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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中国人类化石的年代顺序
、

共同形态特征
、

渐进变化
、

形态的异样性
、

镶嵌性
、

与其

他地区的基因交流和古文化证据等方面论证了中国人类进化以连续性为主
,

还与世界其他地

区之间有渐增的基因交流
。

本文还附带讨论了近年云南发现的古猿化石和湖北发现的人科头

骨化石
。

自  6 年从周 口店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到  7 年已经整整 一 周 甲 子

了
。

如果从  ! 8 年 9
%

: # ;∃ 。 ::) < 记述一枚由中药铺的龙骨中选出的人牙化石算起
,

则

中国古人类学的研究已近 ! 年
。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

已经发现了不少化石
,

作出许多很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3吴汝康等
,  7 4

,

为世界古人类学宝库贡献了宝贵的内容
。

 年以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地点共有三处
。

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洞出产了

代表大约 ! 个猿人的化石
,

迄今仍是我国产出人类化石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

另两

处是内蒙乌审旗和周 口 店山顶洞
。

前者在  6 6 年发现过一枚小儿门齿
,

后者从  8 8 年

起发现了包括三个完整头骨的代表至少 7 个人的化石
。

两者皆属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
。

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化石包括身体的很多部分
,

经过 = ) 0>。盯。0# ; 3 ?4 的 精心研

究
,

提供了关于这一阶段人类体质状况知识的重要部分
。

他还发现
,

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

中有许多是与现代蒙古人种一致的
,

从而认为他们之间有连续的遗传关系
,

进而提出人类

起源的多中心论
。

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3例如
,

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有大段时间间

隔
,

其中缺乏发展的中间环节 5 欧洲尼人被西亚智人替代之说盛行等4这种多中心论的假

说逐渐被人们遗忘 3≅
。。Α ,

 Β ? 4
,

现代蒙古人种被认为也起源于西亚的智人
。

到本世

纪七十年代 Χ )∃: 。 Α 等 3 Β Β 4 从分支系统学出发把北京猿人排除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

之列
,

使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假说更加不受重视和相信
。

 年以后
,

随着中国建设的开展
,

从中国的东半及南部的广大地区的许多地方发

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

使其地域分布从北纬 !! 附近向南扩展达到北回归

线
,

向北超过 Δ “ 。 这些化石分布在不同的时间区段
,

构成一条人类的进化链
。

近十余年来

我国年代测量学的同行们将各种新技术应用于测量许多人类化石的年代
,

为中国古人类

连续进化的假说增添了有力的证据
。

现将主要化石的概况及年代测量数据列表于下页
。

从这个年代表可以看出
<

 
%

中国各个人化石地点之间相隔的时间已经不是很长
,

特别是在直立人与智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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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更小
。

二者的过渡大约发生在距今 6! 万年左右
。

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之间的时间

间隔相 当大
,

使我们对其间的演变没有足够的了解
,

特别需要发现更多的化石
。

6
%

中国的晚期智人的出现时间较欧洲为早
,

不过这一论断 目前仅有铀系年龄的支持
,

要得到肯定
,

尚需更多数据及发现更多的化石
。

除表中所列主要化石外
,

还有山东沂源
、

湖北郧县
、

郧西
、

河南南召
、

浙川等地也发现

过被认为属于直立人的零星化石
。

已报道的智人化石更多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不详细论

述各块化石的形态细节
,

只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论述
。

一
、

共 同 特 征

已发现的中国古人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
,

它们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中持续存在
,

变

化不大
,

指示着不 同时代的这些古人类群体之间有着遗传上的联系
。

 
%

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朝向
,

比欧洲和非洲时代相当的许多标本较为偏向前方

我们在两侧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中部各作一条大体上代表此表面的朝 向 的 水 平

