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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而且相对连续完整 ，故而她的文化比其他国家更为丰富多

彩 。我们大致可以沿着两条线索来认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一条是历史文献记

载的线索 ，另一条是物质文化遗存的线索 。无疑 ，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两条线索对

于认识真实的历史与文化有着互补意义 。尤其是当文献记载的历史与实物遗存所

反映的历史迭接在一起时 ，我们就有可能进入真实的历史与文化长河之中 。

当前 ，高校有关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课程 ，偏重于文献记载的历史与文化方

面 ，这无疑是必要的 。但是 ，传统文化的介绍 ，如果缺少对实物遗存的介绍 ，显然是

不全面的 。中国物质文明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它既关注历史文献

的记载 ，更注重对实物遗存的解读 。通过对中国物质文明史的研读 ，有助于我们更

加形象 、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 。

虽然中国物质文明史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至今尚未出现一本系统的有关

中国物质文明史教材 。这部教材是配合中国物质文明史通识课程而编写的 。全书

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线索 ，撷取北京直立人遗址 、河姆渡文化遗址 、良渚文

化遗址 、安阳殷墟 、先秦钱币 、秦始皇陵 、马王堆汉墓 、四大石窟寺 、宋代官窑 、明清

故宫等著名的文化遗产 ，以点带面 ，就中国的远古人类 、史前文化 、古代玉器 、古代

青铜器 、古代钱币 、古代墓葬 、古代纺织与服饰 、古代佛教艺术 、古代陶瓷 、古代建筑

等独特的物质文化展开较系统的介绍和探讨 ，内容涉及人类学 、考古学 、历史学 、宗

教学 、艺术学 、农学 、钱币学 、矿物学 、冶金技术 、纺织技术 、陶瓷工艺 、建筑工程等众

多学科领域 。每章之后附有建议阅读论著目录 ，以便学习者延伸阅读相关文献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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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直立人遗址与人类起源的探索

人类从哪里来 ？人类历史有多长 ？地球上所有生物中 ，只有人类才会探究自

身的起源问题 。在史前时代 ，丰富多彩的史前神话已反映出先民确定自己在自然

界中位置的强烈愿望 。进入文明时代 ，东西方哲人都力图从理性出发合理地说明

人类的起源与发展问题 。 １９世纪以后 ，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人类对

于自身起源与发展的认识才渐趋明朗 。但是 ，人类的直接祖先是谁 ？人类是怎样

进化的 ？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中国人又是如何起源的 ？远古时期人类在中国大地留

下过哪些文化遗存 ？这些仍是正在探索的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 ，走进本章 ，看看人

类学和考古学是如何试图解开这些谜团的 。

第一节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与意义

从 １８５６年在德国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到今天 ，人类的起源与进化问题一直是

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热点 。经过人类学 、考古学以及地质学 、生物学等诸多学科

的共同探索 ，学术界不仅已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确定下来 ① ，而且对人类起源与

进化的三个关键性的阶段 ，即人科的出现与繁衍 、人属的诞生与进化 、现代人的起

源与种族的形成 ，有了框架性的认识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 ，以北京直立人遗址为代

表的一批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 ，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

一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

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有一座小山 ，小山南北长约 ２２０ 米 ，东西宽约 １９０

米 ，海拔高约 １４５米 。先前人们经常在山上的石灰岩洞穴或山岩裂隙中拣寻动物

化石卖给中药店 ，这些化石当时被称为“龙骨” ，小山因而得名“龙骨山” 。北京直立

人化石及其众多的遗物 、遗迹就发现于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 。

１９１８年 ，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 ，

赴北京西南约 ５０公里的周口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在龙骨山南 ３公里处的鸡骨山

① 现代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 ：动物界（A nimalia） ——— 脊索动物门（Chordata） ——— 脊椎动物亚门（V er‐
tebrata） ——— 哺乳动物纲（Mammalia） ——— 灵长目（Primates） ——— 人猿超科（Hominoidea） ——— 人科（ Homin‐
idae） ——— 人属（Homo） ——— 智人种（Homo sap iens ） ——— 晚期智人亚种（Homo sap iens sap i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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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１９２９年编为周口店第 ６ 地点） 。这一发现 ，掀开

了此后古人类学家 、考古学家 、地质学家 、古生物学家在周口店地区持续多年的调

查 、发掘古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的帷幕 。

多年来的调查 、发掘表明 ，周口店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 、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

