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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乔显佳

原来的历史脉络缺项，
跋山一次补齐

跋山遗址群是对以沂水县
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
器时代遗存的总称，主要分布
范围在鲁中南的沂河上游区
域。2020年7月，因水库泄洪冲
刷河道而被发现。经过三年的
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初步构
建起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
1万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跋山遗址残存面积近1000
平方米，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
近8米的文化堆积，其中保存下
距今10万—5万年的古人类活
动珍贵证据，就像一本“地书”，

展示了晚更新世以来，人类制
作石器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演进
的清晰轨迹。共出土遗物4万余
件，包括3万余件石制品、1万余
件动物骨骼，少量竹、木质等有
机物标本。其中，下文化层(接近
距今10万年)集中出土8具古菱
齿象下颌及部分骨牙角制品，
其中1件象牙质铲形器形体硕
大、人工打制痕迹明显，为国内
首次发现。

跋山遗址群将之前存在诸
多不足的山东距今10万—1万
年 人 类 发 展 序 列“ 一 次 性 补
齐”，可以说弥足珍贵。多位一
线考古工作人员分析，这也是
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终评阶段，该考古项目最
终能够战胜强大的竞争对手，
一举跻身“十大”的原因。

部 分 否 定“ 冰 河 时 代
说”，山东土著生生不息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考古
处范承泰介绍，“很多人看过好
莱坞动画电影《冰河时代》。确
实，世界上很多研究人类史的学
者认为，在距今7万年左右，地球
上出现一次冰期，包括亚洲地区
在内的很多人类灭绝。繁衍至今
的 亚 洲 人 是 从 当 时 的 幸 存
者——— 非洲，经过迁移而来的。”

此次对沂水跋山遗址的考
古发掘则证明，人类在距今六七
万年前发展并未间断，呈现出当
地“土著”与远古野生动物共存
的发展兴盛景象。

不过，此次考古中发现与
《冰河时代》描述有一些吻合的

地方——— 各种远古动物。
沂水跋山遗址出土多具古

象遗骨化石，证明至少在山东沂
水这块土地上，古菱齿象等庞然
大物的繁盛。范承泰说，早期山
东居民与大象的关系是非常紧
密的，在当时的沂水，大象普遍
存在。除大象外，很多热带、亚热
带动物都在山东出现。像考古中
发现的鳄鱼骨化石，就是当时存
在的物证。这对当时山东气候环
境的研究也是一个启示。

沂水跋山考古队领队李罡
接受采访时说，“冰河时代说”提
到的距今6万-7万年前冰期，在
沂水跋山遗址也有体现。其中，
在第七、第八文化层的下部，第
九文化层的顶部，发现 3处呈

“品”字形分布的火堆遗迹。考古
人员在其中提取到一些被火烧
过的动物骨头、碳粒等，通过光
释光测年，显示来自距今约7万
年前。李罡分析，在同一文化层
面上留下的这三处篝火遗址，即
便有“巧合”之嫌，但更大可能，
与处于“冰河时代”的先民，通过
生火取暖、维护生存繁衍相关。
甚至在跋山遗址中出土的打制
石器中，与之也有明显的对应。

推测在距今约7万年前的冰
期，大型动物南迁之后，小型动物
成为当地人类猎取的对象。相应
的文化层内，小型动物的骨骸化
石比例明显增多。同时，先民制作
的石器较之前也发生明显的变
化——— 尺寸变小。他们通过“敲骨
吸髓”和石刀刮肉等办法，从小型
动物身上获取所需的营养，保证
人类的发展未被中断。

遗址有抽水设施
仍有渗漏现象

记者在跋山遗址考古现场
看到，发掘地位于在亚洲高度首
屈一指的跋山水库大坝下游，位
于一片向阳山坡的下部。考古队
在清理到最下一层文化层时，已
经出现河沙。

尽管现场有提前布设的抽
水设施，水泥防水，考古工棚外
还有半圈石坝，但是，地下水仍
时有渗入。这种潮湿环境，对出
土文物保护有很大的妨碍。

经过将近三年耐心细致的
考古作业，多达4万枚石质、动物
化石等遗物已经被提取，部分表
面大型古生物化石也被取走。有
在场考古工作人员称，尽管目前
尚未提取到人类的骨骸或骨骸
化石，但通过打制石器的存在，
已经证明当年有人类活动。随着
考古发掘的深入，不排除直接发
现人类的骨骼或骨骼化石，那对
科学研究将具有特殊研究价值。

将拦水坝外扩
建设永久性保护展示设施

沂水县文物管理办公室主
任尹继亮介绍，跋山遗址的发
现颇具戏剧性，最初是2020年8
月份，由一位钓友在钓鱼过程
中意外发现的，后来照片上网，
流传很快，沂水县博物馆闻讯
后报警，警方马上上门收缴被
搬回私藏的遗物。

2021年，沂水跋山遗址经
批准后正式发掘。为避免下游
水库汛期对发掘现场的倒灌，
先花了约1000万元建成一道石
坝，将发掘区与湖水隔开。下一
步，文物部门有意在石坝外面
再建一座大坝，通过打桩、注浆
等方式，彻底将雨水挡在外面。
具体还需要后续召集各路专
家，充分讨论、评估后方可定
案。

