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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在面朝正东、
巨如崖壁的泥河湾猿人主题雕塑下举目西望，视线
所及之内，千沟万壑交错、台地坡梁遍布。

泥河湾，本是河北省阳原县东部、桑干河上游一
个小村的名字，如今以它定名的泥河湾盆地，被誉为

“东方人类的故乡”。
100年来，泥河湾盆地已先后发现远至 200万年

前，近至 1万年前，多达 400余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
活动遗址。这里接连获得的重大考古发现，正在不
断刷新甚至重新定义着已知的人类起源。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泥河湾考
古取得的一次次重大发现，除了各界专家、学者考察
研究发挥的核心主导作用，还另有当地农民，特别是
阳原县农民深度参与其中的绰绰身形。

他们的经行所遇，常被专家学者挂在嘴边津津
乐道。他们的深度参与，成为中外考古学界少有的
一大特色。他们，拥有一个响亮的称谓——阳原农
民考古技工。

无意的发现掀开遗址面纱

“泥河湾盆地，一是有醒目良好的晚新生代地
层剖面，盛产古哺乳动物化石和古人类遗迹；二是
有一批熟练的科学考察技工，他们是捕捉化石和旧
石器的能手。全世界除了泥河湾这个地方，还没有
过这么多人，不仅能发现而且基本上还能判断发现
物的好坏，并能主动地去协助专业人员进行调查。
如果说有关的科学工作者是旧石器时代科学事业
的一砖一瓦，那么这些技工就是成就泥河湾的无名
基石。”

这段文字，是记者日前在阳原县大田洼乡东谷
坨村采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退
休研究员卫奇老先生时，他多次强调，过后还专门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来的内容。

今年 82岁的卫奇，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
地理系，其后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
贾兰坡的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读研并留所工作。

怀着要像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猿
人头盖骨化石那样的远大志向，从 1972年任助理研
究员开始，卫奇就把泥河湾盆地作为了自己的长期
野外考古基地。

从退休前每年不断往返，到退休后每年至少5个
月住在东谷坨遗址所在的村庄民宅，卫奇仍在乐此
不疲地和他发现的各种化石、石器标本打交道。这
个曾给自己微信取名“泥河湾猿人”的老人，说自己
至今都坚信泥河湾盆地有猿人头骨化石的存在，只
是发现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他现在依旧保持着野
外走走转转的习惯，“没准哪天能碰巧找到个猿人头
骨呢”。

在他清晰的忆述中，有关阳原县农民参与泥河
湾等地野外考古的事例，显得格外鲜活生动、传奇感
人。将这些不同年代的故事和记者的走访了解相互
串联、彼此印证，更是令人对那些阳原农民考古技工
肃然起敬。

按照卫奇的说法，阳原县农民和泥河湾考古工
作真正结缘，最早要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王择义先生1965年来到泥河
湾，在虎头梁遗址找到重大考古发现算起。

1964年，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学专业学生夏正
楷在老师欧阳青带领下到泥河湾盆地考察，在虎头
梁遗址发现了多刺鱼化石。得知虎头梁发现鱼化
石，第二年王择义等人受所里指派，专程赶到这里采
集鱼化石。

其间，王择义一有机会就问当地老百姓：“哪里
有龙骨（当地老百姓管化石叫龙骨）？”于是有人就告
诉他哪里有龙骨。按照老百姓指点，王择义在那里
竟然挖出了一个犀牛（披毛犀）头骨化石。

在虎头梁挖出动物化石后，对旧石器也很感兴
趣的王择义还想再找找有没有古人类用过的石器。
见老百姓听不懂什么叫石器，他又改口问“哪里有火
石？”因为火石从形状到硬度和石器多有类似，老百
姓容易听明白。

很快就有两个小伙子，一个叫王明堂，一个叫王
文全（后来都成了有名的考古技工），一下子给他抓
来一大把火石。王择义一看大喜，说：“这都是细石
器啊。”接着，在王明堂带领下，王择义又来到发现

