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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0 年 5 月吴新智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
Milford H. Wolpoff 等合影（右二为吴新智，左四为 Milford
H. Wolpoff）。

②1946 年吴新智报考同济大学时入学证件照。
③2014 年 5 月 24 日吴新智在赵凌霞等陪同下赴陕

西西安半坡博物馆参观并查看出土文物。
④2000 年 12 月吴新智于南京博物馆研究南京猿

人化石。
⑤2014 年 7 月 11 日吴新智于大连医科大学向部分

师生作学术报告。

吴新智：
以澄净的心灵与远古对话

姻席焕久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106

我父母慈爱，文化程度不高，安于温饱的家境，造就我性格温和、遇事不高求的心态。但我薄
有天赋，不甘心随遇而安，虚度此生，牢记勤能补拙的格言，兢兢业业投入工作，走上一条碌碌终
身、随遇而进、自得其乐的道路。而妻贤女孝、家庭和睦是我能平稳生活的有力后盾。

敏而好学承家风

1928 年 6 月 2 日，吴新智先生出生在安徽
省合肥县城内西大街（现安庆路）河平桥与江家
巷之间，相距数百米范围内曾出现多位历史名
人：近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国民
党爱国将领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抗日英雄王
亚樵、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1932 年，粗通文字的妈妈开始用字干（大约
一寸见方的纸片，背面有与正面文字对应的图
画）教吴新智识字。1933 年，吴新智跟着亲戚共
同聘请的家庭教师李斯民学习国文。1934 年秋，
吴新智进入安徽合肥私立河平桥小学二年级。四
伯吴鼎和经营合肥唯一的西药房———协和药房，
其家过厅书柜中有《儿童文库》《东方杂志》等书
籍，吴新智经常去阅读，“地中海”一词就是从《东
方杂志》上看到的，当时困惑“海”怎么会在地中。
四伯的儿子吴新奇等弟兄在敞厅或堂屋里玩得
热火朝天的时候，吴新智往往找个阴凉地方学习
课外读物，阅览司马光砸缸、木兰从军、王祥卧冰
等典故。七叔吴鼎灏经营合肥唯一卖教科书的书
店———大智书局，吴新智经常跟随父亲吴鼎祥

（字瑞庭）去店堂看书。1937 年，因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吴新智举家搬至合肥城南 90 里的三河镇
汪家湾村。1938 年春末至夏初，吴新智兄妹 3 人
随父母亲经六安、信阳、武昌，至四川乐山。逃难
到四川乐山后，他是县立群众教育馆图书室的常
客，还不时在书店中蹭书看。“忠孝传家久，诗书
继世长”“吴崇让堂”“敬惜字纸”等家庭传统，培
养出吴新智对文化发自内心的亲近感，从而养成
爱好读书的习惯。

自入学以来，吴新智的成绩除高中一年级上
学期排名第二外，一直是班级第一名。他进入国
立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后，读书氛围非常浓厚，给
人一种别致清新的感觉，但要求也更加严格，学
习愈加勤奋。

1953 年，吴新智利用大连医学院晚上为教
师开设中国共产党党史、联共（布）党史（苏联共
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机
会，受到了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训练。1952
年，他寒假参加医学院组织的一个月封闭学习俄
文的“突击班”，掌握了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专业文

献的能力。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吴新智跟同事和自己

的研究生学习计算机，很快就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写文章和做 PPT。即便吴新智人至晚年，功成名
就后仍不辍勤奋学习和研究。

死里逃生家国恨

1939 年 8 月 19 日中午，吴新智和妹妹吴新
清、弟弟吴新国在家帮助妈妈打扫卫生。突然响
起了空袭警报，但大家都习以为常，认为乐山不
过是个不重要的小县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会
轰炸乐山，重庆等大城市才是日本侵略军轰炸的
重点。平日中午父亲都无暇回家，但那天父亲幸
好回家，一入家门就大喊“赶紧躲到外面去”。听
到父亲的喊声，一家人迅速从房子里跑出来，刚
跑出屋子躲在一堵大墙下，就看到日本飞机投下
的炸弹在强烈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瞬间尘土飞
扬，伸手不见五指（房屋为砖木结构，年深日久积
蓄的大量尘土被巨震突然扬起）。大家惊呆了，不
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妹妹喊了声“妈！”大家才回过
神来，天昏地暗中父亲挨次呼喊亲人的名字，等
很长时间才能看清人影。幸运的是五口人都没有
受到损伤，但居住的木房已经全部坍塌，生活用
品都被压在房梁下。巷口也被大火封住，大家纷
纷涌向巷子尽头的小学操场。父母将从废墟中捡
出的小皮箱交给三个孩子看管，又返回废墟抢救
衣物。巷子尽头的土墙被人推倒后人们蜂拥而
出，吴新智和弟弟、妹妹抬着小皮箱被裹挟着逃
了出去，到了一个小山坡等待，傍晚时分才与父
母相聚。日后知晓，日本侵略军飞机除了投下炸
弹外，还投下很多燃烧弹，因此炸后硝烟弥漫，大
半城区都被烧光了，街上到处是烧焦变黑的残缺
尸体，不堪回首。家仇国恨更坚定了吴新智努力
拼搏学习科学知识报国的决心。

