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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年代主体为距今约10万
年至5万年。

在遗址考古现场，与
濛溪河先民对话的，却是
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
的考古人。

这群考古新青年，在
四川旧石器考古领域掀
起了一场“青春风暴”。
2024年，资阳濛溪河遗址
考古队荣获了第27届“四
川青年五四奖章”。

在2024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前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濛溪河遗址，听濛
溪河遗址发掘现场负责
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工
作人员程应杰讲述他们
与古老先民的隔空相遇。

08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特别报道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09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责编江亨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 校对毛凌波

国际罕见发现
是“百科全书”式遗址

“濛溪河遗址距今8万年至
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关
键阶段。更难能可贵的，是在
特殊的饱水环境下发现这个
遗址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陈星灿说，有机质极难保存，
但濛溪河遗址群目前发现的有
硅化木地点已达86处，这是世
界罕见的。

同时，遗址群包含了丰富
的石器和动植物遗存，是国
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
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
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
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
埋藏了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
的行为现代性的证据。该遗
址的发现填补了多项空白，对
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
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重
要作用。

“ 它 是 一 个 世 界 级 的 发
现。”陈星灿说。

反驳传统理论
讲述“走出非洲”前的故事

现代人从哪里来？目前
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说法，占
据主流的是“非洲起源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非洲
直立人进化而来的智人，在约
6万年前从非洲出发，抵达世
界各地，成为现代人的祖先。
这些早期智人也沿着亚洲南
部海岸线迁移扩散，最终抵达
东亚。

原本生活在东亚的古人
类，长期被认为相对“滞后”：
或是体质上的相对较弱，或是
智慧发展程度不够，他们因难
以 适 应 剧 烈 气 候 变 化 而 消
逝。来自非洲的智人，取代了
东亚古人类，成为东亚人的祖
先。既往考古学家在东亚和
东南亚极少发现距今10万年
至5万年的遗址和相应的文化
遗存，也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
个假说。

然而，濛溪河遗址群的出
现，却为另一种观点（多地区进
化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
据。在前两年的考古发掘和研
究工作基础上，考古工作者不
仅将遗址群第1地点（即濛溪河
遗址）的年代向前推至距今约8
万年至6万年，还在资阳、内江、
遂宁、绵阳等地，先后发现了与
濛溪河遗址文化类型相似的遗
址点，构建起了共计100余个点
位、主体年代在距今约10万年
至5万年、跨区域的濛溪河遗址
群。这些东亚古人类的故事，
发生在传统理论中的“走出非
洲”以前。

再现古人生活
构建一本完整的“食谱”

留有罕见丰富遗存的濛溪
河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
据，让考古工作者得以探索距
今8万年至6万年古人类的生活
状态。

郑喆轩介绍，对植物遗存
的浮选和辨认工作仍在进行
中，目前从濛溪河遗址中发现
的植物已达37科53属。在遗址
考古现场，不同种类的植物遗
存被分类保存在无数个小方格
中，包括了接骨草、筋骨草等药
用植物，以及葡萄、乌蔹莓等浆
果类植物遗存等。

在动物遗存方面，发现了
亚洲黑熊、中国犀、剑齿象、水
鹿、水牛、貘、中华鳖、蛇、鲶鱼
等多种动物种类。有趣的是，
遗址还出土了目前人类遗址中
最早的花椒。“难道四川喜麻喜
辣的基因，从那时候就埋下
了？”郑喆轩打趣地说。这些动
植物遗存的出现，将人类的广
谱经济向前推进了数万年。

“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解
决基本生存问题后，这些东亚
古人类又在想什么？带有明确
刻划痕迹或穿孔的遗存，记录
了他们对世界最初的想象。

在此前的发掘中，濛溪河
遗址曾出土了一定数量、带有
人工痕迹的骨骼碎片。例如，
带有“十”字形或“X”形刻划痕
迹的骨片，或是带有连续刻划
痕迹的骨片。经过近一年的发
掘，这类带有刻划痕迹遗存的
数量已发现较多，其中比较明
确的已上升至10余件。除了刻
划行为，考古团队还发现了带
有穿孔行为的橡果和骨片。这
是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
现集中、系统性的象征性行为
证据，展现了东亚古人类意识
及行为的复杂性。

这些刻划和穿孔，都是早
期人类在不同介质上、有意识
的尝试。尽管现在无法解读这
些线条和穿孔背后的准确含
义，但郑喆轩在谈及这一方面
内容时曾提到，可以将其解读
为“最原始的记录”：这个族群
已有余力，也有思维，对世界展
开想象，希望能留下些什么。

甘孜稻城皮洛遗址研究成
果显示，距今约20万年前的人
类已有能力登上青藏高原，并
在高原上生存下来；距今约10
万年至5万年的资阳濛溪河遗
址群，展现了东亚古人类克服
严苛的生存环境、用智慧和勇
气在大地上立足的壮丽画卷；
距今20万年至5万年的射洪桃
花河遗址地层清晰、埋藏状况
完好，考古工作者期待着它能
揭开更多的历史细节……在四
川大地上，东亚古人类的神秘
面纱正在逐渐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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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想象力的石器

