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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迄今没有正式的发现报道 。但至少在历史 

时期，中国是有犀类分布的。 

对中国全新世现生犀类的认识，最早是由 

考古发掘研究古代遗址中的动物遗存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在云南通海 、广西南宁“ 、河南 

渐川下王岗 ]、浙江余姚河姆渡0 、江苏海安青 

墩 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犀类遗骸 

的出土。安阳殷墟和西安汉南陵也曾发现犀类 

的遗骨 。 。另外据周本雄报道，在长江中下游 
一

些山洞中发现的犀类牙齿 ，还有残留的有机 

质，杨钟健则根据华中、华南一些洞穴中很新 

的犀类残骸 ，推断至少到汉代，中国南方仍有 

犀类的生存。这些发现都为全新世时期犀类在 

中国的分布提供了直接的实证依据。近来．又 

有文焕然 、孙机 分别从历史文献的分析和 

出土文物的考释方面．补充和丰富了历史时期 

中国犀类存在与分布方面的材料。本文目的是 

结合现有资料，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 ，从 自然 

地理的气候、地貌条件以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 

影响等因素出发，研究全新世时期中国野犀的 

种类及其分布的地理变迁 

一

、 史前时期犀类的北进 

更新世晚期的盛冰期间，由于冰川的不断 

扩张，气候带南移。北半球广泛分布的以披毛 

犀和猛犸象为代表的冰缘动物群，曾明显地 向 

南扩展；与此阿时 ．喜暖动物群大规模地向赤 

道方向退缩。 

随着第四纪最后一次亚冰期 (大理冰期)中 

最末一次副冰期的退却，地球进入冰后期 (全 

新世)迄今 已有一万年左右的时间了。中国全 

新世陆上哺乳动物群，是在冰缘动物群绝灭之 

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冰期结束后．气候 

转暖，喜暖动物群重新向北扩展。在全新世期 

间 ，由于气候的波动 ，虽然也多次导致动物分 

布范围的变动。但总起来看 ，全新世早期以气 

候变暖和动物的北进为主要趋势，到全新世中 

期达到极点，晚期则呈现气候转冷和动物南退 

的趋势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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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中国全新世气候的冷暖变化 

虽然最早的犀类在第三纪就已出现，第四 

纪更新世期 间中国境 内也有过多种犀类的存 

在，但大多是绝灭的化石种。有些学者(周本雄 ， 

1 979；文焕然 ，1981)曾把华北和华南许多地区 

发现的犀类雄骸怍为本地磷类从远古时代一直 

延续到全新世和历史时期的论据。如果以地质 

时代的宏观大时间尺度来衡量，这种观点或有 

可接受之处；但以全新世及历史时期的时间尺 

度来分析 ，上述看法未免失当。现生的亚洲犀 

类 ，都是严格的热带动物 ，对温度条件的要求较 

高。以目前广州地区的气候条件，犀类仍不能自 

然抵御冬季寒潮的打击 ，需要采取保温措施。因 

此，在束次承期的严寒气候下，它们至多偏居于 

滇南和桂南一偶 ，或者根本不能在中国境内生 

1)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山东端南翼，即山南地区的部分 

地方 t属热带 自然环境。据说仍有犀类 出设。中国科学院 1973 

一

1979年组织的青藏高原大规模科学考察，因未能深入到这 
一

她区，而没有发现犀类。西藏东南地区，与审度阿萨搏邦的 

犀类保护区毗邻 因此犀类特河各向北进入中国境内是有可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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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倾向于认为全新世的中国犀类是冰后 

