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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人類的起源

人
們通常所說的歷史，是指人類的歷史，而不是自然界的歷史。既然是人類的

歷史，那麼開宗明義要說的第一件事──人類自身的起源，當然是題中應有

之義。由於時間久遠，可以憑藉的考古發掘資料極為珍稀，人類起源這個話題，至

今依然聚訟紛紜，很多事情我們還不知道。正如西方學者常說的話：「我們知道

的，就是我們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

1939年，德國古人類學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撰寫的《東亞發掘的最早

現代人類》指出，山頂洞人的三具頭骨，代表了三種不同的種族因素──原始的蒙

古人種、美拉尼西亞人種及愛斯基摩人種。對此，中國考古學奠基人李濟發問：中

國本土人種的主幹──智人中的蒙古人種又是從何起源的呢？

經過幾十年的探索，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由猿到人，經歷了直立人、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的過程。就中國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

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許家窯人、馬壩人等；已知的

晚期智人（現代人類）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等。

對於一個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有些學者提出挑戰，他們認為，地球上

的人類統統起源於非洲，中國也不例外。這樣一來，我們原先知道的，又變得不知

道了。

近二、三十年來，國際學術界有些人使用分子生物學方法，提出一種假設：

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假設愈來愈言之鑿鑿：目前地球上的

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某一個非洲女性的後代，他們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

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早期智人，成為現代人類的祖先。2001年，中國的

分子生物學家也發表論文，宣稱在東亞人身上發現了七萬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遺

傳標記，並且推論：東亞人的祖先大約是在六萬年前從非洲到達東南亞，然後來到

中國。這些學者認為，從北京人到山頂洞人，早已滅絕，他們並非中國現代人類的

祖先。

於是，中國人起源於非洲就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

這種「單一起源論」（即非洲起源論）雖然甚囂塵上，卻遭到了「多區起源

論」的質疑。「多區起源論」認為，人類的起源是多元的，地球上各地區的現代人

類是從各地區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的。中國的古人類學家指出：在中國大地上，已

經出土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即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其間存在明顯

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並非來自非洲；與這些古人類相當的舊石器時代文化

遺存，前後連續，並沒有出現過由於人類滅絕而導致的文化中斷，因此非洲人取代

中國大地上的早期智人，成為中國人的祖先的推論是不能成立的。更何況，根據化

石年代測定，華南的柳江人生活在距今七萬年至十三萬年之間，說東亞人的祖先是

在六萬年前從非洲遷移而來的，豈不成了無稽之談！一位古人類學家說得好：用基

因研究結果推測人類進化過程，無論如何是間接的，而來自化石的證據是直接的。

2008年 1月，中國國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宣布，河南許昌靈井遺

址發現古人類化石，距今八萬年至十萬年，考古學家已正式將其命名為「許昌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新智等專家認為，此次出土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層位明確可靠，處

於第四紀晚、更新世早期地層，距今八萬年至十萬年。

中國古人類學家主張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學說，主要依據是發現了二百萬年

前的巫山人、一百一十五萬年前的藍田人、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十萬年至二十萬

年前的金牛山人、一萬年至四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等，但是缺失五萬年至十萬年間人

類化石，而這一時期正是「非洲起源論」推斷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各地取代早期智人

的關鍵階段。「許昌人」的發現，正處在這個關鍵時段，填補中國人類起源的空白

失蹤的山頂洞人頭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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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有望挑戰「非洲起源論」。《東方早報》在報導這一消息時，用了一個通欄

標題「『許昌人』早於山頂洞人，破『非洲起源說』」，反映了新聞界關注的焦點。

最近，英國《自然》雜誌網路版（2018年 7月 12日），發表了中國科學院廣

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黃土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成果：約二百一十二萬年前已有古人類

