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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中国人类古生物学在20世纪的主要研究进展。中国的化石曾经数度入围最早期的

人类。目前中国已有60余处地点发现了人类化石, 其中最古老的暂时要推云南元谋上那蚌的两

颗门齿。对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 支持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

化说。中国各时期的化石人类有较显著的地区差异。中国人类的发展可能比喻为既有分支间的

杂交融合, 又有小分支的绝灭和局部替代的河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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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德国医生哈伯乐 (K. A. H aberer) 曾将他从中国带回国的一箱“龙齿”和“龙

骨”送给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罗塞尔 (M. Sch lo sser) 研究。施氏发现其中有一颗上第三臼

齿似乎属于人类, 但他仍然比较谨慎, 把它归于古猿。如果这件事只能勉强算作中国古人类学

的开端的话, 真正的对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却是从20年代才开始的, 就是对周口店第一地点

和河套人类牙齿的发现、辨认和研究。从此以后, 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 在我国陆续发现了相

当大量的古人类化石 (吴汝康等, 1989)。化石地点由点到面, 由少到多, 到今天已经有了60

多个地点发现过或多或少的, 或早或晚的人类化石。面对如此大量的材料, 学者们见仁见智, 意

见纷纭。值兹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0周年以及世纪之交, 作者不揣浅陋, 愿将个人体会向

诸同道贡其管见, 冀能对新世纪我国古人类学的发展有些许参考价值。以下拟分3个部分加以

说明。

1　中国化石在人科早期历史中地位的
变迁及对从猿到人演变过程的贡献

　　 1926年瑞典人安特生 (J. A ndersson) 在北京宣布了周口店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 为人

类亚洲起源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大家知道, 在上世纪的1891年, 爪哇发现了直立猿人的化石。

有人认为他是从猿到人过渡的中间环节或最早的人; 有人由于其脑量过小, 而且没有发现与这

些化石共存的石器, 认为它不是人。争论很久相持不下。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

盖骨, 其形态与爪哇的直立猿人很相似。这年还在同一洞中发现了一块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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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次年又发现4块, 1931年发掘鸽子堂底部时又发现了大量用石英和其它材料制造的石器。

这年夏天, 当时的旧石器研究权威学者步日耶 (H. B reu il) 应邀从法国来到周口店。他肯定了

周口店石器的人工性质。同年, 这里的人工用火的证据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 (裴文中等,

1985)。于是北京和爪哇的猿人被公认为当时已知的最早人类, 教科书都以猿人阶段作为人类

历史的开篇。中国的猿人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重要地位保持了近30年。

1959年玛丽õ利基 (M. L eakey) 在东非奥都威峡谷 (O lduvai Go rge) 发现了170万年前

的石器和东非人头骨化石, 把人类制造石器的历史纪录向前提早了100多万年。中国的猿人不

再被认为最早的人。但是值得指出的是, 周口店第一地点作为单个的、时代这样早的化石产地

在世界上迄今仍是产出人类化石及有关材料最丰富的一处。

1935年荷兰人孔尼华 (G. H. R. von Koen igsw ald) 在香港中药铺发现一颗步氏巨猿的

牙齿。魏敦瑞 (F. W eiden reich) 将巨猿牙齿和不久前从爪哇发现的猿人 IV 号头骨与二具下

颌骨上的牙齿进行比较研究, 于1945年发表专著, 提出巨猿具有明显的人的性质, 应该归于

人的系统, 而不属于猿的系统。他建议将其改名为巨人, 并进一步推论巨人是爪哇和中国的猿

人的直接祖先 (吴汝康, 1962)。因此中国的这批化石也曾在人类早期历史的探讨中占过一席

之地。

1952年孔尼华发表论文宣称他在30年代后期又在香港和印尼的中药铺里找到5枚新的

巨猿牙齿, 他对前后八枚牙齿进行研究后, 改变了原先的观点, 同意魏敦瑞的意见, 认为

巨猿确属人类, 但是在人类进化系统上它只是一个已经特化的旁支, 而非直系。

1956年起裴文中等去广西等地作了长期的调查和发掘, 发现了几个巨猿产地和大量标

本, 确定了步氏巨猿从早更新世生活到中更新世。吴汝康研究这些标本后认为它是人科系统

上一个绝灭的旁支, 将其与南方古猿一起归入前人亚科。后来又在湖北和川东找到新的巨猿

化石, 扩大了巨猿的分布范围。1998年冬在湖北西部又找到一些巨猿牙齿化石, 计划在1999

年发掘 (张振标 个人交流)。笔者期待着发现能指示巨猿行走姿势的骨骼证据, 以确定巨猿

的归属。

对巨猿的研究还启发吴汝康形成了关于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比较具体的见解。他认为