期喜暖动物群北进的结果 全新世早期 ，随着气 

温的回升，犀类开始从热带亚洲的低纬地区跟 

随气候带一起不断地 向北移动，拓展分布的范 

围。犀类北进的速度是相当快 的，至迟在距今 

6000--7000年时，已达到河姆渡 (30。N)和下 

王岗 (33。N)的纬度 。在全新世的气候最适宜 

期 (大西洋期)，犀类在中国东部的分布北界达 

至华北平原的中南部。但由于受到地貌条件 ，主 

要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制约 ．冰 

后期犀类北进的趋势在西部受到阻碍，其分布 

区限于云贵高原南部、青藏高原以东和黄土高 

原以南的范围内。 

二、中国野犀的种类问题 

关于 中国全新世野生犀牛的种类问题，一 

些学者如文焕然 (1981)、吴维棠 (1983)等认 

为现生的三种亚洲犀类 ，即印度犀 (Rhinoceros 

unicornls)、爪哇犀 (Rhinoceros sondaicus)和苏 

门犀 (Didermocerus surnatrensis)，都曾在中国 

有比较广泛的分布。但根据现在已发掘的犀类 

残骸来看 ，经鉴定确认的仅有苏门犀和爪哇犀 

两种 ’ 。所谓印度犀在中国的分布 (西藏 山南 

地区除外)，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断 ，并无直接的 

实证依据。 

基于全新世中国犀类是早期 由热带亚洲 向 

北扩展分布的观点 ，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境 内 

野犀的种属问题。现生的 3种亚洲犀类，其生态 

特点虽然大致相同 ，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印度 

犀的体型最大，动作迟钝，攀登能力差，主要是 

在低地和平原的高草泥沼地带活动。爪哇犀的 

体型稍小，活动于低地雨林 ，但具有一定的登高 

能力，可上至海拔 1600米的高度。苏门犀的体 

型最小，栖处也最高，大都栖居于山地雨林中； 

另外由于身上多毛 ，所 以耐寒能力也较其他两 

种为强。 

在热带亚洲的动物地理分布上，存在着一 

个长期受到忽视的现象 即南亚次大陆与中南 

半岛之间的地貌屏障作用。横亘其闻的邢加山 

脉 (北部)和阿拉干山脉 (南部)，虽然并不特 

别高大 ，但对两侧动物的交流还是具有一定的 

阻隔作用。相对于那些具备一定登高能力的动 

物来说 ，这条山系可以比较顺利地穿越 ，因此它 

们的分布区往往贯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而对 

于不具备登高能力的某些动物，这条山系就成 

为天然屏障。从亚洲犀类分布区的特点来看 ，也 

证实了这一事实。苏门犀和爪哇犀除在东南亚 

地区广泛分布外，还向西进入孟加拉和阿萨姆 ， 

涵盖了印度犀的分布区；而印度犀的分布区则 

限于那加山和阿拉干山脉以西 ，并不能向东进 

入苏门犀和爪哇犀在东南亚的分布区 

那加山脉在中、印、缅边界与喜马拉雅山脉 

的东端衔接 ，形成一个封闭的弧形 “围栏”，阻 

断了印度犀向东和向北扩展的通道 因此 ，即睫 

在气候最为温暖的全新世中期，印度犀翻越高 

山进入亚洲大陆东部的季风区域并向北扩展的 

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而对于具备登高能力的苏 

门犀和爪哇犀来说，除了特别高大的山脉和高 

原外，一般地貌屏障难以起到有效的阻隔作用。 

因此在全新世早期气候回暖的过程中，它们能 

够从低纬地带不断地向北推进 ，深入到华南和 

华中地区。苏门犀和爪畦犀两者相比较，由于前 

者的耐寒能力更强，所以其分布的范围更广 北 

部边界的纬度也更高 ，甚至达到华北平原的南 

部 。爪哇犀分布区的北界，则可能止于长江中、 

下游地 区 。 

三、历史时期犀类的南退 

进入历史时期以来 ，中国气候经历了数次 

较大的波动 ，出现四次温暖期和四次寒冷期 。 

但温暖期的长度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 

低 ，呈现出逐渐变玲的趋势。此外 ，历 史时期人 

类的生产力空前提高 ，改造环境的能力增强，狩 

猎技术也有了改进；随着黄河文明的向外扩展 

迫使犀类节节南退 。以下分四个时期讨论犀类 

分布区的历史变迁。 

C 文中所述分布医皆为车世纪韧犀粪被太规模捕杀前的甘 

布区，非指现在的残存区 

· 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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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商以前 全新世中期气候处于长期 

