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郝晋）考古学家在
对从“许昌人”遗址发掘出的样品材料
进行研究时又有新发现。在一个小骨
片上，遗址发掘时担任考古发掘队领队
的李占扬及其他研究人员发现了经红
赭石涂染的 7 条平行刻画直线。这件
人工制品距今 11 万年左右，比来自南
非的最古老现代人的画作早约 4 万年，
可能是已知最早的人工刻画作品。7
月 10 日，记者电话连线李占扬，听其解
说这一研究成果。

据悉，有关“许昌人”遗址的这项研
究成果于 7 月 8 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著名
考 古 学 杂 志 英 国《古 物》（An- tiquity）
上。论文第一作者是现任山东大学教
授李占扬。“这项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
在手机 APP‘学习强国’中也能找到。”7
月 10 日，李占扬在电话中说，“许昌人”
遗址发现的人工刻画图案或许能帮助
人们了解人类使用符号和绘画的起源，
而符号和色彩为语言、数学和艺术奠定
了基础。

李占扬介绍，有人工刻画图案的小
骨片是 2010 年在发掘“许昌人”遗址第
11 文化层时发现的。骨片大小类似小
拇指，上面有 7 条基本平行的刻画线。
经过显微镜观察和实验室重建，这些线
是用石制尖状器刻画上去的，用力较
匀，制作精细，局部有虚线。其寓意不

详。
“‘许昌人’遗址已经出土了 3 万多

件碎骨片，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规整的
刻画图案。”李占扬表示，经拉曼光谱
仪、能谱仪测试，刻画线上有红赭石染
料残留。这令他感到意外。红赭石是
一种常被用来绘制史前洞穴画作的天
然颜料，在许多史前遗址中也能见到被
它浸染的动物骨骼化石。

随后，李占扬与研究早期人类行为
的知名专家、南非早期人工画作的主要
研究者法国波尔多大学考古学家弗朗
西斯科·德埃里科一起对这件骨片进行
了制作试验和进一步测试，认为这可能
是一件早期现代人有意刻画的作品。
此前被认为最早的人类画作，发现于南
非东海岸边的一处洞穴遗址，是用赭石
画在小石片上的 9 条纵横交错红线，时
代距今约 7.3 万年。“许昌人”遗址发现
的 这 件 人 工 刻 画 作 品 距 今 11 万 年 左
右，比南非的作品早约 4万年。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欧洲、非洲开
展考古工作，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返回
位于建安区灵井镇的‘许昌人’遗址现
场，但根据遗址出土的样品材料分门别
类进行研究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应该
还会有新的成果出来。”李占扬说，“许
昌人”遗址还有一些人工刻画的动物骨
骼碎片，考古人员正在识别这些标本。

本报讯（记者 杨佳倩 通讯员 慕
旗娟）暑期刚刚到来，许昌学院“许院
追梦人，礼赞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队
的志愿者早早地与社区取得联系，开
展义诊、辅导社区学生学习等志愿服
务活动。

许昌学院“许院追梦人，礼赞新时
代”暑期社会实践队队长廖翠婷说，来
到东城区邓庄街道办事处空港新城社
区短短的几天，队员们按照要求到达
指定位置，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前台接
待，有的整理社区资料，有的组织社区
活动。各种烦琐的工作，让他们真正
了解到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

除了开展社区普通工作外，队员
们 还 在 空 港 新 城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协 助
医 务 人 员 义 诊 。 他 们 对 社 区 居 民 的

信息进行登记，引导居民按照步骤有
序地进行诊疗，并向居民解答相关疑
问。义诊结束后，队员们自觉留下来
帮 助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进 行 后 期 的 整 理
工作。

当了解到空港新城社区的部分孩
子受家庭原因等影响，没有人辅导功
课时，队员们表示愿意抽出自己的时
间 ，帮 助 孩 子 们 解 决 他 们 遇 到 的 问
题。指导老师慕旗娟与社区工作人员
协商后，确定每周一、周三、周五 9 时至
11 时 30 分为辖区的孩子辅导功课，包
括暑假作业、新课预习和心理、绘画、
舞蹈等多方位的教育。

“与孩子们接触，我感受到了家的
温 暖 。 我 会 坚 持 下 去 。”队 员 曾 姣 姣
说。

“许昌人”遗址发现7条人工刻画直线
可能是人类最早画作
距今约 11万年，比来自南非的最古老现代人的画作早约 4万年

大学生进社区，义诊、辅导孩子……

体验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百姓

志愿者在社区辅导孩子功课。 记者杨佳倩 摄

本报讯（记者 牛书培 文/图）入
夏以来，位于曹魏古城内的陈氏皮影每
晚演出异常火爆，许多游客带着孩子前
来感受皮影魅力。为应对暑期学生观
看高峰，弘扬优良传统，陈氏皮影第四
代传人陈志国近期排演了《金斧头银斧
头》等皮影戏。这些皮影戏令人耳目一

