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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李李德德欣欣、、盖盖博博铭铭、、张张骁骁、、孙孙琪琪

一块碎骨片，开启“北京人”百年传奇；万年周
口店，浓缩人类文明前世今生。

这里，矗立着一座考古科研工作的丰碑：它是
目前世界上同时期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和
最具代表性的古人类遗址之一。

这里，深埋着解锁人类起源奥秘的密码：“北
京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从距今大约 10 万年推
前了几十万年。

这里，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曾感叹，周口店遗址如果不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中国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

2018 年是周口店遗址发现一百周年，周口店
遗址第 1 地点(猿人洞)披上了科技感十足、“盔
甲”般的保护棚，并重新向公众开放；洞熊类标本
的发现，更是为“北京人”生活年代研究提供了新
证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周口店，触碰历史、感
触变迁，聆听这里的生命“回响”。

“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遗失至

今未找到：“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11 月的北京空气凛冽，在北京城西南约 50
公里处的房山区周口店镇，坐落着写入多国教科
书、蜚声海外的人类历史遗迹：周口店遗址。

遗址博物馆开放时间刚到，一群小学生便激
动地涌了进来，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

此刻，孩子们脚下的这个背靠太行山脉、面临
华北平原，山前一条小河潺潺流过的“风水宝地”，
曾是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20 万至 10 万年前
的早期智人、3 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地方。

而在不远处，经过百年的考古勘探，周口店遗
址，已经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
点 27 处，出土人类化石 200 余件，石器 10 多万件
以及大量的用火遗迹及上百种动物化石，成为举
世闻名的人类化石宝库和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
物学、地层学、环境学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
基地。

孩子们在化石标本前驻足停留，历史故事听
得入迷，手也不自觉地轻抚在玻璃窗上。那一瞬
间，一段绵延数十万年的历史仿佛触手可及。

斗转星移，时光倒转一百年。
1918 年的华北平原寒气逼人，瑞典地质学家

安特生来到周口店。此前，他从朋友处拿到了周口
店鸡骨山上采出来的碎骨片，兴奋异常，寻踪而
至，很快又挖掘到啮齿类动物化石。

安特生在日记里写道：“我有一种预感，人类
祖先的遗骸就躺在那里，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找
到它。”

几年后，一枚似人似猿的牙齿，以及大批脊椎
动物化石又陆续出土。1926 年，在瑞典的实验室
内，一颗来自北京房山周口店的人牙化石被修理
出来。消息一经公布，世界第一次为之轰动。

1929 年 12 月 2 日，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
主持发掘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猿人洞
(第 1 地点)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6
年，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又在周口店连续发现三
个“北京人”头盖骨，世界再一次轰动。

然而，周口店和当时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
历战争的阴霾。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房山，游
击队和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据记载，龙骨山的三

名发掘技工，被游击队员舍生忘死的抗日精神感
动，冒着生命危险给战士送水送饭，不料被日本人
发现。严刑逼问下，三人坚贞不屈，咬紧牙关一字
不答，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

1941 年，日美关系恶化，“北京人”化石的安
全成了人们忧虑的问题，当时专家决定，由美国海
军陆战队员护送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待战争
结束后再返还给中国。但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转移途中，“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遗失，至今未找
到踪迹，成为一桩世界疑案。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陈保管部主任宋

冬勇表示，头盖骨的遗失成为周口店历史上也是
古人类学历史上最大的遗憾。“但我们从未放弃寻
找，只要有 1% 的希望，也要付出 100% 的努力。”

“龙骨精神”因他们，而不朽，而延续

作为第一个“北京人”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出土
地，龙骨山猿人洞是周口店遗址挖掘保护的重点
地区。

猿人洞共计十余层，每一层相隔几万年至几
十万年时间。尽管层与层之间上下距离不足两米，
但往往两米之间的勘探，就足以耗去考古人员数
十年的光阴。

百年间，无数考古工作者的汗水永远地播洒
在龙骨山，一部挖掘开发保护的历史蕴藏着代代
相传的“龙骨精神”。

裴文中与贾兰坡两位中国考古大师是周口店
遗址挖掘保护的亲历者、见证者。

裴文中，为研究“北京人”历史献出了毕生精
力的人。在他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在战争中失踪后，裴文中终生没有放弃寻找。

抗战期间，日军为追查头盖骨的下落，逮捕了
裴文中，对其严刑逼供。裴文中保持民族气节，始
终不透露头盖骨的任何情节。

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多次在香港等地的报
社刊登寻找头盖骨的启事。30 余年后，裴文中见
寻找无果，便组织人员再次对周口店龙骨山一带
进行发掘，毕生致力于找寻人类“遗失的记忆”。

贾兰坡，另一位亲手发掘出“北京人”头盖骨
的人。贾兰坡最开始到达周口店时，古人类学和古
脊椎动物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国内连一本哺乳动
物教科书都没有，借来的一本 1885 年出版的《哺
乳动物骨骼入门》成了大家的宝贝。

