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亮相

在国博南3展厅，走过短短的距离，

却仿佛穿越了数十万年的时空。通过地

板上灯光打出的小脚印，可以清晰了解

观展路径。进入展厅，映入眼帘的便是

展厅中最大的来自晚白垩世的恐龙模型

——棘鼻青岛龙。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出土的第一具完整恐龙骨架，发

现于山东莱阳，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龙”。

由海洋时代到恐龙时代再到人类

崛起，展览详细介绍了整个演化过程，

展示了石器时代人类如何制作工具，并

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展出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是欧

亚内陆迄今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

立人头骨化石之一，距今约100万年，是

研讨人类在东亚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化

石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它的发现，入选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距今3.8万年

至2.5万年的山顶洞人复原像，并通过

图片，展示了山顶洞人制作器具、埋葬

死者、缝制兽皮等社会化活动场景。蓝

田直立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有确切地

层年代的最早古人类化石，其头骨距今

约163万年。此次展出，除了头骨模型，

还有他们使用到的石核、石片、直刃刮

削器等。展览还穿插了一些故事展示，

如墙上的“周口店纪事”，通过照片蒙太

奇的方式，还原考古工作者从发现到挖

掘再到保存的过程。

策展人王月前介绍，中华文明是世

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一脉相承的文

明。从1929年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人

第一个头骨化石至今，我国已有70多处

遗址发现史前人类化石。分布在广袤

中华大地上的元谋人、蓝田人、金牛山

人、山顶洞人等诸多古人类化石，连同

大量伴生遗存，共同构成了古人类学研

究的直接证据。

基因组数据成果显示
中国直立人形态呈现南北差异

本次展览，按历史时间线顺序分为

“物竞天择”“矗立东方”“智慧灵长”“现

代之路”四个单元。“物竞天择”部分，以

古脊椎动物演变历程展现生物多样性

及环境的依存关系；“矗立东方”部分，

以元谋人、蓝田人、泥河湾、北京人等重

要发展展示中国直立人等演变形态；

“智慧灵长”部分，展现承上启下的智人

发展历程；“现代之路”，借助基因组数

据成果，展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即早

期现代人的演变格局。

研究发现，中国直立人存在复杂的

变异，直立人群体在形态上呈现南北差

异。在“矗立东方”板块，便通过南北差

异划分出不同流域出现的古人类群。

在北京周口店，距今 3.5 万年至

3.8万年前，山顶洞人已开始使用骨针

缝制衣物，并在薄薄的草鱼眶上骨穿孔

用来佩戴装饰，还用赭石颜料对部分装

饰品染色。距今2.9万年至2万年前，

宁夏灵武水沟洞的先民将鸵鸟蛋片修

整为精致的环形装饰品。宁夏鸽子山

出土的鹿牙装饰品，距今 1.3万年至

1.2万年，其表面残存的黑色、红色物

质，说明当时的人可能以赭石、木炭混合

动物油脂制作黏合剂，将鹿牙犬齿固定

在衣物上……这些考古实证还原了更细

节、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古人类生活。

古DNA捕获技术是亮点
填补东亚史前人类重要信息缺环

本次展览，最具学术意义的亮点是

“现代之路”板块展示的古DNA捕获技

术。展厅中，一排精致的实验室微缩模

型，让观众直观了解研究人员如何从“污

染”严重的古生物样本中提取古DNA。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所长邓涛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对古核

基因组捕获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使大规

模研究古DNA成为可能。利用这项技

术，解码了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田园

洞人’基因组，揭示了东亚史前人类的

多样性与遗传历史的复杂性。大规模、

系统性地研究了南北方古人群基因组，

揭示了近万年来中国人群南北方分化

格局、主体遗传连续性、双向迁徙过程，

以及南岛语系人群的中国南方起源、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这些工

作，填补了东亚史前人类遗传与演化的

重要信息缺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团队

独立开展相关研究的技术与创新实力。

一位姓郭的学生告诉记者，“看了

现场实物，感觉和书本上看到的不太一

样，觉得非常珍贵。”而观众王女士对记

者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国文

化研究，观展可以帮我更好地开阔知识

面、提升专业素养。从这个展览也更好

地认识了古人类研究这个学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见习记者何金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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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8月23日宣

布，将于9月27日起推出“凝视三星堆

——四川考古新发现”特别展览。展览将

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

级文物，部分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据悉，“凝视三星堆”展览将聚焦以

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四川地区考古新

发现，展出距今2600年至4500年的青

铜器、玉器、金器及陶器等珍贵文物。

展品近半数为2020年至2022年间三星

堆遗址最新发掘的重要文物，包括目前

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的青

铜人头像、青铜神兽、眼形器、龙形器等。

本次展览将分为四个单元，分别呈

现三星堆的艺术世界、城市生活、精神

信仰和来龙去脉，探索成都平原地区的

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艺术造诣与技术

成就。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四

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

博物馆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

“此项展览意义重大，它揭开了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

发展系列展览’的序幕，实践本馆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希

望吸引中外观众参观展览，让他们深入

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孕育过程，及其

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及和平的特性，

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世界

文明的贡献。

“我们热切期待香港市民、海内外

游客能够走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深

入了解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充分认识

古蜀文明的历史价值，扩大中华文化国

际影响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

本次展览将展出至2024年 1月 8

日。为配合此次特别展览，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还将在展览期间举办以“三星

堆和青铜时代的中国”为主题的学术研

讨会，以及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众教育

活动。

据新华社

“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国博展出
古DNA捕获技术探寻人类起源秘密

“凝视三星堆”特展将亮相香港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这是
人类亘古不变的追问，也是考

古学家持之以恒求索的课题。由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东方故乡
——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或许能
揭开谜团。

据介绍，本次展览通过 220 余件
（组）展品，由脊椎动物从鱼到人的化石
证据展开，结合各类场景还原和多媒体
技术手段，讲述了人类从猿到人的百万
年活动历程。

“希望通过展览，引导观众系统了
解中国百万年人类活动史发展演进的
艰辛历程，深刻感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丰富内涵。”国
博研究馆员、策展人王月前说。

观众参观晚白垩世棘鼻青岛龙模型。

古DNA捕获技术流程展示。

蓝田人复原像及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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