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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号”科考船正在靠岸。 本报记者丁佳摄

河南灵井遗址发现的“许
昌人”1 号和 2 号头骨化石。

吴秀杰供图

“许昌人” 人类起源说

“
2007 年 12 月 17 日是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许昌灵井遗址发掘的最后停工日期。整整三年，考
古队发掘出了几千件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唯独没有
人类化石。

考古人员很清楚，全世界范围内的古人类化石
实在太稀少了，发现它们除了要有技术，还得靠直
觉和运气。

幸运的是，这一次他们的运气相当不错———几
乎是在停工的前一刻，他们找到了一些淡黄色骨
头，表面光圆，更重要的是，一侧边上已清楚地显露
出了骨缝，这只可能是人的化石！

就这样，“许昌人”戏剧性地出现了！
但是，这个发掘地点位于自流井附近，埋藏文

物、化石的地层长期被积水浸泡，尤其到了夏季，泉
水加上雨水，导致这里积水更多而无法挖掘，只能
等待。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占扬带着考古
队经历了 7 年之久才等到继续发掘的合适条件。

直到 2014 年，考古队一共挖掘了 45 块古人
类头骨碎片，经过科研人员的测年和复原，它们
被拼接成两颗较为完整的人类头骨，年代为距今
10.5 万 ~12.5 万年。

2017 年 3 月 3 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这
项成果———《中国许昌发现晚更新世人类头骨研
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个发现找
到了“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跟尼安德特人交流并
向现代人过渡的证据。中国境内古人类连续演化的
证据链又增添了非常关键的一环。

李占扬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全世界对于东
亚地区的人类演化一直知之甚少，以至于它一直被
主流学界所忽略。“许昌人”的出现，终于使得国际
学者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东亚的人类进化可能比之
前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能存在与其他
地区不同的演化模式。

人类化石被挖掘出土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确
认它的年代。

针对“许昌人”的这一关键任务落到了北京大
学教育部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它是目
前国内测年领域的权威。

实验室周力平教授的研究组应用最新的光释
光测年技术，从沉积物中分离出石英和钾长石两种
矿物，尝试了多种测量方法，最终获得了精度很高
的光释光年龄数据———“许昌人”的化石年代被确
认为 10.5 万 ~12.5 万年前。

要知道，这一时期是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的化石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境内被发现。而
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许昌人”头骨化石出土时已破裂成碎片，而这
些碎片是与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混合在一起的。研
究人员先要从一堆零散的碎片中挑出人类化石，总
计 45 片。经过鉴定，这些头骨碎片代表了 5 个个
体，其中 1 号和 2 号个体相对比较完整。

接下去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化石碎片像拼图
一样拼接起来，看看“许昌人”到底长什么模样。

于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吴秀杰的研究组
采用形态观测、高清晰度 CT 扫描、手工及三维虚
拟复原等手段，对“许昌人”头骨进行了复原，他们
还分别制作了 1 号和 2 号人头骨虚拟及实体的复
原头骨及颅内膜。

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了两年，足见它的繁复。
然而，复原的结果让研究人员大感意外———他

们在对“许昌人”头骨形态特征、测量数据、脑形态、
脑量、颅骨内部结构等特征进行细致研究之后，发现

“许昌人”不是早期现代人，不是尼安德特人，不是海
德堡人，也不是直立人。这是一种新的古老型人类，
目前无法将其归入任何已知的古老型类群之中。

吴秀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些头骨呈现出了早期现代人、东亚中更新世直立
人以及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

首先，“许昌人”的脑颅在扩大，其中一个头骨
的颅容量达到了约 1800CC，而且他们骨壁变薄、
颅形圆隆、枕圆枕弱化、眉脊厚度中等，这意味着

“许昌人”的头骨有纤细化的趋势。“这些恰恰就是
早期现代人的特点，由此可以说明，‘许昌人’出现
了向现代人演化的萌芽。他还有可能就是华北地区
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此外，“许昌人”头骨穹隆低矮，脑颅中矢状面
扁平，最大颅宽的位置靠下，有短小并向内侧倾斜
的乳突。吴秀杰表示，这些特征是东亚本地古老型
人类比如周口店直立人、和县直立人等也具有的特
征。因此，她认为从更新世中、晚期，东亚古老型人
类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演化模式。

