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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古人类遗址将集体申报“国保”

目前，在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伊洛
河流域仅有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入选，即洛
阳市瀍河回族区北窑遗址与栾川县七里坪遗址。

庞海娇告诉记者，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
除在蝙蝠洞发现古人类化石外，考古人员还在栾
川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10多处，充分证明
栾川古人类活动的广泛性。

这1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不仅时代特征相
似，石器选材、打制方法相似，还似乎均与该县七
里坪旧石器时代遗址有联系。

这些旧石器时代遗址点均分布在伊河两岸，
且距离七里坪遗址不远，最远为 10公里左右，最
近的只有约2公里。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古人类是
否存在血脉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足以说明，居住在栾川蝙蝠洞的古人类并
不孤单。

庞海娇表示，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可以大胆推
断，在远古时期，栾川古人类从伏牛山山脊走向丘
陵、平原，在此过程中，族群不断繁衍、扩张。与此
同时，在人类活动中，丰富的旧石器文化形成了，
该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伊洛文化必然存在一定的
渊源。

“这些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的发现，充分显示了
旧石器时代栾川古人类活动的广泛性。”庞海娇
说。

参与蝙蝠洞考古研究的一位专家曾表示，栾
川境内发现这么多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伊洛
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栾川古人
类活动广泛，完全可以申报古人类活动保护工程
项目。

目前，栾川蝙蝠洞古人类洞穴遗址，已被列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名录。不过，蝙
蝠洞古人类洞穴遗址的试掘范围还十分有限，栾
川境内其他旧石器遗址点也仍待进一步调查与发
掘。

周立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扩大调查面积，邀
请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专家对栾川境内的
遗址点进行全面排查，并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期间采集到的标本进行鉴定、论证。

“明年，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期间
在栾川境内发现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点
将整体申报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前期准备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周
立说。

村民意外发现一堆化石

12月27日，天气晴好，大山环
抱下的栾川县仍然寒气逼人。

在当地村民老刘的带领下，沿
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前行，来到栾川
县庙子镇高崖头村大夹沟。

山崖上一个黝黑的洞穴十分
显眼，这个洞穴便是蝙蝠洞，洞口
已安装了栅栏。蝙蝠洞背风、向
阳，洞外山下有面积广大的开阔
地，洞口四周草木丛生。

老刘今年 41岁，他告诉记者，
小时候，他与伙伴上山放牛，常往
洞里扔鞭炮，鞭炮一响，成群的蝙
蝠就从洞中飞出来，蝙蝠洞因此而
得名。

在洞内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已
是几年前的事，具体年份，老刘也
记不清楚。

“大伙想着，把蝙蝠洞修整一
下，说不定也能成为旅游景点。”老
刘说，在村民们修整洞穴时，挖出
一堆骨头化石，“都是老农民，谁知
道这些东西是啥，都把它们当做

‘龙骨’，有人拿到药店卖钱，有人
扔在家里。”

蝙蝠洞挖到动物骨骼化石的
消息，很快传到了栾川县文物管理
所。

“2008 年 10 月 20 日，我们得
知这个消息。”栾川县文物管理所
所长庞海娇记得很清楚。

“从动物骨骼化石本身和蝙蝠
洞所处位置来看，考古人员当时就
怀疑蝙蝠洞属于古人类遗址。”庞
海娇说。

2008年 11月 23日，栾川县文
管所工作人员正式进入蝙蝠洞调
查。2009年 7月 7日，考古人员在
蝙蝠洞发现石核（注：考古学术语，
指在打制石器时，为生产石片所使
用的石料，常见于旧石器时代遗迹
中）一件。“这件石核打制规范，是
古人类活动的重要遗物，被专家称
作‘中国第一石核’。”庞海娇激动
地说。

石核的发现，立刻引起考古学
界的极大关注。

紧接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和栾川县文
管所3家单位组成“蝙蝠洞联合调
查试掘小组”，展开调查试掘。

人牙化石得到权威确认

考古人员从蝙蝠洞采集到大量
标本，并对标本进行认真分析。

2009年 12月 24日中午，考古人
员的一项发现，注定要在蝙蝠洞考古
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天中午，考古人员从蝙蝠洞
挖出的土中淘洗到一枚动物骨骼化
石，极像人牙。”至今提起，庞海娇依
然很兴奋。

