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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绵延至今。

当历史的烛光摇曳在2000多年前时，东西方文明几

乎同时星光熠熠——孔子在黄河边思考人与社会的关

系；释迦牟尼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

爱琴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但是历经历史的淘洗，无论是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

明，还是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

……种种盛极一时的文明，都没能摆脱被湮灭的命运。

只有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

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

从距今5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发

现，到距今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的发现，再到距今200

万年前马圈沟遗址中饭桌的发现——先民留下了敲骨吸

髓、骨瓜取肉、群食大象的种种痕迹，足以证明中国至少

已有200万年的人类史；

从湖南玉蟾岩遗址“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的水稻”到

湖南城头山遗址“中国最早的城市”，从辽宁查海遗址“中

华第一村”到河南贾湖遗址“世界上第一个骨笛”，无一不

在证实中国已有万年以上的文化史；

河南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北斗九星”，浙江杭良渚遗

址发现的宫殿建筑、水利系统等，又印证了中国在距今

5000年左右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而且给世界文明增加

了一个崭新的独特案例，一个东方的文明社会标准。

中华文明何以未曾中断、连绵至今？原因很多，不一

而足。

譬如，地理上的生生不息。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中华

民族始终在东亚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依傍奔流

不息的黄河、丰盈富庶的长江而居。公元前2070年，夏王

朝建立，初步具有“大一统”政治王权，政治意义上的中国

形成。此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变化，即便是政权割据、

军阀混战，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或者说中央王朝控制的

核心疆域范围，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并没

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疆域、版图的相对固定和连续，有效

避免了文明和文化的割裂与分野，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奠

定了地缘基础。

譬如，文字上的笔笔相传。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

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是商周

时期的甲骨文，距今至少3600年。之后，经历金文、篆书、

隶书、楷书等阶段 ，字形和读音演变有序，传承可考。从先

秦诸子到乾嘉朴学，从诗词歌赋到明清小说，沿用至今的汉

字犹如一根血脉，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形塑了文化支撑。

譬如，制度上的代代赓续。以郡县制为例，“中国之

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架构方面，至今依然能看到对这一

传统行政制度的承袭。作为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

明体，由其所产生的现代性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机

制和政治行为，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为中华文明的

延续提供了制度保障。

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无形的精神层面。

据《环球人物》
人类演化规律。供图：王明辉

古DNA分析：
让我们对文物的认识达到分子级别

科技考古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数字技术

应用到考古学领域就形成了数字考古学，包括三维

重建、数字复原技术、VR技术等等。这两年尤其新

世纪以来，古代DNA技术应用到考古中非常流行，

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古代DNA分析让我们对

文物的认识达到分子级别。

通过提取甘肃省甘南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

化石DNA，确认距今16万年的青藏高原就有丹尼

索瓦人。丹尼索瓦人是最早发现在南西伯利亚地

区的一个古老的人类，这说明距今十多万年前，我

们的西北地区青藏高原附近与南西伯利亚地区可

能就有了人群的交往或者基因的交流。

同时研究发现在距今5100年，青藏高原已经有

了现代人类生活的迹象，包括现在的藏族中带有少量

的个体具有丹尼索瓦人片段，这些片段具有适应高原

的能力，所以西藏人先天就有着适应高原能力的。

我们还做了东亚地区、中国地区主体人群的研

究。我们发现中国、东亚主体人群连续演化是主旋

律，不存在有些人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或者“中

国人是西来的”这种现象。

古代DNA也可用于个体分析和群体分析。

比如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正在对曹操墓的

古代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活动。

20年前北京老山汉墓出土的女主人尸骨，因为

保存得不是特别好，有人认为她是一个高鼻深目的

西域女子，但是经过DNA分析，发现北京老山汉墓

女性墓主人的 DNA 序列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

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汉

人女子，而不是西域女子。

在群体遗传学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比如大

家知道的辽代王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我们通过分

别研究发现，他们虽然世世代代通婚，但在遗传学上

是完全不同的，相距比较远，是完全的族外婚。

科技考古与古代人的餐桌

古代人吃什么，有没有地区或者时代的差异？

比如陕西人、四川人吃辣是古代就有的吗？这就需

要科技考古完成一些工作。人类历史99.9%的时

间都是渔猎采集经济，直到接近万年以来开始驯化

和食用动物里的家猪。中国人吃家猪的历史一直

持续到现在，但牛羊之类的直到4000～5000年前

才从西亚和中亚等地传入中国。

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北方地区的食物

一直以粟黍为主，就是小米黍子为主，直到新石器时代

末期，就是4000多年前，才增加了小麦和大豆，但一直

不是主流，汉代之后小麦大豆的产量才逐渐上升。

长江流域一直以水稻为主，变化不大。

华南地区比如两广地区以块茎类植物为主。

关于水果蔬菜，大家可以有意识地到早市上看

一看，哪些是中国原产的，哪些不是中国原产的。

比如大家夏天经常吃的西瓜，原产地在非洲。

玉米、土豆、辣椒、西红柿等这些原产地在中南美

洲。这么说来四川人、陕西人爱吃辣椒的传统其实

历史时间很短，也就是在明代以后，但是中国现在

是西瓜、土豆、玉米、辣椒等生产和食用大国。正是

中国文化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因素造就了中国

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南方人的食物结构中，除了稻米之外还发现

了大量鱼类和贝壳类。在浙江的史前遗址中甚至

发现了远洋鱼类的骨骼，说明当时人类的造船和驾

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科技考古与人的生老病死

古代人到底能活到多大岁数？有的人说50岁、

60岁，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

除了大量的小孩死于未成年，拉低了平均寿命外，繁

重的劳作、社会动荡是罪魁祸首，那时候，40～50岁

已经属于高龄了，所以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章回小说里说古代人“身高八尺”，即使以汉尺

一尺23厘米计算，八尺也是非常高了，这是真的吗？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古代人的身高其实跟现代

人没有多大差异，北方地区男性平均身高一般在

165厘米～170厘米之间，当然也有少量的比如山

东大汶口偏高一点，这是少量个体。女性一般来说

在155厘米～160厘米之间。

除此之外，还有病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是不是古代人没有癌症，生活幸

福指数比较高”。但其实我们发现，现代人身上的

疾病在古代人身上也都有，只是当时因为年龄问题

有些还没有开始发作或者不太明显。

同时我们在一些可观察到的骨骼上发现了大

量的像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的情况，甚

至包括心脏病、三高、肠道寄生虫等疾病。

大量的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发现，证明中华文

化是独立起源、未曾中断的文明，同时也是多元的文

明，既存在中国文化本身的多元性，也存在不断吸收

外来文化因素为我所用的多元性。中华文明正是在

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素，并不断与中国

文化相结合而发展壮大的。

200万年前的先民饭桌
藏着什么秘密？

古代人和现代人谁长得更高
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2023年7月5日，科普中国·星空讲坛以“科技赋能，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邀请5位来

自不同领域的文博、历史专家，从文物的发掘、修复、展示、保护、交流等方面，讲述科技如何赋能

文物保护，让文化遗产历久弥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王明辉带来演讲：《科技让

文物活起来》。以下为王明辉演讲节选。 据《科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