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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的早期智人头骨在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朝向
、

颧领角
、

上领骨颧突
、

鼻区
、

上

面部高度
、

额鼻额领缝形状
、

眉间区
、

矢状脊
、

印加骨和铲形门齿诸特征的形态或出现率等方面

有明显差异
。

那时此两大地区存在相对独立的人类进化线
,

其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 当

时此两地区的人类居群分属于不同的人种
。

这一假说还可从古文化和古环境的资料 得到 支

持
。

中国的直立人经过原地进化和吸收外来的基因演变成当地的早期智人 吴 新 智 等
,

。
他们可分成早期类型和晚期类型

。

虽然进化加上与境外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等

因素使 早期与晚期的早期智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形态上的差异
,

但是他们之间仍保持不少

共同特征
。

欧洲的早期智人也可分为早
、

晚两大类
。

典型尼人属晚期者
,

斯旺斯库姆
、

斯坦海姆

属早期者
。

佩特拉洛纳和阿拉戈人的系统地位仍多争论
,

也可能属于早期的早期智人
。

这

些化石之 司也有差异
,

但仍可看 出属于一条进化链
,

。

两地区同一阶段的人群各有自己的共同特征
,

各有独特的可以追索的进化趋向
。

就

这些现象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

以下就某些形态特征将中国与欧洲的早期智人进行对比
。

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朝向 作者在两侧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中部各作一条大

体上能代表此表面的朝向的水平直线
,

测量此两直线相交的角
。

大荔头骨此角为 , “ ,

马

坝头骨保存一侧额蝶突
,

经复原
,

估计当在
“
以上

。

圣沙拜尔
、

费拉西和直布罗陀人头

骨分别为
“ , “

和
“ ,

佩特拉洛纳人为 斗“ ,

斯坦海姆人此角很大
,

超过 。。。。

由于

颧骨额媒突的前外侧面往往并不十分平坦
,

因而在测量时难免掺杂一些主观性
,

不易很准

确
,

尽管如此
,

这个角度测量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地区标本在这个特征上的差异

欧洲标本均据模型
,

下同
。

这一特征反映上面部的扁平程度
。

上面部扁平是原始特征
。

这一特征在中国持续了

很长时期 在欧洲则有一段时间扁平度变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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颧颇角 大荔头骨的上领骨下部由于挤压而变形
,

经过复原
,

可以测得颧颇角为

, 。 。

马坝头骨残破
,

不能测量此角
。

圣沙拜尔
、

费拉西和直布罗陀头骨依次分别为
“ 、 , “

和
“ 。

斯坦海姆头骨左侧面部破损很严重
,

但可估计其颧领角可能较大
,

约

为
。。

佩特拉洛纳和阿拉戈头骨的此角分别为
。

和 、 可能欧洲较早的人类此

角较大
,

后期变小
。

中国晚期的早期智人暂无标本可测颧领角
,

但从中国晚期智人的颧领

角
。

一
。

与大荔人推之
,

很可能变化不大
。

因此
,

在颧领角方面
,

中国与欧洲的早

期智人应可认为是有 差异的
。

上颇骨颧突 在典型尼人
,

此突下缘从上领体的起点颇低
,

即距离齿槽缘甚近
。

由

此开始 由前下向后上斜行
。

此下缘向颧骨下缘的过渡较为平缓
,

缺乏弯折
。

此突的前面

较为朝向侧面
,

与上领骨体的前外侧面连成一片
,

多多少少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
,

界

限难分
。

佩特拉洛纳和阿拉戈头骨也是如此
。

大荔头骨的这一局部显然不同
,

颧突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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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的起点颇高
,

