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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更新世人类

孔 令 平 黄 比 新
:中山大学历史系;

一
、

发 掘 成 果

印度尼西亚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地区之一
。

 8 8! 年
,

在瓦贾范

村 :< ∀&= ∀> ; 附近发现了人类的头盖骨化石
。  8 ! 年

,

荷兰军医杜步哇 :?≅ Α0 污; 在中

爪哇梭罗河的垂尼尔村 :. Β∀ Χ9; 发现第一个直立猿人的头盖骨化石
。

继他之后
,  ! Δ Ε一

 ! Δ 8 年
,

由德国人塞凌卡率领的调查团曾在垂尼尔村做过大量的发掘工作
,

在其发掘很

告中有很详细的关于该地区地质情况的记述 :刹。>
∀ Φ 2∀

Γ Η> −Γ Β+ Ι 八 !   ;
。  !   年

,

多

齐在梭罗河左岸
,

垂尼尔村以西一公里处清理出第一个年代断层 :?+ ϑ7 ;
。  ! �  年哈仁

:) ∀∀Κ ; 在距离垂尼尔村约十公里处的昂栋村 :∗Λ 幼& +Γ Λ ; 河岸台地发现脊稚动物化石
,

同年又在该村附近发现
“
梭罗人∋ 头盖骨 :该村位于梭罗河流域

,

故称
“
梭罗人勺

。
 ! � ∃ 羊

孔尼华:Μ+
Γ Ν+−Γ 咭Ο< 以&; 第一次把喀布 :Ν ∀Α ≅Β ; 层的垂尼尔动物群与梭罗河台地较年督

的昂栋动物群区分开来
。

五十年代以后
,

中爪哇的桑吉兰村 :Ο∀Γ Λ9 Κ∀Γ ; 成为主要的发屈

地点
。  ! ∃ � 年以来

,

几乎所有的中更新世人类化石都发现于此
。

这是一处圆丘状的准

积
,

最下部属于上新世岩层
,

中部出露早
、

中更新世地层
。

其它较重要的化石遗址有莫左

克托 :6确+> −Κ 、; 和凯登布鲁布斯 :Ν 司≅Γ Λ ΠΚ≅Α ≅Ο ; 等
。

从  8 8 ! 年到  ! # 年
,

在印尼至少发现了 � 个个体的人类化石 :Θ
∀

伪Α
,

 ! Ε � ;
。

其归

至少包括  ! 个个体的头骨
、

头盖骨和头骨碎片
,

五个个体的下领骨或碎片
,

七个个体的皮

骨和肢骨残件
,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牙齿
。

从  ! ∃ � 年到  ! Ε 8 年
,

又发现了  8 个个体为

人类化石
,

其中有  � 个个体的头骨
、

头盖骨或碎片
,

四个个体的领骨和一些零星的牙伪。

以上化石均属于直立人阶段
。

另外
,

还发现有属于智人阶段的瓦贾克人等
。

二
、

化石特征与分类

由于国际上许多学者分别对印尼的古人类化石进行过发掘和研究
,

他们常常各自才

化石进行命名
,

因而目前印尼的人类化石名称较为混乱
。

为便于叙述
,

我们在这里采用旧

尼人类学家雅各布 :Θ
∀

伪Α ;所用的名称
。

到 目前为止
,

印尼的古人类化石有魁梧猿人
、

真

佐克托猿人
、

直立猿人
、

梭罗人和瓦贾克人:学名分别为 6咭胡Ρ汤ΚΗ 娜弓 Σ

二+& Χ+ 友瀚
, 川 Τ

只
。Κ

−Η,
。 Τ Τ 尸

∋

, Δ �Δ胡价 Τ 万
∋

≅, ∀&Χ
+

凌。后;
。

魁梧猿人至今仅发现两块下领骨和一些牙齿
,

未发现过头骨和面骨
。  ! Ε 8 年曾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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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发现一个头骨
,