这个过渡时期包括从直立行走开始到制造工具为止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现代人的有异

于一般动物的本质性的特征, 如直立行走、有音节的语言和作为其内核的思想、高度的社

会组织以及不仅用本身的解剖结构还借助于外物制造工具的能力等, 并不是在某段短时间

内同时出现, 而是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渐次形成的。自从J. Goodall 在60年代发现黑猩猩能

用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 (牙齿和“手”) 改变外物的形状以制造工具以后, 西方学者逐渐废

弃以“人是工具制造者”的名言来给人的范畴下定义, 改而采用两足直立行走作为人类开

端的标志。于是石器的出现作为人类历史极为重要标志的作用被淡化了。笔者认为, 应该重

申并强调, 人之不同于动物的关键是人能改造世界, 而动物基本上只能适应自然。从这个意

义上说, 制造石器在人类历史上的标志作用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吴汝康以石器的制造

为界标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两段的见解是很值得重温和发扬的。

1965年 Simon s 和 P ilbeam 论证了腊玛古猿是人的祖先。此后, 这个见解盛行了大约20

年。我国云南开远的小龙潭煤矿在1956年发现的森林古猿5颗牙齿化石也被归入腊玛古猿。

于是中国又重新进入了人类摇篮的候选地区。1975年我国云南禄丰发现两件下颌骨, 分别被

归入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当时古人类学界普遍认为非洲肯尼亚的肯尼亚古猿、欧洲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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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鲁达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腊玛古猿都可能是人类的祖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云南省博物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禄丰开展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 获

得当时被分别定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两类古猿的头骨5件、下颌骨10件、头骨、肩胛骨、

锁骨、指骨等部分的许多残片以及1000多颗牙齿。研究后认为所有这些标本实际上代表同一

个物种的雌雄个体。1987年吴汝康 (1987) 将其修订为禄丰古猿同名种。

1967年W ilson 和 Sarich 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推测人类在大约500万年前与非洲的现生

猿类分离。由于能用来研究人、猿分离的化石极少, 举证乏力, 到80年代古人类学家们逐渐

接受了分子生物学方法所推定的500至700万年前作为人、猿分离的时间。禄丰古猿生存于大

约800万年前, 而且一直没能找到确证它们能两足直立行走的证据, 被排除出人科的范围。

从此中国又变成了只有潜在可能性而还未找到实在化石证据的寻找最早人类的地区。我国

云南元谋从1986年起出土了许多古猿牙齿、下颌骨和一具面骨。它们与禄丰古猿相似, 被订

为同属的动物, 也不能归入人的范畴。它们的年代可能是四五百万年前。此时的禄丰古猿仍

是如此之形态, 更指示这一支系没有向人的方向发展。最近陆庆五等研究禄丰古猿牙齿萌出

顺序, 发现其与现代大猿一致, 而与人的不同 (个人交流) , 增强了禄丰古猿不属于人科这

一论断的说服力。

70年代以来, 非洲埃塞俄比亚发现了300万年以上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大批化石, 在坦

桑尼亚发现300万年以上的下颌骨、牙齿和两足直立行走生物留下的系列足印, 也被认为属

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古人类学界普遍接受非洲作为人类唯一的发源地。1994年和1995年又分

别报道了非洲发现距今440万年和400万年左右的南方古猿始祖种 (1995年改订为地猿) 和

南方古猿湖畔种, 更增强了这一论断的证据 (吴新智, 1998a)。

从这一段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 人们对人类起源的了解常常随着新化石的发现

和新思维的发展而改变。对人类摇篮的估计, 在非洲与亚洲之间摆来摆去, 其他地区似乎均

无可能。目前我们对东亚的古环境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 此区在人类起源的关键时期基本

上是温暖湿润的, 已经知道曾经有多种古猿在此生活繁殖过。因此目前虽然非洲已经出土早

期人科的材料较多, 但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下大力气寻找人类早期的祖先还是值得去做的。

考虑到遗传学实验结果显示非洲遗传物质的变异度比亚洲的大得多,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

