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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卷首语

水上、冰上与陆上：人类历史进程的 
“终身流动性”

曲 枫

2021 年 8 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只北极长

毛猛犸象的终生流动性》的论文。该论文是我的母校阿拉斯加大学古

生物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本·波特为作者之一）。该研究通过对一根发现于阿拉斯加的猛犸象

牙中氧和锶同位素的分析建立了空间模型，复原了这只大型动物一生

的流动路线。研究结果令人震惊：这只雄性大象在其 28 年的生命时

间里，几乎走遍了整个阿拉斯加，行程长达几万公里（Wooller et al. 

2021）。

人类历史进程也同这只长毛大象一样，充满流动性。纵观历史，

人类足迹早已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包括陆地与海洋。如范可教授所

言，人类的历程就是一部旅行史，流动性贯穿在人类文明形成的始终。

如果我们将“流动”视为全球化的主体，那么我们完全也可以这么理

解，全球化并非仅仅是现代性的后果，实际上早已始于人类“走出非

洲”之际。史前的“全球化”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过程（范可 2015：2—11）。人类为什么要走出非洲？走出非洲之

后人类为什么又发起一次次远离家园的远行和迁徙，从无休止？究竟

是生态的、环境的因素使然，还是起因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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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因素？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古

地理学家、古气候学家、古生物学家等多个领域的学者。

约翰·霍菲克尔的《北极史前史》揭示了人类逐渐向高纬度地区

迁徙并最终进入北极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于

803—180 万年前（更新世早期）走出非洲，开始占据中纬度地区。13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已经进入西伯利亚的南部。他们在身体的生理结

构上和行为上都形成了对寒冷天气的适应机制，为人类进入北极做好

了热身准备。更新世晚期的现代人（homo sapiens）于 2 万—4.5 万年

前再次走出非洲，迅速扩散，比以往走得更远、更北。远至北纬 60 度

的西伯利亚已经出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考古学资料已然证明，最迟

于 2 万年前，人类已开始在西伯利亚定居。随着气温上升、气候变暖、

冰川消退，在 1 万 5 千年前，人类从西伯利亚进入白令海峡西部的美

洲大陆定居。在 1 万年前，北欧北极圈内如挪威北部等地也有了人类

的居住址（霍菲克尔 2020）。

从最新的考古数据来看，人类从亚洲通过“白令陆桥”（Bering 

bridge）迁徙至美洲大陆发生于距今 13000 至 14000 年。这很可能是

人类走出非洲后最大规模的迁徙，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人口流动。自

此，浩瀚的美洲大陆开始了属于人类的历史。当时，海峡上的陆桥其

实已经由于海平面上升而不复存在。人类在冬天可以从冰面上步行穿

越海峡，在夏天则不得不依赖船只，但这并没有挡住人类探求新大陆

的脚步（Arutiunov and Fitzhugh 1988: 118）。

近些年的语言人类学成果表明，西伯利亚中部的叶尼塞语

（Yeniseian）与北美西北部的纳—德内语（Na-Dene）可能存在着共同

的来源。这说明发生在 14000 年前的大迁徙仍然在今天的北方原住民

文化中留有深刻的痕迹。波特教授在本辑的开卷论文中进行了一个大

胆的跨学科研究尝试。他使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

主要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石器及其他材质的器物进行分析，总结出文化

连续性 / 不连续性两种模式，进而与语言学假说进行对照，从而对叶

尼塞和纳—德内的祖先的分离假说予以评估。尽管这一研究由于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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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以及前期研究成果的不足而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但至少可以证

明，物质文化与语言的联系的确与多种同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相关。

在白令陆桥迁徙后上万年的北极历史中，人类的迁徙活动依旧没

有停止。不断有新的人群进入北极圈中生活，也有人群从北极地区南

下，寻找新的生存适应方式。也有北极地区内部的横向迁徙，如白令

海峡古爱斯基摩人于 5000 多年前向加拿大北极地区和格陵兰岛的东迁

以及公元 1200 年的图勒文化大迁徙。

从白令海峡向加拿大北极及格陵兰的迁徙是沿着北冰洋海岸进行

的。人类首次开通了西部北极与东部北极之间的交通路线。迁徙的主

体是在考古学上被称为登比文化的人群。虽然有单人船只被发现，但

是否可以用于长途迁徙则是一个疑问。另外，没有证据表明登比人可

以使用多人船只和雪橇。因而，有关学者判断，这一跨越半球的长途

迁徙很有可能是依靠步行完成的，甚至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4000

年后，大约公元 1200 年，今天的因纽特人的直系祖先史前图勒人重复

了这一迁徙路线，他们也是从白令海峡两岸的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迁

至加拿大和格陵兰。与登比人不同的是，图勒人这次极可能使用了船

只（夏天）和狗拉雪橇（冬天），并且迁徙是在短期内完成的。丹麦国

家博物馆考古学家比耶恩·格诺教授的论文为我们论述了格陵兰岛上

最早的人类文化：北部的独立Ⅰ期文化与南部的萨卡克文化。从萨卡

克文化遗骸中提取的 DNA 表明，萨卡克人的基因组与现代西伯利亚

的科里亚克人和楚克奇人十分接近，明确无误地证明了北美早期人群

的亚洲渊源。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二元结构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传说在

