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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祖先究竟是谁？ 我
们到底从何而来？

91 岁的中科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
万波用毕生精力专注于古人
类和古生物化石研究， 先后
参与发掘发现了“巫山猿人”
“蓝田人”“和县人”等一批古
人类化石

黄万波认为， 人类能在
进化中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
是因为好奇心和创造力，了
解人类源起的意义也在于此

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 张桂林 周闻韬
晨光漫过庙宇平坝边缘的山林， 透过一

处钢棚屋顶，打在坑坑洼洼的坡地里。
几位年轻的考古队员半蹲在探方坑内，

手拿铲子小心翼翼地掘起土石， 一块块大小
不一、凹凸不平的石块，被他们拿在手里摩挲
着、观察着。 一旦感觉到不解或异样，他们就
会拿着石块，走向站在方坑边缘的一位老者。
老人个头略矮，头戴鸭舌帽，脚蹬解放鞋，瘦
削的身体穿着工装，肩挎着工具包，显得整洁
而有型。“黄老师，您看看这个！ ”听到队员的
喊声，他健步迎上去，接过石块在手中仔细端
详，很快就清晰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长江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县， 绵延群山
环抱下，一个数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内，坐落着
一个叫庙宇的小镇。 在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新一轮考古
发掘现场，91 岁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再次续写着他和“巫
山猿人”的不解之缘。

从业 60 多年来，黄万波用毕生精力专注
于古人类和古生物化石研究， 先后参与发掘
发现了“巫山猿人”“蓝田人”“和县人”等一批
古人类化石。

谈及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追求，他说，自己
与古人类“有个约会”。

巧遇大师领进门

大雪节气刚过， 记者来到黄万波位于重
庆市北碚区的家中， 他正在电脑前准备 PPT
资料， 用于一系列关于龙骨坡最新研究成果
的汇报和讲座。 为了让讲座更直观，黄万波在
手写板上写下文字后， 娴熟而认真地通过鼠
标插入照片、手绘图等，记者数了下 PPT 的页
数，一共 119 页，黄万波仍在不断修改打磨。

发微信、听音乐、看新闻，年轻人热衷的
电子生活，黄万波也没有落伍，秘诀就在于他

“走到哪问到哪”。“大家都是我的老师，这些
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 我都想多掌握
一些。 ”黄万波的微信头像是一张他在画熊猫
的照片，主页则是一张在考古现场的工作照。
记者采访期间，常通过微信和黄万波交流，他
总能及时准确地回复信息。 他还顺手翻开平
板电脑上的音乐软件， 和记者分享自己喜欢
的古典音乐曲目。

黄万波住的房间面积不大， 但布置温馨
整洁：绿意葱茏的植物、手工制作的钟表，还
有不少研究书籍和资料……2015 年， 位于北
碚区的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开放， 黄万波受
邀担任特约研究员， 这套临近博物馆的一居
室原本是他就近租住的房子， 由于喜爱当地
的自然环境，加之上班方便，黄万波随后买了
下来，和夫人把家搬到了这里。

1932 年，黄万波出生于重庆忠县新立镇。
22 岁时， 他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专业毕
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由于所学专业和工作内容不对口， 黄万波自
称刚到单位时简直是“两眼一抹黑”。

但这个阴差阳错的安排， 却成就了一段
传奇的考古人生。

黄万波记得，由于抵达时间偏晚，到中科
院的第一个晚上， 他留宿在一位人类学家的
办公室。

稍作整理，躺上一张单人床后，黄万波怎
么也睡不着，听到房间有蛐蛐叫，他拉开床头
的标本柜翻找。 哪知，拉出抽屉的刹那，一股
霉味扑面而来，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满抽屉

“骷髅”———那是研究人员常打交道的物品之
一。

“那种感受和滋味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
黄万波一夜未眠，“这件事说起来让人笑话，
但对我来说却是进入研究室的第一课。 ”

在当时的研究室， 像黄万波这样的年轻
人屈指可数，备受关注，各部门都希望这位新
来的年轻人去协助工作。

这其中， 黄万波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古人
类室。 他工作的地方在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
裴文中的办公室旁，裴老是著名的“北京人”
头盖骨发现者。 潜移默化中，黄万波渐渐对古
人类学产生了兴趣：人类的祖先究竟是谁？ 我
们到底从何而来？

一个个关于人类源头的追问不断迸发，

催促着黄万波从“站在门外”到“迈进门槛”，
去探寻古人类的奥秘。

“古人云，一张白纸好绘画，那就从头学
吧！ ”黄万波暗暗下定决心。

“裴先生”，是黄万波对裴文中的称呼。 他
说，裴先生是将自己“领进门”的人。

“裴先生很关心青年人学习，他曾多次给
我们讲解哺乳动物化石的鉴别， 特别是食肉
类动物的牙齿，如鬣狗的裂齿，怎样依据其不
同的特征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属种来。 ”为了让
黄万波更好地掌握脊椎动物学的基础知识，
裴文中还鼓励他去北京大学学习比较解剖
学。“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学习对我的事业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万波说。

