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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车文通过把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摆到中国这一 特定的地理区域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去 

作联系的考察，提出如下几点看法：1．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为人类所居住的地区之一，受自然 

地理环境的影响和翩约，中国古人类主要生存于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季风区域；2．古人类在中 

国境 内主要是 由南向北、进而向东北方 向扩散和分布 ；3．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可能是 外来的，可 

能是从 中国南部边境进人 中国境内的 。 

根据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我们现在已有可能把中国古人类的进 

化和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区域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机地联系起来作综合的考察 ，井就 

现在可能达到的认识，从宏观上提出若干假设性的看法。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活动的舞台。在旧石器时代，不仅人类的谋生活动、生活方式 

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人类居住的区域和范围，迁移、扩散和分布，以及与邻近 

地区人群的接触和文化的交流，也都受到特定时期内的特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古 

人类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进化的。因此，讨论中国古人类的进化就离不开它与环 

境的关系。这里只简要地提一下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上新世以来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三个 

主要 特征： 

第一、地形的基本特征——大陆地形分成三级阶梯。自上新世以来 ，巨大的喜马拉雅 

造山运动便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起了曾在亚洲广泛存在的提特斯海(Tethys 

sea)的消失和西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隆起。上新世晚期西藏高原达到海拔约 1，000米的 

高度，到第四纪初期抬升到约海拔 3，000米，自第四纪耒以来达到 目前的高度。因此大大改 

变了老第三纪时的比较坦荡的地势面貌，中国大地块从西到东呈明显的巨大的梯形下降 ， 

把大陆地形分成三级阶梯：以珠穆朗玛峰为最高峰的一系列高大山系和青藏高原组成第 
一 级阶梯，高原面的海拔一般为 4，000—5，000米 ；自昆仑山和祁连山以北、横断山脉以东，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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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大陆三级地形阶梯示意图(依垒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中国自然区划概要 

编写组，198}) ． 

Ske~h ma口 of three great topographic stcp~ in China 

地势急尉下降到海拔 1，OOO一2，000米间，为第二级阶梯；沿大兴安岭到滇东高原一线以 

东，地势再次下降，由海拔 1,000米降至几十米或几米，为第三 级阶梯 (图 1)(Zhao 

Songqiao，1988；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编写组，I984)。 

第二、气候的变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古地中海和中亚浅海逐步消失，温暖海洋 

面积缩小。欧亚太陆联成整体，中国内部太陆性气候加强。 太陆和大洋对比关系的变化 

产生了季风环流，代替了早第三纪行星环流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吉地理的面貌。中国 

内陆封闭性的盆地几乎与海洋湿_润气候隔绝。青藏高原的隆起和东部地势相对下降，引 

起了西风激流的动力作用，加强了我国大气环流的特性，井改变了我国各处气候要素和组 

成。上新世晚期 ，北极已进入到冰期准备阶段，冬季寒冷气 团进人中国境内，地带性变得 

显著，特别是我国东部，气温梯度变得陡急 (中国科学院 《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 

1984；周廷儒，198~)o 

第三、上述重要变化gl起了区域性的分化 ，从此可将我国分成三太 自然区域 (Zhao 

Songqlao，1988；周廷儒，1985)o有的学者根据孢粉学的研究也指出： “前第四纪至第 

四纪时期已经发展了相当程度的区域性地理分布，而且地带与区域的轮廓已与现代十 分 

接近”(李文漪，1985)o 这三太 自然区域就是东部季风区域、西北干旱区域和 青藏高寒区 

域 (图2)o这三个区域的分界是：北起东北大兴安岭西坡，南沿内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 

向西南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 ，直接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相连接 。在这条线以东是东部季 

风区域，然后沿青藏高原北部边缘 ，可明显分出青藏高寒区域和西北干旱区域 。这三个范 

围十分广阔的区域，是我国自然条件不均衡性的综合表现，简而言之，东部湿润、西北干 

旱、青藏高寒。关于三太 自然区域的主要特征见 《中国自然区划概要》一书中的表 12(全 

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编写组，1984，第 7l页)o 

正因为中国古人类是在上述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进化 

的 ，因而中国古人类的进化不可避免地具有 自己特殊的个性色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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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自然区曳ll概图(依全国寝、韭区铷委员会 中国自然区铷概要 编写组，1984) 

