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文明根脉 增强历史自觉 筑牢自信根基
—“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论坛部分专家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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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副研究员 陈福友

2021 年，为配合萨拉乌苏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联合进行了萨拉乌苏遗址新的考古发
掘工作，通过历史地图对比、科学文献考
证，结合新发掘的考古地层信息，找到并
确认了 100年前法国学者首次发掘的旧
石器文化遗址的具体位置，纠正了之前有
些学者认为该处是王氏水牛化石出土地
的错误观点，为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文物
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可靠的
考古证据，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
题。

新的发掘对遗址的文化层和遗物的
分布有了比较新的认识，文化层也从原来
认为是一个文化层至少增加到两个，文物
分布的面积也扩大了，为遗址下一步的调
查、保护、研究提供了方向。

新的考古发掘，采用当前最新的旧石
器考古规范进行，用全站仪对出土遗物进
行了三维坐标测绘，有了平面、立面的准
确位置，为解决相关的年代测定和分析提
供了科学依据。本次发掘出土了数量丰
富的打制石器、骨角器、木炭、烧骨、动物
化石，为研究旧石器时代萨拉乌苏区域古
人类的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考古材料，形成
了准确的考古剖面，解决了文化遗物与地
层的准确对应关系，为进一步的遗址年代
测定、古环境分析等提供了统一的剖面。

新的考古发掘已进入第三个年度，已
经在遗址地层测年、植物孢粉分析、木炭
鉴定、动物化石鉴定、动物考古等多个研
究方向分别取得了进展，为阐释萨拉乌苏
遗址的全貌更近了一步。

萨拉乌苏遗址新阶段的考古发掘工
作研究刚刚起步，后续将在国家文物局的
指导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与国内外
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将萨拉乌苏
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的研究推
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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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周力平

前人曾经在萨拉乌苏遗址开展过测年
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
来对结果进行评估。近年来，测年技术的
改进为更为精准的考古年代学带来了新机
遇。

2022年 8月起，我和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合
作，对新发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范家沟湾
和邵家沟湾地点的旧石器考古剖面沉积物
进行系统的光释光测年研究。

我们从沉积物中提取了石英和钾长石
矿物颗粒，分别采用蓝光和红外释光测量
样品的年龄。初步结果表明，所采集沉积
物样品的光释光年龄均在晚更新世年代范
围内。

光释光测年是基于矿物晶体中缺陷、
杂质能够储存电子这一特性的物理测年方
法。矿物颗粒在堆积时受日光照射而被

“晒退”，即晶体中储存的光释光信号被清
零，也就是说这些矿物颗粒一旦被埋藏，就
可以开始“计时”了。在之后漫长地质时
期，矿物受到周围放射性元素的电离辐射
作用，将电子逐渐储存在晶体缺陷中，并随
着时间而增长。在实验室中，晶体受到蓝
色光或者红外线的激发时，产生光子，发光
强度越大意味着积累的电子数量越多，样
品的年龄越老。光释光测年工作需要考虑
测试所使用样品的矿物类型及其粒级、激
发的光源、矿物的稳定性等。目前，光释光
测年可以对于不同大小的石英、长石矿物
颗粒进行年龄测定。

邵家沟湾和范家沟湾两个旧石器遗址
的测年结果显示，石英和钾长石的光释光
年龄有明显差别，这可能与这些矿物颗粒
在堆积时受日光影响程度不同有关，也可
能是其他因素影响造成的。分析这些新数
据面临新挑战，不仅需要理解两种矿物的
差异，而且需要深化对两个遗址复杂的沉
积环境和沉积过程的认识。接下来的工
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测年专家与考古学专
家和第四纪地质学专家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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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 同号文

萨拉乌苏遗址最早由法国专家桑志华
发现，该遗址地理位置特殊，正好处于荒漠
草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该遗址的出
土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化石十分丰富，因
此，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萨拉乌苏遗
址记录了欧亚地区古人类最早适应荒漠环
境的生存行为，是研究人类进化及人类与
自然和谐共处历史的重要场所。

