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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发现于广西柳州市柳江区通天岩洞
的柳江人化石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化
石人类骨架之一，其完整程度在整个东亚和东南
亚地区均较少见，对研究大区域内现代人的演化
和扩散模式起到关键作用。但自其被发现以来，
备受关注的年代一直悬而未决。

为解决柳江人的年代问题，由中国科学家领
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放射性年代测定和地
层沉积学研究工作。

日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团队，与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
博物馆以及澳大利亚人类演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
员合作，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柳江人生活
在距今约3.3万年至2.3万年。通过地层与年代学
综合研究，解决了长达66年的年代学疑团。

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综合研究将
柳江人化石真正归入全球早期现代人演化序列，
为探讨整个欧亚大陆现代人的迁徙扩散模式提供
了关键的化石和年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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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问题悬而未决

据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柳江人化
石材料包括一件基本完整的颅骨和17件后肢
骨，其中包括胸椎、腰椎、肋骨、骶骨、盆
骨、股骨。这些化石经鉴定属于一个约40岁
的男性。

柳江人的脑颅呈圆隆形态，脑容量相对
较大 （1567 毫升），面部尺寸减小且扁平
化，体型纤细，牙齿咬合面简单，因此被归类
为现代人；然而，柳江人还具有一些早期现代
人的特征，如面部低矮、眼眶低矮、眉弓突出
等；综合考虑，柳江人属于早期现代人。

值得关注的是，自发现以来，不同学者
使用包括碳十四和铀系等方法对地层堆积物
进行测年，认为柳江人的生活时代至少可追
溯到6.7万年前，甚至可能早至13.9万—11.1
万年或更久远至15万年前。然而，由于柳江
人化石出土层位信息模糊，这些地层年代能
否真正代表柳江人的实际年代尚且存疑。

而此前，曾有学者尝试对柳江人的股骨
进行直接的碳十四测年，但未能获得足够的
骨胶原，使得对柳江人化石年代的直接碳十
四测年并未实现。

综合研究历时4年

为解决柳江人的年代问题，研究团队历
时 4 年，开展了一系列放射性年代测定和地
层沉积学等综合工作。

据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该
团队采集了从柳江人左侧股骨和上中门齿上
剥落的化石碎屑进行铀系测年，得到结果约
为 2.3 万—1.9 万年。尽管这种方法获得的年
代代表着柳江人的最小年代，但与已经发表
的 6.7 万年、13.9 万—1.1 万年和 15 万年的时
代相差甚远。

研究团队意识到这种年代的差异可能源
于对柳江人出土地层的记录和判断不准确，
也就意味着已发表的年代数据大概率不能有
效指示柳江人的真实年代，需要开展新的工

作内容确定其出土位置。
那么柳江人到底出土自通天岩洞穴地层

沉积序列中的哪一层呢？经过仔细观察，团
队成员在柳江人左侧股骨的髓腔中发现了红
棕色的黏土质沉积物，在颅骨的鼻腔中也发
现了同样颜色和质地的沉积物。

“接下来，将这些人骨上粘连的沉积物
与洞穴地层沉积物进行比对，就有望真正揭
示出柳江人具体的出土层位。于是，研究人
员首先对洞中沉积序列进行了详细的地层划
分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对人骨上的沉积物
以及通天岩洞穴堆积逐层开展了详细的粒
度、颜色、常量和微量元素分析和对比，最终
发现柳江人最可能出土自通天岩第三沉积单
元的第二层。这是一层红棕色的黏土，颗粒较
细，反映的是一种搬运动力非常弱的埋藏环
境，这与柳江人胸椎和腰椎、腰椎和骶椎被发
现的时候仍然关联在一起的状态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柳江人死亡后几乎是原地埋葬，没
被长距离搬运过。”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说。

在确定了出土地层为第二层之后，研究
团队着手对该层沉积物及整个堆积序列进行
了系统的碳十四、铀系和光释光年代测定，
结果显示第二层距今约2万—3万年，与初步
的化石铀系测年不谋而合。

随后，研究团队对柳江人左侧股骨进行
了更为详细的微损取样和铀系直接测年，从
而得到化石铀系年龄范围约 2.3 万—2.1 万
年，进一步证实与沉积物测年所得到的年代
区间相符。此项综合研究系统性地完善了柳
江人化石的年代学研究工作。