出現，並生活在陝西藍田一帶。「非洲起源論」者認為，人類最早離開非洲的時間，

大概在一百八十五萬年前。而上述考古成果表明，人類在二百一十二萬年前就已

經出現在亞洲東部。由此，人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人類的起源、遷移和擴散的經典

模式。

2008年，俄羅斯西伯利亞南部阿爾泰山的丹尼索瓦洞穴，發現了丹尼索瓦人

化石。專家的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基因組中有一部分與亞洲、大洋洲的美拉尼西

亞原住民相似。丹尼索瓦人的發現，改變了學術界對古人類起源的認知。2019年春，

中國甘肅夏河發現的古人類下頷骨化石，專家證明屬於丹尼索瓦人。2019年 5月 1

日深夜，《自然》雜誌線上刊登〈出於青藏高原的晚中更新世丹尼索瓦人下頷骨〉

震驚世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家地理》等都作了報導。古人類

的起源本是冷門的小眾學科，如此吸引新聞界關注，足見人類追問自身從哪裡來，

將永無止境，且魅力無窮。

目前看來，試圖推翻中國人的主體是東亞大陸的原住民這一結論，倡言中國

人起源於非洲，似乎仍嫌證據不足。

許昌人頭蓋骨。

元謀人上門齒。元謀人具有從纖細

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過渡的特點。

金牛山人頭骨。這位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子，

應該歸入早期智人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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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革命

距
今一萬年左右，遠古先民進入新石器時代。它與舊石器時代的最大區別在

於，磨製石器取代打製石器，隨之而來的，農耕、畜牧和陶器相繼出現。這

些現今看來極其普通的事物，在當時卻是了不起的發明。在此以前，遠古先民以採

集、狩獵來維持生活；在此以後，人們不再是食物的採集者，而是食物的生產者。

把野生植物馴化為人工栽培作物，把野生動物馴化為人工飼養的家禽、家畜，為人

類提供了可持續的食物來源。這是意義深遠的變革，有的學者把它稱為農業革命，

是毫不為過的。它所帶來的直接影響是，人類的生活方式開始變化，由逐水草而居

進入到定居的狀態，半穴居式房屋的建構，陶器的燒製滿足了生活的需要，野生蠶

馴化為家蠶，出現了原始的絲織業。在這種經濟基礎上，草創的社會制度得以形成，

人類離文明的門檻愈來愈近了。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到一萬二千年，農業出現在西亞的

兩河流域。他們推論，中國的某些農作物是由兩河流域傳入的。真的如此嗎？

1960年代末，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華裔學者何炳棣，在他的著作《黃土與中國

農業的起源》中，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中國農業的起源，具有自己的區域

性和獨立性，並不是從兩河流域傳入的。這一結論，一再為考古發現及新的研究成

果所證實。後來他在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提及此事，寫道：「我曾嚴肅地

問布瑞德武德，從他豐富的考古經驗和個人直覺，回答我究竟史前中國文化和兩河

流域文化有無關係。他非常坦誠地回答：『每次參觀一個富於中國文物的博物館，

我個人就感覺到好像走進了一個（與古代近東文化）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這就

部分地解釋了何以他早在 1960年《科學的美國人》農業革命的論文裡，強調指出

新大陸農業無疑是獨立起源的，而舊大陸史前中國的農業很可能也是獨立起源的。

我對他的直覺非常重視。」

河北徐水的南莊頭遺址，出土了穀物加工的工具──石磨盤、石磨棒，據測

定，它們的年代大約距今一萬年左右，表明當地在此之前已經栽種糧食作物了。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表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區已經有了比較穩定的農

業定居生活，有房基、灰坑、陶窯，還有農具──石斧、石鏟、石鐮，糧食加工

工具──石磨盤、石磨棒。

1976年至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文化遺址，發掘灰坑 468

個，其中 88個長方形窖穴底部有糧食堆積，層厚為 0.1公尺至 2公尺，數量之多，

堆積之厚，極為罕見。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進行科學鑑定後認為，磁

山遺址不僅是世界粟的發祥地，也是黍的起源地，中國黃河流域黍的栽培歷史有可

能追溯至一萬年前。

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水稻。

代表了南方的水稻文化。 磁山文化遺址糧食堆積層。代表了北方旱作農業的穀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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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稻作農業的歷史也很悠久。1992年，中國和美國科學家聯合研究江西的