存极为丰富 ，目前已发现 ２７个化石地点 ，其中包括著名的周口店第 １地点（北京直

立人遗址） 、周口店第 ２６地点（山顶洞人遗址）等古人类文化遗址 。

周口店第 １地点 ，也称猿人洞 ，位于龙骨山北坡 ，是 １９２１年安特生再次来到周

口店时 ，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一起发现并首先试掘的 。猿人洞原是

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 ，东西长约 １４０米 ，南北最宽约 ４０米 ，西部最窄处约 ２米 ，

高度约 ４０米 。该洞穴早已坍塌 。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３年两次试掘 ，发掘出大量哺乳动物化

石 ，其中包括 ２枚古人类牙齿化石 。这一发现引起各界的重视 。在洛克菲勒基金

会的资助下 ，１９２７年起 ，对猿人洞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 ，当年又发现 １枚古人类牙

齿化石 。所发现的牙齿化石经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的加拿大籍解剖学

家步达生的鉴定 ，定名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即“北京中国猿人” ① 。但这一

发现与命名在当时非但未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赞许 ，反而引来了不少质疑 。确实 ，用

如此少的材料得出重大的结论是一种大胆的做法 。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 ，发掘现场一度寂静 ，打破这一寂静的是刚从北京大学地质

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助手裴文中 。 １９２９ 年 ，当主持发掘的学者已纷纷离去 ，仍坚守

在考古现场的裴文中担当起了主持者与发掘者的重任 。该年 １２月 ２日 ，裴文中给

世人带来了惊人的发现 ，在主洞偏北的小洞穴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直立人头盖骨

化石 。这次发掘一直延续至 １９３７年 ，期间仍不断有惊人的发现 。如 １９３６年底 ，当

时主持发掘的贾兰坡在短短的 １１天内连续发现了 ３ 个北京直立人头盖骨化石 。

可惜这些化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知去向 ，至今下落不明 。好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

之后仍有一些发现 ，些许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 １９６６年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此发现了直立人额骨 １片 、右顶骨 １片和右下第一前臼齿 １枚 。

迄今为止 ，北京直立人遗址共发现属于 ４０ 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 ２００ 余件 ，

石 、骨 、角等制品超过 １０ 万件 ，其数量之多为同时代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

罕见 。

之所以能在一个遗址中发现如此之多的古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 ，这与北京直

立人长期在此活动相关联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堆积物总厚度超过 ４０ 米 ，上部的

３４米为富含化石 、文化遗物与遗迹的堆积 。这些夹杂着丰富化石 、文化遗物与遗

① 现已改称为 Homo erectus pekinensis ，即“北京直立人” ，俗称“北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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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 １３层 ① ，它们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
和流水带入洞内的黏土 、粉砂等残积物构成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这些文化层

进行了细致的发掘与清理 ，从中发现了众多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 。

从上下 １３层堆积形成年代看 ，大致可分为上部堆积 、中部堆积 、下部堆积三大

部分 。

第 １ ～ ３层为上部堆积 。此 ３层均含化石 ，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 。与其时
代大体相当的 ，有周口店第 １５地点 、第 ４地点和第 ３地点 。其中周口店第 １５地点

出土的材料最丰富 ，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还有灰烬和烧骨 。在第 ４地点曾发

现 １枚人牙化石 。

第 ４ ～ １０层为中部堆积 。此 ７层是北京直立人遗址的主体 ，地质年代属中更

新世中期 。历年所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 、动物化石 、文化遗物大部分出自这组地

层中 。在这组地层中还发现了用火遗迹 ，其中第 ４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 ６米 。

第 １１ ～ １３层为下部堆积 。此 ３层为北京直立人遗址的最早堆积 ，地质年代属

中更新世早期 。从第 １３层出土的几件石器看 ，表明此时已有人类活动 。该组地层
的时代与周口店第 １３地点相当 。后者亦为洞穴堆积 ，发现有石制品 、灰烬 、烧骨和

哺乳动物化石 ，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文化遗存 。

据铀系法断代 、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法断代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年代为距
今约 ７０万至 ２０万年 。其中早期距今约 ７０ 万至 ４０ 万年 ，中期距今约 ４０万至 ３０

万年 ，晚期距今约 ３０万至 ２０万年 。②

二 、北京直立人及其文化

如果从 １９２９年发现北京直立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算起 ，北京直立人的发现与
研究已走过了 ８０年的历程 。通过对出土化石 、文化遗物与遗迹的深入研究 ，人们

