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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最早的人科化石 (南方古猿)首先 发现的地方，南非古人类研究 的主要领导 

人，国际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菲利普 ·托拜厄斯 (PhillipTobias)近 30年来和我曾多次在 

国际会议上见面，常互通音讯 ，但由于政泊原因，过去始终未能互相访问。 

1994年 4月南非新政府成立 以后 ．我国和南非的交往逐渐增多。1994年 10月托拜厄 

斯教授应邀 来北京，参加了我所建所 65周年的庆祝会．并为我们 前去南非访问作 了具体 

安排。 

1994年 l1月中至 I2月上旬，我们去南非进行了学术访问，参观了约翰内斯堡、比 

勒陀利亚和开普教有关的研究机构，与主要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察看了大部分重 

要的早期人科化石的地点，原先我们对南非的古人类研究过去的情况，了解较多．最近的 

情况 ，了解较少 (吴汝康，1986)。通过这次访问，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现在分 

60年代以前和 6o年代以来两段时间 内南非的主要工作．介绍于下。 

1 60年代以前的工作 

南非在这 一时期．在自云石基岩的 5个溶洞中发现了早期人科化石，是由达特和布鲁 

姆主导的南非古人类研究的开创时代。 

1924年 l2月，在南非北开普省 (CapeProvince)金伯利 (Kimberley)以北 8c英里 

汤思 (Taung)附近的巴克斯顿 (Buxton)的采矿工人，把一块石灰石中包蕨的一个头骨 

化石送给了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 (Johannesburg)的威特沃特斯兰德 (Witwatersrand)大 

学 (以下 简称威大)医学院解剖系的雷蒙德 ·达特 (Raymond Dart)教授。他修理出了 

里面的化石，是一个小孩的头骨的大部分，连着整个脑子的天然模子，他看到这个头骨很 

像猿的，但又带有不少人的性状 ，脑子虽小，但一些性状比黑猩猩的脑更为像人，颌骨上 

带有相 当于人类 6岁耐的臼齿 ，形状方正．与人的相似．头骨底部的枕骨大孔，表明头骨 

的所有者是两足直立行走的。 1925年 2月他发表文 章．认为它是真正的猿和人 之间的类 

型，是人和猿 之间的 缺 环 (missing link)，．定名为南 方古穰非洲种 ( ustratq~·ithecus 

africanus) 【Dart，I 925)。 

以后的许多 发现，证明它是人类进化系统上最初阶段的化石代表，可是根据古生物命 

名法规的规定，名称一旦建立，即使以后发现是错误的，也不能更改，以免引起混淆，因 

此南方古猿虽然 现在被古人类学界一致认为是属于人的系统，分类学上的人科，但南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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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的名称不能更改为南方古人 ．这个化石是南非古人类学上的第一次重要发现。 