新，游客纷纷称赞。
据了解，陈志国，现年 70 岁，出生

于河南开封，1974 年从部队转业落户
许昌市区。

上图：7月8日，陈志国为游客表演
皮影戏。

下图：皮影戏《金斧头银斧头》

“皮影陈”在曹魏古城为学生排演皮影戏

弘扬优良传统，展示皮影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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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看
闻新

距今10万年至12.5万年
“许昌人”已掌握较复杂的石器技术

李占扬说，距今 10 万年至 12.5 万
年、处于晚更新世早期的“许昌人”越
来越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人员李浩、高星与山东大
学及南非金山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
的同行合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

“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关人类
行为活动信息。研究显示，“许昌人”
已掌握较为复杂和进步的石器技术，
发展出灵活、高效的原料和环境适应
策略。

研究人员在对“许昌人”遗址 2005
年、2016 年发掘出土的 14862 件石制品
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其石器技术的进
步主要表现在剥片与加工策略两方面：
首先，石核（打下石片后用作工具的砾
石部分）剥片方式多样，并以单面单向
剥片、不规则多向剥片和向心剥片为
主；盘状石核所占比例较高，表现出剥

片程序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其次，工
具类型多，包括刮削器、凹缺器、锯齿刃
器、尖状器、石钻等；少量尖状器的底部
经过修理，表明可能存在配合骨柄或木
柄使用的复合型工具；工具加工更加精
细，刃缘更加规整，出现软锤修理和压
制修理技术。而软锤工具和压制工具
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已有效地开发、利
用骨质资源，具备了成熟、系统的狩猎
技术和群体组织行为。

对比显示，“许昌人”遗址出现了
与西方旧石器中期遗址相近的器物组
合和修理技术，但缺乏西方遗址中广
泛存在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勒瓦
娄哇技术，故尚难确定“许昌人”是否
有 意 识 地 采 用 了 这 一 标 准 化 剥 片 方
法。专家指出，上述比较研究为人们
了解中更新世向晚更新世过渡阶段东
西方古人类交流和互动历史提供了宝
贵材料。

“许昌人”遗址经低程度水动力改造
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活动信息得以保留

李占扬表示，他与李浩、南非比勒
陀利亚大学博士以及南非金山大学教
授从地质考古学的视角，对“许昌人”
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探
讨了遗址不同地质层位的沉积环境及
其对遗址本身的改造程度和影响。

“了解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能为
合理解释考古材料奠定基础。”李占扬
说，“许昌人”遗址位于建安区灵井镇，
是一处由泉水形成的水塘或小型湖泊
旷野遗址。遗址形成过程分析可从地
层沉积物、考古材料以及古地貌景观
重建等方面入手。

在“许昌人”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
中，研究人员采用的沉积物指标包括
粒度、磁化率、地球化学元素和矿物成

分等，考古材料指标包括石制品尺寸
分布、化石和石制品的产状（长轴方向
和倾角）与空间分布特点等。结果显
示，“许昌人”生活时期的沉积环境经
历了 3 个阶段：下部（第三沉积层）灰绿
色粉砂层，沉积物粒径较细，磁化率和
CIA（化学蚀变指数）较低，指示缺氧环
境下水域平静、水动力较弱的沉积环
境 ，气 候 可 能 以 相 对 干 冷 为 主 ；中 部

（第二沉积层）棕红色粉砂层，不含钙
积层，沉积物粒径较粗，磁化率和 CIA
较高，指示水域波动频繁、水动力较强
的沉积环境，气候可能以暖湿为主；上
部（第一沉积层）浅棕红色粉砂层，不
含钙积层，但磁化率和 CIA 降低，可能
指示相对冷湿的气候环境，水动力仍

近日，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与人类学科学》披露“许昌人”最新研究成果

10万年前“许昌人”已掌握较复杂石器技术

1 月 9 日，国际考古学期刊
《考古与人类学科学》披露了“许
昌人”遗址最新研究成果：10万年
前，“许昌人”已掌握较复杂的石
器技术，发展出灵活、高效的原料
和环境适应策略。“许昌人”再度
引发读者关注。

1 月 14 日，记者电话连线山
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昌
人”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主
持者李占扬。他表示，近一年来，
他和研究团队在“许昌人”遗址发
掘与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和成
果。目前，“许昌人”遗址发掘和
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将来会有
更多成果发布。

