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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五大道各式清末民国时期的
老建筑，在阳光照耀下充满厚重的历
史感。有百年建筑史的北疆博物院就
坐落于这些建筑群中。

从一扇狭长的铁门进入，宽阔的
展厅映入眼帘，落地玻璃展柜中，各类
古生物化石整齐排列，组成一道道蕴
藏着远古生命密码的幕墙。其中，王
氏水牛角化石被单独陈列，在这里走
过悠悠百年。

然而，它的“故乡”远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它是如
何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

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郑
敏给出答案：“这是100年前法国地质古
生物学家桑志华在萨拉乌苏采集并运送
过来的。这个馆里，藏有他从萨拉乌苏
采集到的动物化石1100多件。”

1922年，走在萨拉乌苏深谷相连的
沟湾里，踌躇满志的桑志华发现了大量
动物骨骼、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
等，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
地层学、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
类遗存。1923年，他邀约同样是法国地
质古生物学家的德日进组成考察队，在
那里又发现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和石器。

“为了完成绘图工作，我需要穿过
河流上百次，石王顺为我站岗，注意防

范突如其来的洪水。”“在E点，
石王顺和他的一个儿子巴图巴
耶取出了一个庞大完整的披毛
犀和一大部分骨架。”北疆博物

院里，呈现于展板上的桑志华工作日
记，再现了当年的挖掘场景。

现在仍居住在乌审旗的石王顺后
人牛起劳拿出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讲述
桑志华与石王顺的曾经过往。牛起劳母
亲的外公就是石王顺。他说：“当年，桑
志华在萨拉乌苏进行考古时，雇佣了石
王顺和他的女婿尔德尼，他们既当向导
又帮助挖掘。”

郑敏说：“德日进在研究这
些水牛化石标本时，确认其为
新种属，为纪念发现者石王顺，
便给它命名为王氏水牛。”

王氏水牛、披毛犀、野驴等萨拉乌苏
动物群化石的面世，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专家们惊诧于喜欢湿润环境和水源
丰富的水牛竟然与能抵御严寒的披毛犀
在同一地方出土。带着诸多疑问，国内专
家们开启了一场发现的“接力赛”。

1956年，几经辗转，我国考古学家
汪宇平来到萨拉乌苏，发现了一批哺乳
动物的骨骼化石，特别是在范家沟湾新
发现了一处包含丰富石器的遗址，这是
继1922年之后，中国专家学者的又一次
重大发现。之后，内蒙古博物院的古生
物专家和乌审旗文物管理人员陆续在此
采集到虎、狐等15种脊椎动物化石。

1963 年至 1964 年，我国古人类
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奠基者裴文中
等人组成考察队，在杨四沟湾发掘出
一具虎的后半身骨架和灰仓鼠的带有
部分臼齿的上下颌骨化石。

1978 年至 1980 年，中国科学院
兰州沙漠研究所第四纪地质学家董光
荣等专家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等专家，多
次前往萨拉乌苏开展调查与采集工
作，在邵家沟湾发现哑天鹅化石，并在
滴哨沟湾发现了新的化石地点。

抬头，是日月轮转的天空；低头，是
历史沉淀的文物；回头，是一群同样怀揣
赤诚、初心不改的同伴。一批批行走在
萨拉乌苏沟湾的专家学者收获着不期而
遇的惊喜：与“河套人”相伴相生的萨拉
乌苏动物群，生活在距今10—5万年前，
截至目前，脊椎动物化石有47个种属，
包含35种哺乳动物类和12种鸟类。

文献史料虽卷帙浩繁，但关于萨拉乌苏动物
群化石的研究却屈指可数，考古也就成了再现远
古人类“河套人”与动物相伴相生的必经之路。

202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乌审旗萨拉
乌苏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局，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
了新一轮考古发掘。

当年9月至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带队进入萨拉乌
苏开展考察发掘。陈福友介绍：“目前，发掘面积
为100平方米，出露的地层共9层，其中在第6层
和第9层发现了文化遗物，均有打制石器和动物
化石出现。”他说，考古剖面蕴含丰富的环境信
息，为系统的古环境研究和年代测定提供了条
件。同时，通过古环境复原，将系统揭示古人类
在毛乌素沙地的生存模式，及其对环境变化的适
应策略，为我们今天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提供借鉴。

2022年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员同号文来到萨拉乌苏，帮助陈福
友鉴定了动物化石。他认为：“陈福友近两年发
现的这些标本，是几十年来在萨拉乌苏遗址里面
获得最丰富的一批次考古发掘材料。最重要的