对北京直立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

１ ．北京直立人的体质特征

在周口店第 １地点 ，先后发现头盖骨 ６具 、头骨碎片 １２件 、下颌骨 １５件 、牙齿
１５７枚 、股骨 ７件 、胫骨 １件 、肱骨 ３件 、锁骨和月骨各 １件 。这些化石标本分属 ４０

多个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直立人个体 。

北京直立人头骨仍带有较多的原始特征 。其脑量较小 ，平均脑量约 １ ０４３毫

升 ，比现代人脑量小得多 ，但超过猿类 ③ ；头骨高度远比现代人低矮 ，前额也较低

①

②

③

１９８３ 年又从第 １３ 层向下发掘 ，挖掘了 ４ 个层次 ，即第 １４ ～ １７ 层 ，但都未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文化

遗物 。

贾兰坡 ：枟北京人枠 ，见枟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３７ —

３９ 页 。

现代人平均脑量约为 １ ４００ 毫升 。 猿类的最大脑量为 ６００ 多毫升 ，平均脑量约为 ４１５ 毫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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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头骨上窄下宽 ，最宽处在耳孔稍上方 ，剖面呈抛物线形 ；头盖骨的骨壁较厚 ，平

均厚度约为 ９畅３ 毫米 ，比现代人厚近 １ 倍 ① ；眉嵴粗壮 ，向前突出 ，左右互相连接 ；

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 ，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 ；面部较短 ，吻部前伸 ，没有

下颏 。牙齿的齿冠及齿根比猿类弱小 ，齿冠的纹理也简单 ，但比现代人粗大 、复杂 。

北京直立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 ，管壁较厚 ② ，但在尺寸 、形状 、比例和肌肉附着

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 ，这表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 。上肢同样骨髓腔较小 、

管壁较厚 ，但与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比下肢骨更高 ，说明北京直立人的上肢已能进行

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 。北京直立人的身高 ，从发现的一条长度为 ４０厘米的成

人股骨推算 ，约为 １畅５６ ～ １畅５７米 。

从体质形态看 ，北京直立人各部分骨骼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 。其突出

的表现是肢骨与现代人的差别较小 ，而头骨则带有更多 、更明显的原始性质 。这种

现象在其他直立人化石上也有体现 ，如 １９９４年开始在肯尼亚特卡纳湖西岸的纳里

奥科托姆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便是如此 。该地发现的化石是一具近乎完整的直立人

骨架 ，包括较完整的头骨和头后骨骼中的肋骨 、脊椎骨和上下肢骨等 ７０多件标本 。

这具男性化石鉴定为 ９岁 ，其地质年代为距今 １５３万年前 。头后骨骼表明他能两

足跨步行走 ，与现代人非常相似 。 而头骨则具有很多像猿的性状 ，脑量为 ８８０毫

升 ，成年时估计为 ９０９毫升 ，比现代人的小得多 。直立人以前的能人 ，比能人更早

的各类南方古猿也都有类似的体质形态 ，那就是原始的像猿的头部结合着像现代

人的身体 。这表明 ，在人类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中 ，由较为原始的头骨与较为进步的

肢骨结合在一起的体质形态 ，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而是一种普遍的特征 。那

么 ，如何解释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 ？

法国人类学家布勒曾对北京直立人化石所反映出的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解释 ，

认为北京直立人遗址有两种人同时存在 ，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性人 ，他们脑

量小 ，其智力低下 ，不可能达到制作石器和用火的地步 ；另一种是以肢骨为代表的

进步性人 ，北京直立人文化便是这一种人创造的 。在洞穴中找到的那些头骨 ，应是

进步性人类猎取原始性人类而留下的 。显然 ，布勒的“两种人”的说法 ，只是一种臆

测而已 ，因为在北京直立人遗址中从未找到过与之相应的“原始性人的肢骨”和“进

步性人的头骨”的证据 。

１９５４年 ，英国生物学家皮尔在枟始祖鸟与进化枠一文中提出的“镶嵌进化”理

论 ，为动物进化中存在的体态不平衡现象作出了较好的解释 。他认为一个动物门

类进化到另一个动物门类时 ，动物体的某些部分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性质 ，另一些部

分则仍然保留古老的性质 ，因而整个动物体好像是由进步性质的部分和古老性质

①

②

现代人头骨平均厚度约为 ５畅 ２毫米 。

北京直立人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 ，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 ；胫骨的髓腔更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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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镶嵌而成 。始祖鸟就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镶嵌进化模式的代表 ，它既具有