不改初衷向杏林

吴新智上中学的费用依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的奖学金，如果接着能上大学就可以享受国家的

“贷金”资助。当时大学的录取率非常低，他考虑如
果高中毕业后不能马上考进大学，便不得不靠父

母吃饭。为避免增加家里生活负担，他决定提前考
大学。同学柳绍铭在其带动下也在读高二的同时
自学高三年级的课程。高中二年级结束，二人就近
报考因抗战西迁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吴新智原
来理想是报考医学院学习医学，成为自由职业者，
方便为体弱多病的母亲看病，但西迁的国立武汉
大学没有医学院。而距离乐山较近的医学院校，仅
有成都的华西大学医学院和重庆的中央大学医学
院（他当时不知道上海医学院也已迁到重庆），距
离乐山都很远，来往参加考试需要一笔不菲的费
用支出，吴新智不希望家里为此没有把握的事多
承担费用。所以，受父亲“远离黑暗的政治，作自由
职业者，保证自己生存，帮助穷苦人家”的教导，最
终报考了国立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二人担心被校
长阻挠，不敢用各自原来的名字报考，吴新智用夭
折的弟弟———吴新基的名字报考，柳绍铭以柳焯
的名字报考了物理系。考试成绩出来后吴新智考
了第一名，大家奔走传告，赞不绝口。

吴新智为了实现作医生的理想和保持享受
借贷金的资格，一边读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主
要是在家自修；一边仍旧在附属中学读高中三年
级，以便 1946 年能有高中毕业文凭报考医学院。
1946 年暑假，吴新智读完高中三年级顺利获得
毕业证书，也获得大学一年级的学分和“复原护
照”（帮助学生在从四川回到武汉路途中通行无
阻的证件）。正好此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缩在
大后方的网点，父亲吴瑞庭被调往上海，全家便
离开乐山，途经重庆、贵州、湖南，再从武汉乘船
去上海，此时正值各大学招考的时期，在路上也
可以报考：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大学医
学院。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银行租用的卡车烧木
炭，电路、油路经常出问题，需要检查维修部件，
吴新智错过了所有报考的机会。深秋到达上海
时，大部分学校考试已经结束，仅余沈阳医学院、
同济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尚可报考，吴
新智立即参加招生考试，因成绩较好同时被三所
学校录取，最终决定入读名气最大并且离家较近
的同济大学医学院。

当时，同济大学要求没有学过德文的新生都
到新生院学习德文。新生院在上海江湾，学生宿
舍是抗战前上海市图书馆的书库，每天走到“飞
机楼”（抗战前捐献飞机运动中兴建的飞机形的
小楼，现在是第二军医大学校史馆）上课学习。
1947 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
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上海发
生“5·20”大罢课。这时吴新智刚刚学习德文不足
4 个月，他和一些同学担心在暑假后适应不了用
德语教学的本科学习，便在 1947 年暑期报考用
英语教学的国立上海医学院。2000 名报考者中，
国立上海医学院录取 30 人，同济大学新生院学
生仅两人被录取：吴新智和贾士铨。

上海医学院完全用英语授课，参考书也都是
英文的，要求十分严格，每个星期都有小测验，大
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根本没时间玩耍。因吴新智
原来在乐山读书，英语水平比上海和江浙学生略
差，刻苦努力学习才能顺利跟上老师授课。国立上
海医学院经常举行临床病理讨论会，主管医生首
先介绍处理患者的过程；其次由参加讨论会的人
员各抒己见对病例的诊断和治疗过程进行讨论甚

至争论；最后由病理学老师将解剖结果详细介绍
给大家。通过多次预判断、分析、研讨过程，吴新智
不仅增长了医学知识，还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对
其以后的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不完整的古人类化
石信息的提取和判断大有裨益。吴新智回忆自身
学习过程，认为中学时打桥牌和后来的临床病例
讨论过程都训练了其逻辑思维能力。

