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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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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著名的“北京人”化石由此出土。 

北京猿人用火示意图 

2011年初夏，当刘武、同号文两位中国学者，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物馆打开近一个世纪前封

存的周口店化石的时候，往事像一张老照片，逼真地展示在眼前。 

震震震震动动动动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两两两两枚牙枚牙枚牙枚牙齿齿齿齿 

19世纪末，欧洲学者就开始了在亚洲寻觅古人类的历程。到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中出现了一

种假说，认为中亚很可能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一时间，西方学者纷纷涌入亚洲。其中，瑞典

人安特生在中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收获。 

1914年，时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受北洋政府的聘请到北京出任农商部矿政顾问。

在华10年间，他除了矿政专业外，在考古发掘上也花费了不少心思。1918年，一条线索将安特生带

到了周口店。对龙骨山进行了三天考察后，他开始组织在周口店进行小规模挖掘。然而3年间他并未

找到人类化石。 



1921年，安特生的“后援”来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古生物学者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协助安

特生的挖掘工作。同年，在一位当地老乡的指引下，“北京人”的“洞府之门”，向他们打开了。

此后，师丹斯基在这个地点，挖到了周口店出土的第一件人类化石——一枚臼齿。 

1918年开始，从周口店以及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出土的发掘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往瑞典，先后共

400余箱。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及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两家瑞典博物馆，就是靠着周口

店出土的化石而名气大增的。1926年，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清理从周口店运来的发掘材料时，

又发现了一枚前臼齿，这是最早的两枚牙齿。 

瑞典人早期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在瑞典皇家的支持下进行的。安特生在华的考古经费主要来

自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当时的瑞典皇太子，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 

1926年，瑞典皇太子访华之际，安特生正式宣布两枚牙齿的消息，从此周口店引起世界关注，

“北京人”作为早期人类的代表，也为世人所知。 

1974年到1979年间，我国旧石器学者黄慰文曾“坐镇”周口店主持日常工作。这5年间，他一

边主持工作、接待要人，一边整理周口店的历史文件，并协助贾兰坡撰写《周口店发掘记》。由于

与周口店的“亲密”关系，他常常被媒体询问“‘北京人’的头盖骨到底在哪里？还能找回来

吗？”1977年，他从一位瑞典客人那里得知，上世纪50年代，师丹斯基在清理周口店材料时，又发

现了一枚人类牙齿——一枚前臼齿。 

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北京人北京人北京人北京人””””化石化石化石化石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7年是一个分水岭。这期间在加拿大人步达生的主持下，大规模发掘正

式开始，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发掘工作中。1927年到1937年是周口店发掘的黄金时代，共采集1221

箱发掘材料，其中人类化石近200件，包括5个较完整的头盖骨和多件头骨破片。这一阶段的发掘经

费主要由美国支持，瑞典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参与此阶段的发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到周口店的交通中断，周口店十年的黄金期就此结束。 

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日军便占领了北平城内的美国机构，其中包括曾经存放“北

京人”化石的协和医学院。从此，近200件“北京人”化石全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多年来，老一代学者曾从战乱后残缺不全的文献以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寻找线索，寻访失踪化石

的下落，均未能如愿。 

时至今日，寻找“北京人”，依然是一个国际热点话题。 

黄慰文说，那是个战乱年代，时间也过去那么久了，种种“北京人”重现的惊人消息，有些是

人们美好的愿望，有些不过是媒体的炒作。在他看来，在一个战争年代，一个非常时期，“丢失了

恐怕就丢失了，再也难以找回”。年过古稀的黄慰文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重燃希望的第四枚牙重燃希望的第四枚牙重燃希望的第四枚牙重燃希望的第四枚牙齿齿齿齿 

因此，2011年初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在清理1920年前后的周口店发掘材料时，意外地鉴定出

了保存于瑞典的第四颗牙齿时，新的希望又出现在人们面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从1949年到1966年十几年间，发掘出

的人类化石只有6枚单独的牙齿，一件带有一枚牙齿的下颌骨前部和一个头盖骨的前部和后部。”中

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北京人’化石材料。” 

周口店运去的发掘材料，曾让瑞典的古生物学家们一度忙碌起来。然而，清理工作在师丹斯基

发现了第三枚牙齿后不久，就日渐荒疏了起来。近两年，瑞典人再次“想起”了尚未清理的几十箱

材料。几个月前，清理工作突然出现“惊人”发现，一个未成年人的头盖骨惊现于人们面前。荒疏



多年，面对如此“重大”的发现，瑞典人决定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协助鉴定。 

这是自1918年以来，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受邀参与运往瑞典的周口店材料的清理、鉴定工作。

接到邀请，我国古人类学家刘武、古哺乳动物学家同号文，一起前往瑞典。 

两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到场后，通过对头骨形态、出土层位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分析后，

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个幼年头骨，应该是考古中常见的晚期“混入品”。 

既来之则安之，在瑞典期间，刘武、同号文与瑞典学者一起，对周口店的材料进行清理。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短短几天的工作，两位学者居然不虚此行，有了意外的收获：第

四枚牙齿——一枚人类犬齿，出现在眼前。 

“这是目前存世的11枚‘北京人’牙齿中，唯一一枚犬齿。”刘武对笔者说，目前这颗牙齿在

科学上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学术上说，每一件新材料问世，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潜在价

值。早年的研究，由于研究水平、方法、思想有着时代的局限，“如果那些化石不丢失的话，以现

代手段重新进行研究，应该会有新的收获”。因此，这枚牙齿的出现使人们对瑞典未开封的40箱物

品燃起了新的希望：从这40箱中，我们还能找到些什么？ 

“当我们打开当年封存的箱子时，那场面颇为感人。”刘武说。 

上世纪20年代的香烟盒、洋铁罐包裹、存放着化石；繁体中文、老式拼音与英文对照标签，书

写工整…… 

一段尘封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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