进化论者虽然不认为这些结果证明现代人只起源于非洲, 但一般认为它却能指示非洲是更

早时期的全人类的发源地, 对于这方面的资料的重要性也是不应轻估的。

2　关于中国最早人类的问题

北京直立人从1921年起就代表着中国最早的人类, 这个地位他保持到1963年, 那年在

陕西蓝田陈家窝子发现了一具可能比周口店的直立人稍早的下颌骨。次年在该县公王岭发

现直立人的头盖骨等化石, 肯定比周口店的古老得多。1965年云南元谋上那蚌附近出土两枚

直立人的门牙, 据伴生动物群判断应属更新世早期, 比周口店、蓝田的都古老。

1976和1977年用古地磁法将元谋这个地层分别测定为161—179万年和163—164万年

前。从此这个地点的人化石被看成中国最早居民的代表。古地磁测年法在所测地层的磁性剖

面正负交替段对比时需要有可靠的, 比较精确的年龄标志点, 而元谋缺乏这样的标志点, 所

以这些数据虽然很有参考价值, 可供科普时采用, 但是从科研的角度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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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91年吴佩珠等用氨基酸法测得这个地层为154万年前。但是这个数据不是独立得出

的, 它是建立于古地磁法所得的数据 (167万年) 的基础上的, 因此并不能给用古地磁法测

得的年代增强可信度。1998年黄培华等发表了这个地点的电子自旋共振 (ESR ) 年代数据为

110万年 (据铀早期吸收模式计算出的结果) , 或150—160万年 (按铀线性积累模式)。前者

假设铀在牙化石埋藏的初期就被化石吸收, 吸收铀的过程结束后, 处于封闭状态; 后者认

为在化石被埋藏以后铀是逐渐匀速地在化石中积累, 处于开放状态。据认为在牙化石含铀量

较低的情况下用两种模式计算的结果差别不大。随着牙化石特别是牙本质铀含量的增高, 用

这两种模式计算出的年龄差别也随着增大。黄培华等推荐按铀线性积累模式算出的年龄即

150—160万年, 并认为这个地层的年代不晚于110万年 (黄培华等, 1998)。但是笔者还注意

到, 有的年代学者认为, 目前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早于100万年的早期直立人乃至第三纪

古猿的年代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 (陈铁梅, 1998)。

1997年我国启动了找寻200万年和更早人类的“攀登项目”。1998年和1999年在安徽繁昌

发现了一些更新世初期的石器和骨器, 为中国有人类生存的最早时间可能达到200万年前,

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张森水, 1999)。我国古环境适宜, 并且已经发现不少上新世和中新世

的古猿, 它们能生存的环境也适合人类, 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找到制造200万年前石

器的那些人甚至更早人类留在中国的遗骨。

在此附带说一下有关巫山龙骨坡所谓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的问题。1985和1986年黄万

波等在这里分别发现了一块下颌骨及一枚人的门牙, 均鉴定为属于直立人。后来C iochon 等

参加了这里的工作, 他们1995年在英国〈自然〉杂志 (N atu re) 发表文章 (H uang et a l. ,

1995) , 建议这两块标本最接近匠人。次年它们又被说成不能确定种名的人属成员 (L arick

and C iochon, 1996)。此后各国不少人类古生物学工作者对他们的鉴定提出异议 (W o lpoff,

1996; Schw artz and T at tersa ll, 1996; 王谦1996, E t ler and Zhou, 1998; Pope, 1998)。总

之, 除该研究组成员和未见过真标本的伍德 (B. W ood) 及其共同作者给予肯定外, 迄今

还没有见到任何以研究人类化石为专业的学者著文赞成和论证巫山龙骨坡发现了200万年

前的人类化石。一般认为那块下颌骨属于猿类, 门牙时代很晚。

3　中国古人类进化简略图景

311　从世界大地区间的层面来考察——中国古人类的发展模式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魏敦瑞在作了中国猿人与现代人形态的比较研究之后为我国古人类的发展指出一条直

线形的进化线。1949年以后, 随着我国工农业基本建设的开展, 不少人类化石在全国许多地

方纷纷出土, 使得这条进化线的中间环节越来越丰富。感谢我国年代学者们的积极努力, 使

得有可能将这些环节按时间顺序作出更明确的排列 (吴汝康等, 1989)。人类古生物学的研

究发现了我国古人类有一系列共同特征 (吴新智等, 1978; 吴新智, 1990) 和直立人与智

人之间的形态镶嵌现象 (吴新智, 1990; W u, 1996)。共同特征包括面部骨骼比较扁平、颧

骨额蝶突外侧面比较朝向前方、鼻梁比较扁塌、眼眶呈长方形、其下外侧缘圆钝、颊部骨

骼下缘呈弧形、脑颅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有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等。形态镶嵌的表现

包括和县头骨的颅形、眶后缩狭程度、颞鳞长高指数、颞骨岩部与头骨长轴所构成的角度

较近直角等, 与一般直立人不同而与智人较符合, 马坝头骨深的眶后缩狭程度, 大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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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穿洞头骨有角圆枕、猫猫洞下颌骨有多颏孔等, 都是一般见于直立人而罕见于智人的