新生鸟类的特征 ，如羽毛和翅膀 ，又具有其祖先爬行类的特征 ，如牙齿 、多节尾椎

骨 ，翅上还有 ３个分明的爪 。其他过渡性种类如总鳍鱼 、鱼石螈等的身体结构也具

有同样的镶嵌式进化的现象 。古人类学家也认为 ，人类的进化也是一种镶嵌式的

进化 。①

那么 ，在人类进化中为什么肢体进化快于头骨的进化 ？或者说 ，身体的哪一部

分首先开始进化呢 ？根据镶嵌进化理论 ，两栖类 、爬行类 、鸟类等生物的起源与进

化 ，首先要解决的是行动方式的适应问题 。如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 ，首要的问题是

怎样从水中生活过渡到部分地陆地生活 ；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 ，首要问题是怎样

从部分地陆地生活过渡到全部陆地生活 ；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 ，首要问题则是怎样

从陆地生活过渡到空中生活 。由于生活环境的极大差异 ，最先发生适应的是行动

器官 。作为人类行动器官的手 、脚 ，它的分化远早于其他部分的发达 。手是劳动的

器官 ，上肢在劳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因而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演化 ，速度也最

快 。由于手的使用 ，使手脚发生了分化 ；手脚分工后 ，下肢起着支持身体 、走路和负

重的作用 ，所以 ，下肢的进化也较快 。脑及保护脑的头骨 ，是因手的劳动 、手脚分化

而随之发展起来的 。因而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四肢比头骨较早达到现代人的状态 。

可见 ，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是镶嵌式进化的一种正常表现 ，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恩

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论断的正确性 。

２ ．北京直立人的文化特征

北京直立人的文化遗物与遗迹极为丰富 ，但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一样 ，类
别较为单一 ，主要包括石制品 、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

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 ，石核石器较少 。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 、砂岩 、

石英岩 、燧石等砾石 ，也有从几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 ，其中以脉石

英为最多 。根据石料的不同 ，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 、碰砧法和砸击法来打制石片 。

其中 ，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 ，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 ，并构

成北京直立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 ，以一面打制
为主 ，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

石器有砍砸器 、刮削器 、雕刻器 、尖状器 、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 。砍砸器的原

料多为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 ，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而成 。刮削器系用大小不

同的石片加工而成 ，有盘状 、直刃 、凸刃 、凹刃 、多边刃等形状 ，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

一类 。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 ，但制作比较精致 ，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 ，

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 ，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 。石锤和石砧是制作石器

的工具 。

① 吴汝康 ：枟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枠 ，枟人类学学报枠１９９５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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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型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直立人石器 ，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

之一的“周口店第 １地点 ———峙峪系”的一个重要源头 。① 这个文化传统自旧石器

时代中期以后曾向中国的东北 、西南等地区传播 。

洞穴堆积中 ，有许多破碎的兽骨 ，其中以鹿类骨骼为多 。在破碎的骨骼中有一

部分是人工劈裂的 ，打击痕迹十分清晰 ，这可能是北京直立人利用动物骨骼制造工

具所留遗物 。例如 ，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 ，可以当锤子使用 ；截断的鹿角尖

可以作挖掘工具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因为不能排除原始人为了食取骨髓而砸碎
动物骨骼的可能性 。

洞穴堆积的灰烬层中 ，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 、骨头和朴树籽 ，还有一块紫荆

木炭 。灰烬有的成堆 。这些现象虽然还无法证明北京直立人已能人工取火 ，但他

们显然已用火 ，且有了控制火 、管理火的方法 。

北京直立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 ，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 ，东南

方是广阔的平原 ，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 。他们过着穴居的生活 ，从事着狩

猎 、采集等活动 。成堆的灰烬及在灰烬中发现的被敲破的烧骨 ，表明他们已经用火

取暖除湿 ，并知道熟食 。但北京直立人的生活条件和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仍然十

分低下 ，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 、猛兽侵袭 、疾病困扰 ，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 。

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直立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 ，他们的平均寿命很短 ，有近

７０％ 在 １４岁前就夭亡了 。

三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价值与意义

包括达尔文在内的早期科学家在运用进化论阐述人类的起源时 ，其所倚重的
证据主要得自于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成果 。为使理论更具说服力 ，人们还需要

寻找直接的证据 ———远古人类留下的骸骨化石和文化遗存 。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它

的发现 ，解决了 １９世纪爪哇直立人发现以来围绕科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直立人”究

竟是猿还是人的争论 ；使人们认识到 ，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 ，从体质形态 、文化性

