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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百万年人类史
推进解决人类起源课题

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是“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关注的关键领域之一。不断的考古新发现，

为百万年的人类史提供了实证。

湖北学堂梁子遗址位于十堰市郧阳区，是

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2021 年

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学堂梁子遗址

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发现迄今欧亚内陆同

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近期，学堂

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发现 1 具保存

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郧县人 3
号头骨”。目前已出露额骨（包括眉脊）、眼眶、

顶骨、左侧颧骨和颞骨及枕骨左侧，形态清晰，

未发生明显变形，还同时伴随出土大量动物化

石与石制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郧县人处于直立人演化

历程的关键节点上，3 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

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探

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

发展的重要证据。

甘肃白石崖溶洞遗址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考古揭示白石崖溶洞遗

址已发掘地层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

是青藏高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有可靠埋藏地

层、出土丰富考古遗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院士陈发虎说，针对白石

崖溶洞遗址早年出土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进行

体质人类学、古蛋白和铀系测年分析研究，表明

其为至少距今 16 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这

说明白石崖溶洞遗址是青藏高原上目前已知最

早的考古遗址，也是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

外首次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的遗址。据悉，白石

崖溶洞遗址是目前唯一在东亚发现丹尼索瓦人

化石和丹尼索瓦人 DNA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

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重大进展，更是国际上丹尼

索瓦人研究的重大突破。白石崖溶洞遗址的发

掘和研究，为探索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和

高海拔环境适应、丹尼索瓦人及东亚古人类演化

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

县 金 珠 镇 两 家 村 ，是 一 处 旧 石 器 时 代 旷 野 遗

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

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

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

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

品。其上部地层出土的小型两面器也可能代表

东亚稀少的新型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皮洛遗

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

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

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

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郑喆轩说，目前皮洛遗址

揭露 7 个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各类石

制品超过 6000 件，地表采集系统记录典型石制

品超过 3000 件。皮洛遗址的发现，将有力推动

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早期人类适

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

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

问题研究。

相关专家指出，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的新

发现为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

区起源与发展提供重要证据；甘肃夏河白石崖溶

洞遗址和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新发现是早期人

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最新证据，都是东西方人群迁徙

与文化交流的主要物证。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刷新

了中国既有的考古学认知，也为推进解决人类起源

等世界性课题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实证一万年文化史
为解决农业起源问题

提供新材料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下游的上山文

化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是率先进入

农业社会的先行者，是中华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

实证。

桥头遗址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

西侧，钱塘江—义乌江支流铜溪在其东侧由北向

南流过。桥头遗址主体为一处上山文化时期的环

壕聚落遗址。发掘区的东、南、北三侧为人工挖掘

的环壕，西侧被河流冲刷破坏，中部围成略呈正方

形的不完整台地。桥头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

器为主。石器以砾石石器和磨制石器为主，类型

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穿孔石器以及石斧、石

凿、石刀等。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卵腹

罐、双耳罐、壶、圈足盘和杯形器等。陶器上的乳

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

案。上山文化彩陶是长江流域新石器彩陶文化的

重要一支，也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

早彩陶。桥头遗址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环壕遗址。这一发现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