重新审视演化意义

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柳江人化石
在国内外学术界知名度较高，但在被发现的
66年里，由于出土地层不甚明确，其生活时代
一直存在争议，导致对其演化地位的解释难

以被广泛接受。在3.3万—2.3万年这一新的年
代背景下，柳江人的演化意义需要重新审视。

目前的证据表明，在距今 4 万—3 万年
前，早期现代人在欧亚大陆经历了广泛的迁
徙扩散，而柳江人，连同距今约 4.1 万—3.8
万年的北京田园洞人和距今约 3.9 万—3.6 万
年的山顶洞人都是这一事件的重要参与者，
而非距今10万年前更早的迁徙人群的成员。

过去的形态研究显示，柳江人与欧洲同
时代的早期现代人，特别是距今 3.3 万—3.1
万年的法国克罗马农人相似度较高，这可能
反映了距今 3 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快速在欧亚
大陆迁徙扩散以及当时人群之间并未发生像
现今这样的显著特征分化。

通天岩所在地区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
候，3.3 万—2.3 万年这一年代将柳江人置于
深海氧同位素 3 和 2 阶段交界处。在这个时
期，全球气候变冷变干，导致了我国低纬度
地区一些斑块化生存环境的形成。在此环境
背景下，中国北方地区普遍流行石叶和细石
叶技术，并以细石叶技术的快速拓展为特
征，与同期快速发展骨器加工、装饰品 （颜
料） 利用，共同反应现代人群在更加开放的
环境下快速迁徙和扩散的场景。

而南方这一时期所用工具类型比较多
样，一方面砾石工具依然占相当高比例，另
一方面小石片工具以及细小化石器在部分遗
址中也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柳江人遗址附近
的鲤鱼嘴和白莲洞等，与此同时骨器在南方
洞穴遗址中变得更加普遍。

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多样的
文化适应和小型工具的发展反映的是当时古
人类对斑块化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和潜在的迁
徙互动。

相关专家表示，该研究所提供的新的年
代数据，将为今后更多的区域性及全球性的
现代人人群动态、行为适应提供重要的科学
依据。

梁思成坐在石凳之上，手搭
拐杖，微微抬头，凝视着眼前的
摩崖造像。

这是一张拍摄于 84 年前的
照片。1940年1月，梁思成与中
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来到中国西
南调查古建筑。他们发现了这些
遗落在大足北山荒野中的石刻。
梁思成在石刻前的身影，被同行
人拍下，成为大足石刻最早的影
像记录之一。

7 年后，梁思成在一次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了此次调查成
果。这是国际学术界第一个关于
大足石刻的报告。

此后，随着考古研究深入，重
庆大足境内先后发现上百处、共
5 万余尊摩崖造像，大足石刻的
历史轮廓也逐渐清晰：始建于初
唐，至两宋达鼎盛，集儒、释、道三
教造像之大成，以北山、宝顶山、
南山、石门山、石篆山5处石窟最

具特色，代表了公元 9 世纪至 13
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1952 年，大足石刻文物保
护机构成立，开始系统科学保护
大足石刻。当年，北山石刻保护
长廊启动建设，北山石刻上方加
盖了挡雨的顶棚；1961 年，北
山、宝顶山摩崖造像成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2015 年，全国石质文物
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
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工；
2019 年，《大足石刻全集》 出
版，填补了国内石窟寺编写出版
大型考古报告的空白……

一个个载入大足石刻史册的
事件，见证着一代代文物保护和
研究工作者“择一事、终一生”。他
们守护“国宝”文物的身影，几十
年来从未远去。

近 90 岁高龄的郭相颖，也

曾在梁思成注视的造像前留下身
影。1974 年，在大足县文管所
工作的郭相颖来到北山守护石
刻。上山参观的游客少，十天半
月不见人影，喜爱绘画的郭相颖，
就一龛一窟描画佛像，为文物建
档。历时十年，郭相颖完成了一幅
20多米长的手绘画卷，画下了北
山和宝顶山所有重要的石窟造
像，成为大足石刻的珍贵历史存
档和直观展示，助力大足石刻成
功申遗。

如今，随着技术进步，借助
三维测绘等数字技术，石窟本体
信息、石窟依存环境和地形地貌
等数据信息得以全方位精准采
集，1万余尊大型造像有了数字
档案，在虚拟世界获得了新生。