特征。如果郧县头骨属于直立人, 它们也有不少特征与一般直立人不同而与智人一致。当初

魏敦瑞的假说建立在中国猿人与现代黄种人的相似性上, 国外不断有人提出魏氏用作证据

的许多黄种人特征不是他们所独有, 从根本上削弱了魏氏理论的基础和说服力, 加上其他

原因, 魏氏的假说长期以来不再为人类学界所重视。我国解放后新增的大量人类化石和近年

研究从化石中所抽引出的上述各种信息, 以更直接的证据论证着古人类在中国的连续进化,

比魏氏当年从现代人形态中搜集的证据自然有更强的说服力。

通过对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还可发现其中有少数特征在中国化石库中表现出不那么和

谐, 却与欧洲古人类相似。例如公王岭的早期头骨的上颌骨颧突的形态与中国其它化石不同,

却与欧洲早期头骨相似, 可能反映它与欧洲头骨有共同的来源。在早期智人头骨上, 大荔头骨

梨状孔上外侧处骨面隆起, 马坝头骨眼眶呈圆形, 眼眶外下缘较锐, 均与其他中国头骨不同,

却与欧洲尼人一致。在晚期智人头骨上, 我国南方出土的多数头骨都具有枕骨上的发髻状构

造、山顶洞101号和102号头骨弱的上面部扁平度、其102号头骨的颧骨额蝶突比较朝向外侧、

鼻颧角很小 (吴新智, 1961; 张银运, 1998) , 这些都是在我国的其他头骨上很少见的, 却是

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特征, 很可能也指示着从西方过来的遗传物质在起作用。欧洲有个别头骨

(Steinheim ) 的扁平面貌与欧洲其余头骨很不一致, 却与我国的头骨相似, 可能是来自东方的

基因所引起, 当然也不能排除由于二者具有共同的来源。由于这类不和谐的“音符”与我国化

石中的共同特征相比在数量上是很少的, 可以推测东西方之间的基因交流量不大, 在后期可能

比早期交流频繁, 但与在中国的连续进化的主流相比终究是次要的、辅助性的或附带的。因此

我们认为中国古人类的进化似乎可以用“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作简约的概括 (吴新智,

1998b)。作为中国人类进化过程的后一阶段, 中国现代人的起源也不超出这样的轮廓。从另一

方面看, 现代人起源的出自非洲说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符的。世界其他地区现代人的起

源过程与中国显然很不相同。以欧洲为例, 在最近的一次冰期中, 欧洲北部和阿尔卑斯地区曾

为冰雪所覆盖, 它使得这里出现了大片的无人区。人群在靠南的部分地区勉强过活, 到间冰期

气候回暖, 才能重新向北方扩布。这些进入北部的人群不一定与冰期前那里的原住民有一脉相

承的关系。而在冰期时中国的气温虽有降低, 但是东部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适于人类生存

, 尤其是在华南, 连现在生活于炎热地带的猩猩、象、犀牛、貘、灵猫等动物都连绵不断地

大量繁衍, 何况已能用火甚至会造火的人类。迄今没有发现形态学的证据表明中国早于和晚于

5万年前的人群之间发生过剧烈的变化, 也就是说, 此时之前与之后的人类并未断档, 反之他

们之间却有许多共同特征, 证明是一脉相承的, 与外地区的基因交流不会切断这股血脉的传承

关系, 只能使它更加多样化。

中国这种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也得到古文化方面证据的支持 (林圣龙, 1996; 张

森水, 1999) , 但未能赢得国外部分人类学家的赞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还未发现欧

亚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 即4—10万年前那段时间中生活在中国的人类头骨化石, 而在近

东却已发现了被认为属于现代人的大约10万年前的多件头骨。笔者希望并确信在下个世纪

中这个重要的缺憾能得到弥补。从中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镶嵌进化、现代型牙齿在丁村的

出现、现代型颞鳞长高指数和现代型颧弓在大荔的出现等现象来考虑, 笔者认为有理由相

信, 在古老型智人与“解剖学上现代型智人”之间很可能也是呈镶嵌式的过渡, 二者之间

没有截然分明的形态学界限。希望这种认识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验证。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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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化石及考古证据都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现代型人类起源于本土的早期智人 (吴新智,

1998b)。最近十几年来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与出自非洲说的争论愈演愈烈, 希

望在下世纪随着人类化石的增多和遗传学研究的深化, 两个学说之间能得到合理的调和。

从化石的形态学比较已有一定的证据表明中国古人类在更新世晚期向东、向南、向北

扩张或交流 (W u and Po irier, 1995) , 但是在这以前的时期目前还只有间接的线索提示存在

向东的扩布或交流 (佐川, 1998)。

312　从中国境内小地区间的层面来考察 中国古人类有显著的小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

