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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远行，都是一次面向远方的寻找，寻找人性，认识人性，引领灵魂向诗意和高

尚靠近。

我们在自然面前只有无语，只有静默地膜拜，心怀无限的感恩。

我在问自己，洛南猿人与我们的基因是一样的吗？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继承了

哪些？又遗弃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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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张朝辉

题图摄影 方 立

洛南在秦岭南麓的山谷中，是一个小型盆地，并不遥远，
从西安到洛南约140公里。如果从蓝田开车，大约一个多小
时，经过两个服务区，过一二十个隧道，即到华阳收费站出
口。我一个人开车，自然是急匆匆的，高速路缩短了时间和
距离，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不多。随同西咸作协的洛南之行
对于我不仅仅是文学采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见一见我
42年没有谋面的一位老班长，他对我有恩，时光并没有磨灭
我心中始终珍藏着的那一束感激之光。

去远方去远方，，是与自己重新相逢是与自己重新相逢

驱车赶到洛南音乐小镇的酒店，是早晨六点三十分，晨
光映照着音乐小镇的每一座建筑、树林和花草。我关上车
门，在院中静静地站了几分钟，心里慢慢回味这段路程留在
心中的空白，想40多年前，我的老班长是怎样用两天时间，走
完这段路程的。那时的道路，那时的班车，那里的人间烟火
与相互交谈的语言，与我一个人的寂寞和独对，有着什么样
的差别，其间的精神内涵是否热气腾腾，抑或是淡凉清冷？

40多年，时间长吗？一瞬而已，曾经只是话题；
100多年，时间短吗？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一切都是历

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0万年，50万年，100万年呢？时空如何翻转，情感流淌

的路径是否依然清晰可辨？
酒店大厅有昨夜文友们留下的活动痕迹，烟头、纸杯与

翻开的书籍。此时，已经有人出来晨练了。我浏览了几本介
绍洛南旅游的小册子，泡了一杯茶水，给我们这次采风活动
的领队陈女士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到了，在酒店大厅。”

每次远行，都是一次面向远方的寻找，寻找人性，认识人
性，引领灵魂向诗意和高尚靠近。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认
识到自己的人性，是与自己重新相逢，认识自己并做好自
己。在伶伦文化研究院的达子岭的广场上，俯瞰脚下的音乐
小镇，一览洛南县城的总体布局，远处重叠的秦岭山脉与现
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南洛河从城中穿过，仿佛一条锦
带在阳光下穿越古今。

从远古至今天，十二音律比现代七音阶更丰富，而伶伦
的竹管排笙听凤鸣而识音高，是听见了自己灵魂中的音响
吗？伶伦的启迪之声，昭引的睿智之举，建立的是家庙礼仪，
受教之处感同身受，而音乐的神圣并非膜拜，不是满怀朝圣
的心情所能表达的，其妙曼之处与创世之功，皆在灵魂之上。

想远古之人，茹毛饮血，劳累艰辛，尚能辨阴阳识音阶，
倾听灵魂的声音，愉悦精神。如此认识伶伦，认识人性中光
辉向上的积极因素，是我们的先辈。我在内心问自己：你找
到了吗？伶伦是你吗？你是伶伦吗？缺乏音乐感的我只有
回答：“没有，真的没有。”有多少这样的先天智识遗忘在历史
的长河中，又有多少能够遗传到今天，在个别人的先天知觉
中放射光芒。

音乐与文字同属人类的精神内涵，遇见仓颉与遇见伶伦
一样让人迷茫。仓颉在洛南创造的28个汉字特别接近现代
汉字，虽然保留着刻画的痕迹，却根据和辨识意义明确，犹如
一篇叙事散文一样优美。每一个汉字都在我们的血脉中流
淌了五千年，从不间断，没有丝毫的陌生感。自此，仓颉就是
你，你也是仓颉。而今你领会了汉字的精神，也许如同仓颉
一样，能够看透人心，领悟思考的方向，理解灵魂的深度，走
向诗意与高尚的精神生活境界。