即距齿槽缘较远
,

离眶缘较近
。

颧突下缘的走向总的较近水平
,

先是向外

上方
,

继转向外侧
,

基本按水平方向走行
,

到与颧骨交接处与颧骨下缘之间有明显弯折
。

许

家窑的上领颧突的起点距齿槽缘也有一段距离
。

斯坦海姆头骨的这一部位的形态似乎介于典型尼人与大荔人之间
。

北京猿人上领骨颧突下缘从上领体的起点也较高
,

颧突下缘也是很弯的弧形
,

其曲度

甚至较大荔人头骨为甚
。

中国晚期智人的颧突下缘也呈曲线形
,

起点也高
。

应可推测
,

这

样的形态特点可能在 中国已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

人荔和许家窑并非孤例
,

从而似可合理地

推论
,

中国早期智人的晚期标本 如马坝人 也会具有类似的特征
。

很可能在早期智人阶

段
,

中国与欧洲在这一局部的形态上是不同的
,

早期差别较小
,

晚期差异扩大 。

蓝田 猿人有一块上领残片
,

其上颇颧突下缘从上领体的起点很低
,

与爪哇的桑吉兰

号头骨相似
,

与非洲早期的直立人也相似
。
颧突下缘起点低可能是原始特征

,

中国古人

类从北京猿人开始此处结构获得较进步的形态
,

以后持续到现代
。

这样的原始特征在欧

洲保存的时间较长
,

少数标本如斯坦海姆和阿拉戈人受来自东方的基因交流的影响在此

局部具有较进步的形态
。

鼻区 中国迄今已发现的早期智人标本只有大荔
、

马坝和金牛山人保存了这个部

分
。

鼻骨的侧面角均较大
,

即鼻骨的位置接近垂直
,

不甚隆起
。

大荔和马坝头骨的鼻骨上

沿正中矢状线有一条细的脊
。

中国古人类扁塌的鼻梁持续时间较长 欧洲则在早期智人

早期较扁塌
,

晚期隆突加甚
,

发展趋势有所不同
。

上面部的高度 从上面高指数 一 一 的比较可以看出欧洲标 本 比

中国标本的上面部高得多
。

此指数在斯坦海姆
、

佩特拉洛纳
、

圣沙拜尔和费拉西头骨分别

为
、 、

和
。

中国的大荔头骨虽上领骨的下部因受压挤而错位
,

但经复原

后测算得此一指数为
。

金牛山复原头骨此一指数为 吴汝康
, 。

目前暂时

还未发现 中国早期智人晚期头骨的完整上面部
,

从马坝人的眼眶和鼻区推测
,

其上面指数

可能比大荔高
。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上面指数为 一 斗例
,

与大荔
、

金牛

山无大差别
。

因此
,

从发展趋势判断
,

中国早期智人的晚期标本可能面部不会太高
。

马坝

较高的面部可能是受外来的基 因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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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鼻额领缝 中国标本一般呈微向上凸的弧形
,