暖热湿润状况。直到距今约 3000多年前的殷商 

时代，在河南安阳的段墟遗址中，还发现有犀 、 

象、马来 、圣水牛，獐、貉等喜暖动物群的残 

骸 ]。当时中原地区不但气候暖热潮湿，而且有 

繁茂的森林和密布的河湖，这符合犀类所需的 

生态环境 。而且在出土的同期甲骨刻辞中 ，猎获 

野犀的记载也有不少。因此 可以推断 ，商代以前 

的犀类分布北界，应在关中盆地、太行山南麓到 

现在的黄河下游平原～带 (图 2)。 

(=)春战时期 周初以后，气候一度寒冷 ， 

到春战时期温度虽有回升 ，但 已达不到段商以 

前的水平 。加之春秋战国时代 ，中原地区人口大 

量繁衍 ，天然环境普遍已被开发，迫使犀类的分 

布区向南退缩 。这一时期分布的北部界线 ，大致 

在大巴山脉和大别山以南，到长江三 角洲一带。 

因为从当时的古籍记载来看． 犀”， 兕”主要 

是在此界以南的巴、蜀、楚、吴之境 ，即今天的 

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 由于人们对犀甲 

和犀角的需求 ，这一时期也是犀类遭到大量捕 

杀的时代。 

衰 1 历史时期■娄分布点(围 2)--鼙衰 

分布点名称 地 理 位 置 资 料 卑 掠 

商 1．河南宜阳驶墟 36．1 N，l14．3 E 
以 0

． 河南渐川下王岗 33． N，“I 5 E I 

遗 3．江苏海安青墩 32．5 N，120 E 考古筻掘嵌料。 
骨 
出 4．浙江氽姚河姆渡 30 N，l21．3 E 参见文献L1]，ES-．17]、[8l、[9l 
土 5

． 云南斌海}己麓瑚 24 7-N，1O2 7 E 地 

点 6．广西南宁豹子头 22．8 N，】08．4 E 

7．南州(四川綦江县) 29 N，106．6 E 

8．黔中郡(四川彭水县) 29 3‘N，108． E 

9．费州(贵州思南县) 27 9aN．1OS．2oE 

1o．义泉邦(贵州风冈县) Z N，107．8 E 
唐 j1

． 清化邪(期北恩施市) 30． N，t09．5 
代 】2

． 是凄郡(湖南永颠县) Z9 N，109．9 E 史藉记载资料 分别参见《新唐 
土 l3

． 穗阳郡(湖南澧县) 29 3‘N，】l】．8。E 书》卷四0
、四～ 、五一 贡 

14．武睦郡(湖南常德市) Z9．rN，ll1．7 E ． 犀 
《寰宇记》卷一一=一、 一二 

角 15．卢溪郡(湖南沅障县) 28．5 N，1l0．4。E 

州 16．卢阳郡(湖南麻阳县) 27．9 N．】09．8 E 元和郡县圉志'卷 三1、 

耶 1 7．龙谩郡(湖南芷江县) 27 5‘N，109．7oE 

18．潭旧郡(湖南瓣阳县) 27．3 N，ll0．2 E 

19．邵州(湖南邵阳市) 27．2 N，l11．5 E 

2o．衡州(湖南衡阳市) 27‘N，】12．6 E 

2】．江华郡(朝南道县) 25．5 N，111．6。E 

学 22．槊州(四川粜县) 30．8。N，107。E {东观奏记，卷三 
代 
记 23．英州(广东英德县) 24 2‘N，1l3．2。E {寰宇记 ，蛉南道) 

载 
碟 24．广州(广东r_娴市 ) ． 23．rN，l13．2 E 同 上 

牛 25．部林 州 ‘广 西玉林 县 ) 22．7 N，110．2oE 向 上 
州 
郡 26．越腱(云南腑}中县 ) 25 N，9B．5 蛮 持·云南物产' 

清 现 27．广西合埔县 21．7。N，】09．2 E 廉娴府志》(1833年) 
柬 犀 
民 粪 28．云南衙双版纳地区 22。N，10o’5aE 昔抖晴志》(1851年) 
韧 地 
发 39．云 南元江 县 23．3。N．1D0 E 元 江志 稿 (1920年) 

* 出于州郴县市邦有 定的范围，所 经纬度均是约略之敦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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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犀类分市区的变迁 

— — 殷 商 前 ▲ 龉 {：地 点 (商 前】 

⋯ 一 · 一 春敞时蛳 ● 剪 崩州邪 f ) 

一  · ⋯ 隋唐时期 ：)IL载曜牛州都 f席) 

． ． ． ． ． ． Jc明时 期 -  发现 犀牛地 (请 求 川韧) 