线
,

测量此二条直线相交所成的角
。

大荔头骨为 7 Δ 。 ,

马坝头骨经过复原为 7 ! 。 以上
。

北

京猿人和中国晚期智人也属类似情况
。

这种特色还表现于现代蒙古人种
。

6
%

颜面中部较欠前突

通常用颧领角来表示颜面中部的扁平度
。

大荔头骨复原后测得此角为  6Δ 。 ,

金牛山

头骨与之很接近
。

中国晚期智人一般为  6 Δ “一  8 7 “ 。

8
%

上领骨颧突

此突的前表面较为朝向前方
,

与上领体的前外侧面之间界限比较分明
,

形成一个深

凹
。

颧突下缘从上领体的起点位置颇高
,

即距齿槽缘较远
,

离眶缘较近
。

颧突下缘先是行

向外侧上方 5再转向外侧
,

基本上按水平方向行走
,

到与颧 骨交接处
,

与颧骨下缘之间有明

显的弯折
。

许家窑的上颇颧突的起点距离齿槽缘也有一段距离
。

金牛山人
、

中国晚期智

人化石
,

乃至现代中国人也如此
。

北京猿人也大体与之相似
,

只是颧突下缘弯曲的程度甚

至较大荔人头骨更甚
。

%

鼻区扁塌

北京猿人
、

大荔
、

金牛山
、

马坝
、

柳江
、

山顶洞等的鼻区都扁塌
,

而且延续到 中国的现代

人
。

大荔
、

马坝和山顶洞  ! 号头骨的鼻骨前表面沿正中矢状线都有一条细脊
。

Δ
%

上面部低矮

金牛山头骨的上面高指数 3
Α 一 :> Ε  !! Φ Γ Η 一Γ Η4 为 Δ!

%

 ,

大荔头骨经过复原测得为

Δ 
%

Β 。 中国晚期智人的此一指数为 7
%

Δ一Δ8
%

7。 马坝标本似为例外
,

它保存有右侧眼眶的

大部
、

眶间区一部
,

推测其上面部可能较不低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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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眼眶较近角型而不呈圆形

Β% 眼眶外下缘圆钝
,

没有锐棱

中国已发现的古人类头骨除马坝外
,

一般均如此
。

8
%

额鼻额领缝

中国已发现的古人类头骨的这条骨缝都呈微向上凸的弧形
,

位置基本上水平
。

队 矢状脊

北京猿人的矢状脊延伸于额骨和顶骨大部
。

此脊在和县猿人位于额骨鳞部的上 四分

之三段
,

顶骨部亦可见痕迹
。

大荔
、

金牛山
、

马坝的头骨亦有此脊
,

局限于额骨中部
,

此脊

在这三具头骨依次变弱
。

到晚期智人中
,

则仅残存于资阳和 山顶洞  !8 号等头骨上
。

 !
%

印加骨

北京猿人六具头盖骨中三具有印加骨
。

早期智人中大荔亦有此骨
。

许家窑两块顶骨

和丁村一块幼儿顶骨的后上角均天然缺了一角
,

可以合理地推测生前 此处有一块印加骨
。

中国晚期智人化石中迄今只有穿洞头骨很可能有此骨
。

  
%

铲形门齿

中国化石人类中已发现的所有上内侧门齿无一例外地均呈铲形
。

此外
,

还有一些特征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较其他人种为高
,

在中国人类化石中也

比其他地区的古人类为多见
,

如上领圆枕和下领圆枕在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都有表现
。

外

耳道的骨质增生在北京猿人和大荔人都有出现
,

它也见于 日本的港川的古人类
。

上述共同特征有时也见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
,

但是在其他地区的 出现率比在中国的

低得多
,

而且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更难得见于其他地区
。

因此
,

这些特征的组合便构成了

远东这一地区的特色
。

二
、

渐 进 性 变 化

在中国的化石人头骨上除了可以见到上述变化不多的特征外
,

还有一系列性状呈渐

进性变化
,

总的趋势与其他地区人类进化方向一致
,

但细节可有所不同
。

 
%

颅骨最宽处位置向上移

6% 颅弯弯曲度变小

例如以两侧耳门上缘点之间经过前 自点的曲线距离除以其间的直线距离计算 出颅横

由度
,

北京猿人平均为 Δ!
%

7 ,

大荔为 斗Β
%

, ,

金牛 山人与大荔人相近
,

柳江人为 8
,

山顶洞

人为 8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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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矢状脊变弱

详见上文共同特征之第 项
。

% 枕部圆枕变弱

北京猿人枕部圆枕很粗壮
,

呈横棒形
。

大荔和许家窑的则呈两端尖缩
、

中间较粗的梭

形
。

巢县银山的则整体很弱
。

在 中国没有见过类似欧洲尼人的典型的圆枕上凹
。

中国晚

期智人不复具有枕圆枕
。

Δ
%

角回枕变弱

此结构在北京猿人顶骨呈一个圆丘形隆起
。

在大荔头骨
,

它变弱
,

仍明显可见
,

在许

家窑缺如
,

在晚期智人仅见于资阳和普定穿洞的头骨
,

但不典型
。

?
%

下领关节窝变浅
、

变宽

Β
%

枕骨小脑窝与大脑窝之比变大

北京猿人的这一比例为  < 6 ,

在大荔和许家窑为 6 < 8 ,

晚期智人中的普定穿洞头骨的

小脑窝大约与大脑窝等大
,

但资阳人在这方面表现较原始
,

即大脑窝大于小脑窝
。

7% 额骨倾斜程度变弱

即由较为扁塌变得较为饱满
,

有几个角度可以用来显示这方面的变化
。

仅举额鳞倾

角 3Ι一ϑ一 04 为例
,

它由北京猿人的 8 7“一 Δ
“

经过大荔人的 , ! “ ,

到山顶洞人的 Δ 6 。一

Δ ! !

