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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在中国境内扩散和分布的趋势

林 圣 龙
7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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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根据早期人类化石的形态序列和时间序列
,

结合化石地点的地理位置探讨了早期人

类在中国境内扩散和分布的趋势
。

本文所说的早期人类系指直立人以及可能比直立人更早的人科成员
。

到目前为止在 中国境内已发现十一处比较肯定的早期人类化石地点
,

分布在从南到

北 7∋ : ; “

一∋ < 2 。

8
、

从西到东 7= − 。

一= 33 6 “

8 的广大地区中
。

本文试图在许多学者

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根据这些早期人类化石的形态序列和时间序列
,

结合它们的地理位

置来探讨早期人类在中国境内扩散和分布的趋势
‘

、

为了探讨早期人类在中国境内扩散和分布的趋势
,

首先需要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确

定这些人类化石的形态序列和时间序列
。

4

元谋猿人
。

化石材料包括两枚门齿
,

被订为直立人
,

早于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 7胡

承志
,

 ∀ # 8
。

再研究认为
,

元谋猿人具有可能是从纤细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7周国兴等
,

 ∀  8
。

出产人牙化石的地层可能是下更新统
。

元谋动物群的地质时代为早

更新世7林一朴等
,  ∀ ! 8

。

用古地磁测定
,

元谋猿人的年代为距今 ∀− 士 − 万年7李普等
,

 ∀ 8和 − 士 − 万年 7程国良等
,

 ∀ ∀8
。

最近有人认为含元谋猿人化石层位的年代不应

超过 ∀# 万年
,

即可能为距今 ;− 一 − 万年或更晚一些 7刘东生等
,

 ! # 8
。

但是
,

有人通过对

元谋组的进一步研究
,

认为元谋组的时代为早更新世
,

元谋猿人的年代仍为距今 ∀− 万年

左右7钱方
,  ! ; 8

。

考虑到元谋动物群的性质和元谋猿人牙齿的形态特征
,

这里暂时还将元谋猿人作为

早更新世的人类来处理
。

38 与人类化石相比
, 石制品似乎显得更复杂一点 > 石制品是人类对石头进行加工的产物

,

而大自然对石头的偶然

作用偶而也能产生
“

以假乱真 ”的效果 9另外
, 目前似乎也还难以仅仅根据石制品本身来建立早期旧石器文化发

展的
“

形态序列
”。 因此本文的讨论不得不暂且限于人类化石所提供的证据

。

笔者充分意识到
,

一旦中国旧石

器时代最早阶段的文化发 展的时间序列得到确立和确认的话
, 很可能会推翻或修正本文提出的假设

。



# 期 林圣龙 > 早期人类在中国境内扩散和分布的趋势

:
4

“

鄂西臼齿刀 。

化石材料包括四枚下臼齿
,

有人认为它们很可能代表南方古猿的尧

型7高健
,  ∀; 8

,

但也有人认为可能代表时代较早的直立人 7张银运
,  ! < 8

。

共生动物洋

的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7许春华等
,  ∀ < 9王令红等

,  !: ?
8
。

#
4

“巫山化石
” 。

化石材料包括一枚古人类的右上侧门齿和一段带有两个牙齿的下须

骨
。

共生的动物化石有巨猿
、

大熊猫小种