1954 年底至 1955 年 3 月，黄万波陪同裴
文中南下广西考察洞穴， 耳濡目染老师对学
问的专注———每到一个地点， 无论河湖沉积
还是土状堆积， 裴先生都一丝不苟地开展搜
寻工作，常常在野外一待就是一整天。

1958 年，正值科学研究大发展时期，古脊
椎所决定对周口店再研究，裴文中牵头，黄万
波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

令黄万波记忆犹新的是裴先生带他到第
一地点， 讲述第一地点的发现简史———这是
黄万波来周口店之前， 请教关于周口店的由
来时裴先生给他的承诺。

“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早饭后裴先生告诉
我，今天带你去第一地点。 我随即点头，现在
就走？ 裴先生看我一眼说， 现在不走还等何
时！ ”

到了洞底， 裴先生指着洞壁上的发掘探
方标记说，这个地方原本是个山坡，由于老百
姓开山采石发现了“龙骨”，从而导致了一系
列重大发现。

在裴先生的指点下， 黄万波明白了底砾
石层是上砾石的次生堆积， 他自上而下逐层
观察、记录、拍照、采样，直至工作顺利完成。
后来，他还在裴先生等前辈的指导下完成了 4
篇论文。

“裴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深的专业知
识以及对古人类研究的热情与执着都令我终
身受益。 ”黄万波说。

探寻东亚古人类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 人类的祖先在非
洲，亚洲直立人是从非洲扩散而来，有关中华
炎黄的祖先，最早也只能上溯到距今约 170 万
年的元谋人。

黄万波并不认可这一观点。“因为从中华
大地的地质背景看， 这里有适合早期人类生
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同时，云南、川东、鄂西
和陕南等地也多次发现古猿化石及直立人化
石。 ”在黄万波看来，中华大地的直立人祖先
不一定在非洲， 其年代也不只限定在 100 万
年。

中华大地的版图上， 何处能寻找到最早
的古人类？他用毕生精力寻找答案。广袤大地
上，留下他奔波寻觅的串串足迹———

黄万波先后考察过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
洞穴， 还曾前往东非大裂谷等许多国家和地
区考察。

早年，他长期在黄土高原考察。 1963 年，
他和团队先后在陕西发现了 80 万年前的蓝
田猿人下颌骨，后又发现了 115 万年前的蓝田
猿人头骨；1972 年又在陕西长武县， 发现了 4

万年前的长武智人化石。
1979 年起， 黄万波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华

南。 1981 年，在安徽省和县陶店镇龙潭洞，他
和同事们首次在长江流域发现了完整的直立
人头盖骨。

紧接着， 黄万波又把目光瞄向了家乡所
在的长江三峡地区。

“200 万年前，长江大三峡地区还是盆地，
漫山遍野有森林、草地和小河，具备猿人生存
的自然条件。 三峡地区可能揭开早期人类活
动的奥秘。 ”经过长期研究，黄万波提出了这
一猜想。

黄万波曾在一篇文章中了解到， 湖北建
始高坪有个龙骨洞， 洞里发现过巨猿和猿人
的牙齿化石。 建始和巫山分别位于一座山的
南坡和北坡。 北坡的巫山会不会同样能够找
到远古人类的踪迹呢？

1984 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巫山县庙宇镇
龙坪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人， 黄万波担任领
队。 巫山当地人带领他们到了山民们大量抢
挖“土龙骨”的一处坡地上，当随处可见的灰
白色化石骨渣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时， 大家
被震住了。

这正是大家四处寻觅的“龙骨”，有乳齿
象、剑齿虎、爪蹄兽、最后祖鹿等，它们都是早
已灭绝的物种。 黄万波凝视着它们，自言自语
道“这个坡地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随
即给它起了个名字———龙骨坡。

经过准备，次年 10 月，由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重庆自然博物馆和万
县、 巫山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长江三峡考古
队，展开了对龙骨坡的发掘。

10 月 13 日上午，趁发掘队员们工间休息
时，黄万波对化石进行初步鉴定和分类。 一颗
比蚕豆粒稍大的动物牙齿，引起了他的注意。

粗看，它像猪的牙齿，但齿冠外壁较直，
从咀嚼面上的齿尖圆钝、 釉质层厚等性状来
看，与猪牙不同，它是一颗巨猿的牙齿。 这个
发现令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