其他还可列出另一些特征
,

它们在中国古人类中的时间变化基本上符合相应时期中

的世界变化的趋势
,

如脑量由小变大
、

头骨由厚变薄
、

眉脊由强变弱
、

眉脊后沟由深变浅
、

眶后缩狭由强变弱
、

枕鳞枕面与项面之间由弯折状相接变为圆钝状过渡
、

颗鳞由矮变高
、

鼓板长轴与冠状面所成的角由小变大
、

岩部长轴与矢状面所成的角由小变大等
。

三
、

形态的异样性 3, )Κ )Λ 叱)Α )0Κ Η 4 3或译异质性
,

不同质性4

除额鼻额领缝水平
、

鼻梁扁塌
、

上门齿铲形外
,

上文提到的共同特征并不一定见于每
一

标本
,

即也有或多或少的例外
,

如蓝田猿人的上领骨颧突的下缘的下端与齿槽缘相距很

七点与中国其他标本不 同而与欧洲
、

非洲及爪哇的标本近似
。

马坝头骨眶型较圆
、

指

大
,

其眼眶外下缘有锐棱而不圆钝
。

印加骨不见于金牛 山巢县及许多晚期智人
。

火性状的时代变化不很规律或很不规律
。

资宽指数为 Β 
%

一 Β 6
%

? ,

和县猿人的却高达 7
%

6 。 据铀系法定年
,

二者

荔和金牛山头骨分别为 Β 6 和 Β  
%

7 ,

则又与北京猿人一致
。

按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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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铀系法定年的数据来排序
,

头形变化难有规律可寻
。

6
%

脑量

北京猿人的成年人平均值为  ! 7 7 毫升
,

和县猿人和大荔人时代较晚
,

脑量反较小
,

分

别为  ! 6 Δ 和  ! ? ! 毫升
。

金牛山人总的形态颇近大荔
,

脑量却大得多 3 8 ! 毫升4
。

8
%

头骨骨壁厚度

以额鳞中央
、

顶骨结节
、

小脑窝和颗鳞中央四处的平均厚度而论
,

北京猿人 37
%

 毫米 4

比和县猿人 3
%

 毫米4 薄
,

金牛山人 3
%

Δ 毫米 4 比大荔头骨 3Β
%

7 毫米4 薄得多
。

许家窑

头骨比金牛山的厚得多
。

这组标本的头骨厚度差距与铀系年代差距相对照
,

反映不出头

骨由厚变薄的一般趋势
。

% 眉脊厚度

大荔头骨的眉脊比金牛山的厚得多
,

甚至与北京猿人相仿
。

形态又很不相同
。

Δ
%

眉脊后沟

北京猿人此沟很深
,

和县猿人的浅得多
,

在外侧部几乎消失
。

大荔头骨和和县头骨在

这一点上较相近
,

而在马坝头骨此沟却整个较深
,

虽比北京猿人的浅
,

但比和县者深得多
。

?
%

眶后缩狭

北京猿人的这项指数是 7!
%

Β一 76
%

,

和县猿人是  ,

大荔人是 7Δ
%

 ,

马坝人是 7 6 ,

甚

至落在北京猿人的变异范围内
。

这项指数在古人类进化过程中一般是由小到大
,

但在中

国的早期却显不出如此
。

Β
%

角圆枕

北京猿人和大荔人的角圆枕形状相同
,

强度符合由强到弱的变化
。

和县者则呈条状隆

起
。

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的异样性形成的原因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考虑并作出解释
。

 
%

群体内各个体之间有一定的正常变异范围
。

已经发现的标本不一定代表其所属群

体的总体平均状态
。

‘

6
%

中国幅员辽阔
,

地貌复杂
,

可能将居民在某种程度上隔离成一些地方性小群体
,

各

个小群体之间的各种性状的时间变化可能不同步
,

会导致某些较原始和较进步的特征并

存的现象
。

8
%

境外来的基 因流表现于某些标本的某些性状
,

使之与其他标本不同
。

%

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造成形态差异的原因
。

Δ
%

年 代侧定结果的误差
。

各种年代侧定手段的各个环节可能有些难免的缺陷
,

造成

数据的误差
,

按照它
,

就会发现一些性状的原始或进步程度难以解释
。

反之如果年龄有所

修改则其形态就变得与进化规律较为和谐
,

例如金牛山标本如果实际年代比目前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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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晚
,