稻作起源。他們的研究報告證實，長江中游是世界稻作農業的發源地。江西萬年仙

人洞遺址的先民，在距今一萬六千年前已經採集野生稻為主要食物，至晚在距今

九千年前，人工栽培的稻作農業已經出現。

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出土了一萬二千年前的五粒炭化稻穀，被譽為世界上目

前發現的最早稻穀。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令人震驚。它是一個稻

穀、稻稈、稻葉、穀殼的堆積，一般厚度 20公分至 30公分，最厚處超過 100公分。

出土時稻穀色澤金黃，穀芒挺直，隆脈清晰可辨。經鑑定，它們是七千年前人工栽

培的晚稻。

2000年出版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一書

指出：新石器時代早期，先民對稻穀種子反覆選擇，改變了野生稻的生存條件和遺

傳習性，初步馴化成功，基本形成原始栽培稻。中國是亞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

與另一個亞洲栽培稻起源地──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是兩個各自獨立起源和演化

的系統。

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石磨盤、

石磨棒。顯示中原地區的先民已

有嫻熟的石器加工技巧和發達的

農業文明。

三、從黃帝到堯舜

中
國遠古時代，有三皇五帝的傳說。三皇有六種說法，其中之一是：伏羲（太

昊）、女媧、神農（炎帝）。五帝有三種說法，其中之一是：黃帝、顓頊、

帝嚳、唐堯、虞舜。所謂「皇」和「帝」，其實是後人對他們的尊稱，當時不過是

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而已。

神農氏就是炎帝，他所領導的部落發明了農耕、醫藥、陶器。中國古代典籍

《易經》和《白虎通》說，神農氏用樹木製造耕具──耒耜，教導民眾農耕。《史

記》和《淮南子》說，神農嘗百草，用草藥治病救人。《太平御覽》引用《周書》

說，神農在發明農耕的同時，發明了陶器。

《周易》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可見黃帝稍晚於炎帝。黃

帝從北方到達黃河流域時，已經是擁有六個部落的巨大部落聯盟了。黃帝部落的發

明，涉及衣食住行各個方面。後人的傳說是這樣的：

──冶煉銅礦石，鑄造銅鼎、銅鐘。十二個銅編鐘，和以五音，可以演奏音樂；

──四處觀察天象，編制曆法，確定春夏秋冬四季，照季節變化播種百穀草木；

──利用樹木，製造車船，便於交通運輸；

──栽桑養蠶，用蠶絲編織衣料，製作衣裳。衣裳不僅有禦寒的功用，而且帶

有社會政治意義，這就是文獻所說的「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別尊卑」。

大禹治水畫像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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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前文明

曙光

黃帝領導的部落聯盟有姬、酉、祁、己、滕、蔚、任、荀、僖等十二姓。祁

姓有傳說中的陶唐氏，就是唐堯所屬的部落；黃帝的後裔夏后氏，是夏朝建立者；

姬姓是黃帝的嫡系，是周朝的建立者。人們把黃帝尊奉為華夏民族的始祖，是名副

其實的。

從黃帝到堯、舜、禹，持續了幾百年，他們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吸收周邊的

夷人和羌人部落，結成新的部落聯盟。這種部落聯盟已經超越了血緣關係，成為地

緣關係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地域、財產和權力都是公有的，並非某一個領

袖私有，這就是所謂「天下為公」，或者叫做「大同之世」。

共同體內部，由各部落首領組成議事會，協商重大事務，推舉聯盟的領袖。

堯、舜、禹就是由聯盟議事會民主推舉，而成為領袖的。由於他們出於公心，治理

有方，被後世讚譽為聖賢。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的描述，堯是一位聖明領袖，他發現舜精通農耕，

善於製作陶器，有領導才能，確認舜可以託付重任，便培養他參與攝政。堯年老

時，在聯盟議事會上提出繼承人選問題，讓各部落首領討論，大家一致推舉舜。堯

便把權力移交給舜，而沒有傳給自己的兒子，這就是所謂「傳賢不傳子」。舜覺得

自己的德才大大遜色於堯，謙辭不就，避居別地。由於各個部落首領一致擁戴，舜

才返回，擔任共同體的領袖。舜繼位後，徵得聯盟議事會的同意，任命「八元」管

土地，「八愷」管教化，契管人民，伯益管山林川澤，伯夷管祭祀，皋陶管刑法。

舜到了晚年，鑑於禹治理洪水有功，聯盟議事會一致推舉禹繼任領袖。禹也謙辭不

就，避居別地，在各部落首領一致擁戴下，才繼承了舜的權位。

這就是古人津津樂道的「禪讓」。關於「禪讓」的傳說，至遲在春秋時代已

經見諸記載，不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有涉及，可見它絕非某一學派的偽

託。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遠古時代權力的移交，是「禪讓」，而不是世襲，是有歷

史依據的事實，並不是虛構的。

渦紋四系彩陶罐。

陶罐。陶器是人類

第一次按照自己的

意志創造出來的非

天然物質的物品，

是人類定居生活的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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