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
州
老
奶
奶
廟
遺
址

鄭
州
老
奶
奶
廟
遺
址

駁駁
「「
非
洲
夏
娃
說

非
洲
夏
娃
說
」」
證
東
亞
人
獨
立
起
源

證
東
亞
人
獨
立
起
源

位於河南嵩山東麓的少林寺可謂是世

界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典型標識。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位於嵩山的老奶

奶廟遺址暨嵩山東南麓舊石器地點群，

其地位堪比考古界的「少林寺」。因為

它的發現發掘， 印證了東亞現代人的獨

立起源，有力駁斥了「非洲夏娃說」所

認為的現代中國人由非洲進入的理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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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廟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 本報河南傳真

記者了解到，嵩山東南麓位於中原核
心地區，是聯結中國及東亞大陸南北與
東西的樞紐，也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東亞
地區現代人類出現與發展的關鍵區域。
北起賈魯河上游的老奶奶廟，南到潩水
河流域的趙莊—黃帝口遺址，鄭州地區
嵩山東南麓廣泛分佈着舊石器地點。
這些地點既有臨時活動場所，也有長

期居住的中心營地，還有專門的石器加

工場所，以及擺放石堆與大象頭骨的特
殊活動遺蹟。其分佈明顯成群組聚集，
構成多個以基本營地為中心，各類臨時
活動地點成放射狀分佈的遺址群。這些
遺址群沿古代河流兩側分佈，有各自相
對獨立的活動領域，系統地展示了鄭州
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之交階段的聚
落與棲居形態，清楚地記錄了晚更新世
人類在該地區生存發展的輝煌歷史。

老老奶奶廟是鄭州地區常見的那種青磚小廟奶奶廟是鄭州地區常見的那種青磚小廟，，低低
矮矮、、窄小窄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離想像中的紅離想像中的紅

牆碧瓦廟距離很遠牆碧瓦廟距離很遠。。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巴掌大的小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巴掌大的小
廟廟，，四萬年前四萬年前，，已經有一支古老的鄭州人在此活躍已經有一支古老的鄭州人在此活躍。。負責該遺址發掘的北京大學負責該遺址發掘的北京大學
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經生活在老奶奶廟一帶的古人曾經生活在老奶奶廟一帶的古人
類就是舊石器晚期的鄭州老居民類就是舊石器晚期的鄭州老居民。。他甚至還給老奶奶廟編了門牌號他甚至還給老奶奶廟編了門牌號——「「11號號」。」。

鄭州尋智人生活實證鄭州尋智人生活實證
王幼平在電話中告訴記者王幼平在電話中告訴記者，，進入五萬年以來進入五萬年以來，，世界各地的晚期智人世界各地的晚期智人，，體質上有了體質上有了

明顯分化明顯分化，，人種已初步形成人種已初步形成，，在中國發現的晚期智人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在中國發現的晚期智人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
「「非洲夏娃說非洲夏娃說」」中提及中提及，，七八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那支人七八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那支人，，先到了中東先到了中東，，後分成後分成

兩路前行兩路前行：：有一部分向北有一部分向北，，成了歐洲白種人的祖先成了歐洲白種人的祖先；；一部分順南亞次大陸南下中南一部分順南亞次大陸南下中南
半島半島，，但這部分人的遺骸發現非常之少但這部分人的遺骸發現非常之少，，而他們的膚色是黑的還是白的呢而他們的膚色是黑的還是白的呢？？另外另外，，
除了周口店除了周口店，，中國北方那麼多氤氳之地中國北方那麼多氤氳之地，，古人有沒有機會涉足呢古人有沒有機會涉足呢？？
帶着這樣的疑問帶着這樣的疑問，，在華北地區尋找本地延續下來的智人或智人足跡成為當務在華北地區尋找本地延續下來的智人或智人足跡成為當務
之急之急。。王幼平說王幼平說，，之所以將尋找地點鎖定在河南鄭州之所以將尋找地點鎖定在河南鄭州，，是因為鄭州背倚太行是因為鄭州背倚太行，，
南臨淮河南臨淮河。「。「現在有人喜歡稱之為現在有人喜歡稱之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這首先是個文化概念這首先是個文化概念，，背後背後
更多的是地理與氣候的支撐更多的是地理與氣候的支撐，，即平原與山地交界即平原與山地交界，，亞熱帶與暖溫帶轉換亞熱帶與暖溫帶轉換。。從很從很
早的時候早的時候，，鄭州就是南來北往鄭州就是南來北往，，東進西退的孔道東進西退的孔道。」。」王幼平說王幼平說。。

