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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司令碗”里的

鱼水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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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非裂谷一样，泥河湾裂谷
系也是地球上的一条巨大伤疤，那
就是传统上地质学界所命名的汾
渭地堑。泥河湾裂谷是华北地块上
规模巨大的张裂性沉降地带，自西
南而东北蜿蜒展布，西南起始于陕
西西安所在的渭河盆地，向北经山
西运城、侯马、临汾、太原、忻州、原
平，甩尾向北向东，进入泥河湾盆
地。广义的泥河湾盆地自西而东包
括山西大同，河北阳原、蔚县、涿
鹿、怀来和北京延庆盆地，而狭义
的泥河湾盆地仅指阳原盆地。

从地史时期距今一亿多年前
的中生代开始，这一地区的地壳
运动活跃，断裂沉降加剧，形成了
一个个断陷盆地，并接受了中生
代的堆积。新生代以降，特别是进
入被俗称为人生代的第四纪时
期，泥河湾裂谷的地壳运动更加
剧烈。其中，以泥河湾盆地最为典
型，主要表现为断陷沉降速度加
快，山高水深，演变为一个个广袤
的湖泊。这时形成的大同湖、阳原

湖、蔚县湖、涿鹿湖、怀来湖和延
庆湖，被统称为泥河湾湖。

第四纪时期是远古人类重要
的繁衍演化阶段，由于气候变化，
水量增加，泥河湾湖湖水荡漾，碧
波万里，湖泊及其周围成为植物
的天堂，动物的乐园，古人类生存
的伊甸园。

大约在距今 200 万年前后的
一天，在今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
村附近的马圈沟，发生了一件破天
荒的事，原始人类在这里出现了。
一群草原猛犸象或为青睐这里鲜
嫩的水草，或因在这里饮水解渴，
纷纷步入沼泽，尽情享受丰盛大
餐。不巧的是，其中一头年老体衰
的大象深陷于泥沼动弹不得。象群
离开了，它却还躺在泥泞中挣扎。

恰巧，这一情景被不远处活
动的一个小小的古人类群体捕捉
到。他们知道，这头大象会给他们
提供很长时间的美餐。机不可失，
他们搬起石头，挥舞木棒，冲向沼
泽，棒打石砸，终结了大象的生

命。这群人类已经具有了较为发
达的大脑，还能直立行走，并较为
熟练地掌握了加工制作石工具技
术。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石锤灵巧
地击打石块，剥下边缘锋利的石
片，有的石片经简单修理，制成刮
削器等石工具。一通紧张劳作之
后，一顿盛宴开始了。他们用锋利
的石片或石器豁开大象厚厚的皮
层，吸血割肉，享受一顿难得一遇
的饱餐后，为躲避凶猛的肉食动
物，迅速隐蔽于附近的山林中。

享受这顿象肉美餐的不光是
人类，还有不少其他食肉动物，如
鬣狗。当人群离开这里不久，鬣狗
闻讯赶来。于是，在机智的人类和
凶猛的鬣狗之间展开了食物争夺
大战，直至敲骨吸髓，资源耗尽。

古人类和鬣狗等在马圈沟餐
食草原猛犸象的故事终结了。幸
运的是，这场餐食活动的遗迹和
遗物被掩埋在地层中，形成考古
学上的文化层，被完好地保存下
来，时至今日又被考古学家们发

现、发掘。这次发现获得的考古证
据包括：鬣狗和人类吃剩的草原
猛犸象破碎的骨骼多属于一个个
体；其上保存有古人类割肉取食、
敲骨吸髓等石工具留下的刮削、
砍砸痕迹；散布的石制品断面新
鲜，很多可以拼合成较大的石块，
表明它们是被人类搬运至此的，
并在现场生产石片，加工修理成
石器；鬣狗粪化石证明鬣狗参与
了餐食活动；地层黑灰系沼泽淤
泥堆积，地层内发现的草叶、腐殖
质、菱角、平卷螺等化石，指向这
里是浅水沼泽环境。

这是泥河湾出现人类最早的
记录。尽管马圈沟遗址没有发现
古人类化石，但他们留下的石制
品却能证明古人类的真实存在。
根据古地磁年代数据和生物地层
学年代综合分析，可以判定这里
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 200 万年
前后。也就是说，在距今 200 万年
前后，人类已经占据了泥河湾。远
古人类姗姗到来。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
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
战，村与村，户与户，地 道 连 成 片 ，
侵 略 者 他 敢 来 ，打 得 他 魂 飞 胆 也
颤 ……”对于很多人来说，《地道战》
是一部与儿时记忆有关的电影，提到
这部电影，耳畔似乎一直回响着这首
主题曲的激昂旋律。