则其形态与其他化石的
“

不和谐
”

程度会得到改善
。

以上是尝试就产生中国古人类形态的异样性的几种可能的原因作一般性的探讨
,

更

具体的解释有待于作更多的研究工作
。

四
、

性状的镶嵌性

上文讨论过的形态异样性中涉及的一些现象也体现了镶嵌性
。

以下就此问题再作进

一步的讨论
。

和县猿人颗骨岩部长轴与冠状面较接近
,

颗鳞上缘呈弧形
,

颗鳞长高指数高达 ? ! ,

眶

后缩狭指数达到  ,

这些都是一般地属于智人的性状
,

它们与厚的骨壁
、

粗壮的眉脊等直

立人的性状镶嵌地共存于这一个头骨上
。

马坝头骨的性状总的说来与早期智人相符
,

但

是它十分缩狭的额骨眶后部却是通常被归为直立人特征的所谓近裔自性
。

这也是镶嵌现

象
。

Μ ## > 3 7 4 归纳了多家之说
,

列出了直立人的一系列可能的近裔自性
,

我们将这些

性状对照着中国的人类化石来检验
,

可以看出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

 
%

厚的颅弯骨
。

大荔和许家窑头骨在平均厚度上均与北京猿人的相差不多
,

在某些

部位
,

甚至可以超过北京猿人的某些标本
,

例如在顶骨结节处的头骨厚度
,

大荔和许家窑

的分别为   
%

6 和  6
%

? 毫米
,

北京猿人 Β 例中有 8 例比大荔人薄
,  例与之相等

。

其他部位

也有类似现象
。

6
%

矢状脊
。

大荔
、

金牛山与马坝头骨均有此脊
。

8
%

枕骨弯折显著
。

大荔和金牛山头骨亦如此
。

%

显著的角圆枕
。

大荔和资阳及穿洞头骨亦如此
。

Δ
%

显著的眶后缩狭
。

马坝头骨眶后缩狭程度比和县的直立人强得多
。

后者反比大荔

头骨弱
。

?
%

低的颗鳞
。

和县的直立人的颗鳞却甚高
。

从上述可见
,

大荔
、

金牛山
、

许家窑和马坝头骨都各有一些被认为可能是直立人的自

体近裔性状
。

如果据之将它们划归直立人
,

则其形态上大量的通常属于智人的性状及其

所处的时代都难以解释
。

这些集
“

直立人性状
”

与
“

智人性状
”

于一身的镶嵌现象可能是 由

于各个性状在进化发展的不同时期中
,

或不 同地区间进化速率不同
,

指示着中国的智人是

由直立人进化来的
,

其间的演变是渐变式的
。

但迄今已发现的标本均可按其主要综合性

状划归直立人或智人
,

不必也不宜另立一个过渡的阶段
。

五
、

进化连续性还可从古文化上得到支持

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与欧
、

非
、

西亚显然不 同
,

无论在哪个时期都看不出来自西方的

文化取代中国原有文化的迹象
。

在早期和中期
,

连有无来自西方的影响都难以明确看出 5

到晚期
,

这种影响才明显起来
。

但是中国的旧石器时 代晚期的文化的主体仍是由当地较

早的文化发展来的
。

现代类型人类起源的替代论者主张中国的晚期智人不是 由当地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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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演变来的
,

而是由西方迁来的
。

为什么他们不带来西方的文化
,

却学习和采用中国

文化传统的产物Ν 这是
“

替代论
”

所难以解释的
。

因此
,

替代论至少与中国的情况不符
。

按照我国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
,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系
,

其下各包

含若干地方性文化
,

它们之间在保持传统
、

吸收外来成份和技术革新等方面的情况有所不

同
。

这暗示中国古人类亦可能分为若干地方小群体
。

中国地貌复杂
,

各小群体之间可有

不同程度的隔离
,

助成人类形态的异样性
。

六
、

基 因 交 流

上文着重讨论了中国与境外古人类之间的相对隔离状态
,

这并不排除其间也可能有

少量的基因交流
。

中国古人类的共 同特征并不都是中国独有的
,

它们往往分别地以比中

国古人类低得多的频率出现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群体中
。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 < 其

