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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推动

下，包括联合考古、文物修复在内的中非文化交流

合作日益密切。2017 年 7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山东大学等单位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

中国—肯尼亚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队。中国考古

人首次在东非大裂谷这样的神奇之地，走近 20 万

年前古人类的家园。

从 2017 年起，联合考古队对肯尼亚吉门基石

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各类石

制品和动物化石 2000 余件，时间涵盖旧石器时代

早期、中期和晚期，研究价值极大。目前，项目第

一阶段考古工作已经结束，实现了预期目标。

意义非凡的非洲旧石器考古

非洲是国际考古界公认的早期人类发源地之

一，在这里开展旧石器考古研究意义非凡。非洲

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拥有极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资源。前往非洲探索人类起源之前，我的脑海充

满着对远古时代非洲早期人类生活的各种想象。

抵达考古现场后，种种感受比预期的更加丰富。

古人类遗址一般临水，非洲亦是如此。2017
年 10 月 3 日，中方考古队员抵达肯尼亚裂谷省巴

林戈地区的第三天，即在纳库鲁郡玛卡里亚瀑布

附近找到一处古人类遗址，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学

者在国外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

当地人说，这里是狮子的领地，平时常能看到两三

个狮群，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十分危险。联合

考古队颇有收获，共找到了 11 件旧石器时代石制

品，原料为优质的黑曜岩和燧石。

吉门基石遗址位于赤道附近的大裂谷腹地，

距巴林戈湖和博高利亚湖很近。这里属于稀树草

原环境，遍布岗地和丘陵。多年来，尽管东非大裂

谷南北两端都有重要考古发现，但在中部各个湖

泊相连的大裂谷腹地和南北二三百公里的区域

内，却罕有重要考古发现。2016 年，从肯尼亚国

家博物馆退休的吉门基石先生发现这一区域分布

有古人类活动遗存，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向中国考

古学家发出了合作邀请。

在吉门基石遗址及周边地区，联合考古队共

找到了 27 处旧石器时代地点，出土细石器和旧石

器时代中期石制品 1000 多件和数十件哺乳动物

化石。为了纪念吉门基石对于遗址发现的贡献，

中方提议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遗址。

几年来，联合考古队的考古发现初步证明，东

非大裂谷巴林戈地区分布有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

代文化遗存，对于探索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类起

源等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寻找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