连有部分面骨和颅底
,

很象属于魁梧猿人的
,

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

定 :Θ∀ Η+Α
,

 ! Ε ! ;
。

魁梧猿人下领骨十分粗壮
,

整个下颇骨比直立猿人的大
。

有人推断其

头骨有粗大的眉脊和枕脊
,

颗线显著
,

颧骨比所有直立猿人的都粗壮
。

这些可能反映了

魁梧猿人的食物与直立猿人不同
。

但魁梧猿人的个子不高
。

莫佐克托猿人的标本有头骨
、

下颇骨和牙齿
,

有五个个体
。

直立猿人的标本已发现有

�Δ 个个体
,

包括头骨
、

下领骨
、

牙齿和股骨
。

梭罗人已发现有  Υ 个个体
,

标本包括头骨
、

面骨和牙齿
。

这三种类型的形态具有共同的特征
。

诸如脑颅最宽处在底部或靠近底部
,

从后面看
,

头骨呈三角形
。

前额低平
,

眉脊突出
,

眼眶后收缩显著
。

牙齿较大
,

尤其是臼

齿
。

鼻根宽阔
,

颧骨较厚
,

而且向外突 出
,

因而整个面部也较宽
。

但这三种类型之间也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
。

其中莫佐克托猿人显得最为粗壮和原始
,

梭罗人次之
,

而直立猿人则最为纤细
。

另外
,

梭罗人的眉脊在眉间部位中断
,

而直立猿人

是连续的
。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梭罗人的脑量明显增大
,

在 9
,

 ΔΔ 毫升以上
,

而直立猿人和

莫佐克托猿人的不超过  
,

ΔΔ Δ 毫升
。

瓦贾克人的标本有两个头骨
,

其它还有颈椎骨
、

下颇骨和牙齿等
。

瓦贾克人明显地属

于智人阶段
,

具有蒙古人种的面部形态特征
,

鼻宽
,

牙槽突出
,

身高约为  
∋

Ε Δ 米
。

同时
,

它

又显示出某些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
,

牙齿的咬合与磨损模式也与澳大利亚人种一致
。

就

东南亚地区而言
,

类似的智人化石还发现于沙捞越的尼阿洞 :∗ Χ∀Β 3 ∀Μ −; 和菲律宾的塔

班洞 :.
∀

Α+ Γ
Η∀ Μ− ;

。

瓦贾克人的分布
,

无疑已比直立猿人广泛得多
,

人口也多
。

沙捞越

的尼阿人同样具有某些澳大利亚
一
美拉尼西亚人种的特征

。

但因这是一个残缺的 少 年 头

骨
,

故难以跟其它同时期的化石相比较
。

塔班人仅发现有额骨
,

其有稍为弯曲的适度眉

弓
,

下领骨带有发育不全的第三臼齿 :Θ
∀ − + Α

,

 ! Ε! ς Μ + Γ Ν + −Γ ΧΛ Ο< ∀ 9&
,

 ! Υ 8 ς Ω
− Χ& − Γ Κ− ΧΗΒ

 ! ∃  Τ Ο∀
Κ切Γ 。 ,

 ! Ε � ;
。

可以肯定
,

瓦贾克一尼阿一塔班人群的后裔后来就成为东南亚地

区的主要居民
。

关于印度尼西亚古人类化石的分类也是一个观点分歧较多的问题
。

瓦贾克人属于智

人 :)
。。 。 ΟΞ 杯胡

ς
;

