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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峰峦起伏，小河潺
潺。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周口店调查
时来到龙骨山。他说：“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
遗骸就躺在这里。”后来，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完整
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世界。

1953 年，中国猿人陈列馆在周口店考古发掘
的基础上建成。1961年，国务院把“周口店遗址”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周口店北京
猿人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
入选世界遗产的6家单位之一。2014年5月，新建
成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记者
日前走进博物馆，探寻人类先祖的演进历程。

改写历史的伟大发现

远远看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像是原
始人遗落在旷野的石器，粗犷刚硬的折面好似石
器的刃口。建筑由南向北逐渐降低，与周边山脉
天际线及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博物馆建筑面积
8093平方米，包括地上二层，地下一层。馆内展
出化石标本、文物、模型等1000余件，分四个展
厅，系统介绍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发掘、研究
和保护。

走进第一展厅，一张张黑白老照片讲述着百
年前这片遗址上发生的故事。

1921 年，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及
其助手来到周口店龙骨山试掘，发现了一颗人类
牙齿化石。经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50 万年左右，

比此前已知的最早人类“尼安德特人”早了40万
年。1926年这一发现公布后，周口店遗址吸引了
世界关注。

1927 年春天，周口店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开
始，项目最初的负责人是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和瑞
典古生物学家布林。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到，当时
是采用打格分方、从上到下井式挖掘的方式。当
年又发掘出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类牙齿化石。北京
协和医学院解剖学家步达生经过研究，将这种古
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

1929 年 12 月 2 日下午，考古学家裴文中带领
几个技工在寒风中紧张地发掘。随着洞穴越挖越
深，发掘面空间越来越狭小，无法使用汽灯，工
作人员只好一手发掘，一手举着蜡烛照明。突
然，裴文中大声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盼望已久的东西终于露面了。

这块头盖骨化石一半埋在硬土里，一半埋在
松土中。裴文中把化石周围的土挖空后，用撬棍
轻轻把它撬出来。化石出土时很潮湿，一碰就
破。裴文中和两名技工连夜生起炭火来烘烤它，
烤干后用水糊上几层厚厚的绵纸，再糊上石膏、
麻袋片，继续烘烤。等到外面的石膏变得干燥坚
硬，裹在里面的化石就不会轻易损坏了。最后，
裴文中把头盖骨化石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裹起
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捆好，乘长途车亲自送到
北京城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一张老照片里，裴文中面向镜头站立，双手
抱着包裹起来的头盖骨化石。旁边展柜里陈列着
当时考古发掘使用的工具。“这就是裴文中1929年
在周口店主持发掘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
型。”讲解员介绍说，头盖骨属于一个八九岁的男
孩，骨壁较厚，约为现代人的两倍，脑容量较
小，约为915毫升。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平说，第
一个“北京人”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发现震撼了国
际学术界，不但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提
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而且还将人类演化历史向前
推进了几十万年。“北京人”及其文化遗物、遗迹
的发现和研究，解决了19世纪末“爪哇人”发现
以来，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长期争论，确立
了直立人阶段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是探索人类
起源发展的一个突破性贡献。直立人的典型形态
至今仍以“北京人”为准。

连续的古人类演化序列

周口店遗址自发掘以来，先后发现不同时期
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出土的古人类
化石涵盖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三个阶段——直立
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构成连续的古人类演
化序列，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展厅里摆放着周口店遗址模拟沙盘，可以看
到各处化石地点的分布。周口店整个遗址保护面
积4.8平方公里，其中以龙骨山为核心，保护面积
为 0.24 平方公里，在这片区域发现了 8 处化石地
点，其中有3处人类化石地点。周口店遗址出土的
人类化石中，最著名的是距今 70 万-20 万年的

“北京人”化石和距今3万-1万年的“山顶洞人”
化石。此外，在第4地点和第27地点，分别出土
了距今 20 万-10 万年和距今 4.2 万-3.85 万年的古
人类化石。