质到社会组织 ，的确有过“直立人”阶段 。直立人是古猿的后代 ，也是现代人的祖

先 ，是“从猿到人”进化序列的中间环节 。到目前为止 ，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
北京直立人为主要样本 。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 ，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

北京直立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工具及用火遗迹表明 ，处于“从猿到人”中间环节的这

一原始人类 ，他们不仅已懂得选取岩石 、制作石器 ，用它作为工具或武器 ，而且已懂

得使用火 、支配火 ，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方法 。工具制造与火的使用 ，既是人类与动

① 贾兰坡等 ：枟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枠 ，枟考古学报枠１９７２ 年第 １ 期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l7　　　　

物界最终揖别的重要标志 ，也是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昌盛 ，并由此向新的文化时代发

展的主要动力 。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 ，为研究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提供

依据 。北京直立人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众多 ，其中既有狼獾 、洞熊 、扁角大角鹿 、

披毛犀等喜冷动物化石 ，也有竹鼠 、硕猕猴 、德氏水牛 、无颈鬃豪猪等喜暖动物化

石 ；既有安氏鸵鸟 、巨副驼等耐旱动物化石 ，也有水獭 、居氏巨河狸等水栖动物化

石 。而且这些化石的出土层位有一定的规律性 ，如早期的地层中以喜冷动物化石

为多 ，晚期的地层中喜暖动物化石占优势 。这说明在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 ，气候曾

出现过温暖湿润与寒冷干燥的交替 ，与之相应的生态也发生过多次变化 。

可以说 ，北京直立人遗址是人类远古文化的宝库 ，它以其丰富的发现和久远的

年代 ，为人类起源和旧石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据 。因此它的发掘

与研究 ，被看成是 ２０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 ，也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

里程碑 。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虽然北京直立人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人们了解中国远古时期的人
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但它毕竟只是中国已发现的众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中

的一个 ，无法涵盖近 ２００万年的中国古人类发展史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已发现

的其他古人类文化遗存作一番介绍与分析 ，以便对中国远古文化有一个较全面

的认识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迟 ，但发展迅速 。从 １９２０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

肃庆阳城北发现人工打击的石核和石片之后的不到 ９０年时间里 ，中国学者已经陆

续在北起黑龙江畔 ，南到云贵高原和两广 ，西起青藏高原 ，东抵黄海和东海之滨的

广泛区域中 ，发现了时间早晚不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地点超过 １ ０００ 处 。

除北京直立人遗址外 ，著名的文化遗址还有西侯度遗址 、元谋直立人遗址 、蓝田直

立人遗址 、金牛山人遗址 、大荔人遗址 、丁村文化遗址 、峙峪文化遗址 、山顶洞人遗

址以及新近发现的许昌人遗址等 。这些发现 ，已大致构建起从直立人 、早期智人到

晚期智人的中国古人类文化发展脉络 。

一 、旧石器时代的生态环境

环境因素是影响人类文化面貌和发展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远古时期更是

如此 。自人类诞生后的几百万年的时期里 ，地球的环境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 ，它给

尚处于原始时期的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人类就是在不断适应变化

着的环境中 ，逐步与古猿揖别 ，并进化到现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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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史上的更新世 ，距今约为 ３００万至 １万年 ，大致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

相当 。根据动物群的性质 、堆积物的特点和其他环境变化因素 ，人们把更新世划分

为早 、中 、晚三个时期 。其中早更新世距今约 ３００万至 １００万年 ，中更新世距今约

１００万至 １０万年 ，晚更新世距今约 １０万至 １万年 。

在更新世 ，地球气候发生过几次大的波动 。北半球的高 、中纬度地区以及低纬

度地区的一些高山 ，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冰川活动 。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及西

北欧 ，曾经历了五个冰期和四个间冰期 ；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根据庐山的冰碛物和

冰蚀地貌 ，也曾划分出鄱阳 、大姑 、庐山三个冰期 。可见 ，更新世的气候变化是全球

性的 。冰川的进退 ，反映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的多次交替 ，也导致了海平

面的大幅度升降 、气候带的转移和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 。在这几次大规模的气候

波动中 ，中国的许多地区仍在较长的时段内适合古人类的活动 ，故在更新世的大部

时间里 ，人类活动基本没有停歇过 。

中国的更新世地层保存和出露状况较好 。在华北 ，除洞穴堆积外 ，更新世各个

时期都有发育良好的河流或河湖相堆积 ，还有分布广 、厚度大 、连续时间长的黄土

堆积 。在华南 ，则以广泛分布于石灰岩地区的洞穴堆积为特色 。这些地层中所保

存的古人类化石 、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不仅为建立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创造