大家都知道, 现代的华南与华北人之间无论在骨骼形态和面貌上还是在遗传物质上都有

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延伸到新石器时代。至于能否延续到更新

世则还需讨论。现代以及新石器时代两大地区人骨的差别在上面高指数、眶指数、鼻指数等方

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前二指数大体上是北高南低; 鼻指数则是北低南高。

在晚期化石智人头骨中, 华北有山顶洞和黄龙两处出土的标本。山顶洞3头骨在许多特征

方面变异度都较大, 黄龙只有头盖骨的一部分, 似乎已可看出其头形与山顶洞的很不同。因此

在这个阶段, 华北大片地区中头骨形态有否较强的地区内的同质性还是个疑问。华南头骨的发

现目前较集中于西南地区, 有资阳、柳江、丽江、穿洞等, 它们的颅指数都较大, 枕部常有

发髻状构造, 资阳和穿洞还有现代头骨一般缺如的角圆枕。在西南地区似乎可能有较强的同质

性。但同质性能否包容更多特征以及能否延展到整个华南地区还需要在其以东地区发现新的

头骨化石来判断。就目前已有的化石晚期智人标本看, 华南头骨的上面高指数比华北的小, 鼻

指数比华北者大, 这样的差别与新石器时代乃至现代的头骨中的南北差异一致。化石晚期智人

的眶指数南北大体一致。而就颅指数而言, 在新石器时代是华南比华北小, 而在化石晚期智人

如以山顶洞为准却相反。又似乎缺乏简单的传承性。这是由于标本数量太少, 或是另有原因, 需

另行考虑。总之, 在化石晚期智人与新石器时代人之间, 在华南与华北可能各自有一定程度的

传承关系, 但情况会是相当复杂的。从发展趋势上看, 从旧石器时代人到新石器时代人, 鼻指

数由大变小; 眶指数由小变大; 颅指数在华北似乎由小变大; 在华南似乎由大变小; 上面高

指数在华北似无大变化; 在华南则似乎是由小变大。

鼻指数的南、北差异可能与气候有关, 眶指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趋同, 颅指数从新

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保持北大南小, 到青铜时代才南北趋同, 可能与人群交流幅度变大有关,

各种差异究竟是受哪些影响所致, 还需有更多的标本及研究才能阐释清楚。

总之, 在研究华北和华南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特征的变化时不仅要看本

地区可能存在的传承趋势, 还应考虑到地区间人群迁徙、基因交流等所产生的影响。

在早期智人阶段, 距今大约20万年的大荔和金牛山的头骨之间也可见不少地域间差异, 如

头骨厚度、矢状脊、眉脊、鼻根点凹陷等。大荔、金牛山与马坝早期智人头骨之间在眶后缩狭、

眼眶轮廓、眶缘锐钝等方面显然不同。虽然颅指数南大北小似乎与晚期智人一致, 但是由于地

点和标本都太少, 这些也许只是小人群之间的差异都不足以确定可否代表华北与华南的差异,

更不能肯定那时是否存在这两大地区内部较高的同质性和它们之间类似今日那样的明显区别

, 更难说现代中国人中的南北差异是否可能在本地区内上溯到这个阶段。

和县的直立人化石基本上未超越周口店第一地点直立人的时间跨度。但和县标本却有不

少特征与周口店的显然不同, 例如其颅指数较高、眶后缩狭程度较弱、眉脊上沟较浅、颞鳞

长高指数较大、颞骨岩部与头骨矢状轴构成的角度较近直角等。与上述的早期智人标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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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一样, 在这些特征中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些可能由于年代差异甚至个体变异, 还应该

考虑到是否反映小地域间的差异。郧县曲远河口头骨的年代现在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不管

它们早到可以与公王岭, 还是晚到可以与周口店作对比, 都可以在许多特征上看到地域间的差

异, 例如矢状脊、眶后缩狭、眉脊、枕骨圆枕、鼻骨、牙齿等。同样由于地点和可比的标本太

少, 也不能肯定那时有类似今天的南、北两大人群之分。

总之, 在更新世时期, 中国古人类可否象今天这样区分成华北与华南两大群体, 两大地

区内的各小地方群体之间是否有较强的同质性, 各个阶段南、北目前已知的各群体之间的差异

是否能代表两大地区人群的差异, 抑或仅仅是表示各个分散的小群体的形态多样性, 还有待下

个世纪发现更多的化石来研讨。

目前已有的年代相近、又有可比部分的标本虽然还不多, 已经能看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