博物馆共展出6件相对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
石模型。“这是‘北京人’第 V 号头盖骨化石模
型，属于一名成年男性，脑容量约为1140毫升。”
讲解员介绍，化石原件由四部分组成，包括1934
年发现的左侧颞骨及其相连部分、1936年辨认出
的右侧颞骨破片、1966年发现的完整额骨以及右
半枕骨和部分顶骨。其中1934年及1936年出土的
部分化石原件失踪，1966年出土的额骨及枕骨目
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展厅里还有“北京人”肢骨模型。通过对出
土的人类肢骨进行研究，可推算出当时“北京人”的
身高——男性约为1.56米，女性约为1.44米。

一面布满石器的黑色展墙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龙骨山猿人洞出土了10万余件石器，我们选
取其中的 500 件做成了这面石器墙。”讲解员说。
这些石器种类丰富，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状
器等，可以满足“北京人”采集、狩猎、防身、
分割食物等需求。

第三展厅着重介绍了“山顶洞人”的发现。
1933年，考古工作者对山顶洞进行发掘，发现了
40多件人类化石，分属于8个不同的个体，其中有
3颗比较完整的头骨。通过头骨对“山顶洞人”进
行头像复原，可以看出“山顶洞人”已经很接近
现代人的相貌。据科学研究，“山顶洞人”男性身
高约为 1.74 米，女性约 1.59 米，比“北京人”高
出不少。

展柜里陈列着一枚细长的骨针。它是用老虎
的骨头磨制而成，长约82毫米，略带弯曲，表明
曾被使用过很长时间。骨针的出现，说明那时候
人类已经学会缝制衣物抵御寒冷。

一组“山顶洞人”的饰品也很有趣。讲解员
告诉记者，“山顶洞人”已经有了爱美之心，他们
将动物头骨、牙齿、贝壳、骨管等用野兽的筋串
在一起，戴在身上打扮自己。

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许多动物化石标本，比如
和“北京人”同时期的中国鬣狗完整骨架、李氏
野猪头骨、肿骨大角鹿头骨等，还有“山顶洞
人”时期的洞熊和老虎骨架。这些动物化石为古
生物学及远古时期环境气候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举世瞩目的保护与寻找

在互动电子屏前伸出手掌，与“北京人”比
身高、比脑容量；走进4D影院，在雷电、大雾中
穿越时空，来到远古人类的生活家园……周口店
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内丰富的多媒体和互动设施，
让观众在沉浸体验中触摸历史、对话先祖。

董翠平介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先后
在韩国、意大利、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举办展
览，每年都在国内举办数次巡展，并举办科普大
讲堂走进校园。去年疫情期间，积极推广线上短
视频课程，今年推出“甲子传承·看四色龙骨山”
抖音直播活动，并与 《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
中国》节目组合作拍摄，努力唤起公众对文化遗
产传承保护的重视。

猿人洞是周口店遗址群中最著名的一处，自
上世纪 20 年代发掘以来，长期遭受日晒、雨淋、
风蚀、溶蚀等自然力破坏，出现多种地质病害。
为保护这一珍贵遗址，历经7年论证，本着“最小
遮盖、消除隐患、融入自然”的原则，猿人洞全
覆盖保护工程于 2015 年开始施工，2018 年完成。
2019年，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猿人洞）保护建筑
荣获亚洲建筑师协会保护项目唯一金奖。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的结
尾，记者看到两只仿制的木箱与一份“北京人”
遗失化石清单。清单上记载：在一只木箱里，装
有7盒标本，其中4盒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41年，为保护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被毁
于战乱，中美两国相关负责人经过磋商，决定将

“北京人”化石转移到美国博物馆暂存。这批化石
装在两个大木箱里，打算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
随着部队从北京到秦皇岛，乘轮船“哈里逊总统
号”回美国。然而，在运输途中，由于珍珠港事
件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
皇岛等地的机构，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在秦皇
岛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搁浅在长江附近，未
能抵达秦皇岛。这批化石从此下落不明，成为震
惊世界的悬案。