遺址展古人居住細節遺址展古人居住細節
於是在於是在20112011年至年至20122012年夏季年夏季，，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
院合作發掘位於嵩山的鄭州市西南郊老奶奶廟遺址院合作發掘位於嵩山的鄭州市西南郊老奶奶廟遺址。。揭露面積近揭露面積近5050平方米平方米，，發發
現石製品現石製品33,,000000餘件餘件，，動物骨骼動物骨骼1212,,000000餘件餘件，，用火遺蹟用火遺蹟2121處處，，以及多層疊壓以及多層疊壓、、連連
續分佈的古人類居住面續分佈的古人類居住面。。老奶奶廟遺址的新發現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當時人類在老奶奶廟遺址的新發現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當時人類在
中心營地連續居住的活動細節中心營地連續居住的活動細節，，將近年來在嵩山東南麓新發現的將近年來在嵩山東南麓新發現的300300多處舊石器多處舊石器
地點有機地連接起來地點有機地連接起來，，不僅系統地再現了鄭州地區晚更新世人類的棲居形態不僅系統地再現了鄭州地區晚更新世人類的棲居形態，，
同時也發掘出土一系列與現代人行為密切相關的文化遺存同時也發掘出土一系列與現代人行為密切相關的文化遺存，，為探討中國及東亞為探討中國及東亞
地區現代人類出現與發展等史前考古學核心課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證據地區現代人類出現與發展等史前考古學核心課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證據，，更更
驗證了東亞現代人的獨立起源驗證了東亞現代人的獨立起源，，駁斥了駁斥了「「非洲夏娃說非洲夏娃說」。」。

汪松枝是老奶奶廟遺址考古發掘小
組的一員。汪松枝說，老奶奶廟遺址
的主要發現是以灰燼堆積為中心的居
住遺蹟，以及數量眾多的石製品與動
物化石遺存。在鄭州考古研究院，汪
松枝向本報記者展示了老奶奶廟遺址
內發掘出來的石製品及動物化石。

骨片大小相仿利使用
汪松枝介紹，石製品的原料以灰白

色石英砂岩和白色石英為主，亦有少
量的石灰岩、火成岩及燧石等原料使
用。在石英砂岩製品中，石片與石核
的數量較多。石核多為多台面石核，
均為簡單剝片技術的產品，尚不見預
製石核的跡象。石英原料則體積較
小，亦採用錘擊技術或砸擊技術直接
剝取石片。經過仔細加工的工具多為
石英原料，數量不多，可見到的類型
有邊刮器、尖狀器等，形體多較細
小。這些特點表現出明顯的與本地區
更早階段舊石器文化的技術
聯繫，而完全不見來自非

洲、歐洲或西亞同期古人類文化影響
的跡象。
汪松枝說：「大量動物骨骼殘片與

石製品與炭屑等遺物密集分佈現象，
是當時人類一個集中居住活動留下的
活動面遺蹟。」據了解，這些動物骨
骼上完全不見食肉類或齧齒類動物啃
咬痕跡，顯示大量骨骼在遺址上出現
完全是人類狩獵與消費獵物活動的結
果。另一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其中較多
骨片的大小比較相近，很多骨片長度
集中在10厘米上下，剛好方便手握使
用。
有些殘片上有比較清楚的打擊修理

