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少
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享有歌舞之州、森林
之州、神奇之州、百节之乡、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苗族侗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
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等诸多美誉。

黔东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侗族大
歌”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有国家级
非遗56项78处。

黔东南历史遗存厚重，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20 处，拥有 415 个中国传统村
落、126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摘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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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遗产是传承与创新相互促进的社会成果。近年来，人们

不仅关注历史村落与文化景观、文物与乡土建筑、文献与民俗技

艺，更将目光投向乡村博物馆、乡村公园、当地特色传统产品开

发和品牌建设等。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
联合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大学等国内外科研单位，对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遗址的石器技
术特征开展了系统研究，揭示了欧亚大陆最早的“准备石核
技术”。该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发表。

为揭示古人类技术与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
材料

上述研究成果被视为泥河湾盆地乃至东亚旧石器研究的
重要突破。

据裴树文研究员介绍，作为旧大陆东部古人类演化的重
要区域，我国拥有众多的早—中更新世考古遗址。与旧大陆
西部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石器技术，
被认为长期停滞不前，具有相对原始的模式1或者似奥杜威工
业的特点。

针对这种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说来解释东亚地
区的石器技术表现，包括东亚存在一定的生物隔离、文化遗
失或人口较少而创新不足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
到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并强调可能存在的技术创新和环境适应因素。因此，中国
早、中更新世石器技术的演化特点、模式2（阿舍利工业） 的
出现时间以及现行早期石器技术研究理念的变革等问题，是
学术界长期面临的科学难题。

针对这一科学难题，研究团队选择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
址开展深入研究。泥河湾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东北部、内蒙古
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发育我国北方第四纪典型的河
湖相沉积体系和早更新世泥河湾动物群为学术界广泛关注。

该盆地中的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部的岑家湾台地发
现大量百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址，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
乡”。岑家湾遗址位于该台地古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古地磁年
代距今约 110 万年。遗址于 1984 年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谢飞发现并主持 4 次发掘，2019 年裴树文等对遗址进行补充
发掘，共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是泥河湾
盆地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除了石
核、石片和修理工具等石制品外，还出土了 152 个石器拼合
组，拼合率高达 30%，是世界上拼合率最高的早更新世遗址
之一，为揭示古人类技术与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材料。

110万年前东亚古人类已具备较高技术水
平和认知能力

通过对岑家湾拼合组的石器技术分析和高精度 3D 扫描，
研究团队系统重建了遗址古人类的剥片技术和工具修理策
略。结果表明，岑家湾遗址存在“准备石核技术”，其表现形
式为生产具有一定标准的最终产品。例如，为生产背面相对
平坦的薄石片，岑家湾遗址古人类已有能力进行一系列的准
备步骤，包括对原料的选择、石核台面和剥片面的预制等。
在工具修理技术方面，古人类对薄石片进行有意截断，然后
利用其中的一半进一步制作成修尖工具。

除了拼合组所展现出来的进步的石器技术，研究团队还
在遗址中发现了准备石核技术各个剥片阶段的产品，在修理
工具中也发现了具有相似修理模式的尖状器和钻器等单个修
理工具，为证实岑家湾遗址存在准备石核技术和工具修理模
型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岑家湾古人类层级
化、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石器技术，而与之前认为的简单的模
式1（似奥杜威工业） 不同。同时，石器技术特征所展现出来
的古人类原料管理能力、长序列剥片能力等，均表明岑家湾
遗址古人类已经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

据裴树文介绍，准备石核技术最早起源于古人类石器技
术演化的模式2（阿舍利技术） 阶段，是阿舍利工业体系中的
重要技术元素。岑家湾遗址古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同时对石核
台面和剥片面的准备技术在阿舍利技术的中期才开始出现，
如距今100万年前的南非“西维多利亚石核”，也是该技术在
非洲的例证。

针对岑家湾遗址的石器技术特征，研究团队认为，岑家
湾遗址古人类具备阿舍利人群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但可
能因为适应泥河湾盆地石器原料和高纬度生态环境等因素而
放弃制作大型阿舍利工具，进而生产小型工具，是对泥河湾
盆地燧石原料以及生态资源环境的一种适应策略。

裴树文表示，目前，岑家湾遗址是欧亚大陆最早具有准备
石核技术的遗址，表明具有与阿舍利技术相似技术能力的古人
类在110万年前就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并发展出了一套与旧
大陆西部不同的生存策略和与之适应的技术表现形式，比此前
报道的华南距今80万年的模式2技术产品早30万年。

“我们的新结果对中国北方早期广泛存在的小尺寸石制品
的研究理念，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的演化与革新，以及东亚
地区阿舍利技术的起源与扩散问题等将产生重要影响。同
时，该技术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也对目前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
中期相关技术的争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裴树文说。

上述研究表明，作为非洲之外研究人类演化与技术发展
的关键区域，泥河湾盆地在构建东亚百万年人类演化和行为
发展模式研究领域具有巨大潜力。日后对盆地内古人类信息
的系统研究，将对丰富“东方人类的故乡”科学与文化内
涵，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具有重要科学和现实意义。