据介绍，鉴于沂水跋山遗
址的重要价值，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已经做好“打持久战”
准备。2023年11月29日，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
研究中心沂水县文物考古研究
所正式揭牌。接下来，将通过深
入、持续工作，对包括跋山遗址
群的80几处遗址点以及尚未发
现的遗址点开展工作。

在原址建设遗址公园
体验做“古人”的滋味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考
古处范承泰说，原址保护是文
物保护基本原则，只有原址才
能了解古人生存的环境，发挥
文物社会教育功能。对于跋山
遗址来说，首先通过考古研究
清楚10万—1万年人类是怎么
生活的。因此，今后在跋山遗
址发掘区建设遗址公园和博
物馆是必要的，可以开展类似

“当一天古人”的创意文化体
验游活动，面向广大大中小学
生，开展研学游，体验打制石
器和制作骨器的过程，了解祖
先的真实生活，同时更清晰准
确地了解曾活跃在这方水土
上的古代动物。

未来跋山遗址公园或景
区也可与周围的跋山水库、艺
术革命烈士陵园、葛庄阻击战
旧址等革命遗迹串联，打造成

“红 +绿 +古”的旅游线路，丰
富区域市场的文化旅游产品
供 给 ，相 信 会 受 到 市 场 的 欢
迎。

“象”往之地再揭人类密码
记者实地探访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新发现打破“非洲替代说”

选上“十大”后如何活化利用

跋山遗址要争取“原址保护”

在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记者赴沂水实
地探访，沂水跋山考古队再次披露重要的考古发现。

记者 孙远明

2024年清明小长假还没到，
山东旅游市场已经提前“热”起
来。多家景区邀请游客免票上
春山、赏花游，更有千佛山庙
会、菏泽牡丹节等多样活动等
你打卡……

又是一年清明时。记者注意
到，目前山东多家景区已经呈现

“火爆”状态。泰山景区通报数据
显示，截至3月31日8时37分，4月4
日、5日、6日的门票已分别预约
35543、25117、676张，其中，清明
假期前两天(4日、5日)夜间时段
(16:00-24:00)门票均已达到限量
阈值，并暂停该时段的预约售
票。3月30日周末时间，红叶柿岩
旅游区的“云上的郁金香”再度
火爆出圈，赏花热潮一路飙升，
济南、烟台、青岛、滨州等各地市
客流纷至沓来，更有千名学生上
山打卡，分享“特种兵式旅行”。

也有景区推出背古诗词免
门票的活动。据了解，在山东曲
阜三孔景区，网上预约答题通
过后前往孔子博物馆文创体验
中心，参加“背《论语》免费游三
孔”电脑答题活动，获得证书就
可以在一年内免费参观孔庙、
孔府、孔林景区一次。此外，游
客在江西滕王阁、湖南岳阳楼、
四川剑门关、河南岳飞庙等景
点也可参与背诵免门票活动。

这边漫游春山踏青赏花，那
边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将要开启，
静待客来。2024年千佛山三月三
民俗文化庙会自4月4日至4月14
日举办，共11天。届时，千佛山将
开启“庙会模式”，各种琳琅满目
的商品、精彩纷呈的表演、鲜香
诱人的美食登场，一场色香味形
俱佳的春日盛宴将呈现在游客
面前。今年菏泽牡丹节举办时间
为4月1日至5月15日。据了解，此
次节会期间，菏泽精心组织43项
主题活动，推出文艺演出、非遗
民俗、文艺展览、国风体验、乡村
文旅等多种业态，为广大游客奉
上精彩纷呈的“狂欢节”“嘉年
华”，策划推出“赏花游园”“曹州
风情”“非遗温泉”等15条精品旅
游线路，让广大游客沉浸式体验
菏泽文化的深厚底蕴。

清明假期期间，也有不少游
客计划来一次“乐园游”，优惠活
动必然不可错过。泉城欧乐堡度
假区推出双人同行一人免单的

“闺蜜月”活动，参与景区活动，
分享美好旅行，还可赢取盲盒大
奖。4月4日至4月6日，济南方特
东方神画花朝节将盛装启幕，届
时，济南方特不仅从早九点营业
至晚九点，让游客“白+黑”全天
畅玩十二小时，还有国风达人惊
喜空降，与十二花神共赴浪漫花
事，清明节夜场演艺《迎春吉礼》
以庆贺花王诞辰为主题将给现
场游客献上一场春日大秀。

多家免票

山东景区喊你游在清明

■文旅动态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史
前考古大发现入选2023年度

“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受
到广泛关注。随着发掘终有
一天结束，曾经备受瞩目的
考古现场该如何收拾？

对于遗址或墓葬，考古
发 掘 后 一 般 采 取 取 走 文
物——— 回填掩埋，或将地块
交于他用等措施，少部分因
为比较重要，迁址复建。也有
一些重大发现，如四川成都
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以及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等，采
取建设博物馆或遗址公园的
办法，最大程度保护遗产发
挥作用。此次赴沂水跋山遗
址群采访中，多位考古相关
人员表示：跋山遗址最好采
取“原址保护”。

记者 乔显佳 张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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