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就是保定冉
庄。水井地道口、碾子工事、土枪、镐
头……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内，各种革
命文物和遗址似乎让人置身战场。在
众多革命文物中，一只毫无新奇之处
的粗瓷碗，却被冉庄人民珍藏了半个
多世纪，因为它饱含着当地百姓与开
国上将吕正操的生死情谊。

向历史深处追溯。“七七”事变
后，国民党部队不断南撤，吕正操和
他率领的六九一团却提出了“向敌人
后方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后来，
吕正操率部寻找机会脱离国民党军
队，在晋县（今晋州市）小樵镇改编为
人民自卫军。从此，吕正操和他的团
队走向共产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
解放的伟大事业。

走深泽，过安国，入博野，至蠡
县，打高阳……小樵改编后，吕正操
率部一鼓作气北进，名震冀中。此后，
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就被纳入晋察
冀军区领导，吕正操被任命为首任冀
中军区司令、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
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在广袤的
华北平原上，吕正操司令员与冀中百
姓“情同骨肉，亲如家人”。他说，是冀
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自己，培
育壮大了人民子弟兵。

1939年 7月 31日凌晨，日军包围
冉庄，他们挥舞着刺刀和皮鞭，把所
有村民都驱赶到南大桥三官庙前集
中训话，妄图抓捕抗日干部，摧毁抗
日政权。集合的百姓稍一懈怠，就遭
到日军的刀砍枪杀。烟雾蔽日，火光
冲天。就在这一天，日本兵杀害冉庄
村民 13 人，打伤致残 11 人，抓走 11
人，烧毁民房700多间，烧死大牲畜17
头，烧毁生产生活用具不计其数，抢
走财物上百车。

吕正操司令员带着队伍匆匆赶
到冉庄，给百姓带来了救济粮、救济
款和救济物资。“乡亲们，不要怕，敌
人烧了旧房咱们盖新房，碎了旧缸买
新缸，大家一定要振作起来，重建家
园，争取早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吕司令的亲切鼓励下，乡亲们情绪
高涨，齐呼抗日口号。

小伙子李恒看到司令员讲得口干
舌燥，急忙端来一碗水：“吕司令，喝我
们冉庄一口水吧！”吕司令笑着接过水
碗，一饮而尽。而冉庄人民把当年吕正
操司令员饮过水的碗一直珍藏至今，
大家都亲切地叫它“司令碗”。

每当看到这只司令碗，聆听它背
后的故事，吕正操将军的形象就一下
子清晰起来。通过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宣教科副科长许丹的讲解，我们仿佛
能够看到一位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
一边指挥千军万马，奋勇杀敌；一边
又真心牵挂百姓，经常来到群众中
间，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是那么
亲切，又是那么真实。

司令碗很旧，也很普通，但它却
雕刻着时光，见证着吕正操将军在冀
中生活战斗的峥嵘岁月，见证着党与
群众心连心的血肉情谊，也见证着万
千河北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保家
卫国的恢宏篇章。现今，它静静地陈
列在展柜中，无声地传承着红色革命
精神，召唤后人了解历史，感悟初心
使命，在新时代砥砺前行。

吕正操将军用过的碗。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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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万年锤炼之后，泥河湾
进入了第四纪的中更新世，也就是
距今100万年至20万年时空框架。
由于体质的增强，经验和智慧的积
蓄，生产力的提升，繁殖能力提高，
导致人口增加，人类群体分化，马
圈沟一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
活，他们必须探索新的生活领域。
因此，这一阶段最引人注意的是人
类及其文化的迁徙和传播。他们突
破小泥河湾（阳原盆地）的生存地
点，开辟新天地，迈进大泥河湾（即
大同盆地、蔚县盆地、怀来盆地）。
他们还独辟蹊径，顺桑干河、永定
河而下，来到面对开阔北京平原的
太行山东麓的周口店，寻找洞穴，
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生活。

在距今约50万年至20万年期
间，从泥河湾而来的古人类占据了
周口店洞穴定居下来，书写了北
京猿人的辉煌篇章。面对新的生
活环境，他们从泥河湾带来的文
化已经不能满足眼前生活，不得
不进行别开生面的创新。加工石
制品的石料变了，以往得心应手
的燧石石材少了，所面对的大多
为脉石英。无奈，他们只能改变石
器的加工方式，以砸击法取代惯

用的锤击法，以获取石片，并逐步
提高对脉石英石材的加工技术；以
往在湖滨采集狩猎，现在需在河岸
采集狩猎；以往进食在旷野随地进
行，现在还需将采集狩猎战利品带
回洞穴享用。在实践中，他们发现
烤熟的肉类更加美味可口，慢慢掌
握了烧烤肉食的技术。

