这些工作
,

需要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基地
。

我 国在 中国科学院 内

现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经过 70 多年的建设
,

在人员素质
、

图书资料和对比标本

等方面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

但是仍旧需要继续提高并补充新的化石模型和 出版物
,

建立

方便科研的标本管理制度
。

我国幅员辽阔
,

一个研究所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
,

需要发挥地

方文博部门和其他对人类起源研究有兴趣的学术单位的积极性
,

共同作好这项工作
。

除了通过常规途径进行宏观研究外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适 当采用新技术
、

新方法

并进行微观方面的探索
,

包括古病理
、

古代人食性等方面的研究
。

(2 ) 同步开展 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 在调查
、

发掘人类化石的同时必然会发现

更多的旧 石器时代文化的遗物
。

为 了更深人细致地发掘这些方面的有用信息
,

深人了解

古人类的行为
,

需要建立石器实验室以及充实对比标本和模型的收藏
。

发现更多的
、

更有

代表性的材料 以便深人分析每个地点石器类型 的特征
,

其制作技术的特点
、

演变
,

各个地

点之 间以及 与境外 旧石器文化的关系等等
,

充分发挥旧石器研究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之

间的互补性
。

但是也不要忽视
,

同一体质类型的不同地域的人群既可以有相 同或相似的

文化
,

也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文化 ; 不同的体质类型也可以具有关系相 近的文化
。

人与文化

的关系往往十分复杂
,

在利用一方 的信息进行有关对方的推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多种有

关的因素
。

( 3) 寻求人类古生物学与分子人类学在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方面的协调 人类的

遗传物质十分多样
,

其进化千差万别
,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都遇到过极为复杂的
,

短期内

很难探明的遭际
。

目前分子人类学计算出的进化年龄都是建立在对这些遭际的一系列假

定和推理上
,

这些假定未经证实
,

有些还 明显地不合常理
,

据之作出的推论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
。

譬如 已经发表的用现生人类身体的不 同材料进行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对现代人起源

的时间推算出的年代短 的为 O
.

I M aB
.

P
. ,

长的可达 1
.

29 M a B
.

P
. ,

差距很大
,

无法判断谁是

谁非
.

经过最近 10 多年的研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分析现生人群的遗传物质来研究人

类的过去
,

存在太多 的问题
,

近来有人开始从化石中提取 D N A 用于研究现代人起源
,

但是

由于化石 中 D N A 保存很差
,

能提取的量十分有 限等原 因
,

人们对其实验室结果的解释仍

有很大分歧
。

但是对每部分遗传物质的研究毕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某一个
,

哪怕是

很小侧面的进化信息
,

只要能将其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
,

这些信息对于

探讨人类进化能间接地起着一定的作用
,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值得进行的
。

当然应该

避免用局部的数据对全面情况作出过头的推测
,

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

(4 ) 构建可信度更高
、

涵盖面更广的我国古人类年龄框架 从 19 7 2 年起
,

我国人

类化石地点有 了用 同位素测定的年龄数据
,

20 世纪 80 年代更有了大量的积累
.

这些数据

使我们得以将我国的古人类作出比过去按地质时代或文化阶段所作的阶段划分更加细致

的时间顺序排列
,

但是年龄数据越来越多的积累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惑
,

因为同一地点

出现了相差悬殊 的年龄数据
,

同一地点的上层和下层出现了顺序颠倒的数据等等
。

大多

数地点都不是在发掘的同时而是在发掘以后才采集测年样 品
,

有的人化石在发掘时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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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记录不够细致
,

有 的甚 至是 当地人 员挖岩泥 时得 到的 (如广西柳江 新兴农 场的人化

石 )
,

事后很久
,

测年人员以伴存动物化石或者估计为化石所在的地层来测定年龄
。

这种

做法在洞穴特别存在很大问题
,

因为同一个洞穴常常有成 因不同
、

时代不 同的多种堆积
,

堆积物 的层序很复杂
,

往往不一定是上新下老
。

另外我国能用的测年新技术的成熟度
、

可

信度及适用性又各有各的问题
.

这些都是导致 目前我国古人类年龄数据混乱的原 因
.

为

建立可信度较高的我国古人类年龄框架
,

最为紧要的是在发掘的同时采集测年样品
,

力求

保证测年样品与欲测标本在地层上 的同一性
,

用最先进的方法测取数据
。

对从洞穴中挖

出多年的化石年龄测定则必须慎之又慎
,

否则可能不仅徙耗人力财力
,

而且 会给科学添

乱
。

由于化石和与古人类伴存的堆积物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

必须对各化石地点采样的

必要性进行严格的论证
。

( 5) 适当进行我国古环境与人类关系的研究 现在人们都认同环境变化与人类进

化
、

流动有密切的关系
,

但对其间的作用机理还有待更多 的深人细致 的研究
,

我国幅员辽

阔
,

环境因时因地变化 良多
。

各地各时人类化石之间也有相 当明显的差异
。

应该收集更多

有关古环境的证据
,

探索环境变迁与人类进化和流动之 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相互之 间具体

的作用机理
。

但是需要避免在没有进行深人细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作泛泛之论
。

3 结语

2 0 0 0 年 n 月在上海听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马福臣和宋长青两同志对
“

中国西

部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计划
”

的说明
,

很受启发
。

我相信广大地质同行在进行各项宏伟计

划时一定有很多机会发现古人类
、

旧石器和古脊椎动物的线索
。

事实上过去我们一些重

要 的化石例如云南元谋的猿人
,

陕西大荔的早期智人完好头骨都是地质工作者在进行野

外考察时发现的
。

如果今后全国的地质野外 队都能及时将他们的 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有关

古人类的线索反映给古人类学者则我国化石积累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
。

古人类学工作者

可 以根据新发现的线索进行发掘和研究
,

其成果反过来可以对这些大项 目作出有 用的贡

献
。

例如脊椎动物化石可 以帮助阐释古环境的变迁和判断地质年代 ;人类化石和旧石器

将为探讨人与环境的互馈关系起到独特的作用
。

总之
,

我国在古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方面已经具有相对雄厚的基础
,

又 占有地利

的优势
,

现在的关键在于人为
,

培养足够的
、

优秀 的人才
,

提供足够的经费
,

加强国 内外交

流
,

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
,

尽可能地采用新 的方法和研究手段
,

从地层和标本中提取更多

的信息
,

引进和发展新的思维观念
,

去芜存精
。

在科研工作中既不可忽略微观信息的采集

也要重视宏观的综合考量和思维的创新
,

在培养干部上既要重视要求勤奋和严谨
,

更要强

调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养成
。

因为有关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化石

上或是从分子生物学方法所能获得 的信息都难免是很破碎的
、

片面的
,

在这样的基础上进

行 的个案研究只能得到局部的
、

相对零散的信息
。

如果离开唯物辩证法
,

在进行必要的推

论或将多个个案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取得更高层次的结论时
,

就难以避免分不清

主流和枝节
,

以偏概全
,

导致偏颇
,

甚至产生思想混乱造成很大的损失
。

最后我建议在综

合性大学 中开设有 关宇宙
、

地球
、

生物和人类起源的综合选修课程
。

这既对提高大学生科

学精神
、

科学思想
、

科学方法十分有益
,

也有利于古人类学获得较厚实的发展潜力
。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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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有 了对这门学科的了解
,

才可能有足够的优秀人才投身进来或关心化石的发现
,

使

我们这个在化石方面
“

得地独厚
”

的国家能在人类起源研究中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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