位置基本水平
。

欧洲标本中部向

上凸的程度较甚
。

眉间区 大荔头骨的眉间区的横断面呈浅凹形
。

从前面看
,

两侧眉脊的上方向沟

弯 向下内侧
,

在眉间上方构成 凹 陷
。

马坝头骨的此区有破损
,

但看来亦具类似形态
。

欧洲

尼人的眉间区顺着眉脊内侧段的趋势继续向前突出
。

两侧眉脊中段上方的沟在眉间区上

方相连的情况
,

从头骨前面看
,

与 中国的标本不同
。

斯坦海姆头骨此区破损较重
,

眉间上

方似向下凹
,

眉间却不后缩
。

佩特拉洛纳头骨的眉间区似有中缝
,

导致后缩
,

但呈矢状沟

状而与大荔不同
。

阿拉戈的这一区域的表现与大荔头骨相当相似
。

矢状脊 这一结构普遍存在于 已发现的中国早期智人头骨
,

但已比中国的直立人

退 化
。

大荔的矢状脊呈梭状
,

很粗壮
,

最宽处在额结节水平稍下处
,

矢状脊最下端达眉间点

上方约 厘米处
。

马坝的额骨上部缺损
,

可见较弱的矢状脊下段
,

最低点亦在眉间上方约

厘米处
。

两个头骨的顶骨部前半亦有弱的矢状脊
。

欧洲标本的矢状脊变异很大
,

但总的表现是较中国的欠发达 。

费拉西
、

直布罗陀
、

昆

纳头骨均无矢状脊
,

圣沙拜尔头骨只有很微弱的矢状脊。 斯坦海姆头骨看不出有矢状脊
,

佩特拉洛纳头骨的额骨上部有边界模糊的上宽下狭的微弱隆起
,

其下端约平额结节
。

从

形态来看
,

与其说可与 中国的矢状脊相比
,

不如说与布罗肯山头骨上的类似结构关系更密

切
。

阿拉戈头骨的额骨中部有一块极其微弱的若有若无的隆起
,

从原研究者所作的复腻

头骨模型上看似有弱矢状脊
,

从原标本的模型上看又似不是矢状脊
。

因此虽然矢状脊在 中国和欧洲的标本都可存在
,

但表现是很不同的
。

中国的位置较

低
,

总的说来比较粗壮
,

在早期智人中至今还未发现例外的情况 。 欧洲早期智人在早期虽

有矢状脊
,

但出现率较低
,

形态和位置也不同
,

至晚期
,

则 出现率更低
,

且更退化
,

或另有渊

缘
。

印加骨 大荔人有印加骨
。

丁村及许家窑的顶骨后上角有天然缺刻
,

很可能意味

着与印加骨相接
。

马坝人此部缺损
,

不知有无印加骨
。

按现已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标本看
,

印加骨在中国早期智人的出现率是相当高的
。

北京猿人六个头盖骨中三个有印加骨
,

出

现比例也不低
。

所以在 中国早期人类中印加骨的存在可能有独特的意义
。

反之
,

在欧洲

的早期人类中则未见有印加骨的报道
,

在佩特拉洛纳头骨上有一不大的近圆形的人字点

骨
。

铲形门齿 中国早期智人已发现的化石无一例外上门齿是铲形
。

欧洲早期智人

门齿铲形的出现率较低
。

中国的早期智人化石地点虽 已发现不少
,

但较能显示人种差异的面部骨骼不多
,

完整

头骨尤少 。
上述那些特征的表现是偶然出现的个体特征

,

还是具有代表性的群体特征呢

这是十分需要分析和值得重视的问题
。

矢状脊
、

向后凹入的眉间区
,

近乎水平弧状的额鼻

额领缝
、

扁塌的鼻梁
、

比较朝向前方的颧骨额突前外面
、

上领骨的颧突下缘及其根部的特

殊形态
、

铲形上门齿等都是从北京猿人经大荔
、

金牛山
、

马坝到柳江
、

资阳
、

山顶洞长期持

续存在的特征
。

印加骨的高 出现率可能是较早阶段持续相当久的现象
。 已有的大量证撂

可以允许我们推论
,

低矮的上面部和较大的颧领角至晚从大荔人开始就持续存在于 中国

古人类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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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证据表明
,