“火石”的王明堂家高粱地里，确定这些细石器的埋
藏位置，就在高粱地边上一处地层剖面里。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在地层
里发现旧石器晚期 2、3 万年的细石器。这个发现
太重要了。”卫奇说，“我国此前虽然也在新疆、内
蒙古等地发现过细石器，但都属于是地表发现，
因为没有所在地层根据，因而无法确定石器的形
成时间。”

7年之后的 1972年，随着科研环境有所好转，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卫奇
两人一起来到泥河湾，正式开始发掘虎头梁遗址。
1977年发表正式考察报告，报道中国第一次从地层
里发现了细石器。

后人不应忘记，当年正是因为两个农民后生的
无意发现和热心指点，才帮助专业考古人员一点点
掀开了虎头梁遗址的面纱，找到了有地层根据的细
石器存在。

从王择义在虎头梁遗址的意外考古发现开始，
泥河湾盆地迄今已发现了2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 100万年、200万年的遗址发现就有 50多处，而
目前全世界这样的发现，还不到 100处。“这说明，世
界上 100 万年、200 万年的遗址，主要发现地在泥河
湾。”说到此处，卫奇面露激动与自豪。

如此久远、众多的遗址发现，让我国考古学家们
更加坚信，除了目前在许家窑遗址发现的 10万年前
人类头盖骨化石，被国外学者称为“真正的东方奥杜
威峡谷”的泥河湾盆地里，肯定还会有更古老的猿人
骨骼化石存在。“只不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
有运气碰到。”卫奇坦言。

泥河湾盆地捕猎化石世家

“这一系列众多的考古发现，基本上都和泥河湾
的农民考古技工有很大关系。现在这里最有本事、
特别出色的农民技工还有十几个。这些人几乎跑遍
了全国各地，不仅和专业人员一同参与考察，而且一
去就能有发现。”1993年以执行队长身份，带领王明
堂、王文全等几名阳原县农民技工进行三峡旧石器
遗址考察的卫奇评价说。

接到此前别人没有找到任何石器发现的三峡
科考任务后，研究所领导曾颇为担心地问过卫奇：

“你有什么办法？”卫奇回答说他有两个信心依据：
第一是三峡的东西南北四面都已发现有旧石器，因
此三峡不可能没有；第二是他手下有一批会找石器
的人——阳原农民考古技工。

到达三峡后，科考队决定沿着曾经是河湖边缘
的地层开始考察。因为古人多是选择靠近河湖有水
的地方生存活动，容易在这种地层留有遗迹。

一开始，卫奇就带领王明堂、王文全等人分成三
个小组，分别沿上中下三个高度寻找旧石器。快到
奉节县时，在中线 40米高度寻找的王明堂小组终于
发现了石器。

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几处旧石器遗址，以及很多
十来万年、几千年的新石器遗址。“1993年、1994年两
次三峡科考调查取得辉煌成绩，这些农民技工立下
了汗马功劳。”对每一处发现都当场进行专业鉴定的
卫奇说。

随队参与科考并负责联络考古技工的阳原县文
物管理所原所长成胜泉，说起自己这些阳原老乡的
本事，更是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哪里需
要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哪里就会有阳原县农民考古
技工的身影。

这些一有任务通知就出发、回到家里就去种地
的农民考古技工，不论是在泥河湾盆地的各个遗址
发掘点，还是在其他多个省份的野外考察地，都凭着

“脑勤、腿勤、手勤”既能吃苦又用心学习的精神，凭
着长期实践练就的善于发现、能够发现的专业技能，

在国内考古界以及当地社会上都赢得了很好的
口碑。

那天在东谷坨村一处农宅采访卫奇的时候，白
瑞花匆匆过来打了个照面，就又回到自家那间摆满
编号的古地层土样标本储藏室，一件一件地细心整
理起来。

她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常年为有关科研单位收集
和加工古地磁测年土样。白瑞花说，这些土样标本
全都来自于考古工作者发现化石、石器的土层。“这
些日子可忙了，接电话都是简单说几句就挂断。”白
瑞花一边细心整理着土样标本，一边告诉记者。