泥河湾盆地新发现
110万年前古人类石器技术研究获新进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岑家湾遗址发现的准备石核技术相关石制品，其
中图中上行为准备石核技术阶段 4产品，图中下行为准备
石核技术阶段5产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贵州“村超村晚”示范展
示活动将“村超村晚”与少数民
族特色节庆相结合，在呈现“村
超”贺岁赛事的基础上，围绕传
统特色村落展示、民族文化传
承、旅游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四
大要素，开展系列活动。

图为村民组成的表演队身着
民族服饰进入活动现场。

▶足球运动在贵州省榕江县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图为“村超村晚”活动中的
榕江青少年足球表演赛。

▶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文
化产品开发，使
乡村文化在乡村
振兴建设中发挥
更大作用，也让
乡村文化遗产更
好 地 留 存 下 来 、
传承下去。

非 遗 传 承 人
杨 成 兰 （左 三）
与织娘一起展示
手作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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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外均由朱玉
芳摄

新的节日受青睐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年有 390 余
个民族节日，其中万人以上的节日有 120 多个。2024
年龙年到来之际，这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节日：“村超
村晚”。

今年 2 月 3 日，2024 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暨贵州“村超村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举行，以此拉开了喜迎新年的序幕。

“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创举办的“贵州榕江
（三宝侗寨） 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2023 年初，
文化和旅游部下发文件，鼓励各地开展“四季村晚”
活动。

2023 年，榕江以“村超”名气大增。“村超村
晚”也入选了2024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村超村晚”的重头戏，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职工联队与贵州省村超联队之间进行的2024龙年“村
超”足球贺岁战；随后，“舞醉龙”、侗族大歌以及苗
族锦鸡舞、摆王木鼓舞等节目一起在“村晚”舞台上
大放异彩。激烈的体育赛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展
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节日的气氛一直到深夜还未消散。人们看完比
赛，观摩了表演，又涌到了街上。赛场周边设置了年
货大集，挤满了货摊和游客，人声喧嚷，到了晚上则愈发
热闹，沿街饭店挑起大帐，各式风味食摊同样“烟火气”
爆棚……榕江这座小城，常住人口不到 40万，而“村超
村晚”当天，至少有3万人来到现场观看。

搭建新的交流平台

来到榕江就可以发现，人们似乎已经“适应”
了这样的节日场面。据榕江县“村超”办公室提供
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举办“村超”系列赛事以来，
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 733 万人次，仅夏季就接待 519
余万人次；网上点击浏览量更是达到惊人的 580 亿
次。2024 年新赛季，“村超”的参赛村队覆盖了榕
江全县所有乡镇街道，从举办初期的 20 支迅速增
加到 62 支，总人数超过 1800 人。从春节前到年后
的元宵节，几乎每天都有比赛，再搭配特有的芦笙
会、山歌赛等节庆活动，榕江的龙年年味既“浓”
又“新”。

进入 2 月，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提
出，“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这进一步激发了榕江人的
文化激情。榕江县文化馆馆长李莎是“村超村晚”的
执行导演，也是“村超村晚”舞台上的演员。“全场
2300 多名村晚演员来自榕江各个乡镇、各行各业。”
她说，“这是村里的晚会，不仅展示民族文化，也搭建
了交流的平台。”李莎还透露，“村超村晚”组委会正
在谋划，在龙年吸引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文化节
目走进“村超”。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

护区，被誉为“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榕江县民族节
日众多，民俗活动丰富多元，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侗族大歌、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29个中
国传统村落，每年的民族民间节日多达25个。

榕江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优势创新融合到了
“村超”中。在球队入场和比赛间隙，侗族大歌、芦
笙、摆王木鼓舞、多耶舞和少儿体操轮番上阵，加油
助威。表演者来自不同村寨，身着多彩华丽的民族盛
装组成啦啦队环球场穿行，成为球场上一道靓丽的风
景。尤其是当侗族大歌回荡在球场上空时，现场的人
们都被那传唱千年的歌声感动到了。

侗寨增添新活力

“村超”的吸引力，已辐射到球场之外。
从榕江县城出发，在山间向东北方行进 25 公里，

就可以抵达栽麻镇的大利侗寨。2006年12月，大利被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它也是“中
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全国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和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一路盘桓上山。绕过高大茂盛的古树林，这

座典型的侗族村落逐渐出现在眼前。冬雨刚刚来过，
树枝上垂挂着冰霜；溪水穿寨，夹映着两岸的风雨
桥、鼓楼和吊脚楼。村民们围坐在鼓楼的篝火边，身
着盛装，唱起侗歌。

春节前夕，寨中各处已经贴上春联，挂好了红灯
笼；风雨桥上，侗族姑娘编织着花带，各式民族手工
织物围绕在身边。穿过风雨桥，沿石板路来到寨子高
处，这里是侗家标志性建筑九重密檐式六角攒尖顶鼓
楼。鼓楼是侗寨的象征，也是集会议事的公共场所。
逢侗族新年等节日，全寨人都要相聚在这里，至今习
俗仍存。