第二天，经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李占扬鉴定，该化石为人
类牙齿化石。

2010年 1月 8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王明辉作出的鉴
定持同样结论。

2010 年 10 月 28 日，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侯彦峰、重庆
师范大学考古学教授武仙竹等人
来到栾川，对蝙蝠洞进行地层剖面
清理，之后又用了 6 天时间对采集
到的标本进行细致分析和比对，认
定这枚化石为人牙化石，且为女性下
颚门齿。

“这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的确认，
对蝙蝠洞古人类洞穴遗址的推定具
有标杆意义。”庞海娇说。

除此之外，专家们还发现蝙蝠洞
内的骨骼化石涉及动物种类达 60多
种，并发现了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石
器，以及一件骨制尖状器等重要人类
文化遗物，有较清楚的使用痕迹。

经深入分析，专家们初步认定：
蝙蝠洞为古人类洞穴遗址，时代约为
晚更新世早期，距今10万年左右。

本月中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对外发布消息：栾川蝙蝠洞是
河南境内发现的第一个含古人类
化石的洞穴遗址，填补了中原地区
未在洞穴中发现过古人类化石的
空白。

从出土石器的形制来看，蝙蝠洞
石器具有南北交融的特征。

蝙蝠洞古人懂用火、有语言

蝙蝠洞内的古人类究竟过着一种怎样
的生活？他们是否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智慧？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认为，远
古时代自然环境险恶，人类个体抵御疾病
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劳动工具也很简单，
所以必须以原始人群形式生存。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演化上经
历了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
人阶段，体态由猿人向现代人逐渐进化，脑
容量不断增加。早期智人与直立人接近，
保留猿的面目痕迹，眉峰较突出，有眉脊，
但头颅已比直立人大，相貌、体型等已和现
代人有诸多相似。

蝙蝠洞古人类应生活在晚更新世早
期，属于早期智人，以群居为主。由此可推
断，“他们已具备成熟的肢体语言以及简单
的口头表达能力”。

庞海娇告诉记者，考古人员在蝙蝠洞
土层内发现了炭块、炭渣、炭屑，在钙板下
岩壁上发现用火痕迹。“这充分证明，生活
在这里的古人类已具备生火、取火、用火的
能力。”

伏牛山腹地丰富的矿藏，让水源中含
有古人类所需的矿物质，温暖湿润的气候
让栾川山区拥有丰富的草类、菌类、果树
等，十分适宜动物生存。

李占扬告诉记者，对该洞发现的动物
骨骼化石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群成员中大
部分是森林性动物，如硕猕猴、马铁菊头
蝠、皮氏菊头蝠、豹猫、虎、豹等，也有很多
树栖性动物，如金丝猴、云豹、松鼠、灵猫
等。

此外，栾川一带拥有众多大小岩厦和
溶洞，其中相当一部分具备古人类生存居
住的条件。像蝙蝠洞一样，这些地点背风
向阳，山顶平坦，山下开阔，离水源较近；洞
内四季恒温，人居住其中，既可休息，又可
躲避猛兽攻击。

综合栾川蝙蝠洞的考古发掘，可以发
现，蝙蝠洞古人类洞穴遗址的时代，与北京
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比较接近。

栾川发现栾川发现栾川发现栾川发现
10101010万年前古人万年前古人万年前古人万年前古人类化石类化石类化石类化石
专家认为蝙蝠洞内古人类已专家认为蝙蝠洞内古人类已会用火会用火 并有了语言并有了语言

本月中旬，考古部门确认，在河南省栾川县蝙蝠洞发现了
古人类化石，这是在河南境内发现的第一个含古人类化石的
洞穴遗址，专家初步认定，蝙蝠洞为距今10万年左右的古人类洞
穴遗址。生活在这里的古人，在相貌、体型等方面与现代人有诸多
相似，他们懂得用火，已具备简单的口头表达能力。除了蝙蝠洞，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考古人员还在蝙蝠洞周围发现了10多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点，这足以说明，蝙蝠洞古人并不孤单。洛阳市
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表示，明年，将对这些旧石器时代遗址点整
体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