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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发掘照。

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全站仪测绘。

“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是我们本土的人，还
是混血，甚或是由外来人群迁徙而来共同演化成我们
今天的人类？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高星
表示，这些可以称得上“未解之谜”的重大问题，都有待
未来发掘、研究，从而阐释这些问题。

“水洞沟是一个遗址群，目前，我们发掘的面积非
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限，都是在一些沟隘的边边角角
做一种抢救性发掘。因为这些位置若不发掘，它就会
坍塌毁坏。”高星说，之所以不大面积挖掘，一方面是要
把更多的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进行发掘研
究。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
能力。另一方面，当前力量有限，虽然每次相对来说队
伍比较大，但因为这种精细的发掘，进展非常缓慢，假
如发掘面积很大，根本做不过来。留下大量空间，也是
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基础。此外，目前还有很多问
题没有解决。比如人类在水洞沟生存演化的许多细节
没有被捕捉到，在不同部位、不同地层里可能还会保留
一些不同时段人类活动的细节。

“当时的人因为不定居，所以他们的遗物遗迹会以
分散的方式来分布，那么我们发掘的面积越大，可能得
到的材料和信息越多，会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
了。”高星表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
在水洞沟还没有发现人类化石。

高星告诉记者，虽然在发掘第一地点、修路的过程
中发现过一块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
由于时代不是很清楚，再加上这块头骨片比较小，不能
对它的形态，包括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和分析，所以未
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找到人类化石，对他
们的形态进行研究，对遗传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那么
就可以明确，“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
来，后来又去了哪里。

21 世纪以来，水洞沟的考古发掘一直由高星主
持。水洞沟是他回国后选择的第一个主动发掘的遗
址，也是他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2002年至
2003年，高星带领团队先后两次在灵武边沟河流域及彭
阳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新发现 20处旧石器时代地点。
此后，高星多次带领团队走进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

“学无止境，研无止境，我们会继续发掘研究。在
新的百年起点上，水洞沟遗址将继续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光发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
的不断前进贡献力量。”高星说。

研无止境
期待发现人类化石

四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出土的石核（1980年出土）。 水 洞 沟 遗 址 出 土 的 石 叶
（2020年出土）。

水洞沟遗址出土的贝类装
饰品（2020年出土）。

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
时代文化”的论断

一

水洞沟遗址位于灵武市临河镇，黄河支流边沟河两
岸。于 192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
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进行了 12天，发掘的石器总量达
300公斤以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包括鬣狗、
羚羊、牛、犀牛和马等。“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
化’的论断。因此，水洞沟遗址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
的发祥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
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说。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洞沟
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
洞沟。1963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著名旧石
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带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又一次
发掘。此次发掘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第 1地点包含旧石
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1980年，为了进
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 1地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
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对第 1地点进行了联合发
掘，此次发掘经历了 38天，发现了 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
生物化石标本。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 6次大规模发
掘，共计发现了 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
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在跨越距今 4万年至 1万年左
右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了大量的石器、
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
物、遗迹。高星告诉记者，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
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
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
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
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以水洞沟遗址考古材料为研究对象，出版发
掘报告 3部，博士、硕士论文 10余篇，国内外期刊发表理
论研究文章百余篇。2021 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之际，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2022年，水洞沟遗址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立项名单。

高星说，自 200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启了长达 20年
的合作。2003—2007年，发掘了水洞沟遗址第 2、3、4、5、
7、8、9、12 地点，此次发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新方
法、新理念的首次大规模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旧石
器考古学研究水平，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长期合作
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创新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
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目
前，这一工作流程也从水洞沟走向全国，被其他地区多
个发掘项目采用、借鉴。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史前考古的
发祥地，它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发展、
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孜孜不
倦的探索之路。

1923年，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
址被发现，开启了宁夏现代考古的新
纪元。100年来，宁夏考古人历经数
次科学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建立了
宁夏地域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
架，丰富了宁夏的历史文化内涵。

8月7日，作为纪念水洞沟遗址
发现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世纪
华彩水洞沟”暨“宁夏考古成果展”在
银川举行。这场展览，给考古爱好
者上了一堂宁夏历史大课。

