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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镇人：山顶洞人的“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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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聚英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在台湾省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块灰红色的古人类头顶骨化石。据测

定，其年代距今大约两三万年，属晚期智人，后被命名为“左镇人”。科学家发现，左镇人和北

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是同一时代的古人类，体质形态上极为相似。 

 
      此前，１９６８年考古工作者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现了—处距今约１．５万年前的旧石

器遗址，被科学家命名为“长滨文化”。从出土的６０００多件旧石器和１００多件骨角器看，

这些原始的生产工具其形状与制作技术，和周口店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有特别相似之处。“长滨

人”使用的带有小针眼的骨针，也和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非常相似。这也说明“长滨人”是山顶

洞人与左镇人一脉相传的后代。 

 
      与此同时，近年来，考古学家不仅在台湾各地先后发现了大批更新世晚期生活在大陆的古生

物化石，而且台湾渔民和大陆渔民还在澎湖、福建东山等海域打捞出相当数量的大型哺乳类古动

物骨骼化石。经专家鉴定，它们分别是大型动物德氏水牛、犀牛、古菱齿象和古鹿的化石。还发

现这些化石标本均呈现出中国北方动物群的特点，并认为这些大型古动物的发源地就在北京的周

口店地区。这—发现又使人们惊奇  
 
      那么，山顶洞人和大型动物群为什么要从周口店千里迢迢迁移到台湾岛上居住？又是怎样长

途跋涉，再渡海峡的呢？ 

 
      科学家们经过考古研究揭开了这个谜底。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的大陆架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与大陆有密切的地缘关系。据古生物学和

地质学研究，在３００万年至ｌ万年前的更新世，地球上曾发生过５次以上的冰河期。在冰河时

期，气侯非常寒冷，大量冰雪堆积在陆地上，海水下降，东南大陆架浮出水面，使台湾岛与大陆

之间的陆地相连，形成—个辽阔的滨海平原，台湾海峡变成为“陆桥”。 

  
      这时，由于更新世冰河期使北方气候变得极为寒冷，一些原来生活在华北周口店地区的大型



哺乳动物，因无法适应这种巨大变化，被迫向气候温暖的南方迁移。它们到达华南地区，又正逢

冰河期形成的台湾“陆桥”，便籍此到达台湾生息。而生活在周口店地区的山顶洞人，是以捕猎

和采集为生的，他们就追随这些南迁的大型动物群的足迹，从寒冷的北方周口店来至气候温暖的

华南地区，之后，又为了追捕野兽，便跟随动物群，越过“陆桥”来到台湾，成为台湾岛上最早

的居民。 

 
      更新世转为全新世后，冰川期结束，气候变暖，冰雪融化，流进海里，海水上升，台湾海峡

随之形成，台湾也成为和现在形状大致相似的岛屿。 

 
      据此，学者们认为，台湾古人类“左镇人”是山顶洞人从周口店迁居台湾的最早的大陆移

民。左镇人的到来惊醒了沉睡亿万年的台湾岛，也以第—缕文明的曙光照亮了海岛的亘古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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