从直立人经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
,

中国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
,

与欧

洲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隔离
。

是否可能在中国早期智人阶段从境外大量迁人外来人群
,

替代了原住居民从而打断

本地古人类进化的连续性呢 迄今为止
,

无论从人类化石方面
、

古环境变迁方面或古文化

源流方面均看不出发生过“ 替代
”
的条件和证据

。

因此替代说是不可取的
,

但是也应该看

到
,

与西方之间的小规模的基因交流仍是很可能存在的
,

有一些形态学的证据可能指示这

种现象
。

马坝人的眼眶比大荔人
、

金牛山人都高而且圆
,

令人想起眼眶较前两头骨为高的

佩特拉洛纳人以及眼眶更高而更近圆形的尼人
。

印度的纳马达 盯 人的眼眶之

高 圆类似马坝
,

如果其时代不早于大荔人则很可能也是与这种眶形有关的基因流动的证

据
。

尼人的枕骨上部经常有一个发髻状结构
,

是典型尼人独特特征之一
。

有意思的是
,

在柳

江
、

资阳和丽江的化石头骨上也都有类似的结构
,

虽然表现得较弱
。

这一现象也可能提供

基 因向东流的线索
。

大荔头骨梨状孔上外侧的上颇骨鼻突根部相当膨隆
,

与北京猿人及 中

国的晚期智人都不同
,

却与欧洲的早期智人及佩特拉洛纳人相似
,

这也可能暗示着基 因交

流
。

欧洲晚期智人标本及斯坦海姆等早期头骨的扁平面部可能属原始特征
,

也可能受来

自中国的影响
。

可能有人希望找到一些非此即彼的独具特征才愿承认中国与欧洲早期智人之间称得

起有人种之分
。

事实上在现代大人种之间也没有截然不同的特征
,

他们之间只是在某些

特征方面各有不同的出现频率
。

频率的差异往往呈梯级状分布
,

两个人种分布区的交接

地带居住的人群表现为他们之间的过渡类型
。

因此
,

现 代人种是可分的
,

又是不可分的
。

即使在 已经历了相当强的混杂的今天
,

对现生人种 中的绝大多数人
,

任何人不需借助甚么

特殊的技术就可一望而知属于那个大人种
,

故日人种可分
。

但无论就肤色
、

眼色
、

发形等
,

传统上用于人种区分的特征而言或在血型及血液的生化构成上
,

各人种之间都有着过渡

的情形
,

对于他们来说就很难说究竟人种之间应以何为界了
。

故 日人种又不可分
。

对早期智人的人种划分似亦应作如是观
。

由于他们是人类进化了大约二百万年后的

产物
,

大区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交流
,

自然不可能希望有“
纯种 ” ,

那时人种之间的差别也

只能是某些特征在形态或 出现频率上的显著差异和发展趋势的不同
。

上述各项特征的出

现频率和形态表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显然有 差别
,

而且许多差别还可上溯或下延到相当

长的时期
。

两地区之间的基因交流的强度虽不足以抹去两地区间的差别
,

却能加强其共

同性
,

使得两地人群之间的人 种差别变得比较模糊
,

把问题弄得更加扑朔迷离
,

但毕竟还

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

总之
,

中国古人类进化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为连续进化间以杂交的模式
,

以连续进化为

主体
。

我们不认为 曾经有过外来的古人类大量人侵而替代了原住居民的现象
。

这样的推

论还可以从古地理和古文 化的资料 中得到支持
。

中国东濒大梅
,

北临寒区
,

西部有高 山
,

这几个方面的相邻地区迄今尚未发现比尼人

早的人类
。

只有西南方面可能是更早期外来人群进人的通道
。

在整个 更新世中
,

华南气

候条件变化不大
,

动物群可作佐证
,

华北虽较多波动
,

但总的说来未妨碍人类繁衍
,

不曾有

大的天灾足以使 中国这片大地人迹灭绝
,

为外来人群提供空白的发展空间 以替代原住居

民
。



期 吴新智 中国和欧洲早期智人的比较研究

在早期智人阶段
,

东西方的古文化差异很大
,

各自与本地的早
、

晚文化保持传统的长

系
。

如果象替代论者想象的那样
,

中国的早期智人不是发展成晚期智人而是被西来的人

类所替代
,

就需要对这种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作出解释
。

人群的替代不可能不伴随文化主

流的更替
,

但事实上在那时的中国我们 只能看到有别于欧洲的传统
,

少量可能源 自西方影

响的产物如手斧等顶多只能反映两者间一定程度的交流
,

根本谈不上文化主流的更替
。

因此
,

在早期智人阶段
,

中国与欧洲并存着两 支相对独立的人类进化线
。

在同一时

间
,

两大地区的居住者之间有显然的地理差异
,

可以认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人种
。

人种羞

别的表现形式在较早时期和较晚时期不尽相同
,

也与现代的人种差别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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