最初白瑞花家简直就是考古队在泥河湾的编外
大本营，不少考古专家都曾在她家吃住过。从 1981
年就跟随父兄和考古队一起进行野外调查，到成家
后和丈夫、儿子、女儿同样专注考古调查，今年 58岁
的白瑞花，已然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考古技工。

而她参与野外考古调查以来最难忘、最自豪的
事情，则是 2007 年和丈夫贾全珠一起，参加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员牵
头的考古调查期间，在阳原县化稍营镇钱家沙洼
村，发现了一具相当完整的早更新世草原猛犸象头
骨化石。

回忆当初发现猛犸象头骨化石的场景，白瑞花
说那天她和丈夫像往常一样，来到调查组划定的区
域，拿着考古专用的手铲、手锤边走边察看，突然她
发现不远处土层里凸出来一块东西，像是老乡挖地
时碰到后又放弃的树根。待走近仔细一看，白瑞花
不由得惊呼一声“这是化石啊”。

两人试探着用手铲拨了拨化石周边的土块，凭
借多年参与野外考古调查的经验和直觉，二人断定
这一定是个大东西，立刻就向考古队专家报告了情
况。经过组织后续专业性发掘，这具极为完整的猛
犸象头骨化石，最终得以重见天日。

卫奇说，1972年曾在泥河湾村上沙嘴出土过一
具完整的更新世早期的纳玛象头骨化石，显示纳玛
象物种在泥河湾盆地的出现时间比印度纳巴达河谷
的正型标本要早。而草原猛犸象头骨化石的发现表
明，泥河湾盆地的记录是相当早的。有关这一发现

的报道，还曾在日本古生物学界引起过轰动。
采访中记者得知，白瑞花的儿子贾真岩曾在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石修理室工
作过多年，也参加过不少野外化石考察及发掘活动，
至今还在参与野外考古调查。现在他已经能够独立
完成调查、发掘、修理、制作模型和化石装架等全部
过程。

白瑞花的女儿贾真秀从小跟着妈妈到发掘工地，
对石器很早就产生了兴趣。上大学后她立志搞旧石
器研究，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工作，目前已在那里初步发现了旧石器。

鉴于白瑞花一家多年参与、协助科考调查的不
凡经历和突出贡献，卫奇曾撰文称其为“泥河湾盆地
捕猎化石世家”。

有意义的科学考察

说到阳原县农民考古技工，大田洼乡岑家湾村
的白日有名气很大，当地人甚至说他只需看一眼面
前的化石、石器，就能给出专业性初步判断。在白日
有家的土炕上，这个平时走路都习惯性低头看脚下
有没有东西的 62岁农民，说起自己与泥河湾考古的
机缘巧合，憨厚诚恳中一直透着几分谦虚腼腆。

1992年6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谢飞等旧石器考
古专家来泥河湾组织发掘陈家湾遗址，发掘点就在
离白日有家几百米的地方。“当时考古队里有个技工
是我亲戚，我就常到现场看他们怎样挖化石。”白日
有说他看着看着，突然想起头年自己在马圈沟那边
放马时，也见到过挺大一块类似化石的石头，就问考
古队要不要。

考古队马上说“要”，白日有便赶着马车去马圈
沟拉那块“自己几乎抱不动”的大石头，装车后往回
赶，正要经过一个20多米高的土坡时，坡顶上突然掉
下一大块粘土，把眼前的路给堵住了。

白日有只好下车去搬这些土块，在搬的过程中，
他发现土块里竟然有些小石片、小石块，形状和他在
陈家湾发掘点看到的石器几乎一模一样。

考古队一看白日有带回来的东西（马头骨化石、

石器），第二天就让他赶紧带路去了那个地方。后来
谢飞又专门让他领着到那个掉土的地点，经过仔细
勘察，终于确定了埋有石器的土层位置。

有时候，某一个代表性的起点，或者说里程碑式
的折转，也许就是从一次偶然开始的。就是白日有
的这个先是无意、后是有意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后来