机缘巧合领路人

1949 年，我国医学院校不多，人民生活贫
困，医疗卫生条件十分差，需要迅速改变状况，首
当其冲的是增大医学师资力量。中央卫生部在
1951 年第一次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培养基础医
学教师后，1952 年又举办了第二届高级师资进
修班。吴新智放弃长久梦想的医生职业，在解放
初期高昂的政治热情感染下以及常年养成的顺
势而为的性格影响下，快速调整心态，选报了当
时社会主义发展最快的东北作为自己的进修地，
大连医学院成为首选。在生理、病理、药理及解剖
等进修专业中，吴新智考虑到解剖学可以多教授
些课程，并且考虑到大学教师晋升职称需要发表
论文，自己可以进行体质调查，解剖学专业有素
材方便完成论文。加之在乐山被野狗咬伤过，害
怕做动物实验，他便选择进修解剖学专业。

到大连医学院报到后，吴新智遇见 1951 年
高级师资进修班的师兄林景明，他正等待分配。
吴新智将自己选报解剖学的事情告诉林景明，经
过林景明介绍，吴新智才知道解剖学教研组主任
是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此前吴新智没有听过人
类学专业，也不清楚研究什么内容。吴新智在大
连医学院进修时表现非常好，吴汝康教授希望吴
新智任其助手，研究人类学。1953 年，吴汝康教
授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兼职。1955
年年末，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吴新智在工作之
余也有时间开展科研工作了，吴汝康教授鼓励其
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56 年 11 月，吴新智
在沈阳参加考试，1957 年 3 月，他收到中国科学
院录取通知书，5 月份入学中国科学院。

吴新智并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成了吴汝康
最得意的门生和他事业中最好的助手。吴新智非
常尊重吴汝康，吴汝康病休后直至过世，吴新智
都定期到吴汝康家看看。吴汝康去世后，吴新智
一如既往地关心吴汝康的夫人，吴汝康夫人非常
信任吴新智，有事情就找吴新智商量。

心无旁骛结硕果

1965 年，吴新智与一些研究地质学和第四
纪哺乳动物学的同事在陕西蓝田发掘，回京不久
后那些同事被派往河南参加“四清”运动，吴新智
没有让工作搁浅，进一步学习第四纪地质学和哺
乳动物学，并撰写出发掘报告，更全面地掌握与

古人类学有重要关联的知识。
1976 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举办的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
过程中的作用》写作 100 周年纪念讨论会上，吴新
智与张银运发表了《中国古人类研究报告》，提出
我国古人类在一些形态特征上存在明显的相似
性，他们之间的体质发展有着肯定的连续性。通过
长期积累发现，中国古人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的
形态特征：颜面低矮扁平、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比
较朝向前方，额骨与其下方的鼻骨、上颌骨之间的
骨缝成大致水平一弧线，鼻梁扁塌，眼眶呈长方
形，上颌骨颧突下方弯曲，脑颅有矢状脊。上门齿
呈铲形，在直立人与智人阶段这些共同特征的存
在说明古人类进化是连续的，也不排除与邻接地
区进行遗传物质交流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只占
次要地位，1978 年正式发表论文。1979 年美国学
者 M.H.Wolpoff 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访问，吴新智向他介绍了中国古人类连
续进化的证据。

1981 年，澳大利亚学者 A.Thorne 和美国学
者 M.H Wolpoff 发表了关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
古人类地区连续性进化的论文。他们建议与吴
新智共同研究现代人起源问题。1983 年，吴新智
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与他们进行
合作研究。在这期间国内重新启动职称评审工
作，吴汝康写信给吴新智，希望其回国参加职称
评审争取提升正研究员。吴新智放弃职称评审
机会，坚持留在美国继续研究，联合完成了论文
提出“多地区进化”学说文稿，1984 年正式发表
现代智人多地区起源学说。

1988 年，吴新智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古人类
化石，发现马坝人头骨上的眼眶呈圆形，与中国多
数古人类的长方形眼眶不同，却与欧洲尼安德特
人相同。湖北郧县 2 号头骨的鼻梁高耸，也与中国
其他地点的头骨不同。柳江、资阳和丽江的头骨后
都有一块发髻状的构造，这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
很特别，而在尼安德特人却司空见惯。吴新智认
为，对于这些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化石的形态特
征，就基因来源的最合理解释是来自西方。1989
年，在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块头盖骨发现 60 周年
学术研讨会上，吴新智根据中国古人类化石的年
代顺序、共同形态特征、形态的异样性、镶嵌性与
其他地区的基因交流和文化证据等，论证了中国
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有
基因交流。1998 年，他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学说。