异, 相信随着化石的增多, 定能涌现这方面的丰富信息, 使中国古人类的进化图景显现得更为

复杂和清晰。

10年前笔者在总结中国古人类进化时曾指出, 他们有一系列特征表现出渐进的、历时性

变化, 如头顶由低到高、前额由扁塌到隆起、眶后缩狭由深到浅、颞鳞由低到高、骨壁由厚

到薄等等 (吴新智1990)。近十年新发现的化石大体上都能验证这样的变化趋势, 但是也提醒

我们, 需要对新的和以往发现的化石进行新的思考, 人类化石有些历时性变化似乎不是如以前

认为的那样简单, 而是复杂得多。如郧县头骨的年代数据虽然差别很大, 但是都比周口店为早

(陈铁梅等, 1996; 李炎贤等, 1997) , 而郧县头骨却有一些特征比周口店的更加接近现代人。

和县头骨的年代基本上没有超出北京直立人的时间跨距, 但是其不少特征却比后者显著地更

接近现代人。马坝头骨比和县者晚, 但其眶后缩狭比和县直立人头骨为深, 更远离现代人。其他

例子还可举出一些, 相信这样与一般历时性变化趋势不一致的例子在今后新发现的化石上还

会出现。目前我们对古代人的人群内个体差异的范围和地区间的人群间差异的范围还很不了

解, 所以不能排除将上述各种差异或其中一部分归于这两类差异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想

到, 它们也可能既反映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态变化的多样性, 也反映其中的不平衡现象, 或不同

形态特征的异速变化。笔者相信, 这种异速变化很可能不但表现于直立人向智人的过渡, 也会

存在于从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或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过渡。如果在将来新发现的化石中能在后

一过渡中发现更明确的异速变化现象, 使得早、晚期智人之间的形态界限变得很模糊, 则对关

于现代人起源的争论应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人类形态特征的变化如此复杂, 我们在根据破碎标本的少量特征试图确定其进化位

置时, 除非有明显的专属特征外, 需要更加小心地考虑到更多的可能性。

313　以连续进化为主既有分支间融合又有小分支绝灭和局部替代的发展方式

前面说了, 从大地区的层面考察, 中国古人类的发展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过程; 从境

内小地区的层面考察虽然不是不可能存在, 但至少在目前还不具备足够化石证据表明在更新

世时期有南、北两大地区内明显的, 简单的原地区传承脉络。那么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是如何进

行的呢?笔者愿在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近年在非洲发现了南方古猿不少新的物种, 国外一些同行认为人科进化呈丛状而不是过

去所想象的阶梯形, 上新ö更新世人科物种的多样性可以延伸到中更新世 (Groves and L ah r,

1994)。我原则上赞赏这种新思路, 但怀疑它能否适用于更新世特别是到中更新世的人类进化。

在人科进化的早期, 人口密度很小, 分布地域已经相当广泛, 各群体的活动范围小, 人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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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离程度较高, 在长达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时间的独立进化之后会产生不同的物种, 这是

可以理解的。既成了不同的物种便不能杂交融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 多数走向绝种, 只有一种

继续繁衍成为我们的祖先。但是在人科进化的后期, 情况就显然不同了。人口密度增大、改造世

界的能力得到提高、人群活动范围扩大、群间交流增多, 就不大可能形成几个并存的新的物种,

不再会有人科物种的多样性, 代之的是人科中一个物种内的地区群体的多样性。但是在这段时

期中人口密度和活动范围毕竟还不够大, 群间交往也不很频繁, 仍旧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对隔

离。这样的情况有利于造成地域间较大的差异, 但又达不到种间差异的水平, 这就为形成直立

人和智人这两个多型种创造了条件。

华北和华南更新世气候虽至少发生过几十次凉热的变动, 但是向低温变动的幅度比欧洲

中、北部小得多, 尤以华南为然。我国迄今已发现的180余处较重要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地

点的研究可以为此作证 (吴新智等, 1999)。这种情况减少了大片地区人群绝灭的可能性和远

距离迁移的必要性, 有利于维持甚至加大各个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局部环境的较大变动或天

灾人祸可能导致某些小地区内的人群绝灭和一些遗传变异的丢失, 从而影响根据DNA 变异

量对人类进化时间长度的推算。后来, 小范围内绝灭人群的原住地被迁来的移民所占用, 局部

取代的现象应是可能发生的。我国有过一些只存在一段时期的地方性旧石器小工业 (张森水,

1999) , 可能反映该地区的相对隔离, 以后发生局部人类群体的取代。我们可以设想, 中国古

人类的进化不是一条简单的链状阶梯状谱系, 而是在亚、欧、非这样大地区的层面经历着连续

进化附带杂交的过程, 在东亚内部的分散的小地区层面贯穿着地方局部人群间既有融合又有

分离、还可能在不同时期发生局部小人群的绝灭和被取代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形象地说, 中国