有意思的是，研究还发现，“许昌人”与欧洲的
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之间存在基因交流的可能
性。因为他具有与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相似的两个独
特性状：一是不发达的枕圆枕、不明显的枕外隆突
伴随其上面的凹陷。另外，内耳迷路的模式，前、后
半规管相对较小，外半规管相对于后半规管的位置
较为靠上。

不过，“许昌人”DNA 提取并没有取得成功，也
就无法从分子遗传学层面分析他的基因构成，从而
精确推测它与已知的古老型人类或者现代人的亲
缘关系。

“即便如此，通过现有的化石证据可以肯定的
是，东亚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比过去学界认为的要
复杂得多。在 10 万 ~20 万年前，东亚地区可能并存
着多种古人类群体, 不同群体之间有杂交或者基因
交流。”吴秀杰说。

这个研究结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现代人
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东亚人起源，这
是个长久以来总是被忽视的区域问题。

一直以来，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两种观点长期
对峙，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起源说。前者
支持所有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智人进化而来，
他们在不同地区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类而成为
霸主，而后者则认为，直立人在各个地区都独立进
化出了智人。

吴秀杰说，尤其是在非洲和欧洲，现有证据证
明非洲起源说的确更占上风。

目前为止，科学家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即所
谓智人的化石出土于埃塞俄比亚奥莫—基比什和
赫托遗址，时间为 16 万年前。南部非洲边界洞和克
莱西斯河口洞的人类化石也早于 10 万年前。
2011-2014 年我国湖南道县发现的 47 颗完全类型
的现代人牙齿化石,使得学术界对以往认为的早期
现代人在距今 6 万年左右抵达东亚大陆的假说产
生了怀疑。

现今在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为 2015 年
在以色列 Manot 洞穴发现的距今 5 万年前人类头
盖骨化石，与晚期的尼安德特人生存的时间重叠。
此外，欧洲发现的距今 3 万年左右的克罗马农人的
形态学证据表明，克罗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很不一
样。比如，他们的脸比较短且扁平，鼻子虽然比现代
欧洲人更宽，但比尼安德特人要小巧。另外，考古和
体质两方面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外来的，无论是生
活方式还是创造的文化都与本地的尼安德特人不
同。他们曾与尼安德特人共存，但却不是尼安德特
人的后代。

得益于分子遗传技术的发展，非洲起源说所能
依靠的还不仅仅是人类化石的直接证据。

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夏娃理论”。美国伯克利
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利用线粒体 DNA 只有母体遗
传，因而追溯过程最后会导向一位单一的女姓祖先
的特点，根据已知的线粒体 DNA 突变速度的计
算，认为所有婴儿的线粒体的 DNA 向前追踪，最
后追到大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
所谓的“夏娃”。

此外，已有初步的基因组多样性研究表明，非
洲人在所有的现代人群中的多样性是最高的，并且
有着广泛的群体分化，这个结果与人类线粒体
DNA 谱系根部在非洲的结果也是相吻合的。

由于欧洲寒冷干燥的气候，对化石保存更
为有利，科学家成功提取了尼安德特人的古
DNA。结果发现，它非常接近于现代人的序列，
同时差异也很明显。尽管他们主要分布在欧洲，
但他们与现在欧洲人的相似度，并不比其他地
区更高。也就是说，他们与欧洲人之间并没有不

同寻常的关系。

“但在东亚地区，目前能够直接证明非洲起源
说的化石证据还没有发现。”吴秀杰指出。

原因是，目前为止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古人类，
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在演化时间分
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不仅如
此，中国的古人类在体质特征、文化遗物上（如发现
的石器制作技术）也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以中科
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为代表的一部分古人类
学家坚持多地起源说的理由。