与圣人相遇，既要化时间于一瞬，将过去现在与未来打
通，又要虚空自我，澄明内心，点亮内心的灵魂之灯，由内向
外照耀。

在远古在远古，，历史是一堆石头历史是一堆石头

站在南洛河、石门河与县河的交汇口，清澈的河水在河
滩的堆石间缓缓流过，远眺东边的花石浪山坡，阳光下的山
坡上点缀着数不清的白色灰岩的祼露岩体，如同云朵、仿佛
羊群，更像层层叠叠的浪花排岸而上，在高差大约400米的
空间，将古人类文化的连绵不断、辉煌大气、厚重深沉的丰
富内涵植入其中。石头的语言是什么呢？花石浪会给我怎
样的启示？

花石浪山坡上有一个石灰岩裂隙溶洞，1964年被一个12
岁叫刘顺民的孩子发现，他们挖到了一些哺乳动物的化石，
有牙齿、骨头。1995年，考古部门在王社江博士的主持下对
龙牙洞遗址进行挖掘，发现这是一处早期人类长期生活的中
心居住地，年代在50万年前至25万年前，在这里发现了包括
用火遗迹在内的丰富的文化遗迹和遗物。1997年这儿被评
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花石浪龙牙洞发现的早期人类洛南猿人臼齿化石被命
名为“洛南人牙齿化石”。在龙牙洞近 20 平方米的洞室内
及洞口附近，有多达7万件以上的石制品发现，以石英和石
英岩砾石为原料，主要是石核、石片与废片，有刮削器、尖状
器与雕刻器及少量大型砍砸器。动物化石有大熊猫、犀牛、
野猪等几十个种类。洞内有三层生活足踩踏面以及用火遗
迹。在遗址周围30多公里的范围内，还有多处旧石器地点
被发现。

洛南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站在
龙牙洞室外的山坡上，想象这一狭小的洞室生活着一群早期
人类，他们繁衍生息了几十万年，经历了中更新世中晚期的
地质年代。

那时，喜马拉雅山脉1000多米高；
那时，关中盆地被一连串湖泊盘踞，渭河尚未连通为一

条水系；
那时，黄沙漫天，黄土高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沉积

过程中……
而在秦岭南麓的洛南盆地，一群直立的人类远祖——洛

南猿人。一直生活在龙牙洞周围。证据就是一大堆石制品，
经过简单加工的石头工具，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中晚期阶
段。王社江博士与他的同事对这些石头逐一进行了编号、登
记、拍照……第一期文化遗存3690块；第二期文化遗存16776
块；第三期文化遗存54254块。让每块石制品回归自己的位

置，带着50万年前的思想和意识，直立行走思考，狩猎或者
采集，回到龙牙洞栖息、烤火、割裂动物……一代又一代，不
断传递，走向智人，走向农耕。

从山坡上下来，大汗淋漓，遇见一位老乡正在售卖西红
柿，我们一行四五人都吃了一颗透亮的西红柿。与我在一
起的冯老师掏钱付款的时候，那位老乡已经离开了。

石头也许都是石头，但每一块石头都是不一样的。

河滩地河滩地，，变迁中的思考变迁中的思考

花石浪龙牙洞距离现代河床垂直100多米，25万年前
或者50万年前的洛南猿人肯定是站在水边，在河滩地的密
林与草丛中穿越生存、繁衍和发展。他们一代又一代，目睹
着秦岭隆起、洛河下切、黄沙漫天、冷暖交替、沧海桑田。他
们往返在30公里的范围内，手握石头工具，承受着更新世剧
烈的自然变迁与人类早期的命运……

龙牙洞是一处长期使用的居住类型的遗址，由于活动
时间长，人类所从事的活动也更复杂。王社江博士当时考
虑：在居住地加工的石制品既要满足日常需要，又要携带在
身边以备离开居住地后在野外狩猎采集时所需。因此，这
些石制品也就有被加以重复利用的可能性。人为的因素，
其他生物的作用和自然地质构造应力，所反映出的早期人
类的技术行为，将无法给予这些石制品以完美的解释。

