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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2024年，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发布研究成果，通

过对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

古发掘出土的人骨进行科

技分析，5000多年前仰韶先

民面貌首次被复原。

“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主根主脉，仰韶先民长什

么样子，大家都很好奇。”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

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仰韶村

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

负责人李世伟介绍，技术团

队在充分运用颅面复原技

术的基础上，联合古 DNA 研

究、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

初步对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

先民面貌进行了相对准确和

科学的复原。其中，仰韶时

期先民是一名 40 岁左右的

男性，距今约5600年；龙山时

期先民是一名 50 岁左右的

男性，距今约4000年。

李世伟介绍，由于年代

久远，关于仰韶先民的面貌

无任何参考资料，为获取精

细数据，团队采集仰韶先民

头骨定位点超过 401 万个，

再用遗传背景最为接近的

人群为其贴上肌肉组织，

通过基因分析来预测肤色

和毛发，目前复原精准度

在 90%左右。据介绍，该团

队还在进行古 DNA 研究，希

望通过持续性研究，更加全

面地揭示史前人群的历史

动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综合新华社、河南日报等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走进古遗址系列报道

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仰韶村

遗址是一个重要坐标，有着“中国

考古学圣地”之称。它是黄河流域

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的重要遗

址。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首次

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

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

化因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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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村遗址位于河

南省三门峡市渑池镇，

1921年10月，瑞典地质

学家安特生和中国地质

学家袁复礼等人，对渑

池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

一次发掘。这次发掘发

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

考古学文化——仰韶文

化，同时也标志着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仰 韶 村 的 首 次 发

掘，证实了中国存在非

常发达的远古文化。此

后，1951 年、1980 年、

2020年仰韶村遗址又进

行了三次考古发掘，考

古学家从中得到了更多

来自远古时期的信息。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见证

了百余年中国现代考古

学的发展。同时，仰韶

文化的发现，证明了中

华文明最少存在了5000

年以上。

1961 年，仰韶村遗

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1年，被评为“中

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

发现”之一；2021 年 10

月，入选中国“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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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启动的仰韶村遗址第四次

考古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

疑似“混凝土”，刷新了对仰韶村遗址仰韶

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筑技术

等方面的认识。

考古团队发现，仰韶村遗址发现的疑

似“混凝土”应该是房屋建筑墙壁地面的

废弃堆积，颜色和质地完全区别于仰韶文

化常见的草拌泥红烧土。

考古发掘中，还在该地区首次发现了

草拌泥红烧土和“涂朱”房屋建筑材料。

专家推测，“涂朱”墙壁地面等房屋建筑材

料的发现，说明仰韶村遗址极有可能存在

高等级高规格的大型房屋建筑。此外，遗

址中部土方量巨大壕沟的出现也反映出

仰韶文化时期人口众多、聚落发展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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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仰韶文化博物馆内的展品“彩陶盆”。

工作人员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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