对于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追
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
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裴文中和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
极度重视，泥河湾始终没有离开
过他们的视野。伴随泥河湾旧石
器考古不断的新发现，北京猿人
的祖籍最终定格于泥河湾。因为，
他们之间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而晚更新世的考古发现更能阐明
这一问题。

晚更新世的到来，泥河湾的
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原本广袤
的泥河湾湖逐渐消亡，人们不得
不适应面向河流的生态环境。大
约在距今20万年至3万年前的晚
更新世早中期，泥河湾的人口剧
增，原始人群比比皆是，几乎占据
了大泥河湾地域的河流两岸和边
边角角。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遗

址遍布，数量可观。其中，在泥河
湾发现的侯家窑遗址、板井子遗
址、新庙庄遗址和西白马营遗址
最具代表性。他们最显著的特点
是石制品打片和加工技术产生飞
跃，人们能够有目的、有计划、能
控制地从石核上剥取石片，修理
成精致而得心应手的各式工具。

距今10多万年前的侯家窑遗
址，不仅出土了大批石制品和动
物化石，还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许
家窑人的遗骸。在石制品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大批大小不等，加工
精湛的石球的出土。大的石球如
同铅球，可以投掷，小的石球可以
绑上绳索或皮条，作飞索石使用，
这些无疑是上好的狩猎工具。经
过对出土动物化石的鉴定，野马
骨骼的数量最多，它们应该是当
时人们捕猎的主要对象。据此，贾
兰坡先生将这里发现的古人类形
象地称为“猎马人”。

在距今7万至8万年前的板井
子遗址和距今 5 万年前的西白马
营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加工技艺更
为精湛，器形更为美观精致。这一
时期石器的加工技术达到了一个
更高的水平。在这些遗址中，尽管

专门用于狩猎的石球消失了，古人
类狩猎专门化的倾向却一直延续
下来。例如，西白马营遗址出土的
动物化石以野牛数量最大，可以确
定，野牛是人们围猎的主要对象，
可以称他们为“猎牛人”。

这一时期泥河湾发现的考古
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大都与北
京猿人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贾兰坡
先生在研究泥河湾的峙峪遗址
时，率先提出在华北地区存在的
小石器文化传统，起自周口店的
北京人遗址，终止于泥河湾的峙
峪遗址。这是第一次将北京人文
化与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联系起
来。当侯家窑遗址被发现后，贾兰
坡先生又将侯家窑的石器文化称
为“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
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
桥梁”。如此，在考古学文化上，便
建立起泥河湾与北京人文化之间
的内在联系，他们是远亲近邻。

人类文化的进步，生产能力
的提高，狩猎的专门化等一系列
创新发展，为更加文明进步的到
来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人类文明
即将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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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进入第四纪晚更新世晚
期，大约距今 3 万至 1 万年期间，
泥河湾人类活动的繁荣景象更加
欣欣向荣。此时此刻，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陶业、农
业、畜牧业将喷薄而出，人类将冲
破旧石器时代，步入崭新的新石
器时代，文明将从这里起步。

在泥河湾的油房遗址，最先
出现了细石器工艺技术，典型的
石制品有各式细石核、细石叶和
细石器工具组合，诸如琢背刀、雕
刻器、圆头刮削器等。这是人类开
天辟地以来，在泥河湾出现的第
一次技术革命，对于人类及其文
化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起步，具有
非凡的意义。

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出现，一举
打破了已经沿用200万年来，古人
类直接使用石器的常规，人类开始
使用间接法剥片和软锤技术，从预

制好的细石核上剥取细石叶，再把
细石叶整齐掰断，镶嵌在骨制或木
制柄上，制成复合工具石刀、石镰
或石矛，用于狩猎或收割。同时，他
们开始用软锤加工修理石器，使其
不仅精致美观，而且刃口更加平
齐，刃缘更加锋利耐用。

新技术革命出现以后，还极
大地促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本身
的发展、改进速度。在较短的时期
内，这种新兴工艺便得到了长足
的进步，楔形石核、锥形石核、船
形石核技术应运而生。大约在距
今一万年前后的于家沟、马鞍山、
籍箕滩遗址时期，这种新技术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石器加工技
术的革命，有效提高了生产力，这
一时期人类食物充足，人口增加，
迁徙加快。很快，这里的人类携带
新技术，一支沿太行山西麓向南，
再转向东传播，直至苏北鲁南地