2013 年，中国科学家将含量仅占 0.03%的田园
洞人 DNA 成功辨识并提纯出来，这是中国到目前
为止唯一一个能够获得核 DNA 的早期现代人，距
今约 4 万年，也被认为是比较明确的中国地区现代
人的直系祖先。分析表明，田园洞人只携带了少量
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
DNA，更多表现为现代人的基因特征，与现在的东
亚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但这项研究无法证明，占大部分的现代人基
因特征是源于非洲的。”吴秀杰说，“况且，化石所表
现出的结构特征，依然是接近于中国本土古老型人
类的。”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像欧洲的克罗马农人那
样，能与本土的古老型人类和文化显著区分，并能
够证明是外来移民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吴秀杰介绍说，实际上，目前完完全全由非洲
智人取代世界各地本土古人类的说法早就被推翻
了。科学家们研究过的全球除非洲以外的个体都含
有大约 2%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序列，这意味着
非洲以外的古人类曾经遭遇过尼安德特人，并与之
混血。

因此，关于人类起源又出现了第三种折中观
点，认为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古
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迈向现代人演化的道路。
只是，更倾向于非洲起源说说的人支持非洲智人的
基因对现代人的贡献占绝对主流。而另一种，其实
也是多地起源说的支持者认为，世界各地现代人类
起源的类型不应该只存在一种模式。吴新智就认
为，欧洲是来自非洲为主、本地尼安德特人为辅，东
亚可能就是本地为主、外来为辅，澳洲是来自印尼
为主、来自其他地区为辅，总之不同地区的演化模
式并不相同。

“‘许昌人’的发现，让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至
少依据形态学证据，证明在 10 万 ~20 万年前，中
国境内的一种古人类已经具有了向现代人演化
的趋势，而且，他们还与外来的古老型人类有混
血。”吴秀杰说。

吴秀杰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测，并
不只有非洲直立人进化成了早期现代人，至少在东
亚地区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演化的路径比
过去我们所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但是，严格说，我们的论文本身没有涉及非洲
起源说、多地区说或者折中说，因为仅凭这两个化
石证据远远无法为这几种说法盖棺论定。”她强调。

目前看来，在主流学界，分子遗传学的证据始
终更为强势：早在 2001 年，中国的遗传学家对 1 万
多例来自东亚、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 100 多个
群体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所有这些个体的 Y 染色
体单倍型都是从非洲祖先衍生的，而迁徙的时间大
约是 3 万 ~4 万年以前；最新的 2016 年 9 月，由哈
佛医学院遗传学家领衔的国际团队对全世界 270
个地点的个体样本，进行了全新的、高质量的全基
因组测序。研究证实了当今所有非洲之外人类的祖
先都源自 10 万年前同一走出非洲的种群。

也就是说，现有的利用不同遗传标记，比如线
粒体 DNA、Y 染色体以及核基因组的研究结论，基
本都是一致的。

不过，因目前的遗传技术手段是通过现生人
类的 DNA 变异程度往前推测出古人类的历史，
遗传学家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和模型一直存在争
议。所以，事实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可以提出足够
的证据把另外的学说彻底否定。尤其是在东亚，化
石证据和遗传学证据之间还无法相互匹配。

“这恰恰说明了古人类学研究有趣的地方。”吴
秀杰对这种学术争论十分坦然。在她看来，古人类
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证明一种假说，而是尽可
能去接近真相。

“重要的是不能被已有的观点束缚了手脚。”吴
秀杰说。

《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和《朗读者》的
热播，被评价为在遍地是明星装疯卖傻的真人
秀节目中的“清流”综艺。一时间不“粉”董卿似
乎都有点儿说不过去，很容易看上去没文化。