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之初就在国际
上受到关注，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最
早发现并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推翻
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
断。另一方面，水洞沟遗址第 1地点发
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对探讨东
西方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探索东亚地区
现代人起源模式等重大国际学术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其构建起了水洞沟遗
址距今 4万年至 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
序列，为中国现代人起源‘本土连续进

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在‘东
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等一系
列国际重大学术课题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
位。”高星说。

“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离不
开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高星告诉
记者，1960 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洞沟
遗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就是由中国和
前苏联专家合作进行的。进入 21世纪
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

构主持，其间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等国的学者来到水洞沟遗址，一起
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他们也为水
洞沟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帮助。
2013年举办的水洞沟遗址发现 90周年
纪念大会及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
自 13 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探讨了
东亚和欧亚大陆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
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发
表的关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成果亦不
胜枚举。

二 见证远古中西交流 促进现代国际合作

三 管窥“水洞沟人”的
远古生活

世纪华彩水洞沟
本报记者 王 刚 实习生 李 卉

“4万年前的‘水洞沟人’竟用鸵鸟蛋皮做装饰品，
而且穿孔小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这也太神奇
了。”参观展览时，宁夏博物馆副研究员李鹏感慨道。

高星表示，“从水洞沟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动物
骨骼、火塘等遗迹、遗物，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可以窥
见‘水洞沟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和生活状况”。

水洞沟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周边有沙漠、荒地、
草原，同时，水洞沟处在黄河边上，这里有很多湖泊湿
地，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古人类主要通
过狩猎采集获取食物。“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
多破碎的哺乳动物骨骼，骨骼上有切割和敲骨吸髓的
痕迹，可以判断这是古人类狩猎、肢解、敲击所产生，并
且食用、利用了这些动物资源。从出土的尖状器、边削
器、端刮器等石器的功能分析，可以推断出古人类猎杀、
屠宰、肢解动物的行为，大量的火塘则说明古人类用火加
工食物的行为。对植物资源的考古发现，在此地有二三
十种可食性的植物食材。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工具上留
下了加工动物或者植物的残留物。同时，因为这里有河
流，有丰富的原始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料。”高星说。

高星表示，“水洞沟人”在不同时期制作了不同技
术特点的石器，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古人类为了更好地
打制石器，用火来加热石器原料，使其更利于加工出锋
利的边缘。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鸵鸟蛋壳制作各种装
饰品。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可以看出，水洞沟遗址的古
人类选择水洞沟湖泊连片、水草丰茂的地方作为栖身之
所。在第2地点和其他地点发现了密集分布的火塘，这表
明“水洞沟人”已经开始集中、聚落式居住。“水洞沟人”在
用火等方面是“非常出彩”的，比如将石头用火烧烤后制作
出规整的锋利石器，这是用火来改造原料的一个发明，后
期人类制作陶器、金属器物都是对这种技术的延续。

此外，在距今 1.2万年左右，“水洞沟人”发明了特
殊的用火方式——石煮法，就是将石头烧热后放入水
中，达到将水中食物煮熟的目的。“他们在这里制作石
器、猎捕动物、采集植物，熟练掌握了用火技能，并开始
产生原始的审美观念。”高星说。

水洞沟遗址发掘过程中，在好几个遗址区还发现
了鸵鸟蛋皮制作的装饰品，制作精美，能看出很多都是
先打出毛坯，然后把边缘磨圆。高星说，虽然在磨圆的
过程中没有那么精细，因为有一些做坏的废品和半成
品，但可以看出这些装饰品的制作过程，蛋皮中间会穿
孔，还会用磁铁矿物粉染色。

“这表明古人类的一种审美，还有对身份族群的认
知。”高星认为，这或许就是某个族群特有的标志，这个
文化符号元素的出现，是人类对社会关系的稳定或更
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展阶段。

水洞沟遗址第水洞沟遗址第11地点发掘完成剖面地点发掘完成剖面。。（（本版图片均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本版图片均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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