是，他在法国专家当年发掘的原址上扩展发
掘，并能再次发现这么多材料，令人震撼，说明
萨拉乌苏遗址仍蕴含丰富的考古遗存。”

志同道合，薪火相传。虽已退休，但内蒙
古博物院研究馆员李虹没有停下对萨拉乌苏
动物群化石的研究整理步伐。她和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世骐、
北京大学博士后江左其杲正在继续开展关于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课题研究。她兴奋地
告诉记者：“新成果预计今年年底问世。”

一石一世界。化石有痕，承载的是一个未
知世界，连通起的是当代世界对远古文化的无
尽追寻。

“从古动物化石研究中可以提炼出很多值
得借鉴的规律。”同号文说：“人生活在这个环
境中，最重要的是与自然共同生存发展，通过
更好地保护和研究，解读生物密码，让更多人
可以认识自然，认清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我想，
这就是科学的魅力和研究的意义。”

生命的演化历程就像一条奔涌的河流，一
路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人们热切期望，蕴
含着独特生命记忆的萨拉乌苏动物群研究的
另一个高潮的到来。

身型高大的诺氏古菱齿象、鹿角华丽的河
套大角鹿、不畏寒冷的披毛犀……走进位于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犹如
打通了一条通往远古的长廊，形态各异的远古
动物化石，让人们探问生命远去的踪迹。

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萨拉乌苏动
物群的性质以及鄂尔多斯古地理环境曾进行过
不懈的探讨与争论。

早在 1928年，德日进指出：“在我们看来，
萨拉乌苏动物群并非人们所说的‘寒冷动物
群’。当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个地区，
我们应该想象河套地区有相当多的沙漠，为草
原的羚羊和啮齿类提供了生活的场所，同时在
沙丘附近是一片绿色以养育大型的食草类动
物。在那种情况下，气候可能是变化激烈的，又
可能是相当炎热的，同时对于鸵鸟、水牛和披毛
犀都是满意的……”

我国考古界泰斗贾兰坡也曾
说过：“那时的萨拉乌苏地区，有较
大的湖泊和河流，湖畔附近有疏散
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气候比现

在温暖而湿润。”
“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等

多个单位联合开展了‘萨拉乌苏河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项目。当时只有27岁的我有幸参加项
目研究。项目对历年特别是1978年至1980年
发现的动物化石层位进行了核对统计，同时结
合气候地层学开展研究，证实了毛乌素沙地早
在史前的更新世时业已存在，并随着冰期间冰
期气候波动而发生多次正逆演化过程。”我国地
质学家李保生说，从第一次看见萨拉乌苏，它的
奇幻就深深跌进梦里、心头，至今他一次次惦念
而来。

缘何喜欢温暖环境的动物与大部分代表本
地荒漠草原环境的动物在萨拉乌苏“相伴而
行”？李保生用地层学、古生物及其指示的古生
态研究成果解疑释惑：这源于 13万年以来，萨
拉乌苏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的生态小环境以及

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40次冷、
暖、干、湿的更迭。

“后来，冰期气候导致萨拉乌苏河
谷频繁的沙漠化，气候寒冷多风，‘河套
人’与萨拉乌苏动物群逐渐迁出本地，
动物群中的一些大型哺乳类动物因无
法适应变化的条件，便逐渐绝灭了。”李
保生说。

动物群的发现让萨拉乌苏迈进中
华文化视界：萨拉乌苏动物群与北京周
口店动物群、河北泥河湾动物群共同构
成华北地区三大古动物群。

王氏水牛角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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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于涛 怀特乌勒斯 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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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夏日，微风拂过萨拉
乌苏河畔，吹得两头王氏水牛
身上的毛发微微飘动。高大的
王氏水牛站在河边低头喝水，
浅浅的河水刚刚漫过脚踝。突
然，远方传来诺氏古菱齿象的
吼声，两头王氏水牛不约而同
地抬起脑袋，头上两根粗壮的
大角指向身后……

跨越数万年时空，当我们
与王氏水牛不期而遇，它们早
已尘封石化，同相继出土的河
套大角鹿、披毛犀等远古动物
化石组成萨拉乌苏动物群，名
震国际学术界。它们所承载的
过往传奇，不时在世界激起
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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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古而来 世界瞩目
探索地层 揭开谜题

旧址新证 万年回响

截至目前，

脊椎动物化石有47个种属
包含35种哺乳动物类和12种鸟类

与“河套人”相伴相生的萨拉乌苏动物群

生活在距今10—5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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