《朗读者》自开播以来可谓是引发了现象级
节目效应：豆瓣评分一度高达 9.2，设在各地的
朗读亭排起长队……在一片鼓掌叫好声之中，
自然也会有针对节目的负面评价，诸如“掉书
袋”“太煽情”，等等。

一千个人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十
个人心中也有模样完全不同的朗读者。多元化
本身并非坏事，争论本身也自有其意义。但近日
一篇题为《中国不缺《朗读者》，最缺“赛先生”！》
的文章，却着实让人有些看不懂了———非要将

“朗读者”和“赛先生”作为两个对立方来加以比
较评判。赛先生为何不能是朗读者，朗读者又为
何不能是赛先生呢？

振兴传统文化一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重
点，“坚定文化自信”也被反复强调和提起。无论
是《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还是最近的《朗
读者》，传统文化借助电视媒体这种大众易于接
受的形式引发大众的兴趣和关注，如果是要批
评其中的谬误或者形式漏洞，笔者认为并无不
妥。但如果要将文化类节目的火爆来作为靶子
批评科学精神的缺失，将文理对立起来，多少有
点儿小肚鸡肠之感。

文化类节目缘何如此火爆，其实并没有那
么复杂。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几年前真人秀横空出世的时候，演播室节目看
起来马上就要被时代淘汰了一般；闹腾了几年、

“反智”反够了之后，大家就又开始抱怨为什么
净给我们看这些没营养的节目。此时如果抛出
一个安静有内容的果子，众人纷抢并不奇怪。当
然等文化节目看多了以后，《加油！向未来》《最

强大脑》备受追捧也没什么奇怪。
就目前播出的几期《朗读者》来看，邀请嘉

宾涵盖明星、名人、素人，各自的领域也是各有不
同。就嘉宾比例来看，科学领域的嘉宾似乎偏少。
但如果考虑到电视节目的大众属性，也难理解。
就像《中国不缺〈朗读者〉，最缺“赛先生”！》的作
者在文章中“科普”的“非欧空间”“潘罗斯阶梯”
一样，每种内容都有最合适的载体，如果非要在
电视节目上来呈现生涩概念的话，估计没有哪
个平台敢在黄金时间段进行这样的冒险。甚至
文章作者自己也看到了主打“科学”牌的《最强大
脑》的短板。是的，电视的大众属性与理性精神的
独立气质天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点。

我们当然需要“赛先生”，但也离不开《朗
读者》。科学和文化二者着实没什么必要剥离
对立，如果非要站队的话，那么请努力扛起自
己的旗。

朗读者的火爆与赛先生的缺失
周末聊吧

■张晶晶

本报海南三亚3
月 23日讯（记者丁
佳）“三亚你好，我们
回来啦！”伴随着响
亮的汽笛声，第二次
赴马里亚纳海沟海
域执行科考任务的
中国科学院深渊科
考队历时 68 天后，
于 3 月 23 日上午搭
乘“探索一号”科考船
返回海南三亚。

中科院深渊科
考队于 1 月 15 日从
三亚出发，执行中科
院战略性 B 类先导
专项“海斗深渊前沿
科技问题研究与攻
关”及中科院重点部
署项目“马里亚纳海
沟万米深渊前沿科
学 问 题 探 索 与 研
究”、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深海关键技术与
装备”重点专项科技
任务，共航行 7929
海里。

在三亚港码头，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
礼迎接了凯旋的科
考队员。丁仲礼表
示，此次深渊科考任
务取得了很多世界
水平甚至世界领先
的成果，我国自主研
发的技术装备得到
了验证，取得了大量
宝贵的科研样品，展
现了独特的深渊科
考文化。

“深渊科考队员
是非常之人，做非常
之事，立了非常之功。
说明只要中国科学

家有信心，以重大科学目标为牵引，坚持自主创
新，就能后来者居上。”丁仲礼说，海斗深渊考察是
国家能力的一种体现，只有突破了，国家科技创新
能力才能一步步提升，不断朝着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前进。深渊考察的意义除了取得的科技成果外，
其取得的经验对国家科技创新事业意义重大，会
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带来深刻启示。