萨拉乌苏遗址发掘的动物化石发现于
1922-1923年，是由桑志华和德日进主持
发掘，在该批化石材料中，鉴定出 34种哺
乳动物。此外，还有 1颗人类门齿及几件
层位存疑的人类肢骨化石。新中国成立
后，国内专家也在此进行过多次考察和发
掘，但新增加的动物群成员只有老虎 1
种。目前，公认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名单中
包含了35种哺乳动物和12种鸟类。

尽管传统的萨拉乌苏组地层被进一步
划分为下部的萨拉乌苏组和上部的城川
组，但地质学家将这两组地层所代表的地
质时间段总称为“萨拉乌苏期”。因此，萨
拉乌苏河地区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群仍然可
统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

萨拉乌苏动物群以野驴、野马、披毛
犀、羚羊、骆驼及跳鼠等荒漠草原动物为
主，此外，还有诺氏古菱齿象、王氏水牛、原
始牛及河套大角鹿等喜湿暖的动物，说明
这些动物是在温暖时期或者温暖季节迁徙
到本地区的。

萨拉乌苏动物群不仅物种多样性高，化
石数量也很丰富，并且保存完整，有不少披毛
犀和野驴的完整骨架，该动物群一直被视为
我国北方地区晚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

尽管萨拉乌苏动物群的生物地层、人类
活动证据及古环境问题尚存诸多科学疑点，
但可喜的是，萨拉乌苏河地区仍有丰厚的晚
新生代地层，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化石潜在资
源和大量的地质环境及考古信息，只要我们
持续在此开展科学考察和发掘工作，一定会
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科研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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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文物局专家委研究员 王志浩

100年来，中外科学家以巨大的勇气
和科学探索的精神，在萨拉乌苏这个充满
神秘的地方开展了多学科的科学发掘、调
查和科学考察活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
标本和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将
在探索古地质、古环境、古生物和古人类
活动等方面发挥独有的作用。

由于萨拉乌苏遗址所蕴含的重要学
术价值和其在社会发展领域所具有的重
要社会价值，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业务部
门高度重视对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研究
工作，从2003年至今召开了4次不同规模
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提高了
其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在学术领域的重
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同；各级政府在经费
等方面，不断加大力度，使遗址的完整性
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搭建起开展工作
和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平台，建立了河
套人文化研究中心和萨拉乌苏遗址博物
馆，并为更好地保护利用进行了科学的发
展规划。

面向新时代，要依托河套人文化研究
中心和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进一步加强
对萨拉乌苏遗址第四纪地质、古环境、古
动物群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等方面科学考
察、考古发掘，综合研究和展示等，使之形
成持续性工作和研究状态，不断推出和展
示新的研究成果，真正把萨拉乌苏遗址打
造成为具有世界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研
究基地，考古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公众旅
游研学参观的目的地和国际间学术交流
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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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考古系副教授 刘扬

鄂尔多斯地区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
重要发祥地，其中100年前发现和发掘的
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最早发现既有大量
旧石器又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同时还出
土了人类化石的遗址之一，在中国考古史
上占有突出地位，并扬名世界。

萨拉乌苏之后，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
考古以2010年乌兰木伦遗址发现发掘为
标志，开启了精彩续章。近年来，该地区旧
石器考古工作在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与科
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乌
兰木伦遗址地理位置重要、地层剖面保存
良好、人类遗物和遗迹丰富、时间节点关
键，相关研究表明其重要性可以与萨拉乌
苏遗址相媲美。特别是从地层里面发掘
出土的完整披毛犀骨架和罕见肋软骨化
石，以及大型动物群脚印和植物遗迹化石
面及其反映出不同动物的多种行为，具有
很重要的学术和遗产价值。乌兰木伦河
流域调查和试掘发现的大量旧石器地点
和石制品，极大丰富了对乌兰木伦河流域
古人类活动的认识。我认为，黄河（鄂尔
多斯段）老阶地旧石器考古新发现可能是
目前鄂尔多斯旧石器文化的最早代表。