Sketch map of th ree natu ral realm s ia China 

I．东部季风区域 ：I 寒温带，I 中温带，I 暖温带，L北亚热带，I 中亚热带， 

I。南亚热带，I，边缎热带， 中热带， 赤道热带 ； 

1I．西北干旱区域 ：1／tt干旱中温带 1I 干旱暖 温带 ； 

m．青藏高寒区域 ：m一，高原寒带，III ，高原亚寒带，II[-·高原 温带 

现有的证据表明，在大约一百万年前就有人类生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中国是世界 

上很早就为人类所居住的地区之一。 

从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的分布图 (wu Rukang and John W．Olsen，198ff； 

张森水 ，1987)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部分地点都分布在东部季风区域中，而在西北 

干旱区域和青藏高寒区域中，不仅地点十分稀少 ，而且其时代大都相 当晚。这种分布的极 

端不平衡性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三六自然区域中，西北干旱区域和青藏高寒区域的自然条 

件是比较差的。以西北干旱区域中的西北温带及暖温带荒漠地区为例，这里位于欧亚大 

陆的中心，四周距海洋极远，如以乌鲁木齐为例，东距太平洋约为 4,4o0公里，西离大西洋 

约 4，300公里，北至北冰洋约 3，400公里，南到印度洋约2，500公里，四周又为一系列高山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天山、阿尔泰山以及青蘸高原边缘山地如祁连山、嗣尔金山、昆 

仑山等)所环绕，湿润的海洋气流很难进入，因此本区的主要自然特点是气候极其干旱，景 

观以各种类型的温带和暖温带荒漠为主，特剐是广布沙漠和戈壁，两者台占本地区总面积 

45 左右。这种干旱气候早在白垩纪至早第三纪即已初步形成。晚第三纪时，喜马拉雅 

造 山运动促使青藏高原大面积大幅度抬升，从而形成现代季风环流系统 ，并使西北地区的 

大陆性气候加强，使西北地区更趋干旱，到晚更新世基本形成极端干旱气候 (中国科学院 

《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1985)。有的学者根据孢粉学的研究也指出：“在西北，晚 

第三纪以来，由于中亚干旱化中心的影响，及青藏高原的屏蔽作用，致使形成少云雨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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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气候，在气候变冷时 ，亦带有强烈的干旱色彩，表现于孢粉谱中的草本植物种类单调而 

发展迅速。实际上 ，早在中新世乔木花粉便异常贫乏 ，而以草本为优势，并在此后草本花 

粉的含量有增无减。从西向东，干旱作用迅速发展蔓延，一直波及到华北沿海一带 (李 

文漪 ，1985)o青藏高寒区域的主要特点是特殊的高寒气候。整个说来 ，自上新世以来，高 

原的 自然历史是由低海拔热带一亚热带环境向高寒环境发展的历史。 这里的主要不利自 

然条件包括低温、空气稀薄、地势崎岖 土层粗瘠、风大、水少等等 ，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限 

制很大 (中国科学院 《中国自然地理鹅 辑委员会 ，1985)。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冰川作用上。我国境内，由于地势与气候 

条件的差异 ，大抵在东经 102。线以西 ，有相当面积的现代冰川，古冰 J1【作用遗迹多而明 

显 ；该线以东，没有现代冰川，古冰川作用遗迹较少 ，又难以辨认。西部 因有巨大的高山和 

高原 ，为现代和古代冰川的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北起阿尔泰山 ，南至喜马拉雅山，西自帕 

米尔高原 ，东到J1【滇横断山系，冰J1【及其塑造的地貌，星罗棋布相 当广泛。据粗略估算 ， 

现代冰 川总面积约44，000平方公里。第四纪冰期古雪线较现代雪线要低数百米以至干余 

米 ，那时冰川规模超过现代冰川许多倍。自第四纪初到现代 ，西部高山经历了多次的冰川 

作用，至少可以划分四次冰期 ，时间上分属早、中、晚更新世。(中国科学院 《中国 自然地 

理》编辑委员会，1981) 