王社江博士推测，当时生活在龙牙洞中的洛南猿人是
10至20人的小群体，在周边还有许多活动场所或者临时性
停靠点。在洛南盆地周围地区不乏古人类和旧石器地点的
发现，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工作力度的加大，这种发现会越
来越多，这些拥有相似技术的不同人类的小群体长期共存，
相互作用和影响，保障了自身种群的繁衍，避免了在长期生
活中因种群过小，近亲繁殖所造成的自然退化。

之前，早更新世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地点群；汾渭地堑
中的晋南西侯度地点和匼河地点；云南元谋人地点，北京周
口店第一地点；之后，贵州黔西观音洞地点和盘县大洞等洞
穴遗址；再之后，中更新世晚期及其之后的旧石器地点更是
星罗棋布，遍及秦岭南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地层堆积物
形成于中更新世中晚期，持续时长近25万年，在中国旧石器
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50万年过去了，我们站在洛河的河漫滩上，在低处向上
仰望，那时的气候信息已经凝固在地层中。龙牙洞共4层文
化遗迹，仅第4层就经历了超过十万年的时光，河流也下切
了有60多米的深度，区域内的二级阶地就悬挂在半空中了。

花石浪龙牙洞二级阶地主要地层为离石黄土，因此洛
南猿人生活晚于北京人，而早于大荔人和丁村人，属于大姑
—庐山间冰期，介于旧石器早期与中期之间。据杨怀仁教
授编著的《第四纪地质》，在人类200万年间曾发生20次冰
期，在过去50万年间，每一冰期旋回约10万年，每一间冰期
约持续1万年。从气候变化上讲，洛南猿人经历了两个甚至
3个冰期，在距今第2个冰期来临之前，洛南已不适宜他们
居住了，迁徙别处或者远走秦岭南北。

洛南猿人见证了第四纪大冰期最重要的变革，喜马拉
雅山脉隆起，秦岭长高，黄土高原沉积，黄河成流，渭河贯
通，两次以上海进海退。

我们在自然面前只有无语，只有静默地膜拜，心怀无限
的感恩。

基因中基因中，，有你的特殊密码有你的特殊密码

穿过棂星门，进入洛南文庙。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我久
久凝视着那枚臼齿，那代表着人类早期基因传递而来的信
息。从“人科谱系树”中，我寻找洛南猿人的定位。从猿人
到古人，从古人到新人，再从新人到现代人。洛南猿人应当
是古人，或者是从猿人到古人。贾兰坡曾经绘制过一张“人
类起源中心图”，将泥河湾分场包含其中，洛南猿人比泥河
湾猿人迟近80万年，而蓝田猿人距今约70万年。可以说，
洛南人可能来自蓝田人，都是以石头为工具的直立行走的
远古人类。

人类化石极其难得，除了牙齿，其他骨骼极易腐朽和毁
坏，然而极少的化石却证明了人类是由猿人进化而来的。

基因是人类的自传，是从生命伊始直到现在40亿年间
的数码式的DNA语言。当生命到达距今1000万年的时候，
有两种不同的猿，之后在距今500万年时，另一种猿有了两
种不同的后代：人类与黑猩猩。从500万年前到现在，人类
繁衍了不到30万代。起初直立行走，毛越来越少，在热天大
量出汗。16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身高接近两米，很是魁梧，
使用石头工具代替牙齿，能够杀死或者吃掉南方古猿。

事实证明，人的大脑越来越强，每过 10 万年，大脑就
增加 1.5 亿个脑细胞。发达的大脑、缓慢的发育，利用多
余的时间学习，大脑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性选择促进
了专门技能的分工，成功适应环境使得个人获得的技术
发展成为可能。

变化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自然选择就是基因改变其
序列的过程。我在问自己，洛南猿人与我们的基因是一样
的吗？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继承了哪些？又遗弃了什么？