痕跡，個別還可見到明確的使用磨
痕。這些跡象顯示，該遺址的居民除
了使用石製品以外，還大量使用骨質
工具。動物化石與骨製品的應用等特
點也與本地區更早階段舊石器文化有
更多的相似性，也不見外來文化因素
影響的痕跡。

時間撥回四萬年前，老奶奶廟遺址曾
位於古代河濱，當初這裡地勢平坦，水草
肥美。對於當時的人類來說，這是非常適
合生存的地方，古人類長時間內多次重複
居住於此，因此在老奶奶廟遺址處留下多
個文化層和用火遺存等。汪松枝說：「當
初發現老奶奶廟遺址的時候，我們注意到
這裡的文化層堆積非常厚，這就預示着舊
石器時代的人類在這裡生活的時間比較
長，通過採集文化層內的樣品進行測年，
我們發現當時的人類上上下下在這裡生活
了將近一千年左右。」
王幼平說，老奶奶廟遺址與鄭州地區
新發現的大量舊石器地點，主要埋藏在馬

蘭黃土上部堆積之下的河漫灘相堆積或紅
褐色古土壤層，屬於深海氧同位素三階段
的氣候較暖濕時期，加速器碳14與光釋
光等測年數據也顯示舊石器地點的時代主
要分佈在距今三萬至五萬年期間。這些情
況說明位於老奶奶廟遺址暨嵩山東南麓舊
石器地點群等新發現正處於現代人類及其
行為出現與發展的關鍵時段。另一方面，
位於中國與東亞大陸核心地區的嵩山東南
麓，也是晚更新世人類與文化向南北與東
西方向遷徙與交流的中心。

喜群居狩獵 具現代人行為
從老奶奶廟的發掘工作，可以還原

三萬至五萬年前古人類的生活場景：
集中生活、用火、收集大量狩獵對象
的下頜骨、使用打製加工而非磨製加
工的古製品……種種發現都是史前學
界判斷現代人行為的重要標誌，與本
地區更早的發現一脈相承。「老奶奶
廟遺址的新發現確切證明，早在距今
三萬至五萬年前中原地區已有繁榮的
舊石器文化。這與中國及東亞現代人
起源於非洲的論斷明顯相悖，而很清
楚地展示了我國境內更新世人類發展
的連續性特點，為研究現代人類及其
行為在東亞地區出現與發展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新視角。」王幼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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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年前人類遺址 填補舊石器文化空白

嵩山東南麓多舊石器遺址嵩山東南麓多舊石器遺址

■考古人員在進行發掘清理。 本報河南傳真

■考古人員在遺址現場對發掘出的動物骨骼和石
製品進行測量、標記。 網上圖片

河南古人類遺址考古歷程
■距今10萬年前的「織機洞遺址」在河南省
滎陽市境內被發現，考古發掘表明當地已
出現早期現代人活動的足跡。

■新密市李家溝遺址發現距今10,500年至
8,600年左右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清楚
地展示了中原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
石器時代發展的歷史進程。

■登封市西施遺址發現了處理燧石原料、預
製石核、剝片等打製石葉的完整生產線。
這是中國及東亞大陸腹地首次發現典型的
舊石器時代晚期石葉工業遺存，為了解古
人類在最後冰期最盛期來臨之際的活動特
點提供了重要新信息。

■距今3萬至5萬年期間的鄭州老奶奶廟遺
址，通過發掘，發現了結構複雜的古人類
居住面，多處用火遺蹟，數以萬計的動物
骨骼以及大量打製石製品和骨質工具，清
楚展示了當時人類在中心營地連續居住的
活動細節。

■製表：記者 劉蕊

出土石製工具出土石製工具
未見外來因素痕跡未見外來因素痕跡

■■遺址文化層堆積非常遺址文化層堆積非常
厚厚，，說明人類生活時間說明人類生活時間
長長。。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老奶奶廟舊石器老奶奶廟舊石器
遺址發掘現場遺址發掘現場。。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現場發掘到的石製品及動現場發掘到的石製品及動
物化石眾多物化石眾多。。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

6��

*�6�

�����

�������

!

(����'#�	

3���R(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