、

桑氏截狗
、

剑齿虎
、

乳齿象等
,

地质时代属更新

世早期7见人民 日报  ! 年 : 月
一

日第三版和万县 日报  ! 年 月#− 日第一版8
。

<
4

公王岭蓝田猿人
。

化石材料包括一个头盖骨
、

部分面骨
,

除其右上颇骨保存有第

二
、

三 臼齿外
,

还有一枚零星的左上第二臼齿
。

其形态比北京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为系

始
,

而大致与最早的爪哇粗健猿人相近 7昊汝康
,  8

。

也有人指出
“

其头骨形态特征明

显地表示出与中更新世中期的北京人有时间上的差异
,

反映在一系列比北京人头骨更京

始些的特征上气吴新智等
,  ∀ ! 8

。

共生的公王岭动物群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7周

明镇
,  义 胡长康等

,  ∀ ! 8
。

古地磁年代为距今  ! 万年 7程国良等
,  ∀ ! 8和距今 ∀; 一

!− 万年 7马醒华等
,  ∀ ! 8

。

最近有人根据中国早期古人类化石在黄土剖面 中的序列位置

和对比黄土
一

深海沉积物古气候旋回与氧同位素期
,

认为公王岭蓝田猿人位于黄 土 旋 国

/≅ 7第  层黄土 , 6 中8
,

相当于深海旋回 ≅ 与氧同位素 :− 一: 期
,

距今年代为 ∀# 一 !− 万

年 7刘东生等
,  !< 8

。

;
4

陈家窝蓝田猿人
。

化石材料为一个下颇骨
,

其形态总的来说是和北京猿人相一玫

的
,

但又不完全相同7吴汝康
,  < 8

。

后来也有人指出
,

蓝田人下颇和北京人下颇的差另Α

看来是意味着时间先后关系7吴新智等
,  ∀! 8

。

周明镇等 7  ; 8在研究了陈家窝动物群后认为
,

它代表一个介于泥河湾期和周 口 店

期之间的动物群
,

公王岭和陈家窝两个蓝田猿人地点完全有可能是属于同一时代即中更

新世早期
。

贾兰坡7  , 8认为
,

从地层对比和动物群组合来看
,

公王岭和陈家窝在时代上

可能有所差别
。

计宏详7  ! − 8认为
,

陈家窝动物群晚于公王岭动物群而早于周 口 店动勿

群
。

徐钦琦等 7  ! : 8在讨论陈家窝动物群与深海沉积对比时
,

也指出陈家窝动物群的叶

代应早于周 口 店动物群
,

相当于深海沉积氧同位素 一 ∀ 阶段
。

最近刘东生等7  ! < 8是

出
,

陈家窝蓝田猿人位于黄土旋回 Β 3 7第 层埋藏土 Χ 中8
,

相当于深海旋回 1 Δ 与氧

同位素 < 一巧 期
,

距今年代为 ;− 一 ; 万年
。

他们认为
,

可以考虑公王岭属 中更新世旦

期
,

陈家窝属中更新世中期 9还认为陈家窝动物群与周口 店动物群早期部分可以对比
,

陈

家窝蓝 田猿人的生活时代相当于北京猿人的早期阶级
。

陈家窝蓝田猿人的古地磁年代为距今 ;# 万年 7程国良等
,  ∀ ! 8 和 ; 万年 7马醒华

等
,  ∀ ! 8

。

综合地层
、

动物群
、

古地磁年代和形态特征的考虑
,

这里仍把陈家窝蓝田猿人放在中

更新世早期
,

但晚于公王岭蓝 田猿人
。

4

郧县猿人
。

化石材料包括 四枚牙齿
,

被归人晚期猿人 7吴汝康等
,  ! − 8

。

与郧县猿人共生的有: 种哺乳动物
,

研究结果表明
, “郧县猿人的时代比北京猿人要

早护7许春华
,

 ∀ ! 8
。

为了探讨郧县猿人在时代上与北京和蓝田的猿人谁先谁后的问题
,

8 在原稿中
,

许春华认为也比蓝田猿人要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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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郧县猿人动物群与其他几个有关的动物群作些比较
。

