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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
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
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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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前史上两问题第一节 中国人种之由来一、人类学上之观察谈中国国际关系史，首先应探讨
者，即中国人种是否由外而来。
在中国发现之人类化石，迄今为止，自以北京人（或译震旦人；近李济之先生主张译为“支人属北京
种”，见所著《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载《大陆杂志》五卷七期）为最早，去今约五十万年
，故暂时可假定北京人为中国最早之人；现在应研究者，即北京人是否由外而来。
此本属于人类学之范围，兹仅将人类学上之观察，叙述于此。
（一）北京人是真人，因在发现北京人之房山县周口店第一采集地点，其灰层中有曾经燃烧之骨、角
、火灰遗烬及木炭，均经法国史前学权威步日耶教授（Breuil）鉴定，认为北京人已具有控制“火”的
能力；德日进（Teihard deChardin）称北京人为“火”的主人。
一般人类学家即以此列北京人为真人（Homo Sapiens）。
李济之先生以为“北京人用火的能力，可能有更早的传授”。
“这点证明人类智慧的发展，开始于比北京人更早的时代。
”（见所著《北京人的特质与生活》，载《大陆杂志》五卷十期）（二）北京人或为现代蒙古种人北
派之远祖。
北京人研究专家魏敦瑞教授（F.Weidenrich）曾看出北京人体质，与现代蒙古种人北方一派，有若干类
似部分。
但北京人是否即系现代蒙古种人之远祖，尚未为学界一致接受，因（1）体质特征并不全属于先天的
；（2）尚有若干并不仅限于蒙古种人的体质；（3）材料不足。
（三）北京人或原始于中国南方。
因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近数十年，已有若干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物发现，而以广西武
鸣及桂林之洞穴遗存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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