记者对近一年来有关“许昌
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进行
盘点，以飨读者。

□ 记者郝晋

然较强。整体来看，不同沉积阶段的
考古遗存都曾经历水下埋藏环境。而
整个剖面以粉砂为主的沉积物粒度特
征说明水动力总体上并不大，以低能
量水流为主。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尺寸
分布显示，文化遗物经历了一定程度
的筛选和搬运。化石和石制品经历了

低能量水动力的扰动。
综合来看，“许昌人”遗址发掘区

域的考古遗存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较
低程度的水动力改造，大部分人类行
为和活动信息得以保留，为进一步分
析遗址性质、古人类技术及环境适应
行为等提供了良好条件。

“许昌人”遗址发现中国最早骨质工具
对中国缺少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观点提出挑战

李占扬说，考古专家对“许昌人”
遗址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时，在 2018 年
新发现７件骨质软锤工具。这是目前
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骨质工具，距今
约 11.5万年。

这项研究成果由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合作完成。新发现的７件骨
质软锤工具中，６件以食草类动物破
裂长骨为原料，１件以鹿角为原料。

李占扬介绍，这些骨质软锤工具
的用途主要是制作和修理石器。在骨
质工具出现前，通常采用的是石器打
制石器的原始办法，软锤工具的使用
可以让石器刃缘更整齐，提高了石器
的利用率。

“此次‘许昌人’遗址骨质软锤工
具的发现和研究，对长期存在的中国
缺少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观点提出
了挑战。”李占扬说。

李占扬表示，骨质软锤工具的发
现，首次证明中国至少在距今 11.5万年
前就出现了石器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
表明当时中国古人类已经拥有相当发
达的大脑，在被大自然支配的同时，很
可能通过智慧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

“与同时期的人类相比，‘许昌人’
行为能力比较强，有许多可以深入研
究。比如，在石器使用、狩猎、生活、艺
术品等方面，以后各项研究会更加细
化。”李占扬说，目前，“许昌人”遗址的
发掘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将来会有
更多成果发布。

“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古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2017年3月3日，以李占扬为第一作

者的“许昌人”研究论文发表在世界顶尖
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上。论文称，
10多万年前的“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
古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论文展示了“许昌人”是中国古人
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交流并向现代人
过渡的证据，为中国境内古人类连续

演化的证据链增添了非常关键的一
环。“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
的，不是外来的，并有与欧洲人种交流
的证据。这就支持了现代人多地起源
说，排斥了非洲单一起源说。

从研究来看，“许昌人”除了可能
是中国北方人类祖先外，还可能是东
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祖先。

“许昌人”遗址出土的石核：A、B，盘状石核；C、D，单台面石核；E、F，具有部分勒瓦娄哇技术特点的石核。李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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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亦 称 洪 积 世（从
2588000 年前到 11700 年前），地
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这一时
期绝大多数动、植物属种与现代
物种相似。显著特征为气候变
冷、有冰期与间冰期明显交替。
更新世的生物群非常接近现代
的形态——许多生存到今天的
生物，已经在此时出现。

晚更新世：也称上更新世，
年代测定为 126000 年（±5000
年）至10000年，是第四纪中更新
世的最后阶段，之后全新世开
始。晚更新世大部分时期，冰川
成为主宰，许多巨型动物在此时
期灭绝，并且这一趋势一直持续
到全新世。此外，现代人类物种
淘汰了其他人类物种。在晚更
新世，人类传播的足迹到达世界
各大洲。

考古遗址公园：指以重要考
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
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
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
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
间。国家文物局负责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的评定管理工作。先
经该局批准立项，考古遗址公园
符合若干条件且已初具规模后
开展评定工作。评定合格者，由
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称号，并向社会公布。目
前，河南有3 个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分别是河南殷墟考古遗址公
园、洛阳隋唐考古遗址公园、汉
魏洛阳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名词解释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获悉，为进一步
做好该遗址的保护、展示、宣传和利用
工作，市政府将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项目纳入《许昌市 2015—2030
年城市总体规划》。2017 年，灵井“许昌
人”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河南省首批省
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录。

在国家级、省级资金的支持下，文
物部门委托有关单位编制了灵井“许昌
人”遗址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方
案。该项目位于遗址核心区，总建筑面
积为 1080㎡。其中，遗址保护展示面积
为 880㎡。建筑形体以从该遗址出土的

骨雕“灵鸟”的形象为灵感，三片曲线屋
顶 象 征 三 只“ 灵 鸟 ”，同 时 暗 示 了 灵 井

“三泉”。建筑的流线形体与遗址以“泉
水”为中心的氛围相契合，突出了灵动
的特征。内容包括遗址发掘坑展示、重
要遗迹与遗物出土点表面标识展示、出
土实物及复制品现场展厅展示、考古成
果 展 示 等 。 目 前 ，该 项 目 正 在 加 紧 施
工，计划今年 5 月全面建成。届时，广大
文物爱好者可以近距离领略“许昌人”
的神秘魅力。与遗址保护规划同步推
进的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编制工作正在加快进行。