吉门基石遗址主要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地层

和遗迹，大约距今 25 万至 4 万年前，正是现代人起

源的关键时期。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处于人类起

源的哪一阶段？遗址出土的代表性石器为解答这

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吉门基石遗址出土的手斧有两种类型，一种

是个头较大的阿舍利手斧，为该地区旧石器中期

偏早的典型石器；另一种是向莫斯特文化过渡的

中小型手斧，而莫斯特文化是由欧洲尼安德特人

创造的。东非和欧洲手斧的制作技术和器形相

通，反映了两地古文化的密切关系。

假如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是已经进化成的

现代人，那么欧洲当时应该也会出现现代人。然

而现有考古资料显示，欧洲当时只有尼安德特

人。尼安德特人并非现代人，它曾同现代人并存

了一段时间，直到消失。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遗

址的主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考古结果

似不能支持 20 万年前现代人在非洲形成并扩散

的假说。

2018 年，联合考古队在遗址上层找到了叠压

在中期文化层之上的细石器文化层。这种由旧石

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连续地层堆积十分罕见。它

的发现为研究细石器的起源和传播路线提供了重

要线索，给了我们探索现代人起源的新灵感。

欧洲最早的细石器出现在距今 3万多年前的奥

瑞纳时期，文化面貌与东非细石器类似。西伯利亚

南部最早的细石器出现在距今约 2.7 万年前，面貌

与欧洲细石器较为一致。在中国华北地区，2 万多

年至 1 万多年前是细石器文化的繁盛期，从器物组

合和制作技术层面看，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同上

述地区有诸多共性。因而，细石器文化从东非经欧

洲和西伯利亚到达中国的传播路线十分清晰。

通过对吉门基石遗址各时期叠压地层的系

统发掘，并对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后，我们初步判

断，细石器文化层距今约 7 万至 5 万年，细石器文

化的主人可能是最早的现代人。可以想象，7 万

至 5 万年前，有一支在东非形成的现代人，因环

境恶化（超级火山爆发或极度干旱）而迁徙到广

袤的欧亚地区，与当地人类交融，演化为这些地

区的现代人。

从非洲经西伯利亚走进欧亚大陆，显示出早

期人类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条重要的“生命

通道”。为了生存，人类多次迁徙，既向东扩散，也

向西返流。在纷繁艰难的迁徙中，人类一路走来，

繁衍至今。

为研究现代人起源贡献
中国智慧

吉门基石遗址地层布满黑黝黝的火山灰，大

裂谷边缘的低山上，依稀可见火山遗迹。大裂谷

拥有许多地热和温泉，自然生态和旅游资源丰富。

遗址附近的博高利亚湖是著名的火烈鸟观光区。

每年 7、8 月，数以百万计的火烈鸟从遥远的澳大利

亚飞来停驻在湖面上，满眼火红，壮观无比。

近年来，现代人起源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研究

的前沿课题。“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人在非洲形

成并扩散至世界各地；“多地区起源说”认为亚、

非、欧各洲的现代人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猿

人演化而来。作为考古学者，我们不能轻言对错，

而是要找到证据，考古发掘就是搜集物证的过程。

在合作发掘中，中方以布方、三维测量和区域

调查为工作重点，肯方主要负责现场挖掘和遗址

保护。由于考古地点多位于荒野，开车不仅难以

行驶，还容易错过考古点，这就需要考古队员们用

脚丈量每一寸土地。中国队员的敬业态度和专业

精神赢得了肯方同行的特别赞赏，研究成果也得

到国际考古界的积极评价。

吉门基石表示：“与中国专家的合作十分愉

快，中方提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我们的考古研

究带来很大帮助。”他期待着今后能有更多发现，

在 共 同 探 索 现 代 人 起 源 的 研 究 上 不 断 结 出 新

硕果。

近年来，山东大学考古队接连在东非大裂谷

和法国西南部开展联合考古发掘，我们在与国外

同行的交流合作中感受到不同文明的魅力。中国

考古走出国门，有利于增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

的交流互鉴。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外方合作，开展

西伯利亚人类“生命通道”等考古调查，为现代人

起源与演化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肯尼亚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

队领队，山东大学人类演化实验室负责人、教授）

左图：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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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

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在上海博物馆开

展，观众可以从中领略文艺复兴至 20 世

纪 400 年的欧洲美术史。其中，法国现

实主义画家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

罗的风景画作品《倾斜的树干》作为重

磅画作展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此前

在北京举行的“17—19 世纪欧洲艺术大

师真迹展”亦选择了柯罗的《三人风景》

《晨曦》《在河边祈祷》三幅风景画展出。

据法国学者马丁·迪特勒鉴定整

理，柯罗一生创作了约 3000 幅油画作

品，除 1/10 的人物画外，其余大部分为

风景画。在法国艺术史上，柯罗与尼古

拉斯·普桑和克洛德·洛兰并称三大风

景画家，他的作品对 19 世纪后期风景

画家影响甚大。尤其是热衷于研究光

线变化的印象派画家，纷纷从柯罗的作

品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可以说，柯罗在

欧洲现代艺术发展史中具有十分特殊

的地位。

结缘古典主义——

在自然的怀抱里

观察思索

柯罗 1796 年出生于巴黎，其学艺

之路始于古典主义绘画。他曾先后师

从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阿奇勒·埃特

纳·米夏隆和让·维克多·贝尔坦，不仅

学习了古典主义绘画技巧，更懂得了

“回归自然”的意义。米夏隆告诉柯罗：

“去吧，在自然的怀抱里观察思索，把你

对自然的真正感受画下来。”

为更好地了解古典主义艺术，柯罗

于 1825 年求学意大利。3 年间，他在罗

马和乡村度过了多数时光，创作了约

150 幅油画和 200 多幅素描。热那亚和

威尼斯的秀丽风光、古罗马的文化遗

迹、前辈艺术大师的杰作，都给他带来

颇多启示。这期间，柯罗的风景画大多

表现的是城市风光、田园景色、古代遗

迹等。他采用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全景

式构图，也比较注重自然景物的立体

感。《圆形竞技场远眺》《圣安吉罗堡》

《意大利城堡》是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

代表性作品。

1828 年，柯罗结束留学返回法国，

前往各地写生旅行。普桑和洛兰的法

兰 西 风 景 画 传 统 逐 渐 在 柯 罗 笔 端 展

现。所谓的“法兰西式”风景画就是幽

思怀古的田园风景。绿色树木和深褐

色大地形成厚重色调，与远景中烟雾缭

绕的青山和蓝天白云形成强烈对比。

画作气象万千，富有诗意，带有浪漫主

义的感伤情调。这一时期的柯罗对带

有人物的风景画情有独钟，并借助神话

人物使风景画具有深沉的怀古意境。

启迪巴比松画派——

记录下那一瞬间

的感动

1830 年，柯罗来到枫丹白露附近的

巴比松村，结识了巴比松画派的西奥多·
卢梭、弗朗索瓦·米勒和弗朗索瓦·杜比

尼等画家，和他们一同生活、创作。严格

地说，柯罗并不算是巴比松画派的成员，

但他对画派的发展作出许多贡献，可以

说是巴比松画派的良师益友。

巴比松画派的活跃期在 1830 年至

1870 年间，主要成员除卢梭、米勒、杜

比尼外，还包括维吉里奥·迪亚兹、朱利

安·杜 普 雷 以 及 康 斯 坦·特 罗 雍 等 画

家。受荷兰、英国风景画家影响，巴比

松画派提出“面向自然，对景写生”，一

反在画室内创作风景画的传统，倡导走

到户外进行创作。画家们细致入微地

观察景物，探究光线变化，力求真实还

原自然界的种种色彩，让作品呈现更加

朴实无华的风格。

柯罗与巴比松画派在“面向自然”