1936年，在前一年才转到比勒陀利亚 (Pretoria)德兰土瓦 (Transvaa1)博物馆的原 

先研究古爬行动物的罗伯特 ·布鲁姆 (RobertBroom)在约翰内斯堡以西大约 50公里的 

南德兰士瓦省的克鲁格 斯多尔普区 (Krugersdorp)附近的斯特克方丹 (Sterkfontein)发 

现了第一个成年的南方古猿头骨 (Broom，l936)，这是在达特发现汤恩小孩头骨 l2年之 

后南非古人类 学上 的第二 个重要 发现 ．50年代 中在这个洞里博物馆的布雷恩 (cK 

Brain)还发现 了石器，鲁宾逊 (J．T．Robinson，1956)发掘到早期人属的几个牙齿。 

1938年布鲁姆又在离该区西北 9英里的克罗姆德莱 (Kromdraai) 以东 2英里的洞 

中发现了特别粗壮的南方古猿粗壮种 (Australopitheetts ro妇StBS)(Broom，1938)，表明 

南方古猿有两种类型．纤细型和粗壮型。这是非洲第三个早期人科化石的地点，是南非古 

人类 学上 的第 三个重要 发现。 

4o年代布鲁姆几次在此继续发掘．发现了一件南方古猿粗壮种 的青年下颌骨及大量 

哺乳动物化石。 

50年代布雷恩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对该地点的地质地层和埋藏情况初 

次作了细致的研究。 

达特在相隔 20多年之后，又开始寻找化石，1947年他在北德兰士瓦的马卡潘斯盖特 

(Makapansgat)的石灰岩洞中找到了南方古猿非洲种的头骨化石 (Dart．1948)．50年 

代鲁宾逊在此发现了该种的下颌骨。 

1948年布 鲁姆 又 在 克鲁格斯 多尔 普 区西北 6英 里处的另 一个 洞穴斯 瓦特 克朗 

(Swartkrans)发 现 了粗壮种 的头骨。 (Broom， l949)。 

以上 5个地点发现的人科化石，当时曾定了多个不同的种属名称，以后一般归并为一 

属两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种。 

2 60年代 以来的工作 

进入 60年代+达特已经年迈 ．于 l 983年逝世．享年 95岁．威大的古人类研究组主 

要由托拜厄斯教授负责．德兰士瓦博物馆的布鲁姆于 l951年去世，享年 85岁．该馆的古 

生物和古环境研究系主要人员有布雷恩和鲁宾逊，后者于前几年去美国定居。前者已退 

休．最近由撒克里 (J．F．Thackeray)负责。 

汤思头骨曾一度被认为是南方古猿非洲种中年f℃最早的，但是较近时期的报道从 230 

万年前到 l。0万年前都有． 

现在威大医学院解剖和人类生物学系任教的杰弗里 ·麦克基 (Jeffrey Mckee)博上从 

l988— 1993年在汤恩发掘了 6个冬季，没有 发现新的人科化石，但获得了更多 的动物化 

石和地层方面的信息，根据对动物群的分析，可以确定人科化石的年代与斯特克方丹 4段 

相当，大约为 250万年前 (Mckee．1933；Mckee andTobjaS，t994) 

从 l 966年起至今，由托拜厄斯教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特克方丹继续发掘，先由艾 

伦 ·休斯 (AlanHughes)博士负责．他于 1992年去世，从 1992年起由罗恩 ·克拉克 

(RonClarke)博士负责．每年花费大约 48周的时间，至今 已 28年没有中断，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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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多件早期的人科化石和 10多万件动物化石，使该洞成为南方古猿非洲种遗骸在全世 

界最丰富的地点。 

帕 特 里 奇 (Partridge， 1978， 1982) 把 洞 内 沉 积 的顺 序 ． 由 下 往 上 ，分 为 6段 

(mem~r)。l段很少骨化石．2段 3段有化石．尚待发掘．6段已无保留．只是在 4段和 

5段进行 了发掘 。 

体斯从 l976年起在 4段进行了广泛的发掘．获得了 500多件人科化石．其中有保存 

极好 的标本．许多石器．年代在 25O一3O0万年之间，一般认为人科化石全部属于南方古 

猿非洲种，但克拉克为我们出示化石时．认为其变异很大，不可能是一个种，而是两个 

种，牙齿较小 的为非洲种，以后发展成为人属的能人，另一个种有较大的牙齿，是布鲁姆 

命名的傍人 (Paranthropus)的祖先。 

1992年 ．克拉克负责发掘工作后．把注意力转移到 5段和 4段向西扩展的部分 。 

在 4段的扩展部分，发现有长尾猴的化石，南方古猿非洲种变异很大的标本和多种动 

物化石，另外还有被认为是傍人的祖先的化石。根据长尾猴化石，确定其年代为距今大约 

250万 年 前。 

新发现的人科化石包括几个很好的颅骨．保存得极好的几个齿列，包括上下齿弓可以 

配合的标本．一组带有乳齿的上下颌骨，几个小孩颌骨带有萌出的牙胚．还有脊柱的一部 

分．两个非洲种的不完整的骨架。其 中之一保存着极好的部分骨骼 ，明确是同一个体的． 

这是很少见的标本。 

在上一层时代较晚的 5段的石质角砾岩沉积中，发现有两种文化的完整标本．在 5段 

最低的水平层．其年代大约为 l70—2o0万年前，有保存得很好的奥杜韦工业．同时发现 

有类似东非奥杜韦 Bed I的化石猪 (Phacochoerus modestus)和一根相似 于大鸵鸟的胫 

骨．在上层的橙色砂质角砾岩中，(大约为 I 50万年前)有早期阿舍利工业，还伴有可能 

是能人的化石，具有较小的颌 骨．适中突出的鼻骨和扩大的脑，也可能是更进步的匠人 

(Horn0 ergaster)。两层都有部分被非洲 的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StoneAge)的材料所污 

