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人”从灵井走向东亚

2007 年 12 月 17 日，河南许昌市西约十五公里的灵井镇西侧的一个坑塘，

几块骨头化石的出现，让全球考古界的目光骤然聚焦于此。而由国家文物局指导、

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共同主办的 2007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

将之列为首位。这里到底发现了什么？这个发现有什么举世瞩目的意义呢？

近日就此次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本刊记者采访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灵井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李占扬。

石破天惊：“许昌人”头盖骨面世

灵井遗址，不过是许昌灵井镇附近很普通的一个的坑塘。在这个普通的坑里，

自 2005 年 6 月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灵井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在此

工作了近 3年。其间，除了考古工作者外，中央、省，市的专家、领导来过，人

民警察来过，大批媒体记者来过，现在，慕名而来的游人也与日俱增，这一切，

都源于出土于此、被命名为“许昌人”的头盖骨化石。

为什么这个化石的出土，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当你知道这是继南京直立人

头骨化石发现之后，15 年来古人类化石又一次重大发现，当你知道这是继北京

猿人惊动世界之后，世界古人类研究的又一有力证据，它将有望打破近年来人类

“非洲起源说”的观点时，就知道原因了。

2007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点，是一个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灵

井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李占扬铭记一生的日子，也是一个中国考古史乃至世界考

古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石破天惊，“许昌人”头盖骨化石让专业考古人员着迷，

亦让生活在中华大地的龙的传人着迷，我们发现了能解决中国人类起源的谜题的

关键证据！

带着激动的心情，灵井遗址发掘队领队李占扬向记者讲述了“许昌人”出世

的来龙去脉。

偶然的机会发现遗址

说起灵井遗址的发现，还得从 1965 年说起。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的周国兴和另外两位同事一起，住在遗址东约 100 米的一座民房

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此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周国兴和灵井村民数人在泉眼以东的高台上刨坑栽

树，突然觉得锹下有什么硬物，挖出一看，原是一块乳白色的石英石。他意识到，

这里怎有这种石头？因为周围全是灰白色的粉砂土，按常理在这种土中不应有石

英块的出现。他联想起一件往事，1921 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龙骨

山考察时，也正是碰到几块石英碎片而引起注意，认为它们可能是古文化遗存，

说不定能找到古人类，从而引出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于是，周国兴在

此采集了 1000 余块石英片和不少动物化石，回北京整理后，将论文发表在《考

古》杂志上。

之后，周国兴又在许多场合呼吁，对这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正

式的考古发掘。然而由于坑底泉水不停地喷涌，此处长时间以来是一大片水域，



埋藏文化遗物的地层被积水浸泡，尤其在夏季，泉水加上季节雨水，这里成了一

片汪洋，根本无法进行考古发掘。

百年一遇的机缘巧合

正在考古队发愁无法进行考古发掘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在 2005

年 4 月，遗址西南约 7公里的一家煤矿透水，导致包括灵井在内的几处泉水骤然

断流，接着积水循泉眼回流，地下水位下降，原生地层出露，这可是一个百年一

遇的好机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当天

就赶到现场，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请求对这处史前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之后，

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这一发掘项目。随后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占扬

带领的灵井考古发掘队进入现场开始考古工作。

2005 年 6 月 29 日是第一个石英片出土的日子，到 2005 年年底，出土石制

品 2452 件，动物化石 3000 余件，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当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

但 2007 年下半年，由于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紧锣密鼓，河南的考古任

务艰巨而紧迫，再加上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任务如山，此时的李占扬也在犹豫

是否停下灵井遗址的发掘。在考古所孙新民所长的支持下，灵井遗址考古队全力

继续进行发掘。

重大考古发现似乎都是出人意料的出现，此次“许昌人”头盖骨的发现也是

如此。

这一年的天气异常得好，似乎在暗示着将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往年一进入

12 月，不是雪雨就是封冻，考古工地一般在 11 月中旬便停止发掘。可这一年最

低气温仍在 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适宜发掘的天气。

发掘期间，化石和石器逐渐增多，使发掘者感到欲罢不能。尽管如此，李占

扬仍将停工日期锁定在了 12 月 15 日，可就在这一天将收工时，几件石器的正形

标本出土了，有非常漂亮的尖状石器和刮削器。大家觉得，如这时停工回填太可

惜，只好改变日程，决定无论如何在 12 月 17 日结束发掘，回填撤人。可就是在

17 日早上，头盖骨化石出现了。

专家会诊化石

李占扬立即向考古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请求专家增援。

而此时的李占扬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1929 年中国第一个头盖骨发现

后，当裴文中将发现头盖骨的消息，告诉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加拿

大人步达生的时候，步半天竟未作任何反映。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不是步达生

怀疑裴的认识水平，而是觉得裴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但到了 1934 年的一个早

上，当贾兰坡将另一头盖骨发现的消息告诉北京时，以至于使另一位外国专家德

日进急得找不着裤子！

“在我的考古生涯中，第一次撞上这么重要的化石，包括国内同行在内，大

都没有这种经历。后来想，当时化石露头很少，若一眼识空，将会如何，能不令



我后怕？！”李占扬忐忑不安。

两日后，北京专家如风而至，会同省文物局、许昌市的领导和人民警察一起

制定可行方案。最后，考古人员将头盖骨化石整体提取送至北京，在北京一家科

研机构标本馆进行了清理。

2008 年 1 月 11 日，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河南许昌古人类

头骨化石专家研讨会”，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等十余位

权威专家分别听取了李占扬和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的汇报。在认真仔细地观察了

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及伴出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标本后，对头盖骨进行了鉴

定，认为这次发掘是一次规范严谨、资料完整的科学发掘，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

石层位明确可靠，是我国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人类

头盖骨化石，按照惯例被命名为“许昌人”。从灵井动物群灭绝动物占 44%的比

例和光释光测年的初步实验结果判断，灵井遗址头盖骨化石出土层位时代为距今

8万-10 万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