据悉，“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定位突出三点：一是学术定位，突出“许
昌人”在考古学、人类学中的重要学术
地 位 ，普 及 人 类 起 源 知 识 ，推 进“ 许 昌
人”研究走向世界，使之成为现代人类
演化研究的核心基地；二是旅游定位，
将遗址公园与探索人类进化历程融合，
使之成为探访人类进化历程的文化旅
游目的地；三是产业定位，以灵井“许昌
人”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带动当地农
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发展和周边居民
就业，使之成为引导乡村振兴的文化创
意产业园。

未来，“许昌人”遗址将成为大型考古遗址公园
该项目位于遗址核心区，总建筑面积为1080㎡

灵井“许昌人”遗址位于建安区（原
许昌县）灵井镇西侧，是我国最重要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市文物专家向记者介绍，灵井“许
昌人”遗址发现于 1965 年，2005 年首次
进 行 考 古 发 掘 ，之 后 进 行 数 次 发 掘 。
2007 年 12 月，河南省文物部门在此发现
了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学术界认为这是
研究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重大发现，将
其命名为“许昌人”。

2008 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被省人
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其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 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 2008

年 1 月 23 日在北京宣布，出土于河南许
昌灵井遗址的古人类化石，考古学家将
其命名为“许昌人”，经北京大学周力平
光释光实验室测定，年代为距今 10.5 万
年至 12.5万年。

在这片遗址中发掘出土古人类顶
骨、枕骨、颞骨化石共计 16 块，经复原后
发 现“ 许 昌 人 ”眉 脊 较 突 、前 额 低 平 窄
小、枕突隆起、骨壁较厚。时任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灵井考古发掘
队领队的李占扬称，这一距今 10.5 万年
至 12.5 万年的完整头骨化石可以提供
该时期古人类研究的准确数据。在这
以前，这一时期的数据为空白。

现代人类区别于古人类的标志包

括头骨变薄、眉脊突出程度减弱等。有
了可比照的数据，对于研究中国地区古
人类进化脉络有重要意义。

李占扬说，比发现完整的头骨化石
更令人兴奋的是，在头骨化石内侧附着
有类似脑壳内膜的组织。科学家可以
借此研究旧石器时代祖先的脑部神经。

灵井“许昌人”遗址宛如一个埋藏
在地下太久的人类进化基因库。

在灵井古人类遗址发掘中，除了古
人 类 头 骨 外 ，还 出 土 了 石 器 和 牛 、马 、
鹿、犀牛等动物骨骼化石约 3 万件，其中
包含大量古人类行为信息。从出土的
石器判断，在该遗址活动的古人类并未
受到外来猿人活动的影响。

2007年12月，省文物部门在灵井镇发现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对于研究中国地区古人类进化脉络有重要意义

《考古与人类学科学》披露
了“许昌人”最新研究成果，让

“许昌人”再度令世界注目，成为
网络热词。位于建安区灵井镇
的“许昌人”遗址，宛如一个埋藏
在地下太久的人类进化基因库，
不断被考古学家破译出人类遗
传与发展的密码。

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许昌人”遗址至今出
土了多少国家级文物？国家对

“许昌人”遗址如何进行保护、展
示和利用？1月14日，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 记者张莉莉

“许昌人”遗址：
埋藏10多万年的人类进化基因库
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突出学术定位、旅游定位和产业定位

连连看
闻新

2013 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被国务
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2014 年 4 月，文物部门在灵井“许昌
人”遗址又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古人类
头骨化石和其他个体的头骨碎片化石。
该头骨化石被称为“许昌人2号头骨”。

2015 年 5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主持发掘的灵井“许昌人”遗址在出

土两个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后，
又发现了两块古人类肢骨化石。这次
发掘还出土了一件顶骨化石断块，其形
状和 2014 年发现的“许昌人 2 号头骨”接
近，属于灵井“许昌人”遗址第 11 层，地
层年代经测定为距今 10万年左右。

2016 年，该遗址发掘面积近 500 平
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哺乳动物
化石。截至目前，共发现了 45 件人类头

骨碎片化石、大量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
石器，以及 2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

2017 年 3 月，灵井“许昌人”研究成
果《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
研究》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被评为“2017 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
1949 年以来我国境内发现古人类化石
最多的遗址。

【
溯
源
】

已发掘近50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1949年以来我国境内发现古人类化石最多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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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许昌人”遗址发掘与研究之回顾

↑ 出土的“许昌人”头盖骨
← 灵井“许昌人”遗址考古

发掘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许昌人”遗址出土的用红赭石
涂染有7条人工刻画直线的骨片

资料图片

本报对“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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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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