染．是由表面的溶解袋 (solution I：~ckets)几次渗漏进去的。克拉克认为这种情况是在 

140---200万年前之间至少有三次渗^造成的．一次是在 l70—20O万年前渗^到 5段的底 

部，含有奥杜韦石器，随后渗^的是早期阿舍利石器的沉积，最后是含有 中石器的沉积。 

克拉克为我们出示了现在收藏在威大古人类研究组的各种重要化石标本，并带领我们 

观察了发掘现场。 ． 

奥杜韦石器和早期阿舍利石器现在保藏在威大考古系内，由克拉克的夫人凯思林 ·库 

曼 (KathleenKuman)博士负责研究 ．参观 时她出示多件石器为我们作了细致的讲解 

(Kttman， l994)。 

布雷恩从 l965年在斯瓦特克朗开始了 4个 7年的研究项 目．第一个 7年到 1971年． 

发现了大量化石 ，包括许多人科化石．但缺乏地层的信息．第二个 7年从 1972一 l978 

年．第三个 7年从 l979— 1985年．发现了近 50 000件标本．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直到 l993 

年 I1月 出版专刊，内容包括地层学、动物群、人科成员的颅骨和颅后骨骼、骨器、烧 

骨、用火的证据等。 

50年代达特在一些文章中提出了。人．凶杀者的猿 的论点。 

达特在马卡潘斯盖特洞 发现有大量的破碎动物骨骼．他认为这些破骨是被生活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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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中的人科成员带人洞里的，他们打破这些骨骼作为工具和武器，他说动物骨骼的使用 

早于石器．叫做骨齿 角文化 (Osteodontokeratic edtu~．Dart，l957)。达特解释某些南 

方古猿类头骨和颌骨的破裂是由于其同伙的攻击。人类的进化是由于禽来愈多地依靠用来 

杀害的武器来获取肉食 一种史前的武器竞赛促进了脑的发展．演化成的现代人因而具有 

野蛮的凶杀者的猿的遗传倾向。 

布雷恩发掘斯瓦特克朗的 目的．在于用另一个台有人科化石的化石群体的埋藏学研究 

来证实或否定达特的理论。他得出的结论与达特的理论完全相反，早期人科成员的群体并 

不占有优势．不是强有力的狩猎者．受制于大的肉食类 (Bra~n，198l，l994)。 

1988年在斯瓦特克朗嗣的发掘 中．在 3段 (距今大约 l0o— l50万年前)中发现的骨 

骼似有经火烧过的痕迹，经布雷恩和西伦的研究，对这些标本经过组织学和化学的检验， 

发现它们烧热的温度范围与营火的相一致。这些烧骨的存在连同它们在嗣 内的分布情况是 

化石记 录上人 类 用火 的最早 的直 接证 据 (Brain and Sillen 1988) 虽然 在斯瓦 特 克朗 的 

年代较老的 l段和 2段 中曾发现了南方古猿粗壮种和直立人 (Homo erectus)的大量遗 

骸．但无用火的证据，表明火的发明是在 2段和 3段之间 是在粗壮种绝灭之前 

1977年伊丽莎 白 ·弗尔巴 (Elesabeth Vrba)在克罗姆德莱作了细致的发掘，并由帕 

特里奇作了更细致的地质研究。弗尔巴 3年的发掘结果．获得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 5件 

人科化石。 

1993年 9月开始．德兰士瓦博物馆的撒克里和威大古人类研究组的伯杰(L．R．Berger) 

等 曾联 合在 此进行 了 勘查和 新 的发掘 ，收获不大 (Berger，Menter and Thackeray， 

l994)。 

撒克里让我们观察了德兰士瓦博物馆收藏的有关化石，井引导我们参观了克罗姆德莱 

的发掘现场．和在附近的斯瓦特克朗遗址。 

麦克基驱车陪同我们观察了马卡潘斯盖特洞穴．他 兑他在最近的发掘中没有什么重要 

发现．以后准备转移到附近的较晚的遗址进行发掘。 

以上的 5个地点．都是 l948年以前发现的．最近又发现了 2个新的早期人科 化石的 

地点：格拉迪斯维尔和德里莫伦 

格拉迪斯维尔嗣 (Gladysvale)位于南德兰士瓦省克鲁格斯多尔普区内，在斯特克方 

丹，克罗姆德莱和斯 瓦特克朗以东偏北大约 13公里处，在约翰 ·纳什 (John Nash) 自 

然保护区内，虽然在很长时期来就 发现有化石．但在伯杰于 1993年 4月开始发掘之前． 

都是产地不明 

1991年 l0月开始，伯杰和南非地质调查所的安德烈 ·凯泽 (AndreKe~er)在此作 

了短期 的调 查 ．在洞 外 由开 矿炸 出的堆 积 中找 到 了许多化 石 (Berger．Keyser and 

Tobias，l993)，l992年 4月在化石中发现了南方古箍非洲种 的牙齿 (Berger．1992)。 

l993年 4月到 9月．伯杰在此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了解到这是一个复杂的三个室的洞穴 