了条件 ，也为我们探索和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

相比较而言 ，华北地区的更新世地层最为清楚 。从地层堆积和动物群看 ，华北

更新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泥河湾期 、公王岭期 、周口店期 、马兰黄土期 。泥河湾期

相当于早更新世 ，公王岭期和周口店期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的早期和晚期 ，马兰黄

土期相当于晚更新世 。

泥河湾期的地层以由砾石 、砂 、泥灰岩及黏土构成的河湖相堆积为特征 。其动

物群主要由长鼻三趾马 、板齿犀 、后裂爪兽等典型的第三纪末期的残余种属和象 、

马 、骆驼 、野牛 、羊等近代哺乳动物组成 。这些动物种类有不少属北方型 ，反映一种

较为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 。泥河湾期地层的分布 ，除山西 、河北两省北部的泥河湾

盆地外 ，在黄河中游的汾渭流域等地也有出露 。山西芮城的西侯度遗址 、河北阳原

的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发现于这个时期的地层中 。从其

埋藏环境看 ，当时人类主要是沿着湖滨 、河岸活动的 。

公王岭期地层以夹有古土壤的厚层原生黄土（也称“午城黄土”）为代表 ，标准

地点在陕西蓝田公王岭 。其动物群由近 ４０种动物组成 ，其中包括一些第三纪的残

余种属 ，如巨剑齿虎 、奈王爪兽等 ，但以更新世的种属为主 。不过 ，动物群中的现生

种属仅占整个动物群的 １３％ 。动物群中带有南方色彩的大熊猫 、东方剑齿象 、巨

貘 、中国貘 、中国爪兽 、毛冠鹿 、苏门羚等动物存在 ，表明当时华北的气候比较温暖 、

湿润 ，具有亚热带气候的特点 。此时的环境非常适合原始人类的活动 ，蓝田 、匼河

等古人类文化遗址就发现于这一时期的地层中 。从埋藏环境看 ，当时人们似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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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活动于河谷地带 。

周口店期的标准地点就是北京直立人遗址 ，属洞穴堆积 。这时黄土堆积在华

北广泛形成 ，称为“红色土”或“离石黄土” 。周口店动物群由三个大类近 １００ 种动

物组成 。第一类是泥河湾期残留的种属 ，如剑齿虎 、居氏大河狸 、三门马等 ；第二类

是中更新世种属 ，如纳玛象 、披毛犀 、肿骨大角鹿 、中国缟鬣狗 、洞熊 、杨氏虎等 ；第

三类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种 ，如狼 、棕熊 、啮齿动物等 。从生态上看 ，这个动

物群所反映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比较复杂 ，但大部分属于温带古北界的种类 ，表明当

时周口店一带的气候总的来说属温带 ，只是其间冷暖 、干湿的波动较大 ，并呈现向

大陆性气候发展的趋向 。

马兰黄土期地层以分布极广的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和河流或河湖相堆积为代

表 。其典型动物群是产自鄂尔多斯高原东南角的河湖相堆积层中的“萨拉乌苏动

物群” 。这一动物群的主要成员有纳玛象 、野驴 、普氏野马 、披毛犀 、诺氏驼 、马鹿 、

河套大角鹿 、王氏水牛 、原始牛 、最后斑鬣狗等 ，大多是适应草原生活的动物 。从动

物群的总特征来看 ，华北在马兰黄土期的气候要比前一时期寒冷 、干燥 。

东北地区的更新世早 、中期气候和华北差别不大 ，但从更新世晚期起差别则变

得越来越明显 。更新世晚期生活在东北的是“猛犸象 ———披毛犀动物群” ，与西伯

利亚动物群大体相同 ，有些种属在欧洲也有分布 。这一动物群的主要成员除猛犸

象 、披毛犀外 ，还有狼 、洞熊 、马鹿 、大角鹿 、野牛 、原始牛等动物 。其中猛犸象 、东北

野牛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所不见 ，森林动物所占比重也大于华北的动物群 。这些迹

象表明 ，更新世晚期东北的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寒冷和潮湿的 。

长江以南地区或许是因为所处的纬度较低 ，更新世的气候变化不如北方显著 。

分布很广的在石灰岩洞穴或裂隙堆积中发现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 ，从早

更新世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 。不过 ，在华南河湖相堆积中也存在可以区分为早更