在洛南文庙，我得到了那位老班长的电话号码。我拨

打电话之后知道他在老家，便约他晚上到县城见。电话里的
声音有点陌生，而“老家”这个词，依然让我陷入在“花石浪龙
牙洞”中，我久久不能回答同伴们的问题，坐在文庙里的柳树
下，眼睛盯着“红二十五军指挥部驻地”的石碑，思考红军长
征，思考徐海东，也在想刘志丹，红色血液的流淌……轻风告
诉我：行动并不是来自特性的控制，而我们的特性往往受行为
的控制。

整个下午，我一直在讲我与老班长的故事。我们分别了
42年，两个加在一起几乎等于一个人的一生。我对同行的冯
老师说：“祖先是喜欢水的。”冯老师说：“是啊，女人更喜欢。”

2003年4月完成的《人类基因序列图》表明，全世界人口
基因来自36个女人，而所有这些“宗族母亲”都来自15万年至
20万年前的非洲大陆上一名被科学家命名的“线粒体夏娃”的
女人的后代。美国的万特博士说：“种族之间没有差异，我们
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移和进化而来，整个
人类只有一个种族。”

那么，泥河湾人呢？元谋人呢？蓝田人呢？北京人呢？
洛南人呢？丁村人呢？观音洞人呢？

我在洛南的思绪，被一系列疑问纠缠着，不能平静，也不
会停止思考。

花石浪花石浪，，告诉我们生存的根基告诉我们生存的根基

与老班长的晚餐，在县城东街一个很小的饭店里，冯老师
作陪。我从15岁聊起，一直述说到现在，45年犹如一页纸，瞬
间就翻过去了。老班长是洛南人，龙牙洞中的那枚牙齿也是
洛南人的。50万年过去了，25万年过去了，期间的25万年生
活在龙牙洞里。河流开始近在脚边，环境封闭而丰富，周围区
域狩猎采集没有多大的困难，十分适宜古人类生产生活，将龙
牙洞作为定居的中心。

我皮肤黝黑，而老班长白皙，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对冯老师说：“朋友是不会走丢的。我与班长就是证明。”老
班长十分激动，叙述了自己42年来的经历，换了几个单位，最
后在城建部门退休。谈起文学，他说：“早就丢弃了，爱好不养
生活。”我对老班长说：“你的最大成就，就是一直在洛南。”

根基，一时令我泪奔。这让前来小饭馆的几位女作家十
分感动。老班长又一时兴起，大口喝完了杯子里的白酒，说：

“生存不是问题。”
洛南猿人是我们共同的根基吗？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辉博士如此判定和回答。以

往，我们都是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理解人类起源，一直认为今天
的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我们中国
的现代人则是由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但是，从分
子生物学的角度看，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而各地的猿人差异
很大，应该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并没有全部进化成为现代
人。他继续说：“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只有非
洲的猿人才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

真的吗？洛南猿人生活了25万年，在一个洞穴里，生火，
栖息，留下一大堆用作工具的石制品。他们人呢？他们去了
哪里？李辉博士告诉我们，10万年前，地球正处于冰川期，大
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整个海平面比现在要低120米左右，许
多海床祼露在地面。各个部落拥挤在东非这块炙热的土地
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或许是因为频繁发生类似于现在卢
旺达种族清洗事件一样，导致一部分人开始走出非洲。中科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在查阅中国现有化石的年代后，发现
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断层。这个断层从大约10万年前至4万年
前，其中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因此有人推测，生活于东亚
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由于恶劣的气
候而绝灭，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现代人种。

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
点，这是离开非洲时产生的，大约发生在10万年前。李辉博士
进一步解释，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
落，其中包括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

生存如此悲哀而没有希望吗？洛南猿人没有一个是我的

近亲吗？我们的领队陈女士开车送老班长回家，夜晚的洛南
县城街道五彩缤纷，她感慨万千地说：“还是同学亲啊！”我接
着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所能遇见的人，都是我的亲戚。”