古人类的进化框架既非简单的阶梯可比, 也不类似灌木丛, 至少有3点与灌木从不同。其一是根

部不粗, 只有不大的人群; 其二是支系之间有时互相融合, 然后又可再产生分支; 其三是在

发展的途中有时还与相邻大区的人群沟通, 既可能有小股人群迁移出去, 也可能有外来人群参

加进来。将中国人类的发展过程比喻为平地上的河网, 也许比阶梯和灌木丛更加贴切。不过一

般河网下游水量的增多是由于从其他地区流来的许多支流汇入的结果, 而中国古人类后期人

口的增加主要是自身繁衍的结果, 从其他地区迁来的人群却是很次要的。河网式的比喻可能也

适用于整个更新世, 至少是其中、晚期的全人类的进化过程, 只是各大地区人群的分、合、迁

徙和绝灭的细节可有较大的差别。

总之, 本世纪内我国人类古生物学与相关学科的研究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

源与进化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为东亚这一大片地区中的人类进化描绘出了一幅幅相当具

体的图景, 但是由于化石的绝对量还很稀少, 年代测定有待改善和加强, 这片地区的人类进化

的“剧本”仍有待大大地得到充实, 尤其需要大约200万年前甚至更早的人类化石以及距今4—

10万年前的那段时间里的人化石和其文化遗物。它们分别对探索人类起源与现代人起源有着

特别的重要性, 对当今古人类学的这两大热点的探索和阐明能起到关键的作用。从中新世晚期

到现在的这段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时期中, 我国大片地区的古环境都适合人类生存, 即使在第四

纪大冰期时人类也不是不能在中国居住。晚第三纪古猿在云南、江苏、安徽、甘肃等地区的繁

盛, 第四纪人类化石和石器在全国大部地区相对丰富的发现就是直接的明证。在有这样的天时

和地利的情况下, 值得我们在人力上加大投入, 为破解人类与现代人起源之谜做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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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ESE HUM AN PAL EONTOLOGICAL STUDY IN
20TH CENTURY AND PROSPECTS

W u X inzh i
( Institu te of V ertebra te P aleon tology and P aleoan th rop ology , A cad em ia S in ica B eij ing　100044)

Abstract

1　Changes of the po sit ion of Ch inese fo ssils

in the early h isto ry of hom in id

　　 Sinan th ropu s pek inen sis had been one of the earliest hom in ids from 1931 th rough
1959. In 1931 the artefacts unearthed from Sinan th ropu s site w ere adm ited by B reu il, the

au tho rity of the Paleo lith ic study. In 1959, the discovery of Zin jan th ropu s and associa ted
artefacts m ade the h isto rica l reco rd of m an2m ade too l ex tended to 1175M a.

G ig an top ithecus had been suggested as the ancesto r of P ithecan th ropu s erectu s and
Sinan th ropu s pek inen sis in 1940s by F. W eiden reich. Bu t th is p ropo sal has no t been

common ly accep ted in paleoan th ropo logica l circle.

In 1965, Simon s and P ilbeam p ropo sed the R am ap ithecu s belonging to hom in id and
five teeth of D ry op ithecus found in 1956 at Kaiyuan, Yunnan, sou thw estern Ch ina w ere
included in the circle of earliest hom in id. So Ch ina becam e one of the candidate areas of

hum an cradle. Since 1975 m any R am ap ithecu s fo ssils including 5 sku lls and o ther p ieces of
bone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L ufeng, Yunnan. T he impo rtance of Ch inese fo ssils in the
study of hum an o rig in increased. In 1980s, L uf engp ithecus w as excluded from the hum an

circle, Ch inese fo ssils are no longer con sidered as a part of hum an earliest ancesto r.

2　Earliest hum an in Ch ina

Sinan th ropu s is the first one act ing as the earliest hum an in Ch ina. In 1964

Gongw angling H om o erectus sku ll2cap rep laced H om o erectus p ek inensis fo ssils as the
earliest ancesto r in Ch ina. In 1965, Yuanmou inciso rs took th is p rom inen t po sit ion.

Yuanmou is dated by paleom agnet ism as of 117M a. A new ESR date of 116 (LU ) —111
(EU ) M a w as pub lished recen t ly. By the w ay, the L onggupo m andib le is of an ape, the

p roven ience of the inciso r is p rob lem at ic, so far th is site has no t yielded any early
P leistocene hom in id fo ssil. R ecen t d iscovery of stone and bony artefacts of p robab ly 2M a

from Fanchang, A nhu i p rovince is the indirect ind ica to r of the ex istence of hum an s in so
early period in Ch ina.

