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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普埃尔卡遗址发掘场景。  

阿塔普埃尔卡遗址被喻为西班牙“史前文明的观察站”，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它有着怎样的考古故

事？将如何撞击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 

 

日前，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阿塔普埃尔卡考古队的负责人之一、西班牙洛维拉·依维尔基里大学

考古学教授犹达尔德·卡沃内尔（Carbonell）讲述了考古的过程，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侯亚梅则介绍了中国早期人类的考古学踪迹。 

 

史前文明观察站又有新发现 

 

2007年，阿塔普埃尔卡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由西班牙考古专家带领的团队在这里发现了一块

人类化石，它是一块人类下颌骨碎片，长约5厘米，带着几颗牙齿，尺寸较小。研究人员估计，这个洞

里当时居住的古人类身高约1.7米，脑含量是当代人类的3/4，生活在约120万年前。这一发现将人类在

欧洲生活的历史前推了50万年。 

 

2008年3月27日，这块化石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封面，随即在全球引起不小的轰动。 

 

此前欧洲最古老人类化石为1997年发现的一块距今约70万年的人类颌骨化石，也发现于阿塔普埃尔

卡的一个山洞内。考古学家将这两块年龄差别巨大的化石归为进化链条的同一类别——先驱人，他们是

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共同祖先。 

 

此次考古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犹达尔德·卡沃内尔教授认为，新发现的化石进一步证明，人类祖先

发源于非洲，其中部分“走出非洲”后，来到高加索地区，之后进入欧洲不同地区，发展为欧洲先驱

人。 

 

卡沃内尔则乐观地认为，新发现表明欧洲大陆古人类历史可以向前推进，不排除在欧洲大陆会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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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久远的古人类痕迹。卡沃内尔说，新发现的意义在于，欧洲先驱人最早的已知生活年代提前到了

120万年前，而不是先前推断的70多万年前。这表明，“人类涉足欧洲大陆比我们想像得更早、更

快”。 

 

阿塔普埃尔卡遗址圈位于西班牙布尔格斯市东部15公里处，是喀斯特型复合面貌群。其山洞里保存

着大量丰富的早期欧洲人类遗迹化石，其时间从100万年前一直跨越到基督教纪元。这些人类活动遗迹

化石为研究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的体态特征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这些史前被早期人类遗弃的聚居区遗址具有独特性、历史延续性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早期人类的社

会经济问题，引起了科学家们浓厚的兴趣。他们每年都在遗址群中重点选择几个具有非凡意义的人类居

住区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野外调研工作。 

 

2000年，阿塔普埃尔卡遗址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一向重视史前文明的西班牙人来说，阿塔

普埃尔卡是他们的骄傲。现在阿塔普埃尔卡拥有自己的基金会，正在规划一个古人类学博物馆，昔日的

村庄成为欧洲远古文化的研究中心。 

 

阿塔普埃尔卡带来的启示 

 

西班牙考古学家对阿塔埃普卡山区的挖掘时间持续了30年，如此大规模、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在世

界考古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侯亚梅不止一次感慨道：“西班牙的考古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侯亚梅曾受邀参观考察阿塔普埃尔卡遗址，“我对此印象深刻。他们的挖掘有点工业化的性质，这

种规模和集成化的程度，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 

 

“西班牙的考古非常系统化，团队也很齐全。考古队员在考古现场搭起脚手架，每次挖掘出的每一

层土都要在野外用水去筛，考古队中有专门的人员去从事这项工作。筛选后的样本会拿到实验室，有专

门的人员进行分析。” 

 

史前文化在西班牙很受重视，整个的发掘过程受到西班牙媒体的广泛关注，报纸会随时报道新进展

和新发现。 

 

每次发掘工作结束时，考古队会把当地的村民召集起来，向他们介绍最新的发现、做了哪些具体的

工作。“周末的时候，这些考古专家和自己的学生会同当地居民一起联欢，大家在一起亲密无间。” 

 

在布尔格斯市的大街上，有很多古人类的复原像和阿塔普埃尔卡遗址的招贴画，成为当地一道独特

的文化风景。 

 

侯亚梅指出，西班牙的科学家很有科普意识，随时随地在向公众、政府介绍和汇报科学进展；公众

的科普意识很强，会主动关注阿塔普埃尔卡遗址的科学进展；西班牙考古学家同当地居民的这种互动理

念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古人类学的荣光与尴尬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古人类学是中国在世界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最多的学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从事古人类研究的机构，被《自然》杂志誉为“人类考古学圣

地”。 

 

1929年12月2日，中国古人类学泰斗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第一颗北京猿人头盖骨，把人类社

会起源发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万年，被称为旧中国科学界的“第一块世界金牌”。此后的80余年里，

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直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目前仍有科考工作在继续。在周口店遗址出土的猿人化

石、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数量之多以及用火遗迹之丰富，都是同时代其他遗址所无法相比的。到

目前为止，它依然是世界同期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北京周口店和河套的3处地点发现了古人类化

石。20世纪50年代增加了资阳、丁村、长阳、麒麟山、马坝、柳江等处的智人化石，组成了一条从大约

50万年前开始的人类进化链。 

 

上世纪60年代在云南丽江发现一具晚期智人头骨，在陕西蓝田发现直立人的下颌骨和头盖骨，在云

南元谋发现直立人的门牙。 

 

此后陆续有新的化石发现，如上世纪70年代在山西许家窑发现多件早期智人头部的分离骨骼，使得

这条进化链上的环节越来越多，进化过程的细节了解得越来越丰富。 

 

但是，“作为古人类化石丰富性和系统性仅次于非洲的中国，我们还有很多具有埋藏潜力的遗址未

得到系统开发”。侯亚梅无不感慨地说：“中国古人类学起步不晚，但是发展不够，人才稀缺是最大的

瓶颈……每个省能有一个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就不错了。大学当中虽然也有考古专业，但是专门从事古

人类（旧石器）学研究的人才特别少……而韩国和日本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所这方面的人才都要比我们

多出很多，这不能不让我们汗颜。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挖掘我们祖先的文化，更难以有人才向大众宣

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反映出各国文化发展战略观的不同。我们可能更了解秦皇汉武，却不重视深挖

他们的根。世界各国对本国史前文明的研究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认为是国家文化来源的重要部分。” 

 

人才的匮乏带给古人类学研究工作最大的遗憾是，对很多遗址没能够长期坚持去挖掘，而这很有可

能会遗漏掉很多重要的发现。我国埋藏了很多古人类的证据，亟待挖掘，如果不及时挖掘，有可能会在

不知晓的情况下被毁掉，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另外，长期以来，从事古人类研究的研究经费一般较少，更没有发展成为国外那样的专项基金资

助。在国内我们要同其他学科一起去竞争有限的项目和经费，其实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古人类学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投入相对较少，民众的意识比较薄弱，这方面的科普

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机制，该学科与其他自然学科有所不同，目前

的科研评价体系也严重地制约着它的发展。”侯亚梅说。 

 

从事古人类研究是艰辛的，其中的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很多时候，古人类研究人员要常年离开

家人朋友，远离文明世界，深入到荒野，经受各种自然条件的考验。而更大的困难在于能否幸运地获得

古人类的化石及其遗物。对立志从事古人类研究的人员来说，这些无疑是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 

 

2008年4月2日，科技部立项的国家科技基础工作专项“中国古人类遗址、资源调查与基础数据采

集、整合”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预计为期5年，资金投入近1500万元，这是迄今为止国家在古人类学

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资金投入力度最大的一个项目。古人类学家们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将我国古人类

研究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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