“意外惊喜”地发现了马圈沟遗址，并随着后续 10年
间在这里多个文化地层的考古研究发现，将泥河湾
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幅上推到了200万年前。

我国考古学家认为，马圈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证
明在距今约200万年前的泥河湾地区，有着古人类生
活的直接证据。它不仅为泥河湾旧石器考古提供了
坚实依据，找到了中国猿人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同
时也对世界关于人类单一地区起源的认识提出了挑
战：人类不仅可能从非洲的奥杜威峡谷走来，也可能
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

也就是从最初发现马圈沟遗址开始，白日有就
和考古调查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在后来的发掘调
查中首先发现并识别了一块猛犸象门齿化石，还跟
随考古队走遍泥河湾各大遗址发掘点，并走南闯北
到过多个外地考古现场参与旧石器考古野外调查。

现在白日有不仅掌握了野外考古发掘的基本知
识技能，能够熟练进行现场清理、文物标号、打指北
针、测量倾角等工作，还能够独立完成对各种化石、
石器残片的后续拼合、复原。“这是个需要特别细心
和耐心又很专业的活计，有时候拼合一件标本需要
好几天时间。”因为长期在灯光下近距离拼接修复文
物，眼神已略显浑浊的白日有说。

野外考古调查基本上去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偏僻
之地，有时一出去就是一整天，风餐露宿非常辛苦。
白日有说，有一年冬天他们到山西进行野外调查，进
山时正好赶上下雪，爬到半截发现路已经滑得没法
再走了。此刻，脚下是又高又陡的山坡，旁边是十几
丈的深渊，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只好把鞋脱掉两脚
单穿着袜子，一点一点地从山坡上试探着缓缓蹭着
下来，好不容易才返回营地。

1992年就接触旧石器考古调查，从最初的懵懂
好奇到后来的熟悉熟练，其间还把儿子白惠元带入
这一行，一同成为一众考古技工中的高手，谈起“一
手攥手铲、一手握手锤”一直坚持到现在参与野外考
古调查的真实感受，白日有说除了有比种地高些的
收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意思，喜欢”。“感觉国家
下这么大气力在泥河湾开展考古调查，就是想弄明
白远古人类是怎么在这里生活、生存的，这是一种很
有意思、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对泥河湾农民考古技工的作用和贡献，有关科研
单位、地方政府，一直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2015年，
阳原县隆重授予胡忠、白世军、王明堂等10人“优秀农
民考古技工”称号。在 2021年举办泥河湾考古发现
100周年纪念活动时，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特别将
成果展览的首场参观礼遇，给予了周边村庄的农民老
乡，以示对泥河湾本地住民和农民考古技工的敬意。

此外，这些农民技工还有不少人被相关科研单
位聘为长期合同工，工作环境、工资待遇都比过去有
了很大改善和保障。

“我在泥河湾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已经 50多年
了，不论是写论文还是到国外作报告，我都会把最初
发现标本的农民技工名字写上去、说出来。因为我
知道，我能写出论文、上台作报告，实际上是我沾了
泥河湾的光，沾了泥河湾农民考古技工的光，这丝毫
不影响而且有益我从事的专业研究。搞旧石器考古
研究，走群众路线的调查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在采
访卫奇先生即将结束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旧石器考
古学家言之切切地表示。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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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
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这 些 一 有

任务通知就出

发、回到家里就

去种地的农民

考古技工，在国

内考古界以及

当地社会上都

赢得了很好的

口碑。

①①

①白惠元（左一）等阳原农民考古技工参与野外
考古发掘场景。 仝辉 摄

②白瑞花和贾全珠发现猛犸象头骨化石时的最
初发掘场景。 卫奇供图

③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泥河湾猿人主
题塑像。 仝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