贾兰坡读起书来很吃力，开始每天只能读半
页、一页。他的英文底子不好，再加上书中专用名
词太多，有些字典上还没有，只好边读边请教。

学解剖学时，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人手腕的
骨头，没事就摸，分辨是哪块骨头，猜对了就放入
另一侧的口袋，错了重新摸。最后竟能分辨出哪一
块骨头是左手的哪一块是右手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已经与周口店“结缘
一甲子”，上世纪 50 年代，贾兰坡先生负责第 1 地
点挖掘工作时，吴新智还是一名研究生。老一辈考
古学家的科学精神薪火相传，从手握铁锤在坚硬
的堆积物上“打眼放炮”到牵头组织周口店与古人
类综合研究，吴新智始终奋战在考古第一线。

吴新智说，科学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精神，不迷
信前人的东西，敢于创新、敢于怀疑、实事求是。

在自然条件艰苦的周口店龙骨山畔，一代代
考古专家卧薪尝胆、不屈不挠，凭着对知识和真理
不懈的追求，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这何
尝不是一种“龙骨精神”。

如今，贾兰坡就安葬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背
后，距他在 1936 年间 11 天里发现三块“北京人”

头盖骨的地方只有 200 米，他的同仁裴文中也安
葬在这里。

四周苍松翠柏环绕，抬头就能望见龙骨山的
山顶，龙骨精神，因他们，而不朽，而延续。

从“风雪侵蚀”走向“科学保护”

的步伐更快了

改革开放后，在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下，
中国开启申遗之路。然而，当中国把首批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名单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却被
驳回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答复，周口店遗址如
果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那中国就没有世界文化
遗产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平
说，联合国点名要求周口店遗址申遗的消息传到
国内，中方加急补充了申报文本。

“当时手写了 7 张方格纸，写清了组织机构、
地理位置、价值、保护措施，加了一张 1：10000 的
地形图，我们完成了紧急上报。”董翠平清晰地记
得，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决通过，周口店
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尽管周口店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受制
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落后的文保意识，本世纪初以
前，遗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2002 年，参考消息转载了一篇文章《落日黄
沙周口店》，反映遗址管理保护上存在的问题，这
成为周口店遗址发展的转折点。

此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
“市院共建”周口店遗址的协议，由北京市政府负
责遗址保护范围内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
管理及科普工作，中科院负责科研工作。

“有了‘市院共建’，政府和科研院所可以各司
其职。科研院所集中精力搞好科研，北京市下了大
力气改善周边环境，进行大规模绿化、关停一大批
小煤窑、整治河道……”十多年前，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双权就来到周口
店工作，他感言，周口店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
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
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强调要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定文
化自信。周口店遗址从“风雪侵蚀”走向“科学保
护”的步伐更快了。

为了使猿人洞得到有效保护，达到世界文化
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
的保护原则，在猿人洞搭建了覆盖面积 3700 余平
方米的保护棚，并于 2018 年 9 月重新向公众开
放。

如今，从遗址博物馆向龙骨山上望去，大跨度
弧形壳体钢结构对遗址进行全方位覆盖，既实现
保护，又不喧宾夺主，保护棚采取成熟的绿植屋面
形式，整体铺设屋顶绿化，又与自然相协调，与环
境融为一体……

走进保护工程内部，科技感十足。825 块“叶
片”嵌入棚顶，不仅为猿人洞遮风挡雨，更设有种
植槽，全自动灌溉技术保证植被健康生长……

近日，周口店遗址洞熊化石研究获进展，若干
件洞熊类标本被识别确认。此前，多数学者认为洞
熊只生存在欧洲，中国从未有明确无误的洞熊化
石记录。此次研究扩展了人们对洞熊分布的了解，
也对“北京人”生活年代研究带来新认识。

周口店之谜：还有好多问题等待回答

周口店的科研工作还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候。
“‘北京人’是不是成熟的狩猎者？猿人洞内的

动物遗骸，是‘北京人’自己狩猎的结果，还是把其
他食肉动物狩猎的残余捡拾了进来？”张双权说，
还有好多问题等待回答。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
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珍贵财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是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筑中国梦磅礴力
量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如今，在周口店遗址，文物保护工作正与文化
产业相结合。走进猿人洞，墙壁上播放着裸眼 3D
影像，“北京人”栩栩如生地在洞口边点燃篝火。周
口店遗址博物馆还制作了动画片《龙骨山探秘》、
4D 影片《北京人》《山顶洞人》等。

林建静是周口店镇本地村民，过去以务农为
业。新博物馆建成之后她便成为第一批保洁人员，
或者说成为一名“业余讲解员”。

“每天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听博物馆里的科普广
播，自己也了解一些基本知识了。”林建静笑着说。
周口店遗址保护工作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了新机遇。据了解，预计到 2020 年，从周口店地
区可以直接乘坐轨道交通到达北京市中心。

“北京人”也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走出国门
与全球分享人类共同的记忆。2018 年 3 月，《北京
猿人走进马来西亚》展览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
开幕。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先后与法国、印度尼西
亚、西班牙等国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互派代表交流学习，互换展览相互借鉴。