诚如吴新智所感：“我父母慈爱，文化程度不
高，安于温饱的家境，铸就我性格温和、遇事不
高求的心态。但我薄有天赋，不甘心随遇而安，
虚度此生，牢记勤能补拙的格言，兢兢业业投入
工作，走上一条碌碌终身、随遇而进、自得其乐
的道路。而妻贤女孝、家庭和睦是我能平稳生
活的有力后盾。” （作者系辽宁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隗

2015 年 10 月 15 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吴秀杰
等的研究论文，文中提及他们在湖南省道县发现
47 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该发
现表明 12 万年前～8 万年前，现代人在上述地区
已经出现，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
的人类，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又增加了有力的证
据。而现代人多地区起源的重要提出者之一就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

吴新智对事业的追求无以复加，其成就的取
得建立在对业务的不断执着追求基础上。勤学不
止是吴新智执着的外在表现，学习已经成为他人
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是
吴新智先生的爱好、兴趣、追求和梦想。

幼年敏而好学。“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
长”，崇诗尚文的家教为吴新智提供了学习的
家庭环境条件。少年无知，但对知识的渴望、作
为家庭长子的责任心，转化为吴新智对学习的
内在需求。懵懂少年，其他儿童在嬉笑追逐中
翻滚玩耍时，吴新智就能够静其心敛其神地独
坐一隅阅读课外读物。彼时，读书并不能对吴

新智才能产生直接具体的外在效果，但他对知
识的热爱和学习的爱好，是最大的收获。抗战
时期被外侮激起的爱国心和 1949 年后的兴奋
心情，为吴新智一生集腋成裘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动力。

中年勤学追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新智
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他充分利用田间劳动期间向
同事张弥曼学习英文字母 a、i、e 的发音及区别，
并尊称张弥曼为三音师，后来二人都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并在共同乘车上班的路上还经常探
讨问题。即便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吴新智也
从未休息过周末节假日，每周周末将最小的孩子
从全托的保姆家接回来，上午到菜市场购买蔬菜
等家庭用品，中午吃完饭就投入到学习中。20 世
纪 80 年代，北京台播放法语节目，吴新智就将收
音机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利用上班骑车路上一
小时的时间学法语。此后，他到法国学习考察时
就派上了用场。

老年乐学不辍。1983 年，在美国看到同行使
用计算机方便了工作，吴新智立即学习计算机的
各种使用方法，很快就能娴熟运用计算机，有效
提高工作效率。1998 年起，国内媒体开始关注通

过分子生物学提出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说，对吴新
智所坚信的假说频频提出挑战。古稀之年的吴新
智又开始涉猎和学习分子生物学，后来发现分子
生物学在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所得结论的
诸多不确定性甚至缺陷，从而更坚定了对中国现
代人完全起源自非洲之说的质疑。

诚如吴新智自己所言：我的人生接近尾声，
学习和工作已经脱离为了谋生和追求事业的
阶段，而是将其作为乐趣，偶有所悟便觉一乐
有利健康。以学为乐、笔耕不辍是先生的写照。
耄耋之龄的吴新智仍力求完善对中国人类进
化的认知，进一步提出中国人类进化呈网状，
北京猿人不是中国人的主要祖先等，坚持从中
关村到玉泉路给研究生上课，并计划撰写出版
新的教材。

吴新智总是谦虚地说：还没有集腋成裘，最
多就是个小棉袄。吴新智的一生是坚持理想的一
生，是不懈学习的一生。总结吴新智成功的原因，
固然有聪明颖慧的头脑，有一定家庭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他执着、勤奋的不懈努力和屡次有
惊无险的经历所养成的平和心态。

（作者系辽宁医学院副教授）

漫漫征程探索路
姻牛志民

吴新智（1928 年 6 月 2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20 世纪 40～50 年代先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法

律系、国立同济大学新生院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7 年考取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吴汝康教授学习人类古生物学（研

究人类起源和进化）。1984 年与美国 M.H. Wolpoff、澳大利亚 AG Thorne 共同提出现代人起

源“多地区进化”假说，成为当今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两大学说之一。主张现代人分别起源于中

国、非洲等四个地区，在各自区域内连续进化，相互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发展成一个多

型种———智人。1998 年又提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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