他说，我国深渊科考才刚刚迈出了一步，前面
的路还有很长，能做的事也还有很多。中科院要将
这件事作为一个重大事项来做，他也希望各部门
通力合作，继续支持中国的深渊科考工作，为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先导专项“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题研究与攻
关”首席科学家说：“去年 8 月‘探索一号’的首航，
是在万米深渊伸进了一只脚，这次我们不再是点
到为止，而是‘做实了一万米’，证明了中国有能力
在世界最深的海沟进行引领的科学研究，真正体

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根据“精打七千，实做一万”的思路，科考队在

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和雅浦海沟，针对地球
物理、地球化学、海洋地质、深渊生物、深渊生态及
深海装备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执行了 113 项试
验与科考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例如，科考队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海底
地震仪，在挑战者深渊完成了两条万米级人工地
震剖面测线，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获取万米级
海洋人工地震剖面数据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大
深度海底地震探测技术领域步入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水下滑翔机 3 次突破
水下滑翔机的世界下潜深度纪录（6003 米），最大
下潜深度达 6329 米，累计工作时间近 88 小时，累
计航行达到 135 公里，获得大量高分辨率深海科
学数据。

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斗号自主遥控水下潜水器
5 次下潜进入万米深度，并在 10886 米深处着底，
突破万米级长距离微细光纤传输及控制的技术瓶
颈，在我国首次实现万米海底的巡航遥控和实时
视频影像传输播放。

使用原位实验号、万泉号、天涯号深渊着陆器
对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深海装备进行了成功试
验和实际应用。其中包括我国首次获得成功的 7
千米级紫外激光拉曼光谱仪、具陶瓷耐压舱结构
的高清摄像机、全海深保压气密水体取样器、浮力
材、固态锂电池、高清摄像系统、水体微生物原位
抽提和固定装置。

使用自主研发的 4 型装备，20 次进入挑战者
深渊大于 10800 米的海底，最深达到 10911 米，累
计着底作业的时间长达 230 多小时，在世界最深
处附近获得了 1200 多升水样、120 升经过原位化
学实验培养水样、330 多个海底大生物样品、近 4
升海底沉积物样品，以及几十小时的视频资料。所
获得的近 2800 毫升保压气密水样是国际上首次
在万米深度获得的保压气密水样。这些样品和影
像资料将有助于科学界对万米海斗深渊的研究。

在雅浦海沟 7884 米深度获取一尾深海狮子
鱼样品，是国际上首次在雅浦海沟发现狮子鱼，也
是目前我国在深海获取鱼类样品的最大深度。采
用我国研发的深海摄像机在挑战者深渊 8152 米
深度记录了狮子鱼的活动，是目前国际上发现鱼
类生存的最大深度。

在去年“探索一号”深渊科考取得 7 千米级海
底沉积物长柱状样品基础上，科考队在 8638 米
和 9373 米深度分别获取了 3.61 和 2.16 米长的
海底沉积物柱状样品。这些样品对研究海斗深
渊的沉积环境和历史、微生物的活动和分布具
有重要价值，刷新了国际上深海长柱状地质取
样的深度纪录。

中科院深海所研究员、本航次首席科学家
包更生说，这些试验及科考作业不仅说明了万
米海斗深渊不再是中国科学家的禁区，也充分
表明了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在这一世界前沿科学
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科研工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做
出应有的贡献。

中科院深渊科考队本航次共有成员 60 人，分
别来自中科院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中科院深海所等 10 家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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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美国《科学》杂
志发表了关于“许昌人”的研究
成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
轰动。这次找到的“许昌人”是
中国古人类跟尼安德特人交
流并向现代人过渡的证据。“许
昌人”的出现，使得国际学者的
目光转向了中国。

号号

非洲起源说 多地起源说

一种新的古老型人类

中国人起源的纷与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