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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对比的方法、图文并茂的形式，详尽介绍了自远古到当代中国与西方各个历史时期陆路、水路
及航空等方面交通文明的主要成就，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发展特点和表现特征，并结合中西方交通文明
所形成的不同社会背景及对社会文明的不同影响。
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品评，揭示出深藏其后的文化内涵。
本书以史为主，史论结合，文字畅达，剖析深刻，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趣味性，可读性强，适合广
大历史文化爱好者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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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格来说，远古时代，人类产生后，交通的历史也就开始了。
因为交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没有交通，人类寸步难行，所以交通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
悠久。
人类交通史的开端，应该是原始道路的开辟及最原始的运输工具的使用。
东汉人刘熙著《释名》说：“道者，蹈也；路者，露也。
”意思是，道路就是经过人们长期行走而践踏出的没有长草的裸露地面。
显然，最初的道路就是这种经踩踏而形成的人行小路。
至于最早的运输工具，应该是木棒或在木棒的一端挂缚重物，由一人背负；或在木棒的中部放置重物
，由两人或多人抬行。
这种活动就是交通运输史的开端。
至于使用牲畜驮运的运输方式应该出现在距今1万年以内，因为将马、牛等牲畜驯服并使之为人类服
务是在生产力得到提高的新石器时代，在此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猎获的动物还不够自己食用，
连饲养都谈不上，更别说驯化了。
一、“南京人”——几十万年前两方人来到中国的“证据”这个题目看似不可思议——几十万年前，
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甚至人类还不会骑乘牛马，中国人与西方人怎么可能有相隔万里的交通往来
？
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却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一结论：几十万年前，确实有原始人从后来被称为“欧
洲”的地区来到中国。
1993年3月，中国考古人员在江苏省南京市汤山镇葫芦洞内发现了一大一小两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大
块的化石被命名为1号，小块的化石被命名为2号。
经研究，1号头骨化石属于一位年龄在21岁至35岁之间的女子，2号头骨属于一个壮年男子。
这一男一女被命名为“南京人”。
“南京人”的发现，在古人类遗迹早巳遍地开花的中国本无特殊之处，但当女子的头像被复原出来之
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女子竞呈现出鼻梁高耸、脸面狭窄、侧面较宽等欧洲人脸型的特点
。
属于壮年男子的2号头骨，也同样具有与欧洲人相似的特征。
经测定，“南京人”生活在距今60万—40万年的时期。
于是，几十万年前中西交通即已发生的结论就这样得出了。
当然，由于受交通条件所限，几十万年以前的欧洲人就其单个个体生命来说是不可能直接来到中国的
，这应该是无数个体甚至群体的“接力”行为，即远古欧洲人群在东行途中与沿途土著民通婚生出的
“混血儿”。
这些“混血儿”再继续东行并与所经土著民再生产出“混血儿”的“混血儿”，如此接替。
这样，当欧洲人的混血后裔到达中国并与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民通婚时，就生出了具有欧洲人基因特征
的“南京人”。
不过，由于欧洲人基因在沿途通婚的过程中不断衰减，到中国时已不占优势，所以“南京人”只是在
某些特征上显现出欧洲人的样子，总体上还是东亚人。
“南京人”的发现说明，尽管几十万年前欧洲人没有直接来到中国——准确来说，是他们的基因传到
了中国，但“中西交通”是实实在在地开始了，这一往来的时间或许在距今60万年前。
二、“北京人”——“开辟”中国远古交通的“第一人”虽然交通在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就产生了——
为了生活的需要，先民们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往来走动，踩踏出了便于行走的人行小道；在迁徙过程中
开辟出了从甲地到乙地的交通线路等。
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些道路的遗迹早巳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大古人类”中，“元谋人”和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距今115万年至65万年
的“蓝田人”的资料不多，与交通有关的信息几乎为零。
西方的海德堡人也同样如此，没有发现任何原始交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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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距今约70万年的“北京人”，由于资料最为丰富，因此给后人提供了不
少交通情况的信息。
“北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远古时代“开辟”交通历史的“第一人”。
根据考古研究证明，“北京人”已经摸索出了通往今河北省、辽宁省的数百公里长的交通路线。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阳高县与河北省阳原县交界的许家窑发现了大约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
”。
经研究表明，“许家窑人”不仅在体质上具有与“北京人”相似的性质——尤其是牙齿的模式惊人地
相似，而且其石器制造风格也与“北京人”同属一个系统，同时他们还显现出一些比“北京人”进步
的特征。
所以，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基本确定，“许家窑人”是“北京人”后裔的一支。
据估算，许家窑与周口店的直线距离有2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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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衣食住行话文明交通》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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