3　O u tline of hum an evo lu t ion in Ch ina

311　Con sidera tion a t the in tercon tinen ta l level—Con tinuous evolution with hybr id iza tion
To tally mo re than 60 sites yield ing hum an fo ssils have been found in Ch ina. T here are

a series of common mo rpho logica l fea tu res show n among these fo ssils. Betw een the H om o

erectus and H om o sap iens fo ssils found in Ch ina there is mo saic of mo rpho logica l fea tu res

w h ich indica tes that betw een these ch rono2species the change is t ran sit ional. N o clear2c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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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rpho logica l dem arcat ion line cou ld be draw n betw een them. Among Ch inese hum an

fo ssils there are a few specim en s w ith mo rpho logica l fea tu res inharmon iou s w ith o ther

fo ssils found in Ch ina. T h is phenom enon indica tes the resu lt of gene flow from W estern

w o rld. T he inharmon iou s fea tu res are very few so the gene flow is no t st rong. T herefo re
the scenario in Ch ina is con t inou s evo lu t ion w ith hyb rid iza t ion. T h is is a lso suppo rted by

the evidence from paleo lith ic archeo logy and m amm alian faunas. Evidence from all of these

aspects st rongly suppo rts the M alt ireg ional Evo lu t ion H ypo thesis fo r the o rig in of modern

hum an s w h ich has differen t submodels in differen t reg ion s. e. g. con t inu ity m igh t ex ist in
less ex ten t in Eu rope than in East A sia.

Comparison s betw een the fo ssils from Ch ina and tho se from areas east and sou th to

Ch ina indica te that there are comm un icat ion s among the popu la t ion s of these areas du ring

la te P leistocene.
312　Con sidera tion a t the in terpopula tiona l level in Ch ina——There are d ist inct

in terpopula tiona l d ifferences between d ifferen t sma ll reg ion s
T here are dist inct d ifferences betw een the recen t hum an popu la t ion s of N o rth and

Sou th Ch ina. T he difference cou ld be rough ly in certa in ex ten t t raced to N eo lith ic and la te

Paleo lith ic stage. T here is no evidence show ing that it cou ld be ex tended to archaic H om o

sap iens and H om o erectus. T here are dist inct in terpopu la t ional d ifferences in the la t ter tw o

stages. T hese differences m igh t be on ly the in terpopu la t ional d ifference in stead of
rep resen t ing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N o rth and Sou th Ch ina.

313　Human evolution in Ch ina could be l ikened to a r iver network
In the m ind of the p resen t au tho r the hum an evo lu t ion in Ch ina cou ld be likened to

neither a ladder no r a bu sh. Species m u lt ip licity of hom in id in P lioöP leistocene cou ld no t
be ex tended in to early and m iddle P leistocene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Ch ina, becau se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m an2m ade too ls the comm un icat ion betw een hum an popu la t ion s becam e

increasing so that the po ssib ility of fo rm at ion of new species by iso la t ion w as p reven ted.

Bu t there w ere st ill d ist inct in t ra2species and in terpopu la t ional d ifferences in hom in id. T he

ab ility to resist d isaster and diseases of ancien t hum an s w as ra ther low , ex t inct ion of sm all

popu la t ion s cou ld happen. So the hum an evo lu t ion in Ch ina cou ld be likened to a river

netw o rk. T here are b ranches of the river, som e b ranches cou ld be b lind (co rresponding to
ex t inct ion of local popu la t ion s) , som e b ranches cou ld un ite and receive sm all b ranches

from o ther river netw o rk (sam ll amoun t of imm igran ts from ou tside Ch ina). Som e cou ld

flow to o ther river (hum an m igra t ion to o ther area). In o rd inary river the increase of w ater

vo lum e in the low er reach is due to receiving m any b ranches, in hum an evo lu t ion of Ch ina
the expan sion of the popu la t ion in la ter t im e is m ain ly due to rep roduct ion of the

popu la t ion s in Ch ina them selves. T he con tribu t ion from the imm igran ts is very sam ll.

Besides, the ex t inct ion of som e sm all local popu la t ion s m igh t be fo llow ed by rep lacem en t
in certa in sm all areas. So the scenario includes con t inuou s evo lu t ion w ith ex t inct ion of

som e sm all local popu la t ion s and rep lacem en t of them by o ther popu la t ion s in certa in areas

as w ell as supp lem en tary hyb rid iza t ion w ith the imm igran ts from o ther areas. In sho rt, the

con t inu ity is the m ain p rocess, o thers are the sub sid iary.

Key words　　20th cen tu ry, P ro spect, H um an paleon to logy,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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