西北干旱区域和青藏高寒区域的不利自然条件在今天人 口的分布上也得到了明显的 

反映：在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47．6弼 的东部季风区域中，集中了 92％ 以上的耕地 ，居住 

着 95％ 以上的人 口；而西北干旱区域和青藏高寒区域合计 占全国总面积的 52．4％，两个 

区域总共只有 8为 的耕地，人口不到 5％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中国自然区划溉要》编 

写组，1984)o因此，很可能在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 ，由于 自然条件相对说来要差得多， 

这两个区域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 ，仅仅到更新世的较晚时期，才在这两个区域内发现少量 

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这就是说 ，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古人 

类分布的地区和范围。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古人类在中国境内有由南向北、进而向东北逐步扩散和分布的主 

要趋势(参阅林圣龙，1987)0在早更新世时期，它们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 (元谋、建始，巫 

山)，随后扩散到秦岭南北、黄河 以南的地区(郧县和淅川、蓝 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到中更 

新世中、晚期又进到黄河以北(周 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入早期智人阶段 ，又扩展到辽东 

半岛(金牛山、庙后 山)，到晚更新世后期 已分布到东北的北部 (吉林安图、吉林前郭青山 

头 ，黑龙江哈尔滨阎家 岗)(姜鸱，1982；金昌柱等，1984；黑龙江省文管会等 ，1987)，最后 

在晚更新世之末，达到我国北部边境附近(漠河石器地点 。杨大 山，1982)。 

如前所述 ，中国古人类化石和 旧石器地点艳大多数都分布在东部季风区域中。 而在 

东部季风区域中，中间有一条由许多山岭组成的、成南北向延伸的地形界线 ，这就是把第 

二级地形阶梯和第三级地形阶梯分开的一系列 山岭(大兴安岭 、太行山、巫山、武陵山、苗 

岭、滇东高原东侧)，因而也就把东部季风区域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东半部属于第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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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阶梯 ，西半部属于第二级地形阶梯。从总的情况来看，西半部发现的地点比东半部的 

耍多。而且 ，在北京猿人之前 ，早期人类化石地点(元谋、建始、巫山、郧县、淅川、蓝 田公王 

岭和陈家窝)都集中于西半部(即属于第二级地形阶梯)。北京猿人是迄今所知第一个 出 

现在东半部(即属于第三级地形阶梯)的早期人类。自此以后 ，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 

在东半部才逐渐增多。 

中国古人类从南向北的扩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对不同气 

候带的逐步适应的过程。最近有的学者撰文讨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自然环境的演化。以 

中更新世为例，干冷期时 ，东北区中部为寒温带 ，华北区属温带，华中区北部属暖温带 ，华 

中区南部和华南区气候波动幅度在热带亚热带气候范围之内；在温暖期，东北区中部为暖 

温带，华北区为北亚热带 ，华中区以南是热带、亚热带气候(黄培华等，1987)o中国古人类 

正是在从南到北扩散的过程中，逐步适应了不同的气候带，从而不 断扩大了他们生存的空 

间范围。 

四 

关于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的由来，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可能是，他们是在中国 

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是由外面迁徙来的。最近有的学者提 

出：“根据目前为止的化石材料来看 ，晚中新世的云南腊玛古猿几乎是在与西部完全膈绝 

的环境 中，在朝向更新世早期人类发展的漫长道路上 ，逐次地演化成为第一批人属中的直 

立人种及其后裔类群中的早期智人和现代中国人0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的现今中国版图 

范围内，存在着一个从猿到人的独自进化和发展系统”(陈恩志，1985)。但是，也有人指出： 

“就现有证据而论，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尔后逐渐向非洲以外的地区扩散，移殖至 亚洲、 

