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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起源》

前言

　　谈论古史，必然涉及三皇五帝。“三皇”之说始见于《庄子》，“五帝”之说始见于《孙子》。
自从三皇五帝提出之后，众说纷纭，三皇大约包括了天皇、地皇、人皇、泰皇、燧人氏、伏羲、女娲
、神农氏、炎帝、黄帝、祝融等，五帝大约包括了黄帝、颛顼、少昊、高辛氏、尧、舜等。三皇五帝
的多种说法，反映了先贤对于往古历史的一种态度。　　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不言三皇，只讲
五帝，并首次将中国史前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纳入黄帝谱系。这既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种认识，也可以
说是社会发展的-种需要。非常有意思的是，太史公的观点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未受到根本
性的动摇。　　这-状况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倒台而成为历史。20世纪30年
代初，从旧学中走出来的史学大家蒙文通首先提出，史前时期的中国境内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民族一一
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这一观点其实宣告了太史公古史体系的终结。　　几乎同时，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傅斯年提出，中国的三代史是东西对峙、夷夏交胜。　　10年之后，曾经留
学法国的史学大家徐旭生，进一步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徐
旭生舍弃了以地域来概括人群的做法，而直接将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敢言的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民
族推上了前台。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徐旭生的观点开始受到史学界的追捧。这无疑是受到了国内
考古学界新理论新观点的影响。20吐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把国内的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类型。这-理论从物质层面强化了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部落集团的认识。
　　但是，在地球日益变小、世界日益开放、科技日益发展、视野日益扩大的今天，过去的知识总是
不断地遭到质疑，并且面对新观点的挑战总是显得束手无策。苏三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
实上，大约10年前，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历史学教授也曾呼吁重写中华古史。　　在基因应
用于研究人类起源及进程之后，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成为
势所必然。　　最近20年，人类基因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使我们有可能破解一些过去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亲子关系等，通过DNA鉴定，就可以给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
。　　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进行DNA鉴定，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进行鉴定。通过对Y染色
体的分析，可以判断两个群体(父系)之间的亲缘关系。　　同样的道理，现代人群与历史时期以及史
前时期人群(父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对Y染色体的分析做出判断。目前，遗传学家已经排列出了人
类Y染色体的“家谱”。在这个谱系中，始祖为带有Y染色体M168标记的男性，大约出现在距今5.9万
年前。　　遗传学家发现，在Y染色体谱系中，有一些标记，如M9标记，在东西方人群中都存在，而
另一些标记，如M122标记、M134标记等，仅见于东亚人群。于是，他们把这些仅见于东亚人群的Y染
色体称为东亚人群特异的Y染色体。　　在东亚地区，Y染色体M9、Y染色体M122和Y染色体M134等遗
传基因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于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如文化遗存、语言、口
传的历史、习俗等，为后世保存了自己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把某个现
代人群与古代人群乃至史前人群连接起来。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现代人群的Y染色体标记，
那么，来自这个人群的古史传说人物的Y染色体标记也就可以揭示出来。　　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够
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道理。　　在国内农村的许多村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村庄只
有一个姓，或者以一姓为主。这意味着，这个村庄来自同一个祖先(男性)，这个祖先繁衍了这个村庄
的所有人；或者说，这个村庄的大姓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同时吸纳了少量的异姓(非血缘关系
的人)。这种血缘关系在遗传基因上的反映，就是带有相同的Y染色体标记；非血缘关系意味着可能带
有不同的Y染色体标记。　　如果我们把这个村庄无限地扩展，时间上追溯到往古，地域上覆盖到整
个东亚大陆，其结果应该是，东亚大陆主体人群(男性)应该带有相同的Y染色体标记。当然，由于史前
时期东亚大陆同时存在着不止一个能够这样无限扩展的村庄，因而，东亚大陆的主体人群带有多个Y
染色体标记。　　这种理论推演模型可以同时说明国内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对于东亚大陆史前文化和
人群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学家把史前时期的东亚大陆划分为六大区系类型，遗传学家则认为南方人
群和北方人群存在着遗传基因上的差异。如果用这个模型去解释，那么，考古学家所谓的六大区系类
型其实就是六个带有不同Y染色体标记人群的大村庄，遗传学家所谓的南北人群遗传基因差异，其实
应该理解为南北方同时存在着带有不同Y染色体标记的人群(村庄)。　　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遗传学
家，都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就是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人群存在着生活环境和遗传基因上的差异。这
些基于遗传基因差异及生活环境不同的史前人群，在接触、融合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种
冲突构成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的主要内容。　　因此，基于人类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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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视三皇五帝的时代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追溯三皇五帝的遗传
基因，并根据考古学、文化1人类学等学科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破解史前时期中国古史之谜。　　比
喻总是有缺陷的，但有时又是很生动的。在Y染色体谱系图上，M9、M122和M134可以用一个并不准
确但比较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曾祖父辈、父辈和子辈。从基因的视角来看待一万年来的中国历史(史前
时期)，就会发现，这祖孙三辈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构成了史前时期中国历史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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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言
基因始祖
三皇五帝
三次文化浪潮
大迁徙
炎黄子孙
基因解读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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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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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6年12月生于安徽贵池，1989年7月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职于铁道施工企业、地方科技报社、省