新世和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群 ，如早更新世的云南元谋动物群 ，晚更新世的四川资

阳动物群 。元谋动物群反映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 ，而大熊猫 ———剑齿象

动物群反映的是温暖湿润的山林环境 。资阳动物群构成较为复杂 ，除含有犀牛 、水

鹿和剑齿象等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外 ，还包括一般只生活在高寒地区

的猛犸象等 。

在更新世冰期和间冰期气候的交替影响下 ，植被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由于

华北位于寒温带区域与亚热带区域的过渡地带 ，所以受冰期 、间冰期气候交替变化

的影响尤其强烈 。据孢粉分析结果 ，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 ，华北地区至少可以划

分出 ５个冷期和 ４个暖期 。在冷期 ，年平均气温比现今低 ４ ～ ７畅５ ℃或更多 ，一些

诸如云杉 、冷杉林或云杉 、冷杉 、松林等暗针叶林发育良好 ，并有从高山向河谷和平

原 、从北部向南部蔓延的趋向 。在冷期的极盛阶段 ，则代之以适应干冷气候的草原

性植被 。在暖期 ，年平均气温比现今要高些 ，此时盛行的是针叶阔叶混交林或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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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 。

各个阶段气候的波动确实很大 ，但当时的人类基本能适应这些变化 ，或者说这

种变化没有超出人类能承受的程度 。如公王岭的蓝田直立人生活在暖期里 ，许家

窑人则生活在冷期里 ，北京直立人的时代延续达 ５０万年 ，其间更是经历了多次冷

暖及干湿交替变化的考验 。

受冰川作用引起的海平面升降以及新构造运动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东部进入

第四纪后曾发生过多次海侵和海退现象 。在晚更新世低海面时期 ，海平面要比现

今低 １３０多米 ，因此哺乳动物和人类可以从东亚大陆分别通过几条路线向沿海岛

屿和美洲迁徙 。但随着全新世的到来 ，气候变暖 ，海平面回升 ，一些陆地又重新被

海水所淹没 ，东亚大陆与沿海岛屿 、美洲大陆之间联系受到阻隔 。

二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初级阶段 ，是使用打制石器进行采集 、狩猎 、渔捞等

活动的阶段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大约从距今 ２００万年开始 ，到距今 １万多年前

结束 ，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 ，其总体的趋向是人
类体质与文化同步演进 。依据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体质的演进 ，旧石器时

代可分为早期 、中期 、晚期三个发展阶段 ，或进一步细分为初期 、早期 、中期 、晚期四

个发展阶段 。在此我们采用四阶段划分法 。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表

旧石器时代分期 距今时间（万年）① 相当于人类发展阶段 相当于更新世各期

旧
石
器
时
代

晚期 ５万至 １  ．２万年 晚期智人

中期 ２０万至 ５万年 早期智人

早期 １００万至 ２０万年 晚期直立人

初期 ２００万至 １００万年 早期直立人

更

新

世

晚期
后段

前段

中期

早期

１ ．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 ２００万至 １００ 万年 ，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早更新世的后

半段 。此时的人类 ，刚从其祖先 ———古猿中分离出来 ，还保留有较多猿的性状 ，脑

量只有 ７００毫升左右 ，属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阶段的人类 。这一时期的人类 ，已

能用直接打击法制作原始 、简单 、粗糙的石器 ；从事采集 、狩猎等经济活动 。尚未发

现可靠的用火证据 。

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处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龙骨坡遗址 。 龙

① 旧石器时代各期与更新世各期时间不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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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 ，在此发现了 １枚古人类门齿 、１ 段

带犬齿的下颌骨化石以及众多的动物化石 。 该遗址属洞穴堆积 ，其地质年代为

更新世早期 ，据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为 ２００ 万年左右 。其文化性质与内涵的确定

尚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 ，龙骨坡发现的似人化石属于

猿类 。①

（１）西侯度文化遗存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芮城西侯度村 ，文化遗存埋藏在河湖相砂砾薄层和交错

砂层中 。 １９６１和 １９６２年进行了两次发掘 ，发现一批石制品 、有切割痕迹的鹿角 、

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 。

石制品共 ３２件 ，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 ，另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 。石制

品的类型包括石核 、石片和石器 。打制方法有锤击法 、砸击法和碰砧法 ，石器种类

大致分为砍砸器 、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 。这些石器大多为石片加工而成 ，且以

单面加工者为主 。与石器共存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 ，也有烧
过的动物骨骼 、角和牙齿 ，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 。