区；另一支沿燕山南麓向东传播，
从而形成一环华北平原的马蹄形
分布带。

在泥河湾一带，这一技术革
命直接参与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
和变革，促使这里的制陶业很快
出现，农业和畜牧业开始萌芽，迎
接人类另一个新时代，即新石器
时代的到来。这就是中华五千年
文明形成之前，孕育中华文明的
摇篮。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华
民族历史基本框架概括为：超百
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
起步，五千年古国，两千年中华一
统实体四大阶段。其中，第一大阶
段使用的考古佐证资料就是泥河
湾东谷坨遗址；第二大阶段使用
的是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即于家
沟和马鞍山遗址的资料；第三大
阶段也把蔚县、涿鹿的考古资料

和文献记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如此可见，自 200 万年以来，远古
人类在泥河湾创立的古文化，对
中华民族历史框架的构筑是何等
的重要。正是泥河湾200万年来的
文化积累，才催生了五千年前中
华文明在泥河湾，即古涿鹿的
形成。

作为“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
湾，自古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以勇
往直前的精神，披荆斩棘，推陈出
新，开凿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长河，勾绘出一幅幅中华民族奋
力向前的画卷，最终塑造出五千
年的中华文明。

古人类在泥河湾出现后，一
步一步构筑起可歌可泣的人类历
史文化长河。他们祖祖辈辈要在
适应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抗争
中积蓄经验和智慧，开辟历史，创
造文化，最终点燃人类文明的
火花。

在距今200万年前后，泥河湾
马圈沟遗址的这一人类群体并没
有停歇。在之后的 100 万年期间，
即早更新世末期之前，仍围绕在
大田洼台地马圈沟一带的湖滨顽
强地生活、繁衍。在这一段时间
里，人群变多了，活动的范围扩
大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留下
的考古遗址明显增加，仅马圈沟遗
址就有7个文化层，古地磁年代数

据依次为：第七文化层距今176万
年、第六文化层距今 175 万年、第
五文化层距今174万年、第四文化
层距今169万年、第三文化层距今
166 万年、第二文化层距今 164 万
年、第一文化层距今155万年。

此外，这里还有最早发现、激
励考古学家到早更新世寻找旧石
器文化遗存，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
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36万年）；石
制品最为丰富，加工修理技术最为
高超，石器类型最为复杂多样，器
型最为稳定的东谷坨遗址（距今
110万年）；为中国学者了解世界，
世界学者了解泥河湾，在上世纪90
年代中美合作第一次发掘研究的
飞梁遗址（距今120万年）；石制品
拼合率最高，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

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等。
在这一系列文化遗存中，能

够反映人类本身及其文化发展进
步的依据，主要取决于对古人类
的生产方式、食物结构及加工制
造石器技术的综合分析。对东谷
坨遗址文化遗物的比较研究，可
窥知自距今200万年开始，至距今
100万年之间，泥河湾的古人类在
100万年漫长的抗争中，是如何创
新、进步并塑造自身的。在东谷坨
遗址中，文化层堆积很厚，石制品
和动物化石非常丰富，说明古人
类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长。动物
化石非常破碎，动物种类很多，有
大型动物象类、犀牛，有中型动物
马和牛，还有鹿、兔、鼠等小型动
物，说明这时的人们餐食肉食的

机会更多，肉食的种类更丰富。
石制品的生产是衡量当时人

类能力和智慧的试金石，也是生产
力进一步提高的唯一体现，主要表
现在对石料的认知、选择和石器加
工制造的水平上。与时隔近百万年
的马圈沟遗址比较，东谷坨遗址的
石料种类多了，特别是更加适于加
工石器的石料明显增加，说明人类
对加工石器原材料的认识和选择
能力明显增强，打片的效率显著提
高。单刃、双刃和多刃等利器的使
用功能更为复杂，这些归功于人类
生产力的创新和提高。

历经100万年，远古人类在抗
争大自然征程中勇往直前，不断
推陈出新，为创建人类文明积蓄
力量，积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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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明开涿鹿，

中华文明五千年。

在中华大地，有众

多的远古人类化石和

旧石器考古遗址被发

现。其中，地处冀西北

山地的泥河湾最为引

人注目，最能体现中华

民族祖先繁衍生息，创

新发展的恢宏历程，堪

称中华民族文化根系

之一。自上世纪始，这

里就被称为“东方人类

的故乡”和“东方的奥

杜威峡谷”。在漫长的

200 多万年历史进程

中，我们的先人以聪明

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奇迹，书写出一部中

华民族宏伟史诗，构筑

起以自强不息、不畏艰

险、拼搏创新、持续发

展等为精髓的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

泥河湾遗址发现的动物
足迹坑。 谢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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