2022 年，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与我们联合，对鄂尔多斯东乌兰木伦河
流域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旧石器考古调
查，发现旧石器地点99个，分布具有一定
的群聚成团现象；部分地点仍有原生地
层；采集石制品近万件，其分布、构成保存
较好，为进一步探讨古人类行为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

萨拉乌苏遗址和近年来的旧石器考古
新发现表明，鄂尔多斯地区的过去和现在都
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看向未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考古
潜力巨大，新的遗址和地点需要我们去发
现，还有更多的考古材料和内涵需要我们去
挖掘。我们相信，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考古
将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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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副研
究馆员 隗建华

周口店遗址是著名的古人类遗址，位
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在无数中外科
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现在的这一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到目前
为止，共发掘具有学术价值化石地点 27
处。其中发现了生活在距今70—20万年
前的直立人、距今 20—10万年前的早期
智人以及距今 3万年左右的晚期智人化
石，同时还发掘数百种动物化石、近10万
件石制工具和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迄
今为止依然是世界范围内更新世古人类
遗址中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和最有科
研价值的遗址之一。

随着高新科技在文博领域的广泛应
用，周口店遗址在数字化建设中进行了系
统、全面、深入的思考和有效探索。

一是为遗址保护精准导航。建立周
口店遗址动态信息与监测预警系统，实现
140个数据指标实时传输，累计 3亿多数
据，并根据数据开展多项课题研究。二是
实现公园管理运营智能化。建立了完善
的消防、安防系统，达到了遗址公园和博
物馆安全防控全覆盖。三是开拓遗址价
值阐释新路径。展陈更多地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并延长参观路线，打造沉浸式体
验展厅，建设线上展示系统。灵活整合全
景、三维、文字、图像、音频、视频、链接等
多种媒体形态，形成生动丰富的融媒体体
验，全面展现遗址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与文
化成就。组织实施夜景光文化展示，规划
打造周口店遗址文化 IP，将凝聚人类情感
和故事的虚拟 IP形象打造成新型的文化
传播者。

我认为，数字智能的公园管理运营模
式是周口店遗址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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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舒培仙

地球的气候环境是具有多尺度
周期性和突变性的复杂演化系统。
气候环境是多时间尺度上多圈层相
互作用的结果。毛乌素沙漠和黄土
高原交界过渡带夏季高温多雨，冬季
寒冷干燥，是受亚洲夏季风降水带前
缘区控制的环境变迁敏感地带。这
一过渡带正地形上风成沙、黄土和古
土壤在空间上犬牙交错和时间上交
互叠覆；而负地形的封闭湖盆上的湖
相沉积呈带状或岛状分布；过渡地带
的河流谷地、宽缓凹地则发育河流相
沉积。

气候地层记录显示，这一过渡地
带过去 13万年以来发生了 44个沉
积旋回的风成沙与河湖相和古土壤
互为交替的演化过程，表现出巨大的
千年尺度的气候环境变迁历史。古
土壤同位素记录发现，早全新世和中
全新世该地区的降水——生态季节
性发生过转型。而来自动物牙齿的
序列性同位素结果，初步揭示出萨拉
乌苏所在的沙漠——黄土过渡带在
不同背景状态下季节尺度的气候环
境发生过显著变化，影响该地区先民
活动的生业方式。处在这一生态环
境敏感地带的萨拉乌苏流域独特的
地貌起伏和斑块多样化的资源使其
自古以来成为古生物、人类偏爱的活
动生境。

未来在更多学科内外交叉，以
及数据交叉和技术突破的支撑下，
位于沙漠黄土过渡带的萨拉乌苏的
气候——生物——人类演化问题也
许会在季节尺度视角上取得一些新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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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馆员
许渤松