西方考古学中传播开来。加拿大考古界也深信史前阿拉斯加因纽特文

化中深藏着一种由海洋狩猎与陆地狩猎对立组合而成的二元结构。当

图勒人从阿拉斯加迁至加拿大，他们的二元结构也在新的土地上生根。

本辑的第三篇论文是笔者于 2017 年发表于国际期刊上的一篇英文论文

的汉语译文。该论文沿着图勒人的迁徙路线从东向西回溯，不仅回到

阿拉斯加，还回溯到前图勒文化中。对二元结构论的重新评估使笔者

卷首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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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一考古学传说更可能是考古学家的杜撰，而与史前文化的内

部法则关系不大。

越是时代久远的文化，我们越是难以推测出人口流动发生的原因。

许永杰教授发现，在距今 5000 年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持续时

间较长的文化大迁徙。这一向文化迁入地进行文化输入的现象分两种

情况，一是向有原住民的区域迁入，输入文化与原地域文化发生融合。

另一种是向无原住民区域迁入，文化面貌在新的环境中并未产生较大

的改变（许永杰 2010）。虽然北极地区远比中国人口稀少，但发生迁

徙动因的复杂性却并未减少。5000 年前的登比人东迁属于许永杰所言

的第一种情况，是向有居民地区的迁徙。究竟是基于生态的、生计上

的原因还是社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至今学术上难有定论。 图勒大迁

徙虽然属于第二种情况，但由于原住民势力在图勒人进入之前出现了

原因不明的消退，图勒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并无实质性的改变。然而，

迁徙的动因在北极考古学中同样成谜。从目前的考古测年来看，这次

迁徙发生在公元 13 世纪。如果把这个结果放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中，我

们可以发现，在同样的时间段中，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最大的事件是

蒙古人的崛起。二者之间是否有着一定的关联是耐人寻味的。

历史上人口流动的原因肯定是复杂多样的，其中不乏迁徙者对新

生活的梦想，当然也存在着范可提到的伴随痛苦经历的“离散式”迁

徙（范可 2015：4）。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瑞典国家政府对生活在瑞

典北部的以驯鹿放牧为生的萨米人进行了强制搬迁，导致萨米人的内

部冲突至今未能解决。无独有偶，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加拿大国家

政府将魁北克拉布拉多地区的因纽特人强制迁移到今天的努纳武特地

区，给几代因纽特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刘静—赫尔默森与潘敏的论文

分别对这两次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强制迁移事件进行了评估与分析。两

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离今天并不久远。两篇论文为我们在更深层次中理

解人口流动具有不寻常的启发意义。

达斡尔学者阿力为我们论述了一段发生在清代与战争有关的迁徙

历史。清政府为抗外敌入侵，将部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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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蒙古人组成索伦八旗派遣驻防呼伦贝尔，同时还有部分索伦兵被调

往新疆。清政府的调兵驻防有力地保卫了国家安全，但也不得不看到，

这些北方民族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以及骨肉离散的痛苦。

2003 年由当地政府实施的“生态移民”使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的

主要经济来源从过去的狩猎业转为饲养业。在呼伦贝尔学院从事民族

学研究的龚宇女士即来自这一养鹿部落。因而，她的论文提供了难得

的本民族视角，她对鄂温克养鹿人目前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分析是独

特并发人深省的。中国的鄂温克与瑞典的萨米人虽然同为驯鹿人，却

天各一方，有着不同的迁徙历史与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痛苦与困境。读

者若将两文比较阅读，一定会对人类历史中的流动性有更深的体会与

感  受。

本·波特论文为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是，对人口流动与文化迁徙

的研究离不开跨学科模式，其中，语言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为此，

我们将三篇深入探讨语言的论文纳入本卷。它们分别是克努佩尔教授

对尤卡吉尔语中非词汇化拟声词的研究、娜荷芽博士对图瓦语变迁的

研究以及王海波博士对满语使动词缀形态学定位的分析。此外，李萍

教授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语言研究案例。以上三个语言研究案例

均把语言视为一种动态因素来加以分析，而李萍的研究则将中国俄罗

斯族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顺口溜”唱词作为一种静态因素置于

动态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进行分析的。从“顺口溜”顽强的生存与传承

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较小民族的文化迁徙历史，还可以看

到历史、社会、生态、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结构性互动以及这些因素和

结构互动对民族文化如何进行了历史性的重塑。

本期的双语栏目“前沿观察”选用了两篇有关动物的论文。一篇

是阿拉斯加大学惠特曼教授的有关候鸟迁徙路线的研究，其神圣性概

念的确立体现了人与鸟类之间的本体论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该

文同本期中有关人类迁徙的论文对照阅读，进而思考候鸟迁徙与人类

迁徙的异同。另一篇论文是托马希尼教授关于格陵兰岛雪撬犬的最新

研究成果。该文对格陵兰雪撬犬队的深度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正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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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撬犬队的高度依赖，800 年前的图勒人才有可能成功完成从西部极

地向东部极地的长距离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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