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南海舊石器時代遺址，位
於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南25

公里安陽縣善應鎮善應村一
帶。古時候，這條峽谷水勢浩
大，潭面遼闊，汪洋似海，且
地處古鄴城之南，故稱小南
海。

跟隨安陽市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驅車行入小南海，只見南北群山環
峙，峰巒起伏，景色甚是宜人。它的上游在林州市橫水鎮潛入地下伏流，
故通常認為這裡便是沮水的發源地。實際上循小南海上溯，猶可以看出舊
日的河道，表明這種變遷由來已久。

炸開岩石驚現神秘洞穴
位於安陽市西南25公里的北樓頂山之腰，有一個山洞是1960年發現的舊

石器原始人洞穴遺址，這是中州地區唯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據當地安陽縣文物局的工作人員介紹，1958年3月，安陽縣要在洹河故道

峪谷修建小南海水庫，洪河屯營地放炮採石，山上岩石都被響炮炸開。被
炸開的岩石深處，有村民發現這一處幽深的洞穴。「裡面不會有寶貝吧？」
村民們紛紛猜測。出於好奇，有些膽大的村民便走進去一探究竟。誰知洞
穴越走越深，隱隱約約竟然還有水聲。
此事傳到當時擔任安陽縣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的申根喜那裡，他特意跑

來一探究竟。如今申根喜已經72歲高齡，對於當年開採的一些經歷和事
跡，他仍記憶猶新。
「聽說發現這個洞穴後，我立刻去了現場。進入洞穴仔細的查看一番

後，發現洞內有不少類似於瓦片的東西，和動物形狀的石頭。當時沒有考
古專業人員，都不能確定這些是不是有價值的文物，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隨後安陽縣上報給安陽市文物局，要求派遣文物專家前來勘探鑒定。」申
根喜老人回憶道。

專家助陣還原遠古舊貌
當時任職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舊石器考古專家安志敏，得知消息

後，在北京向申根喜寫了一封信，要來此地考察此洞穴的真正身份和價
值，希望當地部門能給予支持。「我當然大力支持，立即給他回信，表達
我明確支持的態度。」申根喜笑㠥說道。
據資料記載，1960年4月3日，安志敏和傅新民等五位考古專家趕到現場

勘查。考古專家們根據村民在洞內發現的物件（鹿牙化石和一枚石灰質結
核的裝飾品），認為可能屬於舊石器時代遺址，並立即組織民工試掘。第一
次試掘，因洞穴的頂部已經塌陷，其形狀、大小及原洞口的位置、方向等
均已看不到，在採石工程堆滿石頭的範圍中，清理出10餘平方米的面積作

為試掘的範圍。
其餘部分因洞內
缺乏空隙不便工
作，未加清理。
安 志 敏 回 京

後，在《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出版名為《河南安陽小南海舊石器時代洞
穴堆積的試掘》的論文。對於第一次的挖掘，他這樣寫到：「根據上述的
堆積情況，可作如下的分析：這個洞穴大致開口於更新世晚期，首先被鼠
狗所佔據，因之在第5層裡遺留了鼠狗的糞便化石；至於為數不多的動物化
石，可能是由鼠狗帶入洞內的。不久人類來到這裡，驅逐了鼠狗，洞穴就
成為人類居住的塌所。第3層和第4層堆積的形成，正是人類活動的鼎盛時
期。人們從洞外運進了健石和石英等石料，在洞內製作石器，除石器和有
使用痕跡的石片以外，絕大部分是打片過程中的副產物。人們還把獵獲的
各種動物帶進洞裡，吃肉以後又擊骨、吸髓，因此所遺留的大量化石都已
成為碎片。此外，從扛燒土碎塊、炭粒以及燒焦的動物化石等遺存，都充
分證明這個洞穴是人類的居住塌所，故製作工具
的廢料、遺棄的工具、食剩的垃圾和篝火的灰
燼，均在洞穴內堆積成層⋯⋯儘管我們所發掘的
只限於洞穴堆積的一小部分，但所揭露的堆積層
次、文化遺物和動物化石，已足以證明當時的人
類文化、生活狀況及其自然環境的一些面貌。更
重要的是它為河南境內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
期的洞穴遺址，對於研究我國舊石器文化的發展
關係上，具有一定的意義。」
這次挖掘從4月3日開始，到5月18日結束，大約

一個半月。這次挖掘僅基本上弄清了洞穴堆積的
厚度及其性質。
第一次試掘，共發現石片和石器等7,078件。大

部分為人工打下的石片，有實用痕跡的不多，經
過第二次加工的石器僅有百餘件。此外也包括一
部分石核和少量未加工的石料。質料以燧石為
主，石英次之，也有少數的火石和個別的石髓、石灰岩等。

遺址發掘 填補考古缺環
申根喜老人回憶說，大概是在1978年2、3月份，中國現代著名學者郭沫

若來到現場，他肯定這裡是原始人生活過的地方，並譽名為「小南海文
化」。「還有我和郭沫若先生的合影，當時被多家媒體拿走說是用作報道，
至今一張也沒有留下。」
小南海原始人洞穴遺址的發掘表明，早在2.5萬年前，就有了原始人群在

此生息。曲溝鄉洪岩村發現8,000多年前人類使用過的石磨盤、磨棒，屬磁
山、裴李崗類型的古文化遺存，與小南海文化具有淵源承襲文化，填補了

豫北地區舊石器晚期過渡到新石器時代早
期的空白。

小南海洞穴遺址所揭示的堆積層次、
文化遺址和動物化石，足以說明當
時的人類文化生活狀況及其自
然環境的面貌，是中國

中石器及新石器的先驅，
填補了考古學上的缺

環。對研究舊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的面貌及其相互發展關係，提供了一定
的線索和重要資料，對中國考古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郭沫若在《中國史
稿》第一冊，對小南海文化作出了詳細論述。此洞穴遺址經進一步探索，
將對中國舊石器過渡到新石器的發展規律，及其研究人類早期文明史，作
出卓越貢獻。

