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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山东沂水跋山遗
址群成功入选 2023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为什么跋山遗址
群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它保留并
蕴含着极为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也与多年考古工作密不可分。

通过对跋山遗址群持续的
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尘封的
记忆通过考古方法和科技考古
手段被揭示和阐释，再现了生
命演化历程。

跋山遗址群是以
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
址为中心的 80 余处
旧石器时代遗存的
总称，其发现和相
关研究，初步构建
起了沂河上游区域
距今 10 万年至 1 万
年的考古文化序列。

中 国 历 史 研 究
院副院长、考古研究
所所长陈星灿表示，
跋山遗址群的考古
发现构建起山东地
区旧石器文化发展
的时空框架，拓展了
山东史前遗存的分
布范围。此外，跋山
遗址群连续的文化
堆积、无间断的旧石
器文化发展序列，清
楚展示出本地区乃
至中国与东亚早期
人类与文化持续演
化发展的路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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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极为难得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

时钟拨回至 2020年 8月 20日，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来电话，安排我
去沂水县跋山水库查看泄洪后冲刷出来的
动物化石。不成想，这不经意的一看就把
我吸引其中近4年。

山东第四纪沉积物堆积厚的区域不
多，受后期地质剥蚀及自然营力改造颇
大。即便可以发现几件石制品，也大多没
有原生地层可以做更深入、系统的工作，
这也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我的事，而跋山遗
址在多个方面填补了山东乃至全国旧石器
时代考古工作的空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初到跋山，便见大量化石浸泡在河滩
泥土之中，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一截象的门
齿还嵌在断面上。直觉告诉我，它的时代
应属于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阶段。地层中
的石英则更吸引我，想判断它们会不会是
古人类加工过的石器。在仔细翻看几件采
集到的石英块后，我心里不由得腾升起阵
阵喜悦——这是一处极为难得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

2021 年 4 月中旬，跋山遗址的发掘工
作被提上日程。汛期的迫近意味着遗址将
面临再次被冲刷，并不可避免被破坏甚至
消失殆尽的危险。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后，
我们紧急开展对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发掘
区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在发掘开始大约一
周后，北区最上部堆积出土了石器，这意
味着它是生活在这里的最后一批古人类遗
留下来的遗物。我将这一层位划为第一文
化层。后来的测年数据指示这一层位的绝
对年代为距今5万年。参照往年情况，7月

初左右将进入汛期。随着雨量增加，水库
库容达到限制便会调洪放水。如果不抢在
这之前完成发掘，遗址有可能被冲毁。

迫于时间压力，在进行探方发掘的同
时，我们也急于弄清楚待发掘区域下部地
层的堆积情况。因此在南部发掘区临河断
面开掘4条探沟。

2021 年 5 月 12 日，探沟 2 清理出一截
象的门齿和一段臼齿。门齿一经发现我便
注意到其较粗一端断面平齐且规整，似经
过摩擦和抛光，它光滑的铲面和硕大的体
量给每个见过它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就
是后来几经调整最终被命名的“象牙质铲
形器”，被认为是预示着使用者智力发达的
重要指示物。

回想起每日野外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
时的那段日子，辛劳充实而又满怀期待。
而这些“投石问路”的工作，最终促成了
跋山遗址下一步发掘计划的彻底调整。

10万年前发生在古沂河岸
边的故事

自 2022年开始，遗址发掘性质由抢救
性变为主动性，这意味着在遗址得到有利
保护的前提下，我们要以导向性的课题意
识去揭示和厘清跋山遗址乃至沂河上游晚
更新世以来的石器面貌及演变轨迹。

经两个年度的后续发掘，由多个学科业
务人员组成的跋山遗址考古队对跋山遗址
累计清理发掘面积 225 平方米，出土及采
集文化遗物4万余件，完整揭露了8米厚的
文化地层堆积及距今 10 万年到 5 万年的古
人类生活遗迹。此外，还先后发掘了距今
6.5万年至 2万年的水泉峪遗址和时代相仿
的沂河头遗址。