,

这一点是意见一致的
,

但对于其余的人类化石的分类
,

却各持看法
。

雅各布认为
,

魁梧猿人可能是直立猿人属中的一个粗壮种
。

他特别反对将其归入南

方古猿属的观点
,

认为南方古猿仅存在于非洲
,

在亚洲从未发现过
。

他把莫佐克托猿人
、

直立人和梭罗人分别订为直立猿人属中的三个不同的种
,

同时又把印尼的猿人分为粗壮

和纤细两个类型
。

粗壮型包括魁梧猿人
、

莫佐克托猿人和梭罗人
,

纤细型的代表是直立猿

人
。

他认为
,

梭罗人可能是在中更新世之初 由莫佐克托猿人进化而来
,

但后来梭罗人灭绝

了
。

而生活于中更新世的直立猿人
,

在更新世晚期进化成了智人 :Θ∀Η +Α
,

 ! Ε! ;
。

按萨托诺的观点 :Ο∀ ΚΡ+ Γ+
,

 ! Ε ∃ ;
,

则把这些化石归人同一个种
,

即直立人种 :)
口二。

。Κ + Η Ρ≅ , ;
,

其中再分为小脑量亚种和大脑量亚种 :ΟΙ
∀
99
一
ΑΚ ∀访司

Ο≅ Α Ο伴& − Ο ,

2 ∀ ΚΛ − 一 Α Κ∀ ΧΓ −&

Ο

≅ΑΟ Σ− 成Ο;
。

他认为 1
∋

(
、

1
∋

Γ
、

1
∋

Μ Γ 号头骨在形态测量数据上几乎完全相同
, 1

∋

Ι 号

和 1
∋

(Μ 号的特征也与这三具相似
,

因而把它们归并在一起而名之为小脑量亚种
。

大脑

量亚种的代表有 1
∋

Μ 999 号头骨和梭罗人头骨
。

他认为大脑量亚种是从小脑量亚种进化

来的
,

决定性的变化可能发生在 1
∋

Μ 99 和 1∋ Μ 999 号头骨之间
。

在出土的地层位置上这两

具头骨相距不到十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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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尼华则把这些标本分成南方古猿属:魁梧猿人;和直立猿人属
。

后者包括四个种
ς

 
∋

发现于昂栋层的梭罗人
。

他认为这是爪哇的尼人
,

年代相当于欧洲的玉木冰期
,

晚

更新世
,

在印尼称后垂尼尔期 :Π旧Ρ−− . ‘Γ

劝
。

�
∋

发现于中更新世地层的直立猿人 :1
∋

。丫““
Δ

。  8 ! 一  8 ! � 年杜步哇在垂尼尔村

最早发现的头盖骨和股骨
,

就属于此类
。

�
∋

发现于早更新世地层的莫佐克托猿人
。

标本有  ! � Υ 年发现于莫佐克托村的颅顶

骨
。

由于它具有更原始的牙齿形态和较小的脑量而有别于直立猿人
。

#
∋

猿人可疑种 :尸
∋

&≅Α Χ“Τ
;
。

孔尼华认为它也属早期猿人的一个种
,

其下前臼齿呈

最原始的齿根形态
,

可能是仅限于桑吉兰早更新世地层最下部的人类 :Μ+
Γ Ν 二ΓΧ Λ Ο< ∀9 & ,

 ! Ε ∃Τ 4∀ Κ切Γ+
,

 ! Ε ∃ ;
。

还有其它学者提出的分类法
,

这里不一一介绍
。

总之印尼更新世

人类化石的分类问题远未真正解决。

三
、

年 代

印度尼西亚所有的人类化石都属于更新世
,

分别出土于布张干 :1≅ 均∋ Λ ∀Γ ; 层
,

喀布

:Ν
∀
Α≅Β ; 层和梭罗层

。

从属于这三个地层的各有哲蒂斯动物群 :助
−ΡΧΟ Ψ∀≅ Γ∀ ;