2022年7月首映的球幕电影
是活化利用大足石刻的另一个尝
试。“除了多角度、全景式的体验，
影片还让一些隐藏在深山中游客

难以见到的石窟造像、一些被岁
月侵蚀的石刻艺术，在影像中活
了起来。”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
思维说，电影中的绝大部分素材
都源于大足石刻文物数字化复原
成果。

今年 1月，大足石刻数字博
物馆上线，首次实现了大足石刻
数字化“云游”，参观者可在线
上全景观赏大足石刻的众多精
美造像，甚至比在现场看离得
更近，看到更多细节。今年 4
月，大足石刻数字文旅体验上
线试运行，以跨越时空、高度
沉浸的体验方式，让历史与现
实有机互动。

此刻，打开数字博物馆，进入
“全景大足”中的北山石刻景区，
屏幕中的场景开始转动，我们又
看到了84年前的那张照片，展示
在与当年拍摄点几乎相同的位
置。既是今昔对比，也是致敬。

长达66年的年代学疑团有了最新答案

“柳江人”距今约3.3万至2.3万年
为探讨整个欧亚大陆现代人的迁徙扩散模式提供关键的化石和年代数据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昕怡、袁敏）
2024 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
在山东临沂举行。会议期间，“礼运东方”
海岱考古文物主题游径、“斯文在兹”儒家
文物主题游径、“千年长城”齐长城文物主
题游径等山东省十大文物主题游径发布。

据了解，十大文物主题游径根据文物
类型、价值特色和分布状况，以 10个主题
为主线，把全省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有机
关联、串珠成链，打造集中展示专题历史
文化的文化遗产旅游线路。

“将山东儒家文化遗产串联起来打造文
物主题游径，有助于阐释儒家文物资源所
蕴含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让游客在旅行
中感悟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孔子研究院
副院长刘续兵在介绍“斯文在兹”儒家文
物主题游径时说。

据介绍，十大文物主题游径跨越山东
16 市、73 个县 （市、区），涵盖文物资源
232 处，包括 185 处不可移动文物、6 家考
古遗址公园、27 家博物馆纪念馆、53 个 A
级以上景区，展现海岱文化、齐鲁文化、
红色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交相辉
映、融合发展的图景，让游客穿越时空，
探源文明，触摸历史，对话圣贤，感知新
时代的脉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林果） 记者日前
从广东省韶关市丹霞山管委会获悉，中山
大学丹霞山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科考项目
组深入丹霞山无人区考察，发现了1个丹霞
山特有的植物新种——国达铁角蕨，这一
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
PhytoKeys上。

这是继霞客鳞毛蕨、东方卷柏、丹霞
铁角蕨后，在丹霞山发现的第4种蕨类植物
新种，也是在丹霞山发现的第 24个特有植
物和第43个新物种。

目前，国达铁角蕨仅在丹霞山发现有
一个小型种群，成年植株不超过 50株，根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红色名录
标准，被建议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该种与
滇东南特有种圆齿铁角蕨最为近缘，显示
了丹霞山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

广东丹霞山位于南亚热带北缘——北
纬 25度区域，气候独特，与特殊峰柱、峰
丛、沟谷、红层地貌等相嵌，使得丹霞山
范围内形成了独特的孤岛效应和热岛效
应，孕育着丰富的特有生物。

据山西省文物局消息，近日，山西省
科学技术厅批准筹建 5 家山西省实验室，
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的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山西省实验室”名
列其中。

该实验室旨在响应国家“十四五”文
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需求及山西文物科
技创新战略需求，解决科技考古和文物保
护存在的难题和瓶颈，重点突破科技考
古、出土文物保护、古建筑保护、彩塑壁
画保护和石窟寺保护等研究方向，开展相
关领域的文物科技创新应用基础和前沿技
术研究，科学构建富有山西特色的科技考
古与文物保护科研平台，全面提升文物考
古工作中的科技水平和文物保护能力。

研究团队成员在采集研究样品。

柳 江 人
遗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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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

广东：

发现蕨类植物新种国达铁角蕨

广东：

发现蕨类植物新种国达铁角蕨

山东：
打造十大文物主题游径

在大足石刻，寻找不曾远去的身影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始建于初唐，两宋达到鼎盛。
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为游客在大足石刻景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