2019年从四川大学
考古专业毕业后，“90
后”程应杰带着满腔的
热情投入了旧石器考古
工作中。

那些其貌不惊的石
器，能给程应杰带来无
限想象，成为考古工作
中破解远古奥秘的“无
字天书”：因为它们蕴藏
着百万年间人类起源的
密码。出土的旧石器时
代石器，往往需要考古
人员依据遗迹现象进行
推测。“出土的新石器时
代陶器，一看就知道应
该是作为容器使用。但
普通人看到石器，可能
觉得就是个‘破石头’，
用 旧 石 器 的 知 识 来 解
释，它可能是用于切割，
甚至可能用于钻孔，会
有更多的探索空间。”

程应杰在采访中数
次感叹自己的幸运。在
2019年川藏铁路文物调
查过程中，1949年以来
青藏高原第一件明确的
手 斧 被 发 现 。 在 对 康
定、理塘、稻城等地进行
了系统调查后，2020年5
月，稻城皮洛遗址的“石
破天惊”，为四川旧石器
时代考古掀开了新的一
页。而程应杰恰好在这
时加入，成为四川旧石
器考古团队成员之一。

重现先民“安逸”生活

近年来，四川新发现
旧石器遗址点300余处，
填补了省内10个市州的
旧石器考古空白。其中，
2021年因洪水“重现”的
资阳濛溪河遗址，因其丰
富的石器，前所未见的动
植物遗存、刻划线条和穿
孔的遗物等，成为焦点之
一。从2022年开始，程应
杰便将工作的重心，放在
了“水落石出”的濛溪河。

“一年365天，我差
不 多 有 300 天 都 在 这
里。”每天早上9点不到，
程应杰便开始工作，直到
下午6点野外考古工作结
束，再开始室内整理和清
理的工作，一直到深夜。

截至目前，濛溪河
遗址发现的遗物包括3
万余件石制品和18万件
动物化石及碎屑，6万余
颗（件）植物种子，2000
余树木相关遗存。还有
更多的遗存等待考古人
员清理。这些丰富的遗
存，正在为后人构建出
一个东亚古人类生活的
历史场景。

在濛溪河遗址度过
的日与夜里，程应杰试图
通过这片土地上的每一
件石器、每一粒植物种
子、每一处刻划痕迹，遥
想远古的濛溪河先民，是
如何在这里栖息、生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4 月 24 日，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在北京揭晓。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
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
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
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入选。

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入选，是继2021
年度甘孜稻城皮洛遗址之后，四川又一旧
石器遗址成功摘得这项国家级考古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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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濛溪河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很多空
白，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
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重要作用。它是
一个世界级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
说。同时，它也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
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
遗址。

濛溪河遗址群分布在资阳、川东丘
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沿河两岸。
2021 年 9 月，洪水冲垮濛溪河遗址群第
1地点（即濛溪河遗址）所在地，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踏查发现了这处
面临洪水严重威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于 2022 年至 2023 年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2024年开展第一次主
动发掘及调查工作；并同步开展多学科
综合研究，发现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文化
遗存，以及大量古环境与年代学等科学
信息。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濛溪河遗址的
年代为距今约8万年至6万年，遗址群的
主体年代为距今 10 万年至 5 万年。此
前，在东亚和东南亚极少发现距今 10
万年至 5 万年的遗址和相应的文化遗
存，而濛溪河遗址群的出现，填补了这
个时间段的考古证据，成为研究东亚现
代人起源演化研究领域的关键时间、空
间及人类行为、文化的重要依据。同
时，遗址群的发现还从某种意义上反驳
了“非洲起源说”，证明了人类早期发展
的复杂性。

该项目负责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
绍，濛溪河遗址发现的系统用火证据、
空间利用证据，以及带有刻划痕迹或穿
孔的石块、动物骨骼、植物果实等，描绘
出了东亚古人类生存生活的画面：该遗
址发现的十余件带有明确刻划痕迹的
遗存，是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集
中、系统性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证据，称
得上是东亚古人类探索世界留下的“最
原始记录”。

数万年前的远古世
界，会是一幅怎样的图
卷？当时的人类，如何生
存于天地之间？资阳濛
溪河遗址群极为罕见地
保存下了比较完整的远
古社会场景，其出土的丰
富石器及动植物遗存等，
近全景式地呈现出远古
人类的生活场景。

4月24日，2024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
晓，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成
功入选。

濛溪河遗址的相关
发现为何能连续两年入
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终评？相较于去年，今年
有哪些新进展、新发现？
国内外罕见的埋藏条件，
能为考古工作提供哪些
可借鉴的经验？日前，该
项目负责人、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
研究所所长郑喆轩在濛
溪河遗址现场接受了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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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拍摄的资阳濛溪河遗址群考古
发掘现场。 新华社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程应杰（右一）与队友在考古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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