侗寨大多隐于深山幽谷间。“大利”之名来源于古
老的侗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利侗”，自明初建寨，大
利侗寨的历史已延续600余年。

2024年春节期间，这个原本偏远的民族山寨也迎
来了客流高峰，许多游客其实就是球友。“村超”和

“村超村晚”也期望为分布在周边的历史村落、村寨中
的“非遗”引入新活力。为此，榕江推出“超好游”
路线，制作和发布各类打卡旅游攻略，在“村超”举
办期间，还有 340.62万人次的游客被“带动”“引流”
到周边县市。

年轻人回乡创业

距离大利侗寨不远就是丰登侗寨。为庆祝龙年春
节，侗寨村民唱大歌、唱侗戏，打糍粑、做豆腐；长
辈们还会拿出平日里一遍遍染晒好的侗布，给家里的
小孩做过年穿的新侗衣。进入丰登，到处可以看到

“倚山人”的品样标识，这里的山水田园间坐落着“倚
山人手造生活工作室”，主理人杨成兰是从这个村寨里
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回乡创业的年轻
人。“我从小上山采植物染布，听着家家户户的织布机

声音，穿着自家人用双手制作的衣服长大。‘倚山人’
即倚山而居的人，想表达的是侗族人与大自然一直和
谐共处、相互依存。”杨成兰说。

2016年，杨成兰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开
始创业做侗布。刚起步时，工作室只有 20 平方米大
小。她挨家挨户找织娘，坚持手作侗族土布。现在，
她的合作伙伴有 300 多人，遍布周边十几个县。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天才妈妈”项目也在此落户，通
过带动精通侗族织染手工艺的妇女就地就业，不必再
外出打工，从而减少了留守儿童现象。

创业 8 年，杨成兰在乡间地头建起了集染坊、手
作房、织布间、体验空间、文创展厅一体的工作室；
不仅做植物染、手工织布、文创产品，还发展起了非
遗研学、侗寨民宿。产品也远销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2022 年，“倚山人”被列为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非遗传习中心，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
念。“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的同时，我们结合现代
审美，讲究创新和实用性，希望做出能让更多人使用
和喜爱的非遗产品。”杨成兰说。

侗布技艺多以口口相传实现传承。侗布的制作工
序繁多，包括纺纱、织布、染布等，每道工序都极
费时间与精力。在当代，侗布制作工艺同样面临后
继乏人的困境。“这么多年来，总担心这个手艺失
传。”杨成兰描述工作室背后的故事，“我们不断去
吸引、培养年轻人，希望他们了解当地文化，感受
其中的魅力。”

“与刚创业那几年比，现在工作室的年轻人多一些
了。”杨成兰说，“这一年来，‘村超’火爆出圈，也让
我们这里的客人多了起来，更多人前来关注和了解这
里的非遗。我盼望这样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找到
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努力去做，也希望我们的侗族土布
走向世界各地。”

关注新的文化现象

“‘村超’让更多人知道榕江，也让榕江的民族特
色、非遗文化更加出名。”榕江县月亮故乡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文创负责人罗芸说。在榕江县“青于蓝蓝染艺
术中心”和“月亮故乡文创中心”，特色蓝染总能吸引
前来看球的游客。在“村超”赛场周边的非遗展销
区，许多产品也出自这里。

2018年，位于榕江县城古州老街的两湖会馆，成
为“榕江县月亮故乡文创中心”，展示服装、家具、首
饰、文具等民族艺术系列文创产品。2023 年夏季开
始，公司推出了“村超”系列的 T恤、足球抱枕、车
载香囊、丝巾、胸针、首饰、包袋、装饰画等一系列
蓝染、蜡染产品，仅2个月的销售额就达到40万元人
民币。

“那时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加班生产。”罗芸介绍。
平时车间里只有十几个绣娘，而在“村超”最火的时
候，每天都需要40多个绣娘，最高峰时竟有95个绣娘
同时在车间忙碌。

这些心灵手巧的绣娘大多来自榕江县周边各个村
寨。设计师刘洋是“月亮故乡”的创始人。从2018年
起，刘洋发起了公益项目“让母亲回家——手艺点亮
回家之路”，公司把车间也搬到了当地扶贫搬迁小区，
便于绣娘就近工作，有些活计还可以带回家里做，从
而带动村寨妇女就业。“忙碌的时候，绣娘每月的计件
报酬能到三四千元。”罗芸说。

“村超”也为两湖会馆引来了新客流量。这里是
“月亮故乡”蓝染研学主题线路的地点之一。“村超村
晚”举办的当天，在会馆举办了春节前最后一期研学
营的开营仪式和蓝染体验课。

罗芸明显感到，在“村超”和新媒体传播的带动
下，返乡的年轻人变多了。新招募的许多研学非遗讲
师，都是返乡的年轻人；“村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
了蓝染文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融
合机会”。

“村超”“村晚”为乡村遗产带来的衍生效应，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各地新出现的文创产品、
文化品牌，为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和非遗保护创
造了更多的“接力”机会，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进
入可持续良性发展轨道的大大小小“村超”“村晚”，
不仅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
平，更可能逐步进入乡村遗产的大家庭，成为其中的
活态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