兩次挖掘大量石器出土
由於當時的舊石器洞穴遺址較為罕見，當首次試掘材料公布後，立即引

起國內外考古界、學術界人士的極大關注，並在學術界廣泛引用。隨後，
美國、加拿大等國一些考古領域的專家就此提出了疑問，質疑洞穴價值的

真實性。外界的聲音質疑道，舊石器時代的論證
要有很多的地形原貌以及當時人類賴以生存的物
質來源和工具，才能更好證實。只是挖掘了動物
化石和簡單的石器，不能證明洞穴為舊石器時代
的遺址。
1978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家安

志敏、鄭乃武，在安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的配
合下，組織人員對洞穴面積和周邊環境進行了第
二次試掘，在洞穴中塞進石板防止石塊下落，並
繼續往下掘深1米多，寬2米左右。據洞口兩次試
掘得知，文化層厚6米左右，可分5層。出土有石
器7,078件，多種動物化石及用火灰燼。石器一般
器形較小，絕大部分為人工打製的石片。據放射
性碳14科學測定，洞穴的文化遺存，上層堆積距
今約1.3萬年，下層距今約2至2.5萬年，時代和北
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相當；從石器看，兩者還有遙

承淵源。
當時一直在現場的申根喜老人稱，外國人懷疑我們這個洞的價值，說證

據不足，我們要找證據讓外國人心服口服才行。以前這裡的村莊都
是河流，書上都有記載，只不過世事變遷，才
形成現在的村落。而且這次出土
很多工具，就是原始人在
這 裡 生 活 的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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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

起出土文物現

存地時，申根喜老人

不禁苦笑：「我們這裡是小

地方，沒有保存文物的條件，出土

的動物化石以及石器等，均被考古人員

帶走，以要研究和保存的名義帶回了北京。」

由於數量繁多，如今申老已記不清有多少文物被考

古人員帶回北京。北京社科院的人員被問及文物

下落時表示，不太清楚，無法答覆。

為使文物能在

當地得以展現，1978

年秋，申根喜和另一

位村民去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院考古研究所找到安志敏。

「當時安志敏告訴我，這些文物都被當

做不同領域研究的模板和工作的需要，被考

古人員帶往各地市進行研究，一直沒能打聽到文

物具體的存放位置。我在北京整整待了三天，最後在研究所裡的一

張桌子下的一個角落裡，發現一個蛋形的石頭。安志敏說這是在小南海

出土的恐龍蛋化石，讓我把這個也是僅存一件的恐龍蛋化石帶了回來。」

僅有一件也被盜
回到安陽，在當地政府的扶持下，安陽縣為紀念小海南遺址，在山頂建了一

個小型展覽館，把當時收集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這枚恐龍蛋化石一起放進館內

進行展示，給民眾參觀。但是好景不長，由於保護措施的欠缺，館裡珍貴化石

被偷走，現存的都是一些仿製品。說到此處，老人臉上也略顯悲涼。

記者再次聯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得知安志敏已經去世，當時的情

景已無法再現。至於文物現今的存放地，社科院的人員表示，之前的事情不太

清楚，無法答覆。

在遺址洞口外，記者看到洞穴裡面大部分都被
土石填埋。當地村民告訴記者，每逢下雨，洞內
會被雨水沖來泥石，並沉積成積土，日積月累，
本來面積就不太大的洞穴已經被石土所填充。

義務保護小組逐漸解散
「小南海遺址被發掘以後，當地鄉鎮組織一村

出一人，成立17人的文物保護義務小組。小組成
員要在閒暇時間經常去遺址處查看。劃定了絕對
保護區和一般保護區，樹立了木欄標誌，書寫了
洞穴遺址簡介。後因時間和年齡問題，小組逐漸
解散，後繼無人。」安陽縣文物局的工作人員告
訴記者，這個洞穴目前沒有開發的打算，旅遊欣
賞價值不大，它的主要價值在於考古研究。
1964年10月，在洞門口安裝了鋼筋水泥門框。

1979年1月至12月對該遺址進行了兩期維修和加
固工程。1987年轉由安陽縣文物保護單位長春觀
管理人員負責保護工作。1989年12月31日，河南
省文化廳、文物局發出「關於公布國家級、省級
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範圍通知」，該洞穴遺址現由
安陽縣文物管理所負責日常保護管理事宜。

遺址保護不力

雨泥填充洞穴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小南海洞穴遺址，是河南省境內最

早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也是華北

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洞穴遺

址。它的出現填補了中國考古學上的

缺環，折射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物

的生存環境和方式，以及當時的社會

形態。不過，這個距今260萬年至1萬

年前的珍貴遺址，卻因為不能「生金

蛋」而欠缺有效保護，洞穴被雨水沖

來的泥石再次堆積；出土的無數珍貴

化石文物也不知所終，展覽館裡的

「文物」全是仿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周小舟

實習記者：劉文芳

■洞穴附近的平地上，當地政府
用水泥砌成舊石器時代人類模
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小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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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人類演變成現
代人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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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南海洞穴 發掘半世紀命運坎坷

無
數
文
物
去
向
不
明

■考古專家安
志敏來信稱動
物化石不知所
終。香港文匯
報記者周小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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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1963年公布洞穴遺址為
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小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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