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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盆地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正是它的发现与研究，将泥河湾乃至东北亚地区古人

类活动的历史推前到距今175万年之前。199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该遗址，随后开

展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马圈沟遗址自发现之日起，就被认为是泥河湾盆地内最为古老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因之倍受关注

和重视，而围绕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几乎没有间断过。直到200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基本认定了在该遗址文化层之

下，还存在两个包含文化遗物的层位。2001年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配合东谷坨遗址发掘的同时，在马圈沟遗址切制了地层

剖面，试掘了第二文化层，获得一批石制品和动物遗骨。同年9~10月，又对第三文化层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大批石制品和

动物遗骨，揭露出一组罕见的原始人类进餐遗迹。这次发掘和初步研究的重要收获，发表在2001年11月2日的中国文物报头

版，并将其命名为马圈沟遗址第一、第二和第三文化层。这一成果还被收入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中。  

  在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如此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考古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及其各个文化层年龄的确定，显

得异常重要。2001年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展对马圈沟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工

作。双方议定，在工作过程中，磁性地层学研究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主，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以河北省文物研

究所为主。至今，合作双方气氛融洽，成绩斐然。  

  2002年初，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学与地质年代学实验室在马圈沟遗址及其周围地区展开了第四纪地质

与古地磁测年工作。2002年3月，为采集马圈沟沟谷地面以下的古地磁样品，该实验室野外考察队在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发

掘坑位东南方向约20米处侧挖掘探井一个。该探井长1.2米、宽1米、深11米，地层主要由灰色、灰绿色粉砂组成。在挖掘取样

过程中，古地磁学与地质年代学实验室野外考察队在该探井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砾石、石块和少量动物遗骨，受野外考察队之

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曾两次到现场考察，并将全部标本带到石家庄进行观察分析。  

  对于这批标本人工性质的确定，我们极为慎重，因为它涉及到泥河湾盆地最早人类活动历史的重大问题。在反复研究对比

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暂不急于定性，待考古发掘证实较为稳妥，这一想法得到专家们的认可。对此，我们在《泥河湾旧石器文

化》一书中作出了交代：“通过我们室内观察分析，认为三个层位中所发现的石块人工性质难以确定，有些‘石片’似有加工

使用痕迹，实际上是自然营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其作为古人类文化遗物来考虑。但是，这毕竟是一条十分

引人注目的重要线索，只有通过下一步的科学发掘，才能得出最终的科学结论。”  

  2003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学与地质年代学实验室野外考察队又在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发掘坑位

西北方向约50米处挖掘了另一个探井，该探井长1.2米、宽1.0米，深20.4米，地层主要由灰色、灰绿色粉砂组成。在挖掘采样过

程中，没有发现任何与古人类有关的文化遗物和动物遗骨。  

  2004年9月，马圈沟遗址的第四纪地质与年代地层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通过科学分析测定，分别得到马圈沟遗址第一、

第二和第三文化层的磁性地层年代学数据。这一研究成果以《人类最早出现在东北亚高纬度地区的新证据》为题在《自然》杂

志第431卷发表，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被广泛引用。  

  2005年7~1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发掘坑位底部布方，进行了考古发掘，旨在对古地磁年代测定

工作中新发现的重要线索予以证实。结果，在该遗址第三文化层底面之下，又分别找到了三个文化层，其层位位置与挖掘探井



时的发现基本一致，随即，它们被确定为马圈沟遗址第四、第五和第六文化层。对这一重要的成果，我们于2006年1月13日在

《中国文物报》头版进行了报道：据初步研究，“第四、五、六文化层共出土编号标本294件，其中动物骨骼91件，种类有

象、犀牛、鹿、羊和鸟等。出土大小不等的砾石、石块共计203件，其中有人类加工痕迹的标本数量极少，多数为天然砾石或

石块。在石制品中，多数为断块、石核，石片存在但不甚典型。所有的石制品上没有发现典型的修理痕迹，没有被加工成器

者。但是，一些石核则反映出鲜明的人工特征，核身上打击痕迹清晰可辨，往往保存着石片疤。”“这次马圈沟遗址第四、

五、六文化层的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文化层次和文化内涵，又把泥河湾人类活动的年代向前至少推进了8~10万年。”另外，

我们在第六文化层之下又发现动物骨骼1件，石块1件，但很难断定是古人类的作品，重要的是，这一线索同样存在被证实的迫

切性和可能性。  

  目前为止，在马圈沟遗址已经发现六个文化层，对于第一（MJG-I）、第二（MJG-II）和第三（MJG-III）文化层，根据我

们2004年在《自然》杂志上公布的结果，其年龄分别为155万年、164万年和166万年。对于第四（MJG-IV）、第五（MJG-V）

和第六（MJG-VI）文化层，根据上述我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马圈沟剖面的磁性地层年代学结果，可以推算出他们的年