上观点一致，他曾说自己“就像小孩那

样地研究大自然”。终其一生，柯罗的

绘画都展现着对自然的热爱。完成于

1832 年的《巴斯—巴布里奥的橡树》、

1835 年的《枫丹白露的巴布里奥小路》

等作品都具有巴比松画派的特点，前者

一直被认为是最接近巴比松画派风格

的作品。画家用看似潦草奔放的笔触

描绘茂密的丛林，树木在蓝天白云的映

衬下显得生机勃勃。走进自然，才能如

此真实地捕捉景物原貌，如此生动地表

现它的活力与魅力。

在“对景写生”的理解上，柯罗有着

自己的观点。古典主义画家凭借绘画知

识“闭门造车”，巴比松画派坚持在户外

直接进行油画创作。在柯罗看来，户外

和画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画家应当前

往户外写生，锻炼对自然的感受力，也应

当以写生习作为素材，回到画室精心打

磨加工，方能创作出成熟的作品。柯罗

本人的大部分作品都经历了这样的创作

过程。人们评价他总能将“那一瞬间的

感动”生动、鲜活地体现在画作中。

形成柯罗式画风——

自然和理想美妙

地结合在一起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柯罗的风景

画逐渐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他擅长

使用银灰色调表现微风轻拂、树影婆

娑、雾霭氤氲、水天一色的景致，既有古

典主义的静穆典雅、浪漫主义的幻想抒

情，也有现实主义的朴实真挚，被称为

柯罗式风景画。

1854 年，柯罗前往荷兰采风。这次

旅行让他爱上了荷兰画派，那种质朴单

纯的现实主义画风深深打动了画家。自

此，柯罗的风景画中不再只有神话人物，

还有农夫、市民、孩童，形形色色的普通

人走进他的画面。苏联美术史家阿尔巴

托夫形容柯罗风景画中的人“是迎着大

自然走来的”“柯罗投入了风景的怀抱，

他的散步是市民劳动一天后的休息。他

步态从容，不是在密林中追踪的猎人，他

更像是在水边沉思的、安逸的渔夫”。

在柯罗式风景画中，《蒙特枫丹的

回 忆》堪 称 翘 楚 。 这 幅 作 品 创 作 于

1864 年，描绘了画家对瓦兹河畔小村

庄的美好回忆：一个薄雾笼罩、静谧清

新的早晨，身穿红裙的年轻母亲和两个

孩子在河边闲适地采摘野花。一河两

岸 式 构 图 将 画 面 分 为 远 、中 、近 三 部

分。晨雾缭绕的河对岸，山峦起伏，树

木成林。水中倒影成荫，仿若梦境。近

景中，一棵高大的橡树似乎被微风轻拂

枝叶。橄榄绿色的橡树和柯罗画作标

志性的银灰色调交织，烘托出“远山如

黛，近水含烟”的意境。人物衣裙的明

丽色彩点缀其间，如诗如画的自然与人

和谐共融、生机盎然。

此次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倾斜的

树干》（见下图，马躏非供图）创作于 19
世纪 60 年代，描绘了雾色迷蒙的湖光山

色。画家依然采用一河两岸式构图，湖

岸近处几棵桦树摇曳生姿，画面中间一

棵细长的树干向左侧倾斜而出，顿生灵

动，点状用笔描绘出枝叶的婆娑飞扬。

画家用简练的笔触勾勒出 3 个在湖边劳

作的人。部分船身及树下站立的女子

的帽子都使用了很明亮的镉橙色，这种

颜料在 19世纪初出现，40年代才开始在

画家中流行。柯罗经常将镉橙色或黄

色点缀于他那灰绿色调的风景画中，使

得景致生机盎然。

“在他的画中，现实的自然和理想

美妙地结合在一起。”19 世纪法国文学

家儒勒·列纳尔曾这样评价柯罗。柯罗

画派的诞生，使 17 世纪普桑之后沉寂

了两个世纪的法国风景画再度复兴。

他对自然的热爱和扎实的写实功力，令

莫奈等印象派画家深生敬意，他们将他

视为印象主义的先驱。人们从柯罗的

作品中可以体味朴实中的诗意——抽

象的情感与真实的景物相融无间，如梦

似幻又真实可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

朴实中的诗意
——柯罗风景画赏析

马躏非

透过椰枣树翠绿枝叶的罅隙，夕阳

将余晖铺洒到波平如镜的泉水上。这

眼清澈纯净的泉水，名曰“克利奥佩特

拉 泉 ”，它 以 埃 及 末 代 女 王 的 名 字 而

命名。