、

垂尼尔

动物群 :. ΚΧΓ Χ9 Ψ∀ ≅Γ ∀; 和昂栋动物群 :∗Λ ∀Γ &+ ΓΛ Ψ∀ 助∀;
。

、

 ! Ε  年
,

在  ! � Υ 年发现 1
∋

Μ 号头骨的喀布克拉根 :Ν −1 ≅ Β>9∀Λ− Γ;
,

用钾
一

氢法对浮

石标本进行年代测定 Τ 结果为  
∋

! 士 Δ∋ # 百万年:Θ∀ Η+Α
Φ Η

Ζ
,  !Ε  Τ Θ∀ Η+Α

,

 ! Ε ∃ ;
。

但由

于样品受污染
,

误差可能较大
。

孑2尼华曾认为
,

这个数据仅说明哲蒂斯层最上部的年代
,

其下层应更为古老 :Μ+
Γ Ν +− ΓΧ ΛΟ < 以&

,  ! Υ # ;
。

最近承蒙吴汝康先生来信告知
ς  ! 8 � 年

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第四纪研究会议上
,

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

授 3句ΨΨ Κ− 7 1+ Σ− :现在印尼工作; 对人类进化年表提出了新看法
。

他认为我国的元谋猿

人和印尼的哲蒂斯层的年代
, 只有一百万年左右

。

不过
,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哲蒂斯层的年

代仍采用 � 百万年左右的说法
。

关于喀布层的年代
,

曾对桑吉兰  Δ 号和  � 号头骨出土地点的浮石进行放射法测定
,

得出的平均数据为距今 8� 万年
。

从桑吉兰喀布层测得的另一个数据是 Ε 万年 :Ζ
Ν 0− Γ ΧΛ Ο< 山

,

 ! Υ # ∀ ,  ! Ε ∃ ;
。

垂尼尔中更新世动物群的年代
,

约为 ∃Δ 万年前
。

’

雅各布认

为
,

喀布层的绝对年代在  ΔΔ 一∃Δ 万年前之间
。

对昂栋层的绝对年代尚未作出准确测定
,

一般认为属于晚更新世
。

在昂栋台地收集

到的旧石器包括小型刮削器
、

三角形玉髓石片
、

骨针
、

骨矛头
、

鹿角棒和石球 :3 ∀≅ −Γ Ψ−9
ς ,

 ! � Υ ;
。

石球在旧石器时代有广泛的分布
,

特别是在莫斯特时期
。

因而有人认为
,

昂栋文

化受莫斯特文化的影响
,

年代应在  Δ 一 Υ 万年前
。

甚至有人认为仅有  
∋

∃ 万年左右
,

因为

在这个地层中发现过马格德林石器
。

但也有学者认为
,

昂栋层的年代应为 �Δ 万年前
。

这样看来
,

由于魁梧猿人化石出土于布张干层和喀布层
,

因而可以推断其绝对年代为

距今 �Δ Δ 万年 一∃Δ 万年前
。

莫佐克托猿人的化石仅 出土于布张干层
,

因而其绝对年代应

为 �Δ 。万年一  ΔΔ 万年前
。

直立猿人化石仅发现于喀布地层
,

其生活年代仅限于  ΔΔ 万

年 一∃Δ 万年前
。

梭罗人标本原只发现于昂栋层
。

但  ! Υ ! 年 ! 月在桑吉兰的喀布层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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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具几乎完整的头骨:桑吉兰  Ε 或 1
∋

、卫(;
,  ! Ε � 年在遏磅马张 :Ο∀ Ι Α≅Γ Λ Ι

∀

ΗΒ ∀Γ ;

的喀布层下部又发现另一具头骨 :遏磅马张  ;
,

这两具头骨的形态特征与梭罗人极 为 一

致
,

如脑量超过 9
,

Δ ΔΔ 毫升
,

形态粗壮等
。

雅各布因此把它们归人梭罗人这一类型 :Θ∀ Η+ Α,

 ! Ε!Τ Ο∀ Κ

咖
。 ,

 ! Ε � ;
。

这样一来
,

梭罗人生活年代的下限就大为提前
,

达到  ΔΔ 万年前左

右
。

至于其上限
,

我们认为
,

既然梭罗人的形态特征明显地属于直立猿入阶段
,

其生活年

代应在 �Δ 万年前以上
。

瓦贾克人的绝对年代未作放射性侧定
。

但已用碳  # 对与其相对年代相当的尼阿人的

洞穴堆积物作了测定
,

结果上限为 # 万年左右
。

瓦贾克人的遗骸已完全石化
,

比重大
,

有机物含量很低
,

如氮少于 Δ
∋

斗并
,

估计其绝对年代也在 # 万年前左右 :Θ∀
Η +Α

,

 ! Ε Υ
、

 ! Ε ! ;
。

可以看到
,

在 �Δ 万年一 斗万年前这一段
,

印尼的古人类化石材料是一段空 白
,

对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说也是如此
。

而这一段时期恰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人类由直立猿人阶段向智人阶段转化

。
:9 , 8 � 年 ! 月�‘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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