巨猿，大型灵长类动物，半直立，在动物
演化谱系上，归属于人科，它的生存年代几乎
与猿人处于同一时期。

在随后的发掘中， 又发现了一段带有两
颗臼齿的灵长类下颌骨化石。 继而，又在发掘
地发掘出了两件石制品，一件为砸击石锤，一
件为砍砸器，同一层位还出土了 116 种哺乳动
物化石和有明显加工或使用痕迹的骨器。 经
中科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和美国
及加拿大等国的专家测定， 龙骨坡遗址距今
约 180 万—248 万年。

1986 年 11 月 29 日， 在重庆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 长江三峡科学考察队正式向世界
公布考察结果： 在长江三峡的巫山龙骨坡发
现了距今约 204 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化石。

黄万波推测，这种被称为“巫山猿人”的
早期直立人，当时生活在温暖潮湿、森林密布
的巫峡高地，他们用简单的石器狩猎和采集，
与巨猿和其他百余种动物共同生存。

龙骨坡化石和石制品的发现， 对认识东
亚地区古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
意义。 1995 年 12 月，相关文章在英国《自然》
杂志上刊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跟着”熊猫寻找古人类踪迹

在对古人类、 古动物等学科的长期关注

中， 黄万波又将研究触角向熊猫化石领域延
伸。

“云南禄丰和元谋两地有着早期人类活
动的记录，发现过重要的人类化石。 这里也发
现了始熊猫化石，表明在动物的演进史上，大
熊猫和人类存在着奇妙关系。 ”黄万波说。

1954 年底， 黄万波跟随裴文中前往广西
考察期间，曾发现大量熊猫化石。 那是黄万波
第一次在野外接触熊猫化石， 并由此产生了
浓厚兴趣。 自此，黄万波便着手大熊猫题材的
科学研究工作。 1989 年， 他还与香港大学合
作，对大熊猫牙齿釉质进行超微结构研究。

即便年事已高， 每当听说有关于熊猫化
石的新发现，黄万波都要想方设法前往。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都督乡都督社区的犀
牛洞遗址， 由相距较近的两个水平石灰岩溶
洞组成。 2012 年的一天，当地一名羊倌在放羊
闲暇时潜入一个溶洞， 在洞内无意中发现了
一些动物化石， 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对化石
进行了拍照，后辗转传到黄万波手中。 这一发
现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 经过仔细辨识、鉴
定， 最后确认该化石为保存较完整的大熊猫
头骨化石。

随后， 黄万波多次来到都督实地踏查。
2016 年的一次考察中， 他在犀牛洞发现了带
有人工痕迹的犀牛牙齿和疑似人工痕迹的石
片。 2020 年 9 月，近 90 岁高龄的黄万波还在
队员的协助下， 下潜到犀牛洞 1 号洞尾端裂
隙 30 米深的地方，实地考察人牙化石出土地
点，并在附近新发现了人类锁骨和石制品。

“他像年轻人一样，在野外工作中经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不用担心，我不会掉队’。 ”曾
跟随黄万波前往犀牛洞踏查的重庆自然博物
馆信息中心主任李华说。

2010 年， 黄万波将收集到的材料去粗取
精，撰写成文，出版了《大熊猫的起源》。 2017
年， 他把到都督乡考察的 6 件熊猫化石的发
现过程和成果整理成书，出版《大熊猫的前世
今生：长江都督史前熊猫大发现》。

为了让更多人更深入地了解大熊猫这一
物种，黄万波心中始终有个梦想：举办大熊猫
展览。 2019 年，在纪念大熊猫科学发现 150 周
年之际，重庆自然博物馆推出“熊猫时代———
揭秘大熊猫的前世今生”展览，黄万波成为该
展览的首席科学家。展览创新运用 3D扫描和
建模技术，开创性完成了古熊猫的科学复原，
累计接待观众 80 余万人次，目前仍在全国巡
展。

“科学研究还是要和艺术手段相融合，才
能达到更好的普及和宣传效果。 ”黄万波说自
己的心愿很小，只要大众了解到 800 万年前中
国就有熊猫，他就满足了。

重返龙骨坡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 8 月 16 日，龙骨
坡遗址正式启动为期 3 个月的第五阶段发掘
工作。

由于发现的“巫山人”左下颌骨残段化石
的形态学特征有一定程度原始性， 对于巫山
人“是人是猿”，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在黄万
波看来， 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推动科学发展的
动力，激励着自己再一次叩开龙骨坡的大门。

91 岁高龄的黄万波再次回到了这片熟悉
的土地。 今年 8 月至 11 月，他一直以专家顾
问的身份， 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国内多