在郧县猿人动物群中有

桑氏桩狗 7( Ε?
。

。 3ΦΓ 胡司
,

它也存在于早更新世的柳城巨猿洞 7裴文 中等
,  , ! 8

、

建始

高坪龙骨洞 7许春华等
,

 ∀ < 8和柳州笔架山动物群 7韩德芬等
,  ∀ ; 8中

,

而在中更新世的

蓝田公王岭
、

四川万县盐井沟 7% 23 Η . Ιϑ . ϑ ?3
4 ,

 ; # 8
、

郧西猿人 7群力
,  ! # 8

、

南召猿人

7邱中郎等
,  ! : 8以及和县猿人 7黄万波等

,  ! : 8等地点的动物群中均未发现
。

在郧县猿

人动物群 中有嵌齿象 7‘
口。+Κ 2ϑ 加厅“Λ Χ+

·

8
,

在巨猿洞 7周明镇等
,  ∀ < 8和笔架山动物

群中有似锯齿嵌齿象
,

在建始高坪龙骨洞动物群中有 Μ 2 Λ Ν Κ2ϑ Κ.Ι ΦΦ Ο?.
,

在时代 为 早 更

新世晚期的湖南保靖洞泡山动物群中有似锯齿嵌齿象和 ‘2 , +石2ϑ 人沉
“二 Χ+4 7王令红等

,

 ! : Η 8
,

而在上面提到的几个中更新世的动物群 中已无这一类动物
。

在郧县猿人动物群

中有小猪 7Χ5 , 万叨ΠΚ 58
,

它存在于巨猿洞
、

建始高坪龙骨洞
、

笔架山和保靖洞泡山动物

群中
,

同时也存在于中更新世的和县猿人动物群
,

但不见于上面提到的其他几个中更新世

动物群
。

上述情况似乎表明郧县猿人动物群与上面提到的几个早更新世的动物群
、

特别

是与建始高坪龙骨洞动物群7两者相同的动物有 : 种 8有比较接近之处
。

当然
,

郧县猿人

动物群的时代的最后确定还有待于对该动物群本身的详细研究的结果
。

∀
4

浙川猿人
。

化石材料包括十三枚人牙
,

它们均选自浙川和西峡的药材介库或药店
。

在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
,

研究者认为这些标本有可能原产于郧县猿人化石产地
。

形

态研究的结果表明
, “

总的来看
,

渐川猿人牙齿化石的形态可以看作是较早猿人类型到较

晚猿人类型的过渡
,

在年代上可能也是如此
,

但有待作进一步年代侧定
习 7吴汝康等

,

 ! : ? 8
2

综合以上所述
,

考虑到郧县猿人动物群的研究者认为其时代比北京猿人要早
,

考虑到

郧县猿人动物群 中有几种性质比较古老的动物
,

显得与几个早更新世的动物群有比较相

近之处而与几个属于 中更新世的动物群差别较大
,

考虑到浙川猿人在形态上的过渡的地

位
,

因此
,

我们觉得
,

郧县猿人和浙月/猿人在早期人类的形态序列和时间序列 中的位置是

否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 一是它们比北京猿人要早

,

但仍比蓝田猿人要晚 9另一是比北京猿

人要早
,

大体与蓝 田猿人同时或者甚至稍早于蓝 田猿人
。

我们在后面讨论中
,

将同时考虑

到这样两种可能性
。

!
4

北京猿人
。

化石材料包括代表四十多个个体的遗骸
。

从形态上看
,

北京猿人比公

王岭和陈家窝的蓝田猿人要进步
,

代表较晚的直立人 7吴汝康等
,  ! , 9 吴新智等

,  ∀ ! 8
。

关于北京猿人的地质时代
,

一般公认为 中更新世
,

虽然更确切的提法稍有不同 > 中更

新世中期7吴新智等
,  ∀ ! 8

,

中更新世中
、

晚期 7邱中郎等
,

 ! : 8
,

中更新世晚期 7周明镇
,

 ; 8
。

年代测定的结果是含北京猿人化石的层位7第 3一 − 层 8的年代是距今 :# 一 < 万

年7吴汝康等
,

 ! ; 8
。

徐钦琦等 7  ! :8 根据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及其地层学的资料
,

认为周

口店动物群的时代 7第 #一 层 8 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的第 !一 : 期
。

最近刘东生等

7  ! < 8认为
,

北京猿人相当于黄土旋回 Δ 一ΒΦ
,

和深海旋回 /Δ 一Β Δ ,

与氧同位素 一 ;

期
,

距今年代为 :
4

!一” 万年
。

 
4

郧西猿人
。

材料包括七枚猿人牙齿化石
。

正式研究报告尚未发表
。

共生动物群的

时代为中更新世 7群力
,  ! # 8

。

−
4

南召猿人
。

材料为一枚臼齿化石
,

可能属于直立人类型
。

共生动物群的时代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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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
,

