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所概况 | 所属机构 | 科研成果 | 联系我们 | English

 

 

 

首页 > 现场传真

现场传真

山顶洞人饰品重现周口店

作者： 蒋彦鑫  发布时间： 2005-12-28  文章出处：新京报

  周口店考古又有重大发现。日前，专家在清理库存化石的过程中，两颗沉睡72年的钻孔动物牙齿化石被

重新发现，同时发现的还有12个兔子的头骨化石。经鉴定，这些化石很可能是山顶洞人使用过的装饰品。据

介绍，这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首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山顶洞人装饰品。 

  沉睡72年的山顶洞人装饰品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介绍，为进一步摸清周口店遗址化石底数，做好化石的清理调查工

作，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聘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研究员，对遗址库存化石进行清

理、鉴定。 

  在最近的两次清理中，黄万波发现了12个兔子的头骨化石、两颗食肉动物牙齿化石、70多件兔子腿骨化

石和40多件兔子下颔骨化石及数十件兔子颅后骨骼化石。其中，12个兔子的头骨化石和两颗动物牙齿化石应

该是1933年左右，由裴文中先生从山顶洞中整理出来的，但不知何故沉睡72年无人知晓。 

  “周口店终于有了真正的山顶洞人装饰品。”杨海峰介绍，由于二战中大批山顶洞人化石和北京人化石

同时遗失，目前博物馆内展出的装饰品化石均为模型，这次发现大大充实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内容。 

  黄万波介绍，12月18日，工作组成员正在继续清理化石，他忽然在一个已经清理完毕的空标本盒的灰黑

色尘土里看到一个亮点，扒开尘土后发现是一颗食肉类动物的门齿，齿根近端有一个针尖大小的钻孔。接

着，他又在尘土里找到一颗稍大的动物牙齿化石，同样钻有小孔，齿冠远端缺失，从齿冠断裂面上粘附的土

质看，应该是埋藏前断裂的。 

  初步鉴定，稍大的一个是鼬科动物的犬齿，另一个为猫科动物的门齿，齿冠全部磨耗。黄万波说，两颗

牙齿上的小孔两端均呈漏斗型，可以断定是从两端分别打的孔，两个孔的位置分毫不差，显示出当时高超的

打孔技术。 

  12个一模一样的兔头骨化石 

  黄万波介绍，在另外一次清理工作中，他从一堆碎骨片中发现了12件兔子的头骨化石。这12件标本均来

自兔子的后脑勺部位，断裂面如出一辙，看起来也几乎一模一样。每件标本均由上枕骨、外枕骨、基枕骨、

听泡和耳孔构成，呈厚约15~16毫米的环状体。骨质表面的尘土被清除后，当年用碳水笔编写的标本号码历历

在目，诸如UC.33：203.UC即uppercave，汉语译为“山顶洞”，33即1933年，203为标本登记序号。 

  黄万波介绍，这批标本初步鉴定为草兔骨骼。骨块一致呈环状体，一种可能是埋藏前因风化作用，致使

后脑勺与前面相邻的骨体分离，另一种可能则是山顶洞人为了某种意识需求而有意加工的。从标本的骨缝愈

合程度看，比较结实，一般不易脱落。黄万波表示，这些兔头骨化石很可能是当时的装饰品。 

  杨海峰表示，自从建馆以来，周口店没有兔头化石，也没有制作兔头化石模型，此次发现的12个兔头化

石填补了周口店这方面的空白。 

 



  黄万波介绍，此次整理的化石初步估计来自30多个兔子个体，如果把裴文中先生在《山顶洞动物群》一

书中描述过的兔子标本计算在内，兔子个体超过200个。这么多的兔子出自同一地点，同一层位，充分展示出

山顶洞人捕捉兔子的高超本领。 

  同时，黄万波表示，此次发现对于研究山顶洞人的文化艺术发展高度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化石将于

2006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出。 

  杨海峰表示，目前化石清理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2006年全部完成。在后面的清理过程中，还有可

能会有新的发现。 

  专家解读 

  古老饰品尚存三大悬疑 

  疑惑一：为何沉睡72年？ 

  黄万波表示，这两颗牙齿应该是1933年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山顶洞人装饰品中的两件。但它们既没有和同

批发现的装饰品化石一起“搬家”到地质博物馆，也没有在二战中丢失。黄万波推测说，估计是当时发现整

理的化石太多，而这两颗牙齿化石保存得并不是很好，大概没引起工作人员重视，被遗忘在一堆泥土中。 

  疑惑二：孔洞如何制成？ 

  针对牙齿上的孔洞，黄万波表示，牙齿本身比较小，上面的孔洞更是只有针尖大小。而在1.8万年前的山

顶洞人时期，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孔洞两边成规则的漏斗型，显示出高超的技术。古人当年是用什么工

具，如何打出这个孔洞的，目前还不清楚。 

  疑惑三：饰品做何用途？ 

  黄万波说，此次发现的动物牙齿和兔骨化石，可以初步断定是装饰用品，有可能是用作项链或者祭祀。

但这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的推测，对于其具体用途，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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