一是 由于世界各地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

其二是由于东亚和其他地区之间有基因交流
。

例如扁平的面部是中国古人类的共同特征之一
,

也表现于欧洲的斯坦海姆 31Κ
) 0Α;

Ο

0Π 4 人

和阿拉戈 3(
Λ Θ ϑ 。4人

。

铲形门齿也见于阿拉戈人和一些尼人
。

这一类性状既可能都是由

共同祖先继承来的
,

也可能反映区域间的基因交流
。

有一些在中国罕见或出现较晚的性

状
,

则可能指示由西向东的基因流的后果
。

例如大荔头骨梨状孔上外方的上领骨鼻突根

部相当膨隆
,

与北京猿人及晚期智人都不同
,

与欧洲的佩特拉洛纳 3.) ΚΛ Θ∃ # Α Θ
4 人和尼人

相似
。

马坝人的高而圆的眼眶与尼人相似而与中国其他化石人头骨都不同
。

一些中国晚

期智人的枕骨上有弱的发髻状构造
,

虽不能排除源于金牛山人的可能
,

也可能是受前尼人

影响的结果
。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

中国的古人类除可能与西方有所交流外
,

还向北
、

向东
、

向南传

播
。

山顶洞人头骨与因纽特人
、

美洲印第安人相似
。

柳江人头骨与琉球群岛港川人男性

头骨相似的程度比其与山顶洞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更大
。

前二者相似的程度甚至达到山

顶洞二女性头骨之间或港月】二女性头骨之间那样的水平
,

即柳江与港川之间的差异程度

可能小到与山顶洞或港川的群体内差异相仿
。

柳江人身材比山顶洞人矮得多
,

却与港川

人接近
。

用歧异系数来评估
,

柳江人头骨与北加里曼丹的尼阿 3+0
Θ
;4 人头骨接近的程

度 比后者与澳大利亚更新世人类接近的程度为大
。

尼阿人较为短宽的头形和硬愕也支持

这一判断
。

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的塔邦 3∗ ΘΙ #Α 4 人化石鼻骨表面有一条矢状细脊
,

下领骨

缺乏第三臼齿
,

都可能指示其与中国化石人类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
。

澳大利亚晚更新世

人类头骨有一些与中国相近的特征
,

其中有些 3如矢状脊
、

铲形门齿4固然可能用爪哇起源

来解释
,

但有的特征3如眼眶外下缘圆钝 4目前还未见之于爪哇的较早人类
,

似乎考虑来 自

东亚更为合理
。

七
、

关于直立人起源
“

新证据
”

的问题

中国的智人起源于本地区的直立人
,

后者的来源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

近年来从云南

元谋发现了可能属于上新世的大型猿类化石的地点 3小河的蝴蝶梁子和竹棚的豹子洞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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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
,

在国内的报刊上
,

小河的标本曾被称为
“

蝴蝶人
” 、 “

蝴蝶腊玛古猿
, ,

不丫蝴蝶中国古

猿
” 5 出自竹棚者被称为

“

竹棚能人
”

或
“

东方人
” 。

有人还提出后者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
。

有人将小河标本归属于人
,

其所根据的是一段被认为属于人的股骨及该地 出土的
“

石器
” ,

现已确定
,

对二者的上述鉴定均不正确
。

竹棚标本的形态与小河的古猿很相似
,

而与直立

人明显不同
,

所以也是古猿
,

不应归人人属
,

更不应在人属内新创一个种名
,

因而
“

东方人
”

一名不能成立
。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
,

不能把小河与竹棚的古猿作为不同属来处理
,

甚至不

能视为不同的种
。

也尚无充足理由认为与禄丰的大型古猿 3禄丰古猿 4分归不同的属
,

至

于是否可能同种
,

则需待发表更多资料来定
。

总之
,

禄丰
、

小河
、

竹棚的古猿在一条进化链

上
,

但与直立人之间构不成祖裔关系
,

所谓
“

东方人
”

或
“

中国古猿
”

是直立人直接祖先以

及所谓云南是人类发源地的说法 目前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

八
、

小 结

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人类化石分布于东半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
,

已能显示出一脉相承

的进化脉络
。

他们与外界有一定深度的隔离 3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较甚
,

晚期较轻4故

得以保持其地方特色
,

在形态上有别于其他地区
。

他们与后者之间有基因交流 3晚期相对

地较强 4
,

于是他们不致于发展成不同的新物种
。

交流程度之弱又使得世界各地区的不同

人种之间的差异不致泯灭而无法察觉
。

3一 ! 年 月  ?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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