欧洲的广大地区，最后移殖到澳洲和美洲。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可能正是人类在向 

东亚大陆开拓过程中所留下的踪迹”(林圣龙，1986)o从现今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来看，距今约 400万年前的、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科成员南方古猿阿法种 (．4ustralopithe- 

CJ45 a[arensis)发现于非洲，距今约 230— 160万年前的最早的人属成 员 能 人 (H0mo 

habills)也发现于非洲 (Johanson，1980；Tobias，I983)。 而在中国，迄今尚无存在南 

方古猿和能人阶段的人科化石的确凿记录 。这表明，中国境内生存的最早的古人类是由 

外面迁入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由何处进入中国境内的 

问题。环顾中国的四周，东边是茫茫沧海0北边的内蒙古广大地区 ，经过喜马拉雅第二幕 

运动 ，已被抬升成为高原(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 ，1981)。上新世末和更 

新世初 ，我国大陆开始发生大规模的差异性升降构造变动 ，在西北地区 ，经受了夷平作用 

的古生代褶皱山地，如阿尔泰 山、天山、昆仑山和祁连山等都发生强烈的上升 ，形成了高竣 

的山系(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1981)。至于西南的青藏高原 ，上新世时 

高度仅 1，000米左右，到早更新世，平均海拔为2，000米，山地高度可能超过3，000米，中更 

新世的高原面在 3，000米左右，而到晚更新世广大高原面已达 4，500—5，000米的高度 (李 

吉均等，1 979)。但是有的学者估计 ，到第四纪初期西藏高原已被抬升到约海拔 3，000米 

(Zhao Songqiao，1988)o因此，到第四纪初，中国已处于蒙古高原 、阿尔泰山脉、天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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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青藏高原和太平洋这些巨大屏障的包围之中。关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哺乳动物 

化石的研究也提供了资料。上新世早期布隆组的三趾马动物群 ，与南亚西瓦立克同时期 

的动物群较 为接近 ，说明当时喜马拉雅山脉还没有上升到足够的高度，成为二处动物群来 

往的屏障，而是畅通无阻。而上新世中期的吉隆三趾马动物群，其性质同我国北方常见的 

三趾马动物群一样 ，同属于广布欧亚太陆的三趾马动物群 ，同其紧邻有喜马拉雅山脉相隔 

的西瓦立克群同时期的印度动物群，不属于一个动物群 ，这说明当时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高 

度 ，已充分显示其高山屏障作用 ，隔开了两地的动物群的交流，因而动物群性质向各自方 

向发展(黄万波等，198o)。因此，从环境的基本格局来看，古人类从东、北、西北、西南等方 

向进人中国境内的可能性似乎都不大。如果考虑到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联系到中国现 

已发现的比较早的人类化石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地区，那末比较可能的一条通道是在南边， 

即从喜马拉雅山和北部湾之间的南部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周围毗 

邻地区的情况，只有中国南边的南亚 、东南亚地区发现了比较早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 

化，似乎也间接地表明，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更可能是从这一方向进人中国境内的。 

(19es年 12月 1 5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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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lCAL ENVlR0NMENT SlNCE PL10CENE AND THE 

EV0LUT10N 0F F0SsIL MAN IN CHINA 

Lin Skenglon~  

Pdeomoto~y and Paleoanthrop~ogy,Academia~imca) 

Key words Physical environment；Evolution of fossil man；China 

Abstrae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fossil man in the co~text of physical envi— 

ionmen t since Pliocene in China，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ve ideas： 

Il The main character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since Pliocene in China are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ree great topographic steps from we*t to east，the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eginning of areal differentiation into three natural realms(Eastern Monsoon Area，North- 

western Arid Area，Tibetan Frigid Area)，which had great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of fossil malx 

；n a】ina． 

2．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ph~ical environment，the fossil man of China lived 
mainly in the Eastern Molasoon Area of which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were the vefv best 

among the three natural realms． 

3． The general trend of distribution of fossil man wAs from south to north,then furthere 

0 north—east in Chjna． 

4． The earliest fossil man in China probably had cam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 en— 

tering China from the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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