夜塬夜塬，，星空之下的一百万年星空之下的一百万年

老班长回家了，我却彻夜难眠。
在“走出非洲”与“多中心起源论”的人类起源学说面前，

王社江博士认为：那种涉及激烈的民族情绪的观点与学术争
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继续写道：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现
代的南北人群之间的确存在遗传学上的差异，而且遗传关系
比较复杂。中国北方人群最早应来自南方，而不是通过中亚
一带移民而来，当今亚洲的人类基因组主要源于非洲起源的
现代人。这一研究成果否定了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存在着直
立人到现代人类连续进化过程的说法。

早期人类的石器工业留下的石制品，在洛南盆地发掘出
土和野外调查采集的有9万多件，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即便
是用纸张简单地记录每一件石制品的定量统计结果都是难
以完成的工作，更遑论将遗址中所有的石制品看作一个整
体，然后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计算分析和比较了。王
社江博士叹息声中如是说。

夜晚渐渐地走向深沉……
2023年3月12日，陕西省考古学会发布“2022年陕西六

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洛南夜塬遗址”排在第一位，其标题
为：百万年来远古人类活动的清晰轨迹。

夜塬遗址位于洛南盆地西部，属于旷野类型旧石器遗
址，总计发掘出土石制品12000多件。经研究可知，夜塬遗
址下部含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第 36 层，在不晚于距今 110 万
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便已形成。考古人员在二级阶地上获
得了盆地内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层剖面，对于建立洛
南盆地标准地层剖面，构建了旧石器遗址年代序列，研究不
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和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
重要的价值。

从花石浪到夜塬，有了明晰的指引，尽管是逆向的，说明
其中具有准确的继承内涵。近乎黎明时分，我依然无法入
睡。10万年前的那一刻，真正发生了什么？我需要问谁？

问苍天？还是问自己？

现代性现代性，，超越自我的部分超越自我的部分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唐代的韩愈尚且
不易，何况25万年前的古人类。现代文明给人的生活带来了
极大方便，无论个体还是部分，甚至延展到整个人类，自然生
态环境与气候变化是涉及生存的根本问题。

从10万年前到8万年前，有化石支撑吗？从古人到智人
如何突变？需要回答。能回答吗？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一
样的问题。

花石浪龙牙洞最大堆积厚度12米，含人类文化遗存的地
层堆积物集中分布在第二层到第四层，三个文化期表明不同
的生存环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没有10万年前至4万年
前这一时期的遗存，中国古人类化石出现了空档，很多学者
认为，正是这一空档期，中国原始土著人自然灭绝，或者是随
着非洲人涌入亚洲，导致原始土著居民遭到驱赶直至灭绝。

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洛南人，丁村人都不是
我们的祖先，是古人类的远古居民，属于“直立人种”。现代
中国人的起源是5万年前的非洲人，属于“智人种”，是与我们
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因此他们也是
我们的祖先。

我们从哪里来？是否独立的一支从远古而来的龙的传
人？证实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皓
首穷经，费尽心机地去破译埋藏在地层中的信息，也只是情
景的片段，有限的恢复，如同盲人摸象，其获得也是一鳞半
爪，完全真实的自然再现考古资料和信息，不武断解释，更不
能夸大其词，将支离破碎的局限性认识，嫁接在一条虚无的
线索之上。

现代性，需要超越自我的部分很多，全球一体化意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方式，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保护，区
域性与全局性概念……星空、自然、人类不可分割，更不可能
没有丝毫的联系。

大家如此，我们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
无论洛南人去了哪里，更无论非洲人是不是我们的祖

先，那一堆石头，那一枚臼齿化石，那曾经在花石浪山坡上满
山遍野的“龙骨”，其精神内涵是永恒的；那一堆曾经燃烧的
火焰，在同一片星空下依然灿烂，依然有光芒指引着人类前
进的方向。

洛南，你在110万年前是独立的，也许有一天，你会成为
独立的人类的起源地。

告别洛南，也许我还会再来的。

前 世 今 生 花 石 浪
凌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