周口店遗址：我国文物保护开发

工作蜕变与成长的缩影

触摸历史遗迹或许冰冷，但感受历史发展、探
究历史脉络却始终薪火不灭。

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我国古人类学家
裴文中、贾兰坡，再到如今与遗址日夜相伴、用先
进技术保护遗址的新一代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
者。他们倾尽毕生之力，撰写着无愧于整个人类的
历史答卷。

从战火连天遗失珍宝到和平年代潜心科考，从
黄沙漫天保护“失策”到青山绿水科学“施策”，从封闭
管理单纯保护到走向世界开放共享……周口店遗址
正是我国文物保护开发工作蜕变与成长的缩影。

在《北京周口店人类起源考古遗址保护与展
示共识》中，记者发现有这样一段话：探寻和理解
人类起源与社会的演进路径，对于认知这个星球
上人类生活、行为和体验的多样性与共通性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类遗址挖掘保护的意义一方面是帮助人
民大众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另
一方面也是满足每个人对于自己从何而来的好奇
心。”吴新智认为。

纵览人类发展史，周口店遗址不是人类记忆
的“孤本”。人类不断追问“我们从何而来”，也在探
索“我们要到哪里去”。

持续不断推进人类遗址保护与开发工作，体现
着人类对历史的守望、对科学的求真、对生命的敬仰。

百年周口店，就是最好的例证！
(参与采写：田晨旭)

聆听生命的万年“回响”
周口店遗址发现一百周年记

 2018 年 9 月猿人洞重新向公众开放，保护棚科技感十足(无人机航
拍，11 月 16 日摄)。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北京人”复原像(11 月 16 日摄)。

摄影：本报记者罗晓光

纵览人类发展史，周口店遗址不是人类
记忆的“孤本”。人类不断追问“我们从何而
来”，也在探索“我们要到哪里去”

中国申报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官员曾感叹，周口店遗址若不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那中国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了

“6000 多年前大河
村星空深邃，日月星辰
在先民手中幻化成太阳
纹、月亮纹、星座纹、彗
星纹等星象图案，烧制
出绚丽的彩陶。”大河村
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张胜
芳一开讲就吸引了不少
游客。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
区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在即，记者
近日探访被誉为“星空
下的村落”的大河村遗
址，感受仰韶文化时期
彩陶艺术的巅峰。

考古学家研究证
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
彩陶片是中国目前发现
最早、最为丰富的天文
学实物资料，比殷商甲
骨文上的记载早 2000
年左右。

“大河先民或许已
经知晓一年 12 个月、一
月分为三旬。出土的陶
钵上有的绘有一圈 12
个太阳，有的 1 个月亮
纹分上、下两个半圆，中
间是满月。”80 多岁的
原大河村遗址考古发掘
主持人李昌韬说。

特殊的矿物颜料使
彩陶千年不褪色、破碎
了的陶器还可用“锯陶”

工艺修补……大河村先
民制陶技艺高超，展厅
内陈列的鼎、釜、罐、盆、
钵、尖底瓶等各类出土陶器，不仅注重实
用，更追求造型、装饰的完美。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6000 多年前
的先民已住上近 50 平方米、带套间的
“豪宅”。在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展厅，记者
看到，科研人员正对这座“豪宅”进行加
固。

几千年时光流转，“豪宅”的屋顶虽
早已不在，但 1 米多高的墙体始终屹立
不倒，平面布局保留完整，成为考古界公
认的“天下第一屋”，这是如何做到的？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拌泥砌筑建
成后，用火内外煅烧整个房屋，像烧制陶
器一样，用‘木骨整塑陶房’建筑工艺造出
来的房屋很结实。”李昌韬说，被烧去草
木结构的墙体形成空心夹层，使房屋冬
暖夏凉。

为还原真实生活场景，房基遗址上，
器物出土的位置摆有相应的仿制品，特
别是中国仰韶文化艺术瑰宝——— 彩陶双
联壶。据介绍，其真品现藏于河南博物
院。

“房屋主人的身份可见不凡，但究竟
是什么身份？双联壶又作何用途？”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戴建增说，或许是
氏族首领、长者在氏族结盟或重大活动
时对饮用的酒具；鉴于当时人类正向一
夫一妻制过渡，也有人推测是新人喝交
杯酒的“合卺杯”……无论怎样，双联壶
单件孤品，举世无双。

发现于 1964 年的大河村遗址，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 20 世纪
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2017 年被列入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继忠表
示，以“星空下的村落”为主题，大河村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约 811 亩，将以博
物馆陈列、遗址本体和考古发掘现场展
示及场景复原为载体，打造中国史前文
化展示区。

“遗址发现以来，已进行 26 次考古
发掘，但发掘总面积不足遗址七十分之
一。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前不久进行了
一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勘探，新发现和
确认遗迹点 1037 处。以后每年将对新调
查出的重要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并将发
掘现场作为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一部
分。”胡继忠说。

新华社记者桂娟、李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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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内展示的彩陶双连壶复制品（ 12
月 11 日摄）。

摄影：记者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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