系统。这是 l948年以来在宿非发现的第一个额的早期人科化石的地点。 

在 l993年的发掘中，在年代较 晚的中更新世早期的沉积中．发现了在原位的一些人 

科化石，初步的比较研究认为其与非洲其他地点的早期人属成员非常相似。另外还有较晚 

的化石以至晚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类 该地似乎有着从 300万年前直至现代的连续的 

沉积 (Berger and Tobias， l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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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杰驱车领我们到现场参观．他准备在此进行长期的工作。伯杰原是托拜厄斯的研究 

生，最近获得威大的博士学位，为人精 明干练，与南非企业界有密切联系，已获得 1994一l996 

年南非各地点连续发掘和研究的经费支持。 

另一个新地点是德里奠伦 (D rimolen)，也位于克鲁格斯多普区内．在约翰 内斯堡以 

西约 3O公里处，是凯泽在 1991年发现的。 

凯泽现已退休。我们访问 比勒陀利亚时．他曾邀请我们去他家晚宴．并 出示了他发现 

的大量人科化石。 

以上都是上新一更新世时期含有旱期人科化石的地点。另外南非还有 中更新世和晚更 

新世沉积的 洞穴 ．含有较 晚的人类化石 ，如炉缸洞 (Cave ofHearths)、羚羊公 寓洞 

uinplass(Spdngbok Flats)]．弗洛里斯巴洞 (Florisbad) 边界洞fNgwavama(Border 

Cave)1、 希望 田 洞 (Hopefield)．克莱 西斯 河 口嗣 (Klasies River Mouth Cave)等 ． 

(Tobias， I 994) 

在开普敦，我们参观了南非 博物馆，格雷厄姆 ·艾弗里 (Graham Avery)博士取出 

馆 里 收 藏 的 两 个 人 类 化 石 头 骨 让 我 观 察 ， 一 个 是 萨 尔 丹 哈 人 (Saldanda Or 

Elandsfontein)头骨．另一个是克莱西斯河 口人头骨 都是在开普敦境内发现的 艾弗里 

介绍说，后者原先定为距今 75 000年前，属非洲的石器时代 中期，后来发现含化石 的沉 

积物是由上部较晚的地层渗漏进探部地层中去的，其年代改定为距今 10 000年前．属非 

洲的晚石器时代 (Late StoneAge)。至于萨尔丹喑人．我从过去的文献报道 中，知道对 

它的系统地位有不同的意见。从头骨上可以看到确实有较原始的性状．如明显向前突出的 

眉嵴等，可能是非洲早期或远古智人的类型 

我们还访问了开普敦大学 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细胞生物学系和该校的考古系。 

解剖学和细胞生物学系的主任艾伦 ·莫里斯 (Alan Mo rris)教授引导我们参观了该 

系的各部门，特 别是出示了他正在研究中的多年前在本地区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从头骨 

形态来说，大概是晚期智人 

考古系主任安德鲁 ·西伦 (AndrewSillen)教授展示 了他们系里正在进行的各种有 

关考古实验的技术．他们对带黑色的化石是否是火烧过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例如他们用 

组织学方法，观察骨骼结构的改变，用多种化学 物理的方法，测试骨骼元案成分的改 

变．从而确定化石是否经火烧过．这样他们确定了斯瓦特克朗 3段中发现的一些黑色化石 

是经火烧过的 (Sillen and Hoering．1993)。 

西伦教授知道我国周El店猿人洞有大量灰烬和烧骨等材 料，因此提出我们可派人携带 

猿人洞的材料前去测试，并培训测试技术． 

他们也进行骨骼化石的年代测定。 

在约铀内斯堡威大人类化石研究组克拉克博士给我们观看边界漏发现的一个完整的头 

骨化石时，西伦教授也来参加了，这个头骨的形态明显是现代人的。但其年代曾有报道说 

是距今 10万年以上，而且有人由此提出了现代人起源于南非的说法。头骨顶部有一个像 

我国一元硬币大小的圆孔，孔的边缘光滑。我问克拉克博士．那孔是怎么来的，他说是 以 

前取样测年留下的。西伦教授与克拉克商量，准备再取下一小块头骨，用他们新的方法来 

测定它的年代。表明它的年代 现在还不肯定。 

托拜厄斯教授充满信一0地说，南非将再度成为非洲人类起源研究的中心之一 (T0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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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ak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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