但从与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地点的动物群的对比看
,

似乎更接近于北京猿人地点

的时代7邱中郎等
,  ! : 8

。

4

和县猿人
。

化石材料包括一具相当完整的头骨
,

五枚牙齿
,

额骨眶上部残片及顶

骨残片各一块
,

代表了一种进步类型的直立人
,

其系统位置似应 与较晚的北京猿人相当

7吴汝康等
,

 ! : Η8
。

化石层的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 7黄万波等
,  ! : 8

。

根据小哺乳动物

化石的研究
,

和县猿人动物群的时代
“

最有可能和北京猿人产地第 , 层的时代相当气郑绍

华
,  ! # 8

。

也有人认为和县猿人的层位大体相当于周 口店猿人洞的 #一 < 层
,

相当于海洋

的 −
4

的第 ! 阶段
,

距今约 :! 一 :< 万年 7徐钦琦等
,

梦! < 8
。

通过上述考察
,

我们似乎可以根据时间的早晚把早期人类分成三组
。

第一组 > 早更新世的人类
,

包括元谋猿人
、“

鄂西臼齿
刀和

“

巫山化石气

第二组
> 中更新世早期以及可能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

,

包括公王岭蓝田猿人
、

陈家窝

蓝田猿人以及可能属于这一组的郧县猿人和浙川猿人
。

第三组
>
中更新世中

、

晚期和一般地定为中更新世的人类
,

包括北京猿人
、

郧西猿人
、

南召猿人和和县猿人
。

现在当我们把上述三组化石人类和它们的地理位置结合在一起来考察时
,

可以得到

如下的结果
。

第一组
>

元谋猿人 = − “ ; ;
’ ,

∋ : ; “ < ;
’Θ 2

“

鄂西臼齿
” = 332 “ − <

’ ,

∋ # − “ # !
’Θ 。

“
巫山化石

” = −  2 ,

∋ # “ 2

第二组 >

公王岭蓝田猿人 = −  “ # −
’ ,

∋ # < ∗ 3 2
’Θ 。

陈家窝蓝田猿人 = −  ∗ : −
’ ,

∋ # < ∗ −
’Θ 。

郧县猿人下
浙川猿人Ρ

第三组
>

北京猿人

郧西猿人

南召猿人

和县猿人

= − − ; ∀
’ ,

∋ # : − ; !
’Θ 。

= ; “ ; ;
’ ,

∋ #  − < −
, Θ 。

= − “ < ;
’ ,

∋ # : − ; !
, Θ 2

= : − <
’ ,

∋ # # − : !
’Θ 。

= ! “ ,

∋ # − −

由上述三组早期人类的地理分布
,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

自早更新世起
,

随着时间的推

移
,

早期人类在中国境内有由南向北逐步扩散和迁移的趋势
,

分布范围逐渐扩大
>

注 > 凡有 Θ 号的化石产地的地理位置均引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古人类画集

》
编制组白

著的
《中国古人类画集》

7科学出版社
,  ! 。年 8

。

巫山县和和县的地理位置引自  ∀ < 年地图出版社出版内
《
汉语拼音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8地名索引

, 。 南召猿人化石地点的地理位置引自原报告7邱中郎等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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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更新世的人类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地区
。

其中元谋猿人生活在北纬 : ; ”

的 金沙 江

畔
,

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生活最靠南的一个地点 9 “

鄂西臼齿
”和“

巫山化石
”
所

代表的人类生活在北纬 #−
“

一 # “

的地区
,

位于长江之滨
,

但在长江以南 7按
> 巫山县县城

位于长江之北
,

但发现人化石的地点在长江以南 8
。

中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把他们生活的地区扩大 到长江以北
、

黄河以南的地区
。

蓝田猿人 已进人到秦岭以北
、

黄河以南的地区
。

这是迄今所知比较肯定的最早生活

在秦岭以北的化石人类
。

据计宏祥7  !。8估计
,

当时秦岭的海拔只有一千米左右
,

并未成

为迁移的障碍
。

周明镇7  ; 8也指出> “有许多现代限于亚洲南部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

的分布在当时达到秦岭北侧山地和西北黄土高原的南部
” ,

因而公王岭动物群
“

带有很浓

的南方或东洋动物界的色彩
,

甚至蓝 田猿人本身也表示具有这种性质
。”

7按
> 重点号为

笔者所加 8如从化石地点的地理位置来看
,

公王岭蓝田猿人生活在溺河以南
,

而时代稍晚

的陈家窝蓝田猿人则生活在溺河以北
。

如果郧县猿人和浙川猿人的时代早于蓝 田猿人
,

那末在地理分布上它们代表了早更

新世人类与蓝田猿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

生活在汉水以北
、

秦岭以南的地区
。

如果它们的时

代与蓝田猿人大体相当
,

那末它们和蓝田猿人是大体同时分布到这 两个地区的
,

分别位于

秦岭之南北
。

从 中更新世早期以后
,

一部分直立人仍然生活在黄河以南的地区
,

如郧西猿人
、

南召

猿人以及和县猿人
,

和县猿人表现了明显的向东扩散的势势
。

如果郧县猿人
、

浙川猿人的

时代晚于蓝 田猿人的话
,

那末它们也属于这一群
。

另一支则向东北方向扩散
,

其代表就是

周 口 店的北京猿人
,

这时早期人类的分布范围进一步 向北扩大
,

已达北纬 <−
。

左右
,

位于

黄河以北的东亚大陆的边缘
,

这是 目前所知 中国境内直立人分布的北界
。

附带提一下
,

年

代测定为距今 :− 万年前左右的金牛山人 7吕遵愕
,  ! ; 8 和庙后山人 7辽宁省博物馆

等
,

 ! 8
,

虽然也位于北纬 <−
。

左右
,

但又进一步向东扩散了 7金牛山 = : : − :
‘

#!
” ,

∋ < − − # <
,

< −
, ,

9 庙后 山 = : < “ ∀
,

, 2
, , ,

∋ 斗−
− <

,

<  
‘ ,

8
,

已生活主现今中国的东北地区
,

是迄今

所知最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化石人类
,

但就人类发展阶段而言
,

它们可能 已属于早期智人

了
。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
,

承蒙吴汝康
、

邱中郎
、

张银运和许春华诸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
,

作

者谨致衷心的谢意
。

7  ! 丁年 月 日 收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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