在围绕跋山遗址展开的旧石器专项
调查中，我们发现了 80 余处晚更新世以
来的旧石器遗存。跋山遗址群的发现和不
断扩充，完整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
发展时空框架，进一步拓展了山东史前遗
存的分布范围，系统完善了海岱地区 10 万
年以来的古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它们的发
现有的显示出时代相近或早晚相关的种
种联系，有的则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
些重要发现反映了古人类在沂河上游区
域活动的长期性和频繁性，也为我们下一
步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其中，下部距今10万年的地层清理出
巨型动物骨骼集中的现象值得关注。通过
对下文化层的清理，我们发现以古菱齿象
和披毛犀为主的大型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
伴生，且数量十分丰富。发现 8 具古菱齿
象下颌及 2 具披毛犀头骨，如果不是人为
狩猎、肢解动物，那么很难解释为什么 6
具古菱齿象下颌都属于幼年个体 （体弱及
幼年个体更易被捕获），而几乎没有发现幼
象的其他部位。此外，出土的具有人工加
工痕迹的象牙质铲形器系国内首次发现的
对古菱齿象门齿进行加工利用的情况，结
合本层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制品，不排
除跋山遗址的早期占有者已拥有对动物骨
骼进行磨制的思维和技术。

让我们把镜头拉近，尝试复原10万年
前发生在古沂河岸边的故事……

大约10万年前的一个黄昏，强烈的光
照吸收了太多的水分，跋山遗址北临南坪
山前的大片沼泽湖面洁净，映衬着同样洁
净如洗的天空。清风徐来，微波荡漾。一
个象群从远处走来，急匆匆的步伐说明它
们急需补充水分，这片沼泽是它们经常光
顾的水源地之一。因为熟悉，加之天气太
热，象群放松了警惕，没有意识到隐藏在
高草背后的危险。当它们挤在岸边争抢饮
水时，埋伏多时的猎手手举木棒大声喊叫
着突然出现在它们身后。象群被这突如其
来的变故惊得纷纷逃走。而其中一头象因
年老体弱，又被象群冲撞失去平衡踩进沼
泽中央。猎人们见计划进展顺利，迅速将
它围在中心。洪水般的喊叫声让老象惊慌
失措。它挣扎着准备跳出沼泽，可事与愿
违，情况愈发不妙，湖底累积的淤泥黏稠
深厚，沉重的身体使它根本无法全身而
退。僵持一段时间后，老象精疲力竭，猎
人们使用削尖的矛头和分量十足的石块，
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有发号施令组织
者，有拼尽全力当头一击者……分工明确
的团队通力合作，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占据
了绝对优势。猎人们将搬运到岸边的脉石
英石料加工成各类工具，肢解老象遗骸，
除食用肉类外，还对象的门齿进行加工利
用，制造成新的工具。

展示古人类生产、生活的
历史场景

跋山遗址群为我们了解距今10万年至
1万年前的古人类对沂河上游区域自然资
源的利用情况及生计方式提供了极为重
要的考古学材料，同时也使构建我国东
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序列，论证
东亚古人类连续演化以及复原当时自然
环境成为可能。

跋山遗址群大多数遗址属于使用石英
这种原料的石器技术传统，其出现和使用
的历史在我国有着更久远的渊源，较近的
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石器文化，从距今 70
万年一直发展、持续到距今20万年甚至更
晚，这种极具本土特色的石器技术在山东
至少从距今10万年开始，一直发展到距今
3万年前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水泉峪的
细石器技术。这种新技术带有明显的承前
启后作用：从距今2.8万年开始出现、延续
到距今 2 万年，后接临沂凤凰岭文化等带
有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特点的遗存，进而开
启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明化进程。

跋山遗址和水泉峪遗址是遗址群中最
为重要的两处遗址，所做发掘工作最充分，
测年数据也最完整。二者完整保留了距今10
万年至 2 万年的地层，几乎没有断层，这是
极为罕见记录着历史的地层书卷。跋山遗址
群发现的数以万计的石英石器将东亚周边
的、同样是这种技术的石英旧石器遗存完整
连接起来，揭示了晚更新世华北、华中乃至
华南地区石器技术传统的一致性。

此外，在10万年前的暖期古人类对巨
型动物集中利用；距今 7 万年进入冷期，
古人类频繁、大量用火；距今 3 万年末次
盛冰期迫近，细石器横空出世……在此漫
长的过程中，古人类为应对冷暖环境变
迁，调整适应策略和维生方式，生动地重
现了远古祖先生产、生活的历史场景。