时代农业定居生活走向初步复杂化的重要见证，

也是上山文化聚落考古的一大突破。

兴隆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照

阳河镇兴隆村东南，地属长城以北冀蒙交界的

坝上高原。该遗址于 2016 年坝上地区区域系

统 调 查 时 发 现 ，发 掘 总 面 积 约 1100 平 方 米 。

2018 年度田野工作初步确认遗址面积、堆积类

别与分布情况、绝对年代等。2019 年度田野工

作继续发掘部分房址，了解房屋建造、使用与

废弃过程。遗址二至三期出土大量植物遗存，

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

藜等。其中，黍是我国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

最早的黍类遗存之一，为探讨黍的驯化与早期

栽培提供重要材料。兴隆遗址堆积复杂，发现

了大量能反映其独特文化面貌的出土遗物，其

一至三期遗存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了一

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兴山说，以义乌桥头

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

源地，还发现了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

早彩陶，兴隆遗址是发现我国目前有直接测年数

据的最早的黍类遗存之一，为探讨黍的驯化与早

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距今 1万多年前，是从旧石

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折时期。相关考古发现

以陶器、农业、定居为标志，涉及人类演化史上重

大关键点，为解决农业起源问题提供新材料，证实

中华文明是连绵不断的文明。”雷兴山说。

实证五千多年文明史
揭示早期中国文明的基因

近年来，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

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多项考古发掘填补

了多项空白，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

因，对研究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始

建于距今 4300 年左右，使用约 500 年后废弃，面

积在 400 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2012 年

迄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

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子“哨所”等，

除了大量出土遗物外，还发现了“头骨祭坑”及

“藏玉于石”的现象。外城东门址所发现的内、外

瓮城及马面等遗迹，是国内最早的同类城防设

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邵晶说，考古发

掘的种种迹象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区

域，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

陶寺遗址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

区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区域，也是陶寺遗址都城

性质最重要、最直接的物化要素之一。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

时 5 年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 13 万平方米宫城

的存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南

拐角处的侧门。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

筑基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意义重大。发掘

进一步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 8000 平方米的最

大宫殿建筑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

土建筑基址。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 2 座主

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

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

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陶寺遗址宫城内大

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

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

动意义。

施岙遗址古稻田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是一

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稻田，初步勘探总

面积约 90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出河姆渡文化

和 良 渚 文 化 的 大 规 模 稻 田 遗 存 ，年 代 距 今 约

6700 年至 4500 年。河姆渡文化时期稻田因发

掘面积较小，仅发现少量稻田、田埂、河沟遗

存。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

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

良渚文化的稻田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善的路网

和灌溉系统，这种大规模稻田起源年代可能早

至 距 今 6500 年

以上，并一直延续

发展。此次发现表

明 ，稻 作 农 业 是 河 姆

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

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进

一步深化了对长江下游地

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

进程的认识。

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

考古工作逐步揭开了二里头遗址

的多网格式布局。2021年以来陆续

揭露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

墙，包括宫城北侧道路上的门道、宫城

西部围墙，并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

向北延伸 200余米，据此推测已知作坊区、

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

区。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

陶遗存，出土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

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

等，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

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

大量骨角质遗物，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割、磨

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制

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

的重要突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

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是探讨早期国家都

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

问题的重要线索。

岗上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州市陈岗村，其中

大汶口文化城址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 2020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岗上遗址北部

居址区和南部墓葬区进行了考古发掘，总发

掘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岗上遗址是海岱地

区发现的大汶口时期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

因其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及玉器的出土，岗

上遗址的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岗上遗

址考古新发现丰富了对鲁南地区乃至整

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阶段中心性聚落

内涵的认识，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

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国家 文 物 局 副 局 长 关 强 说 ，国 家

文物局将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推 动 把 中 国 文 明 历 史 研 究 引 向 深

入，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

河 汇 流 的 发 展 历 程 ，为 增 强 历

史 自 觉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提 供

坚 强 支 撑 。

“考古中国”实施 200余项考古发掘

探寻文明源流探寻文明源流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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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年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关注中国境内人

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

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共批准立项夏文化研究等 18个重大项目，批复各地实施 200余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为

实证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编 者

图①：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皮洛遗址进行考古挖掘。 郑喆轩摄

图②：山东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文物。

图③：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学堂梁子遗址工作。

图④：陕西石峁遗址外景。 图②至图④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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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工作总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工作总

方针是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方针是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

以 多 学 科 联 合 攻 关 方 式 开 展 研以 多 学 科 联 合 攻 关 方 式 开 展 研

究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第五阶

段自段自 20202020 年开展以来年开展以来，，进行了系进行了系

统 的 田 野 考 古 与 多 学 科 研 究 工统 的 田 野 考 古 与 多 学 科 研 究 工

作作 。。 各 团 队 围 绕 辽 宁 建 平 牛 河各 团 队 围 绕 辽 宁 建 平 牛 河

梁梁，，山西兴县碧村山西兴县碧村、、襄汾陶寺襄汾陶寺，，陕陕

西神木石峁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延安芦山峁，，河南新河南新

密新砦密新砦、、偃师二里头偃师二里头，，山东章丘焦山东章丘焦

家家，，四川新津宝墩四川新津宝墩、、大邑高山大邑高山、、广广

汉三星堆汉三星堆，，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北天门石家河、、沙洋沙洋

城河城河，，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南澧县鸡叫城、、孙家岗孙家岗，，

安徽含山凌家滩安徽含山凌家滩，，浙江余杭良渚浙江余杭良渚、、

江苏常州寺墩等遗址江苏常州寺墩等遗址，，开展系统开展系统

的田野工作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进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进