(----)隋唐时期 搜木到南I￡朝时期．气 

崾转入一十新的严寒气候蝴 而且经过历代以 

采的捕杀和人类对 南受心jIl盆地的开发．犀 

粪的分布医继续南缩。到晰唐对期 ，分l甫的北 

界约在凹JII盆地南缘．刮长江中瓣以南．再到 

闽南地区 带 。虽然犀类在当时的分布区域还 

不算太小．但在分布区阿却其残存于少数荒僻 

地方 ．种群数日已相 当稀少．成为珍奇的动物 

了 从史籍资料分析 ．庸代土贡犀角的州郡大 

都分布在JII、黔 湘、鄂交界，开发较迟的边 

远 山地丘 陵地 区 ( 圈 2) 

t四)元明时期 詹 后．特别是宋至南 

迁后．由于中原的战乱和外族侵掠．使得人口 

大量移居南方。赣 、刚．湘、粤南部相继得到 

开垦和建设。此外 ，南幂时期气候再次出现严 

寒．气温比现在还低 2 C左右．两种因素坍同作 

用．使犀类的分布医大幅度收缩 南束以后．史 

籍中关于犀类的记载 已稂罕翟 到无明时期，人 

f『J大多已不知犀为何种形苍的动物了 当时犀 

类鲫分布．大致仅在滇南及桂南．与东南亚国 

家接壤的狭小地带 ≈ 界宠 ；超过云雾山和 

五开 火山 

本世纪初期，东南亚国家的犀类 由于滥捕 

而急剧减少，苏门犀和爪哇犀的数 目已至濒危 

水平，仅残存在几个保护区内 大概在遗同 一 

时戴，犀类在中国也最后绝灭 了 

四、分布变迁的影响因素 

动物 特别是大型哺乳动物的迁徙与分布， 

受气候 、地貌和人类活动三种围索的综合影响 

在史前时期，气候和地貌等自然因素起 导的 

作用，人类 狮期活动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进 

入历史叫期 ，待别是进入铁器时代后 ．人口数 

量急剧膨胀 ，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加．开发环 

境的规模和狩猎技术郡有了迅速的提高。人类 

活动对动物分布的 影响程度大大增强 即使经 

历寒冷期后气候叉重新尉暖 但由于人类开发 

范围的推进 ，许多动物也不可能恢复其麒有的 

分布区域了。 

从全新世犀类分布北界的变化趋势 (图 3) 

可以看出．在全新世的早期 ．随着气候的皤暖． 

犀类的分布区向北扩展．到距夸约 6000多年前 

的全新世中期 ．罨类分布区达到最北。此后敢 

于扼基本 维持丁稳定状态 在这槎十史前时 

期 ．犀类的分布主要是蛋 自然因素的影响。 

f， 8 H 2 

距每年代 T-年 

阿 3 全新世犀娄分布北 界的变化趋苷 

进入历史时期后，由于气候的转冷使犀娄 

的分布北界向南退缩．更由于^娄活动的强烈 

影Ⅱ阿．使南退的速度大为加快 首先是在文明 

发展较早的东部地区，在距今 3000年左右，就 

呈现 r明显的圳速现象。尉时齐 的法律 ．已 

经规定 r^出每薪的时间和禁止繁殖 季节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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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 ．可见当日寸的生态环境 已经恶化，需要立法 

加以保护了。大约在宋末 ．犀类在东部已经绝 

灭。在犀类分布区的西部地区，人类开发的时 

间较迟 ，在距今 1 500年以后 ，才开始出现加速 

退缩的迹象。特别是近儿百年来，变化的速度 

更’陕，充分体现了人类影响的强烈程度 ．因此 ． 

历史时期犀类分布区的变迁，是 自然与人类活 

动两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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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 ESE RHIN0CERoS AND THEIR GEoGRAPHIC 

DISTRIBUTloN IN HoLoCENE 

LIU Hongjie 
(Geaglaphy~ parlment，S~uth China Nara~l University Guangz~ou 51063t) 

ABSTRACT TWO species 0f rhinoceros+Diderm0c r“5 sutaatrens~ and Rhinoceros sondaicus．had 

been certainly confirmed being alive in China in Holoeene epoch．In the last glacia1 epoch about 

ten thoursand years ago，the distrihu*ional rang of rhinoceros began to expand northward front 

the trophic and subtrophic areas of Asia where they lived in the ice age．By the end of warmest 

Atlantic climate epoch，that is 3000 years ago，the northern boundary of their distribution had 

reached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Later on，the climate changed at least four 

times with alternative wa rm and cold periods．However+the climate tendency of changes was get— 

tiug colder． M eawhile，oite more important change was the ever—rising and ever-strengthening 

abilitie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pressure on natural environment．In addition’the rang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as quickly increased from the n~rth to the south．Under the combinative 
stresse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colder climate，the rhindceros distribution ranges were continute— 

ly shrunk back to the south．Finally the),disappeared front China in the early age of tha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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