跋山遗址群的发现保留了晚更新世以
来连续的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文化
发展序列展现出本地区人类的连续发展历
史进程。特别是距今6万年至7万年的第二
期旧石器文化发展态势尤显繁荣，使末次
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不攻自
破，清楚展示出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
演化发展的路径。

（作者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
员、跋山遗址群考古项目负责人）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晓霞） 国家文物局
日前印发 《推进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建设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 《指南》）。《指南》 明
确，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建设工作着力提高考
古机构学术科研、国际合作、管理创新和队
伍建设水平，推动一批高水平考古机构进入
世界一流行列。具体分两阶段实施：到 2030
年，培育 10—15 家世界一流考古机构，中国
考古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到 2035年，建
成一批世界一流考古机构，考古机构综合能
力大幅提升。

《指南》对标世界考古学发展趋势和国外
优秀考古机构发展水平，立足于中国考古学
和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现状，以学术科研、国
际发展、管理创新和队伍建设4个方面为着力
点，明确提出建设目标、发展方向、工作任
务和衡量标准。

《指南》将学术科研作为衡量考古机构整
体水平的首要标准，提出了建立学术委员
会、制定学术科研规划、承担重大考古项目
课题、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促进成果高质
量转化等7个方面指标。

《指南》将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新时代中国
考古机构建设的重要任务，提出了开展中外
联合考古与合作研究、国际交流任职、建设
国际开放平台、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出版外
文刊物、出版和译介论著等6个方面指标。

此外，《指南》提出了完善机构性质与科
研管理政策、建设全国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
房与考古博物馆、建立考古信息管理平台、
完善设施装备保障政策、建设高水平科技平
台等 5个方面指标；同时提出加强编制保障、
壮大队伍规模、培养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完
善高级岗位设置等7个方面指标。

值得关注的是，《指南》明确了世界一流
考古机构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基础条件，
以及申报、评议、建设、管理的程序和要
求。作为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
规划》 的重要任务，国家文物局将牵头推动
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建设工作，组织建立专家
库、委托第三方机构评议、公布世界一流考
古机构建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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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冯源、张泉） 水稻是
世界三大主粮之一。人类最早在什么时候、什
么地方开始种稻子、吃稻谷，发展出稻作农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
远研究员科研团队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临沂大学、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
中心等全国 13家单位的专家紧密合作，在上
山文化的多个遗址联合开展水稻起源研究，
揭示出一段长达 10万年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
的连续演化史。这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
水稻的起源地，距今约1万年的上山文化在世
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相关论文已在
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日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县人民政
府在浦江县正式发布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据
介绍，中国科学家建立了有效区别野生水稻和
驯化水稻的科学标准，运用多学科攻关手段，
结合田野考古，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早在 10万年前，野生水稻就已在长江下
游地区分布，为先民利用、驯化水稻提供了
条件；约 2.4 万年前，气候进入寒冷的盛冰
期，使得人类探索新的食物来源，开始采集
并利用野生稻；约1.3万年前，人类开始有意
或无意地栽培野生水稻；约1.1万年前，驯化
水稻登上“历史舞台”，东亚稻作农业起源。
专家指出，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可以说，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麦作农
业在西亚两河流域起源的时间是同步的。

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于2000年11月。上
山文化于2006年11月命名。

据新华社电（记者童芳）“锦绣西域 万
里同风——新疆丝路文化特展”日前在四川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新疆、四川两地
文物精彩亮相，再现古代丝绸之路繁盛景象。

展览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共同举办，集中展出了来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和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134件 （套） 精
美展品，其中包括丝绸毛纺织品、多民族语
言文字的简牍文书，以及壁画、金币、珠
宝、彩陶、青铜器等，文物年代从先秦至宋
元时期。

展览由三个单元组成：“丝路雏形”单元
展出了彩陶、青铜器等；“丝路华章”单元通
过展示丰富的文书、丝织品和生活用品等，
表现古代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

“丝路梵音”单元讲述了古丝路佛教文化的融
合交流历史，通过现场展示复原的克孜尔石
窟第17号窟等，让人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10 月 27 日，
其间还将推出“考古人面对面”“丝路寻宝”
等多项活动。

新疆四川两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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