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者是法国博物
学家、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已成公
论。但多年来学术界对桑志华首次到达
萨拉乌苏的时间、具体发掘经过、旧石器
时代文化层及人类和动物化石出土层位
等细节信息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对
萨拉乌苏遗址的后续相关研究及科普宣
传等工作均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021年，萨拉乌苏遗址新的考古发掘工
作重新启动。我们依据桑志华留存史
料，结合现场调查，厘清了相关信息。

1918年5月，桑志华首次到达萨拉乌
苏，但未进行正式发掘。1922年8月7日至
26日，桑志华在萨拉乌苏河邵家沟湾进行
正式发掘，出土大量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
石，首次在邵家沟湾A点发现旧石器，在J
点出土人类牙齿化石。1923年5月，应桑
志华的邀请，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到
达天津，在北疆博物院整理化石期间，意外
地从萨拉乌苏1922年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再
次发现那颗人牙，后由步达生鉴定并命名为

“The Ordos Tooth”，是中国境内出土的
有确切层位记录的第一件古人类化石。
1923年的发掘以“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的名
义进行，从7月31日持续至8月25日，桑志
华和德日进分工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是确定了A点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居
址”。从1924年至1927年，桑志华、德日进
发表的与萨拉乌苏遗址有关的重要论文共
6篇。1928年，他们与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
布勒、法国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合作撰写的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出版，是中国旧石
器时代考古学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学术专著，
成为日后中国古人类——旧石器研究领域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范式。

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的工作
是开创性的，与当时其他地域取得的科
考和研究成果一同构建起中国古人类
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
古哺乳动物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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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岩画学会会长 王建平

“河套”一词虽源自明代，但河套地
区是世界古人类的栖息地和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确属无疑。以石器时代考古
材料而提出的“河套文化”首先出自裴文
中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中部旧
石器时代（Middle Palaeolithic）——
河套文化”一文，即“由桑志华和德日进发
现、由步日耶教授加以报道”。由于当时
的信息传递滞后等诸多因素，埋藏在这里
的石器时代的艺术创作成果并未被引用
到“河套文化”之中。事实上，在我提出的

“泛河套文化圈”范围里，有着大量的、与欧
洲的奥瑞纳文化中发现的岩石艺术遗
存。我依据相关资料统计，在“泛河套文
化圈”的晋冀陕甘宁蒙一定区域，石器时
代兴起的岩石艺术总量达到全国总量的
36%。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石器时代因为迁
徙的条件所限，也因为萨拉乌苏区域的动
物繁多，可滋养人群，所以除了裴文中先
生所讲的“骨刻”艺术品，“河套人”在原发
地利用的很多的木质骨质等材料刻画了
很多的“记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物件”无法抵御风剥雨蚀，“伟大的艺术
品”消失在旷野之中。过了万年之久，随
着气候的变化，人群追逐动物的迁徙而
行，到达了有山有水的阴山和其它山脉，
发现有大量的“画布”——岩石可供记录
之用，所以，在阴山等山脉的岩石之上凿
刻下“伟大巨著”——岩画。

今天谈论、研究乃至传播“河套文化”，
应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等的考证基础上，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黄河流域中
华文明探源角度出发，以考古学、文化人类
学、岩画学和艺术史等发现中国的史前艺
术遗存材料为依据，按照人类的共有文化
遗产审视和研究其内涵与外延。在河套地
区，在“泛河套文化圈”以充分的实证让文
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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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认真聆听发言。

““河套人河套人””发现发现 100100周年国际论坛闭幕式现场周年国际论坛闭幕式现场。。

中外专家交流讨论。

萨拉乌苏遗址博
物馆内展示——人类
在地球生命演化中的

“尺度”。

陈福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专 家 学 者 参 加
“河套人”发现 100周
年国际论坛开幕式。

媒体记者在现场媒体记者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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