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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人类本身的来源一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课题,但是由于这一课题把人类本身做为研究对象, 因

此在研究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作者通过对 100 多年人类起源研究历史的回

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当前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争论的热点问题, 努力克服社会心

理因素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早日抵达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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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bing on Human o rigin and social psy-
chology of scientists during the past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thought that human is a special

creature in the wo rld and that black Africa can not become the place of hum an origin has inf lu-
ences on science study.Now , searching for how modern Man come from is a popular topic in the

sphere of learning, If we can overcome the social psy chological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re-
searching, we may reach the solut ion more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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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人类自身的来源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前沿课题,也是

人类认知史上一个不衰的话题。走过了神话时代的种种传

说和中世纪的神学解释, 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 对

人类来源的探索走向科学时代, 100 多年来对人类起源的研

究随着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演变 、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革

新而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由于本学科把人本身当作一个研究

对象, 社会心理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无疑会有一定的影响, 本

文尝试通过对人类起源研究历史中一些科学史实的回顾对

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人猿过渡阶段人类特征的确认

从文艺复兴以后, 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 自然科学

在许多领域逐渐战胜了神学,赢得了本学科的生存空间, 但

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界绝对不变”“这个陈腐的自然观, 虽

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被弄得百孔千疮, 但是它仍然统治了十

九世纪的整个上半叶” [ 1] 。其实在人类起源这个领域, 甚至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仍然

影响着这个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的人类化石是尼安德特人, 1829-

1830 年在英国发现了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 代表一个儿

童的头骨, 1848 年在直布罗托又发现一尼安德特头骨, 但真

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 1856 年在德国尼安德峡谷发现的头骨

和部分头后骨骼。开始, 发现者认为这是一具熊的骨骼, 后

来请教当地一位教师, 教师认为是人的骨骼。 1863 年, 现代

地质学之父莱伊尔出版了《地质学原理》, 在书中根据石化程

度和共生的动物化石,认为这具尼安德特人的年代可能相当

古老 ,但由于他不是一个进化论者, 没有认识到其在进化上

的意义。第一个认识到尼安德特人进化意义的是赫胥吏, 在

他的著作《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指出, 尼安德特人代表一

个形态原始的种,他已远离大猿, 是向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

缺环,这已和今天人类学家的认识十分接近了。1864 年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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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解剖学家William King 建议尼安德特人可能代表一个绝

灭的物种而且命名为 Homo nianderthalensis, 是显狈



种特殊的“灵性”,这样的假说可能更符合“人之常情” 。
但是,这样的理论, 虽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却不符合客

观事实, 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 在确定早期人类起源的

时间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波折。
1932年, 西蒙斯宣布一种称为腊玛古猿的小的似猿动

物是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 其根据是一块上颌骨的部分破

片,是 1932年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刘易斯在印度发现的, 在这

块标本上,臼齿有些象人的牙齿, 犬齿比猿较短而且钝, 经过

复原后的齿弓向后稍稍张开, 而不是现存猿类的“ U”字型。
后来, 一个英国科学家匹尔比姆据此进一步推论, 腊玛古猿

是一种能够直立行走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并进行

狩猎生活。它生活在 1 500-3 000 万年前的亚洲和非洲。
因此,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猿相分别的年代为距今 3 000 到

1 500万年前。
但是, 20 世纪 60 年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