所高校的师生们驻扎在巫山县庙宇镇， 全程
见证并参与这次发掘。

“今天的开工仪式，对于我这个‘老兵’来
说，很激动。 ”8 月 16 日，站在新一轮龙骨坡遗
址考古发掘现场，黄万波如此感慨。

从 1984 年到 2012 年，龙骨坡遗址前 4 个
阶段的系统发掘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发掘出
哺乳动物化石 116 种，石器超过 1000 件，为探
索三峡地区早期人类的技术模式和行为模式
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从酷暑到初冬， 黄万波和队员们一道住
在庙宇镇上的一家旅馆， 每天上午 8 点“开
工”，每周工作 6 天，为青年学者提供技术支
持。 发掘期间的每周五晚，他还会在镇上的办
公室内用 PPT 给队员们上一堂课， 同大家分
享自己对龙骨坡遗址和古人类研究的思考。

“最喜欢听黄老师的分析，每块化石他都
能讲出许多细节，能学到很多。 ”考察队成员、
河北地质大学硕士生全永涛说。

“考古工作者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一
定要多走进田野，加强野外调查，对于史前文
化遗址尤其如此。 龙骨坡遗址中的动植物化
石是我们了解 200 万年前生态环境情况的最
直接证据，一点信息都不能漏掉。 ”黄万波说。

透过黄万波的目光， 记者看到了古人类
学的永恒力量与秘密。 他始终精力旺盛，说起
不断涌现出的新发现， 常带有一种压抑不住
的兴奋。

“龙骨坡遗址灵长类动物的思维能力达
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揭示人类发展进程有何
重要意义？ 许多谜团等待着我们继续破解。 ”
黄万波说，人类能在进化中脱颖而出，从和动
物一般生活到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智力，
很大程度是因为好奇心和创造力， 了解人类
源起的意义也在于此。

“虽然我年龄偏大，但身体条件还可以，
那就要继续为这份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能出
一份力就发一分光。 ”黄万波说。

“黄老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敬业勤业、永不言退的工作精神，谦逊随和、
不计名利的性格作风，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长黎小
龙说，“每当我和他提起他对史前考古学所做
的贡献时，他总是谦逊地说：‘我做得还不够，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

11 月 2 日， 龙骨坡遗址考古发掘中期评
估会召开， 对本轮考古发掘项目阶段性成果
进行评估。

多位参会的考古界专家们认为， 此次发
掘获取了数量可观的石制品材料， 并留下了
清晰的遗物地层、三维坐标、产状等信息，为
人类起源与演化、 环境演变等问题提供了重
要印证，对今后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会场内的黄万波认真倾听， 对下阶段研
究方向又提出了新的思考。

今年 11 月 28 日是黄万波 91 岁生日。 11
月 23 日， 在龙骨坡本阶段现场发掘结束之
际，队员们为黄万波过生日，大家准备的生日
蛋糕上，两只大熊猫憨态可掬、悠闲自在……

结束龙骨坡阶段性考古的黄万波， 回到
位于重庆北碚的家中后，一刻也没有闲下来，

“我们正抓紧对新发现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同
时也在考虑申报新一轮发掘任务”。

在重庆自然博物馆， 黄万波是最年长的
“员工”，他每天和其他同事一道按时上下班，
筹划研究、科普、展览等工作，还带年轻人外
出考察。

“黄老不仅是工作狂，更是一名生活家。 ”
在重庆自然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李华看来，
黄万波是一位有趣的老者， 他爱整洁， 又幽
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年轻人的活力，感染
着同他打交道的每个人。

九旬老人如何保持清晰的思维和灵敏的
身手？ 黄万波说自己的生活比较规律，上午 7
点前起床，晚上 10 点前睡觉，按时吃一日三
餐，他喜欢的菜是烧白，爱喝咖啡，手头没活
的话下午会出门散散步， 但忙起来经常在家
一待就是一天。

谈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黄万波的时间
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正在准备申请明年继续
对龙骨坡进行发掘的补充材料， 还计划联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巫山县等，在 2025 年巫
山人化石发现 40 周年时召开国际会议，出版
相关书籍。

考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对于一个从事
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来说， 数十次甚至数
百次野外考察一无所获的情况并不罕见。 但
黄万波说，自己从不会灰心丧气，而是继续期
盼着。 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哪怕只剩下离
体的牙齿、破碎的头颅、肢解的骨片，仍然像
一块块磁石，吸引着自己去寻找、去探究。

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 从南海岛屿到
黄土高原，如此剧烈的环境变化，更加深了黄
万波对幅员辽阔的故土自 800 万年以来就有
人类活动的信念：在有生之年，他要力争有更
多发现，以求填补 600 万至 300 万年前的人类
化石空白。

“之所以这般执着，是因为我坚信：这一
切很有价值，很值得我去做。 ”黄万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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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黄万波教授。 记者 周子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