龄分别为169万年、174万年和175万年。总之，目前在马圈沟遗址发现的六个文化层的年龄小结如下：  

  马圈沟遗址第一文化层（MJG-I）：155万年  

  马圈沟遗址第二文化层（MJG-II）：164万年  

  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MJG-III）：166万年  

  马圈沟遗址第四文化层（MJG-IV）：169万年  

  马圈沟遗址第五文化层（MJG-V）：174万年  

  马圈沟遗址第六文化层（MJG-VI）：175万年  

  这是泥河湾盆地所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马圈沟遗址自面世以来所取得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  

  最近，在《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刊出一篇由陈淳、谢飞、卫奇署名（其中，第二作者不

知标本的出处，没有参加文章的写作，也未授权署名），题为《泥河湾盆地马圈沟发现更早的旧石器》文章（下文将其简称

《文章》，将这一发现称为“发现”）。  

  《文章》称：“2003年6月30日，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朱日祥院士领导的野外考察队在泥河湾盆地马圈沟谷底

打井采集古地磁样品时，在海拔811.7—810.9米的灰褐色粉砂层中出土1件石制品。根据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这件标本所在层

位已经位于奥杜威正极向亚时段顶部，其年龄应该为177万年。”（P157）《文章》进一步叙述，此探井北距马圈沟遗址第三

文化层发掘坑位约80米，开口1x2米，深20.4米。“从距地表9.0米~9.8米（采样记录7.6米~8.4米）深的灰黑色粉砂层中（前文

称灰褐色粉砂层）出土1件石制品，还有石化程度很高污染成黑色的哺乳类动物的骨骼碎片。”（P159）“这件石核地层明

确，人工痕迹清楚，为我们追索直立人在泥河湾乃至整个东亚的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P159)“这个遗址如果赋名，建议称

‘日祥遗址’（the Rixiang site）,以示朱日祥在为泥河湾研究所作的贡献。”(P164)“这是目前在泥河湾盆地马圈沟发现已知最

早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P165)“标本存放在泥河湾博物馆。”（P166）  

  关于《发现》的标本问题：《文章》称，所报道的标本来自朱日祥领导的野外考察队2003年6月30日打井采样的地层中。

事实上，在该探井挖掘过程中，既没有发现任何石制品，也没有发现任何动物遗骨。假设有与古人类活动相关信息的话，肯定

会交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进行考察、研究，因为根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于2001年的议定，

只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才具备研究权限，因此我们不知《文章》所报道的石制品来自何处。  

  《文章》称，“标本存放在泥河湾博物馆。”据初步调查，泥河湾博物馆的管理者，阳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证实，自2003

年以来，既没有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移交或馈赠产自泥河湾的旧石器标本，更不知《文章》所描述的那件石制品的下落。  

       关于“发现”的地层问题：《文章》对那件标本出土地层、层位、海拔高度、距地表深度及采样记录数据，都有详详细细

的交代，似无任何纰漏。实际上，野外考察队没有向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过任何该探井的挖掘资料。  

  据《文章》第一作者告知，这件标本是某人在探井发掘出的散乱堆积中找到的，如果此言成立的话，如此详尽的地层、层

位及测量数据又是怎样得来，如何核准的呢？  

  综上所述，对于《文章》所报道的那件标本出土的地点和层位，主持该项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单位毫不知情，也无从得到权

威部门的认定和支持，标本的去向又存有疑问。那么，这一“发现”客观上就失去了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此，

这篇《文章》提到的所谓“发现”也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了。  



  关于马圈沟遗址的命名问题：通常，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者享有该遗址的命名权，所确立的考古遗址的名称应该得到学

术界的尊重，马圈沟遗址当不例外。在马圈沟一带，最先发现的是半山遗址，之后发现了马圈沟遗址。此前，两个遗址的名称

未见任何异议。2001年，当马圈沟遗址发现另外两个文化层之后，研究者经过审慎考虑，将其命名为马圈沟遗址第一、第二和

第三文化层，并率先予以公布。当2005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古地磁测年工作中的新发现后，我们又确立了马圈沟遗址第四、第

五和第六文化层。  

  《文章》列举了马圈沟遗址，特别是对第三文化层另外一些名称，根据旧石器考古遗址的命名原则，这是很不严谨的治学

态度。  

  《文章》还试图对马圈沟遗址各个文化层次进行从新排列，并将半山遗址也编排在马圈沟遗址的序列中。我们认为，半山遗址的名称早已确

立，并有高水平论文公布于世，应当受到科学界的充分尊重，尽管其与马圈沟遗址关系十分密切，随意更改其名称也显得不够科学。马圈沟遗址

各文化层的名称及表述方式已经确定，再行排序，更换符号，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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