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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的始原》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来展开的。
全书共八部分，内容包括中华文明的始原、文明起源的环境、聚落演变与文明起源、黄河与长江、北
方考古、华南考古、夏商周考古、科技考古及其他。
《中华文明的始原》给供考古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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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文明，1932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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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早期智人的化石标本也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有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陕西的大
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安徽的巢县人和广东曲江的马坝人等。
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发现有40多处，其中出有比较完整头骨的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
、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黄龙人和贵州的穿洞人等。
在原河套人地点附近的萨拉乌苏层中就发现了23件人骨化石。
至于与晚期智人同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各个阶段的人骨化石中可以看出其发展有明显的承袭性与连续性。
例如蒙古人种特有的铲形门齿，从最早的元谋人，经过北京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到山顶洞人都是一
脉相承的。
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如面部较扁、鼻部较宽、鼻骨较直、上颌骨颧突与颧骨交接处有显著转折等，在
各个阶段的化石人中都可以见到。
这些特征的承袭与连续性，证明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以地区连续性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的基因
交流为辅。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他们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原先在
那里生活的早期智人。
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理论是相冲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也是与这种理论不相
符合的。
 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也就进化到了现代人，而现代人是有种族区别的。
世界上有三大人种：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
人种的区别主要根据肤色、发色、眼色、发型、脸型、头型和身高等，其中不少与环境的长期影响有
关，这与三大人种各有其主要分布区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这种分布区并不是在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才出现的。
早在直立人时期各大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后来全部或绝大部分
绝种了。
所以人种某些特征的萌芽可以在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化石上看到，蒙古人种尤其如此。
据研究，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之间的差别在童年时期比较小，到成年时期才比较显著；而蒙古人
种在童年时期就与其他两个人种有显著的差别。
这可能是因为蒙古人种的祖先同其他两个人种的祖先长期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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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的始原》最后一部分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是想强调在现代考古学中，科学技术的运用正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者应该了解这种情况，并且同科技界的学者合作共同发展科技考古。
二是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进行评估，说明当前既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同时又有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一定要紧紧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使中国考古学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及其精神所在，必将得到更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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