级政府机关和政府研究部门、省委研究部门，现为海南省委财经办调研处处长。曾在《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新东方》、《海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
海南岛历史民族与文化》(2003)、《椰岛寻踪——海南文化史话》(2004)、《文面黎女——海南岛黎族
妇女文面的文化考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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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将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
成果相结合，讨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基因类型，探讨新石器时期三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浪潮
——彩陶文化、玉文化、黑陶文化的主体人群及其发展过程，描述了新石器时期人群大迁徙的状况，
展示了中国境内史前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揭示了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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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化石谱系　　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19世纪开始，这种探索发展为地
下考古。人们相信，地下埋藏着能够说明人类历史的东西，至少能够揭示人类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
　　人类化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了我们面前。100多年来，经过各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已
经能够通过人类化石知道人类进化的历程。　　2002年，考古学家在中非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化石，定
名为乍得人，可以上溯到距今700万年前。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化石记录的开始。此后，埃塞俄比亚
先后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和千禧人，距今约600万～500万年。这是人类进化的第一个阶段。　　人类进
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古猿。发现于南非汤恩采石场的一个年仅3岁的小孩头骨化石，被认为是属于一种
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已经灭绝的猿，也被称为前人，即最初的人类。前人能够直立行走，生活在距今350
万～150万年之间。这个小孩被命名为南方古猿。　　人类进化的第三个阶段是能人。能人意思是有技
能的人，最初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化石标本来自于距今240万～140万年前的沉积。　　直
立猿人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生活在200万～20多万年前，遍及非、欧、亚三大洲。直立
人化石首先由一名荷兰的青年医生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距今73万～49万年之间。最早的直立
人化石发现于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距今180万年。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　
　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尼人创造了以细小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莫
斯特文化，已经开始为死者举行葬礼，用花卉为死者随葬，化石年代距今13万～3.4万年之间。　　在
解剖结构上与现代人完全相同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埃塞俄比亚，距今16万年，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现
代人类化石。他们被古人类学家称为晚期智人、现代智人或者干脆就叫做现代人。晚期智人与早期智
人形态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面部以及前部的牙齿缩小，眉脊减弱，颅骨的高度增加。　　这样，从
乍得人到地猿始祖种和千禧人、南方古猿(前人)、能人、直立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人类进化
的谱系树被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绘制了出来。由于地猿始祖种、南方古猿(前人)、能人的化石仅发现
于非洲，因此，各国科学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最初的人类出现于非洲。　　这就是迄今为止考古
学文化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类由来的知识的主要内容。　　基因始祖　　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人类
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当。一些科学家则相信，全世界60亿人口都有可能拥有同-位祖先。　　这个
想法在40年前由于遗传基因研究的介入而越来越接近于真实。　　1962年，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
的两位生物化学家萨里奇(VincentSarich)和威尔逊(AllanWilson)尝试用不同结构的生物分子研究人类进
化等问题，揭开了遗传学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等问题的序幕。　　遗传学家通过分析遗传基因的序列
，从而对从古至今的人类进行分类，并由此追溯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这种全新的生物化学方法在人类
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标志着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是研究人类遗传
规律的理想物质。线粒体DNA具有母系遗传特征，而Y染色体遵循严格的父系遗传路线。这样，循着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两条线索，就可以找到人类最早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1987年，美国夏威夷
大学的瑞贝尔·卡恩(RebeccaCann)通过研究世界各地147名现代人胎盘线粒体13NA序列，提出了著名
的“线粒体夏娃”(MitodrandrialEve)理论，认为现代人的共同母亲是一位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
。近年来更多的关于线粒体DNA研究证实，溯祖过程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布
赖恩·西基斯进一步指出，夏娃的后代中有36个不同的“宗族母亲”繁衍了全世界的人口。　　2000
年，遗传学家彼得·昂德希尔和化学家彼得·欧芬纳等人在《自然遗传学》上发表论文，认为现代男
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大约生活在5.9万年前的非洲。非洲南部闪族人(布希曼人)的Y染色体几乎可
以直接追溯到亚当，与我们最早的祖先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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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因始祖、三皇五帝、三次文化浪潮、大迁徙、炎黄子孙、基因解读的传说，《中国人的起源》
通过结合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
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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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朋友推荐的书 对于正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我们有点帮助~
2、作者的论点角度很新颖，虽然某些想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很有启发性，值得探讨
3、基因这个就牛逼了，不过我怀疑作者。他好像不是专职的学者却有一颗学术的心啊
4、jb玩意
5、选题很好，但谈的一般，像知乎回答的加长版
6、推論基礎不太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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