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颇多 ，有河狸 、鬣狗 、鸵鸟 、剑齿象 、平额象 、纳玛象 、李氏

野猪 、双叉麋鹿 、晋南麋鹿 、山西轴鹿 、山西披毛犀 、古板齿犀 、三门马 、三趾马 、古中

国野牛 、粗壮丽牛 、步氏羚羊 、步氏鹿等 。 其中绝属动物占 ４７％ ，绝种动物占

１００％ 。据动物群判断 ，其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 ，经古地磁法测定 ，年代不晚于距今

１８０万年 。

（２）元谋直立人及其文化
元谋直立人遗址是 １９６５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西北小山丘的褐色黏土层中

发现的 。这里出土了 ２枚人牙化石和一些石制品 、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 、烧骨

以及大量动物化石 。

２枚牙齿化石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 ，石化程度高 ，并呈现浅灰白色 。其形体

粗壮硕大 ，磨蚀程度不高 ，切缘刚露出齿质 ，可能属于青年男性个体 。牙齿的特征

是齿冠基部肿厚 ，底结节发达 ，呈圆丘状隆起 ，有发达的指状突 ，舌面有铲形舌窝 。

其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 ，但似乎又更原始些 ，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Homo
erectus yuanmounesis ） 。
石制品主要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 ，也有尖状器和石片 。它主要用锤击法制

成 ，加工粗糙 。遗址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 ，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

削痕迹 。伴随这些骨片出土的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 。

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爪蹄兽 、剑齿虎 、柱角鹿 、元谋狼 、云南马 、中国犀牛等

数十种 ，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 。这些动物包含大量华北上新世和早更新世泥河

① 吴新智 ：枟巫山龙骨坡似人下颌属于猿类枠 ，枟人类学学报枠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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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动物群成员 ，缺少华南洞穴堆积中常见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典型动

物 。据动物性质判断 ，元谋人遗址地质年代应属早更新世 ，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为距

今约 １７０万年 。

（３）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遗存

小长梁遗址是 １９７８年在河北阳原官亭村之北小长梁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

遗址 。东谷坨遗址距小长梁不远 。

两个遗址的石器出土于泥河湾地层中 。原料以燧石为主 ，也有脉石英 、石英岩

和水晶 。制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 ，不少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 ，上面有清晰的使

用痕迹 。石器种类复杂 ，有刮削器 、尖状器 、砍砸器等多种 。总体特征是器型较小 。

因此有学者认为 ，东谷坨石器为研究华北小石器文化脉络及探索细石器传统渊源

提供了重要线索 。
①

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 、三趾马 、披毛犀 、古菱齿象 、羚羊等 。据古地磁法测定 ，

其年代距今 １００万年左右 ，处于早更新世与中更新世的交接点上 。

２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１００万至 ２０万年 ，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中期的大

部分时间 。这一时期的人类体质有了一定的进步 ，以北京直立人为代表的古人类 ，

脑量有所增加 ，但仍保留有较多原始性 ，属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阶段的人类 。石

器的制作仍较粗糙 ，但类型增多 。此时的人类仍从事采集 、狩猎等经济活动 。已经

有了可靠的用火证据 。

与旧石器时代初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与化石地点不仅在数量上显著

增加 ，而且其分布范围也明显扩大 。除北京直立人遗址外 ，该时期的文化遗址和地

点在河北 、河南 、辽宁 、山西 、陕西 、山东 、湖北 、重庆 、贵州 、云南 、安徽 、江苏等省市

均有发现 。

（１）蓝田直立人及其文化

蓝田直立人遗址是 １９６３ 和 １９６４ 年分别在陕西蓝田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

的 。其中公王岭发现了 １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 ３枚牙齿化石 ，还有石器和动物
化石 ；陈家窝发现了 １块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属于一位 ３０岁左右的女性 。其特征是头骨骨壁极厚 ，额部

明显后斜 ，前额低平 ，没有额窦 ，眶上圆孔硕大粗壮 ，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

的骨嵴 。圆枕两侧向外延展 ，向后明显缩窄 。头骨高度较小 ，脑容量约为 ７８０毫

升 ，小于北京直立人的 ９１５ ～ １ ２５５ 毫升 ，接近爪哇直立人的 ７５０ ～ ９７５ 毫升的下

限 。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 ，其性状也比北京直立人原始 。

由于两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 ，故定为同一类型 ，称为蓝田直立人

① 侯亚梅 ：枟“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枠 ，枟人类学学报枠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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