行 中行 中 ，，多 学 科 联 合 攻 关 硕 果 累多 学 科 联 合 攻 关 硕 果 累

累累。。我们突破常规检测方法我们突破常规检测方法，，对对

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北方石城白灰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北方石城白灰

面直接进行年代测定面直接进行年代测定，，为这一类为这一类

建筑遗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提供建筑遗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提供

了准确的数据支撑了准确的数据支撑，，填补了国内填补了国内

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为为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北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北方

模式奠定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模式奠定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

同时同时，，我们使用了多种分析检测我们使用了多种分析检测

手段手段，，与碳十四测年相结合与碳十四测年相结合，，采用采用

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

年结果进行分析年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综合分析考古

遗存年代遗存年代，，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

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尤其尤其

是在石峁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测是在石峁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测

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古环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不古环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不

同遗址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特征同遗址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特征

及主要的环境变化过程存在显著及主要的环境变化过程存在显著

的差异的差异。。其中其中，，对距今对距今 53005300 年前年前

后中原地区的地震后中原地区的地震、、距今距今 46004600 年年

至至 43004300 年期间长江下游地区的年期间长江下游地区的

大规模洪水泛滥大规模洪水泛滥、、距今距今 42004200 年前年前

后气候变迁造成的稻作农业加速后气候变迁造成的稻作农业加速

西 传西 传 、、距 今距 今 52005200 年年 、、38003800 年 和年 和

28002800 年 前 的 环 境 变 化 事 件 等 对年 前 的 环 境 变 化 事 件 等 对

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综合

分析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对比审视了从宏观的角度对比审视了

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同异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同异

以及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大势以及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大势，，

初步揭示了自然环境在中华文明初步揭示了自然环境在中华文明

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显示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显示，，距今距今 70007000 年以来各地区年以来各地区

存在明显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

式式，，手工业经济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手工业经济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

杂化的共同特征杂化的共同特征，，而跨区域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而跨区域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

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

距今距今 43004300 年以降的陶寺遗址已经初步体现出获得跨年以降的陶寺遗址已经初步体现出获得跨

区域社会资源的能力区域社会资源的能力。。进入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更是进入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更是

体现出有意识对不同区域的玉石体现出有意识对不同区域的玉石、、金属金属、、特殊陶器等资特殊陶器等资

源的控制和管理源的控制和管理。。权贵型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文权贵型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文

明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明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动物资源利用在不同地区均动物资源利用在不同地区均

体现出肉食和祭祀在资源管理和利用模式上的分化体现出肉食和祭祀在资源管理和利用模式上的分化。。

中原地区显示出明确以粟为主中原地区显示出明确以粟为主，，黍黍、、大豆大豆、、水稻为补充水稻为补充

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以石峁遗址群为核心的北方以石峁遗址群为核心的北方

早期文明早期文明，，在农业结构上以粟作为主在农业结构上以粟作为主，，黍的比例略高于黍的比例略高于

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尚未发现小麦等外来品种尚未发现小麦等外来品种，，畜牧业的发展仅畜牧业的发展仅

初见端倪初见端倪，，尚未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成分尚未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成分。。稻作农稻作农

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

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

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

我们借鉴西方关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理论与方我们借鉴西方关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理论与方

法法、、结合古史记载结合古史记载，，全面描述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全面描述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从从

欧亚大陆的比较视野讨论中西互动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欧亚大陆的比较视野讨论中西互动对中华文明形成的

影响影响。。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背景下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背景下，，讨论早期中华文明讨论早期中华文明

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完成了对完成了对““区系类型区系类型””

““重瓣花朵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相互作用圈””等已有理论的综合研等已有理论的综合研

究究，，深化了对中华文明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宏大进程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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