1998年，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声，呼
吁全世界共同寻找“北京人”遗失化石：“因为我
们要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
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
人类和平的信念。”

这些毕生研究周口店遗址的科学家们的肺腑
之言，让记者动容。

在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幕的“玉·见——红山·良渚文化展”上，来
自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美玉、彩陶等交相辉映，展现中华文明早期先
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信仰。

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代表性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一
北一南，均以其精美的玉器、分明的等级制度、完善的农业和手工业体
系，彰显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

此次展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博
物馆、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赤峰博物馆承办。这是继今年初在赤峰博
物馆举办“双璧同辉——红山·良渚文化展”后，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再
次相遇。

“展览精选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文物262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47件（组）。许多红山文化文物是首次离开赤峰来到杭州展出，部分鲜少
露面的良渚文化文物也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执行策展人岳晨
晨说，展厅里的立面、展板采用红色系和绿色系将红山文化文物与良渚
文化文物区分开来，让观众能够清晰直观地对比观展。同时，通过场景再
现、多媒体展示及互动设备等，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

展览分为“文明之光”“敬神娱人”“人居其地”“珠环玉绕”4个单
元。走进第一单元“文明之光”，红山文化玉斧、良渚文化玉钺等文物映
入眼帘。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社会生产力提高，
社会阶级分化，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红山文化的坛、庙、
冢，良渚文化的古城、水利设施，都是文明之光最好的实证。

第二单元“敬神娱人”主要展示与祭祀有关的文物。红山文化和良
渚文化都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通过祭坛遗址及相关遗存可以了解当
时的社会制度和先民们的原始信仰。除祭坛外，还发现了大量动物形
器，这些器物寄托了先民们对动物某些能力的崇拜，也体现了独特的审
美意识。展厅里，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黄玉C形龙，象征天地贯通的良渚
玉琮，造型生动的玉鸟、玉鸮等，带领观众走近先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有着发达的农业，先民
们已经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专一、固定的手工业加工场所开始出现，
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人居其地”单元展出的石磨盘石磨
棒、绘花瓣斜线纹彩陶钵、黑陶壶等文物，反映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
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先民们就把石、骨、牙或贝壳做成简单的饰
品，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更加精美的玉石装饰品出现了。红山文化和良
渚文化的制玉业分工明确、技艺精湛，是新石器时代制玉工艺的集大成
者。“珠环玉绕”单元集中展示了造型多样、制作精美的玉石装饰品，如
玉玦、龙首纹玉璜、玉坠、玉镯等。这些玉石装饰品是先民们审美意识
的集中体现，也折射出等级制度与贫富差异。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岳晨晨表示，此次展览一方面是对
百年考古历程的致敬，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红山和良渚这两个典型文化的
对照展示，让观众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有所了解，引起观众
对文明起源时期人类社会共性的思考，从而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

据悉，展览将展至2022年3月13日。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12月18日，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联合主办的
“‘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
艺术中心开幕。这是故宫超高精度“数字文物”首次在深圳展出，并借
助VR、AR技术还原倦勤斋部分场景。

继2020年通过“畅游多宝阁”小程序为观众展现故宫院藏文物的精
彩纹样后，故宫与腾讯再度合作，借助腾讯沉浸式渲染、图搜和全景声
等技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故宫古建与藏品中的纹样之美。

展览共设7个展区，观众可欣赏高达5.3米的裸眼3D“数字文物”和
22倍高清放大文物，感受比实体文物展更为震撼的视觉效果，还能探寻
隐藏的神秘立体空间“彩蛋”。展览还精心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让观
众领略故宫四季美景，留下独家影像。

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2022年2月12日，通过“数字
故宫”小程序即可预约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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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博推出跨年大展

红山良渚文物荟萃一堂
方彭依梦 文/图

数字展呈现故宫纹样之美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第一展厅。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第一展厅。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 本文图片均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提供

“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化石发现处。“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化石发现处。

红山文化黄玉C形龙。红山文化黄玉C形龙。

良渚文化玉梳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