这里是锡瓦，埃及最西部的边陲小

镇，远离首都开罗，距离邻国利比亚仅

有 50 公里。站在建于 13 世纪的锡瓦沙

利古堡废墟上向外望，在四周漫漫沙漠

的包围中，数百万棵椰枣树和橄榄树撑

起了蔚为壮观的绿色屏障。大大小小

上千口从地下汩汩涌出的澄澈泉水，又

浇灌出大片富庶的农田和花草植物，令

小镇宛若镶嵌在埃及西部沙漠腹地的

璀璨明珠，真可谓“沙漠绿洲”。

在古埃及语中，锡瓦意为“椰枣林

之地”。这里有如此多的椰枣树，或高

或低，品种各异，一棵紧挨一棵，如同

卫兵一样巍然屹立，护佑锡瓦不受沙

漠狂风的侵袭。埃及作家巴哈·塔希

尔写过一部以锡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日落绿洲》，荣获首届“阿拉伯国际小

说奖”。这里的椰枣树，在塔希尔笔下

被细腻地描述着：“进入锡瓦绿洲的第

一刻，我的目光便立刻被一口口泉眼

边葱绿茂密的椰枣树所深深吸引了。

的确，我先前看见过椰枣树潜入湖中，

湖面上只浮现出树尖的倒影；而现在，

我们登高远眺，目及之处，满眼苍翠，

一眼望不到边的椰枣树叶构成了如织

的森林，墨绿色的椰枣林海波涛翻滚，

锡瓦小镇像个岛屿般从林海中拔地而

起，灰色的墙壁和褐色的民宅矗立在

一个金字塔形的高坡上……”

锡瓦不但自然景观优美，而且历史

悠久，留下了许多历史故事。早在公元

前 2000 多年，锡瓦绿洲就已赫赫有名。

据记载，除了古埃及国王在这里留下文

化印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也曾

于公元前 331 年克服沙尘暴、高温、缺水

和食品匮乏等重重困难，依靠天上飞鸟

指引方向，最终抵达锡瓦，据说得到了

“合法”统治埃及的神谕。又据说，波斯

王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后，却想去锡

瓦焚毁神谕之所，在途中遭遇罕见的沙

尘暴，昏天暗地之中，5 万精兵强将竟消

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历史未解之谜。

今天的锡瓦，生活着两万多人口。

90%以上的居民是柏柏尔人，他们大多

内敛腼腆、淳朴敦厚。除阿拉伯语，他

们还使用古老且鲜为人知的西威语，原

汁原味地保存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柏柏

尔文化。今天，锡瓦居民仍用当地的盐

湖泥土和椰枣树叶盖房子，房间里悬挂

或铺置着手工制作的各类地毯，以及当

地妇女构思巧妙的各类编织物。位于

小镇中心的锡瓦民居博物馆陈列着琳

琅满目的银饰、乐器、婚纱服饰和陶制

物品，这些制作精良的手工艺品生动展

示着独有的工艺传统和文化特色。

落日时分，锡瓦彩霞满天，原本并

不喧嚣的小镇愈发静谧。一泓泓泉水

和镇外的盐湖，都在夕阳的余晖里泛着

金色波光。田里劳作了一天的居民或

骑着毛驴，或坐着驴车，怡然自得地归

返家中。少顷，土房农舍渐次飘出缕缕

炊烟，那是生活的况味。

此刻，时间与周遭的空气仿佛静

止。锡瓦是金字塔、尼罗河、现代都市

开罗之外，埃及诗意的另一面。这里，

漫漫黄沙隔绝了世间侵扰，却掩盖不住

苍翠绿洲的蓬勃生机。金黄与葱绿相

得益彰，荒漠与丰饶形成对比，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令人赞叹。

“城镇是有灵魂的，而锡瓦的灵魂是

善良、神秘和慈母般的。一旦你踏上锡

瓦的土地，就会感受到这座小镇用它温

煦的阳光裹挟你，用它的热情好客拥抱

你，用它的宽广胸襟平息你内心汹涌芜

杂的情感波澜……”《今日埃及》杂志在

一篇有关锡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的

确，锡瓦就是这样一座小镇，它摇曳多姿

的美景、浓郁醇厚的人文气息和悠然自

得的田园风情，正触碰到当代都市人心

中柔软的部分，自然令人流连忘返。

锡瓦绿洲
黄培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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