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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沙山上远眺，萨拉乌苏河像毛
乌素沙地中的明珠，温柔而内敛。清流
沙山，相互依存，和谐安宁。

含蓄而神秘的萨拉乌苏，让内蒙古
文史学者杨道尔吉一次次惦念而来。

在杨道尔吉看来,萨拉乌苏是远古
人类书写的一本书，通过阅读这本书，
可以与史前人类对话，感受生命的脉
动：“追根溯源是我们立足中国大地，讲
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依托。”

当我们放大视野，在萨拉乌苏大沟
湾这个“小河套”的北方，黄河用整个身
躯穿过贺兰山脉、乌兰布和沙漠，从阴
山山脉脚下东行，再沿着鄂尔多斯高原
东侧南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河套，将
整个鄂尔多斯高原拥入自己的怀抱。

萨拉乌苏，就像是“几”字形黄河的
微缩版或者镜像，用它的支流在高原南
部留下一个小小的倒影。

这似乎在告诉人们，黄河流经哪
里，便将黄河文化带到哪里。黄河始终
用自己的血脉，呵护着中华文明，并不
断地与外界进行着交流。

那么，如何展示萨拉乌苏，让世人
更加了解萨拉乌苏，便成为一项重要课
题。

2001年，萨拉乌苏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3年，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名单。同时，乌审旗启动萨拉乌苏遗址
的申遗工作。

萨拉乌苏是本土的、民族的；更是
人类的、世界的。

2006年，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
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全世界40多个
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相聚萨拉乌
苏河畔，就萨拉乌苏遗址的地层、年代
与环境及“河套人”的体质特征、旧石器
文化、萨拉乌苏动物群等多个课题进行
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萨拉乌苏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

点。
2018年，“河套人”（鄂尔多斯人）

发现 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乌审旗举
办，并达成《萨拉乌苏共识》，其中，“萨
拉乌苏遗址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
远古驿站,是东亚地区人类演化的重要
场所”的论断震撼人心。

走近萨拉乌苏，聆听远古传来的回
声，探寻百年保护发展历程，人们收获
的不仅是悠远的传奇，更有如何沟通历
史与未来、协调经济发展与文脉接续的
深刻启迪。

“今天的萨拉乌苏，如何在更大的
视野下，形成统筹科考、挖掘、保护、合
理利用的文化建设、旅游开发整体性规
划，是亟待厘清的问题。”同号文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解决遗址保护和可持续性
利用的矛盾，找到远古文化遗产与当代
社会发展的连接点，提升科研成果的产
出和遗址的影响力，是学者、文保工作
者、地方政府都应关注的方向。

以萨拉乌苏河为轴，融合生态、文
化、旅游、农业，打造“一河三园”；建设国
家5A级景区，努力将萨拉乌苏遗址打
造成为世界级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重要平台和科普基地……
目前，一个个对萨拉乌苏遗址实施“保
护、开发、利用”的系统工程步步推进。

“萨拉乌苏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和毛
乌素沙地边缘，由多民族演绎的色彩斑
斓的文化和历史，以及她给予人类生长
的无限启示，还有许许多多未知的纵
深、未闻的声音和未及呈现的画面，都
值得人们永远探究和珍重。”乌审旗委
宣传部副部长谷雨认为，萨拉乌苏已成
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8月14日，“河套人”发现100周年
国际论坛将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畔
启幕。届时，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将
再次论证萨拉乌苏的前世今生，共图传
承发展。相信萨拉乌苏将会带给世界
更多惊喜！

风起时，黄沙飞舞，碧水静默。
根植于岸边的红柳林是天然屏障，清风徐

来，摇曳生姿。
奇幻的萨拉乌苏是人们探索远古历史的一

把钥匙。在一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中，萨拉乌苏
发掘了丰富的地层，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及
石器，由此催生了萨拉乌苏界、萨拉乌苏组和萨
拉乌苏动物群等众多重要概念，随之由此衍生
出的萨拉乌苏现象等，清晰地告诉人们其价值
和魅力所在。

在萨拉乌苏找到的大量动物化石，有诺氏
古菱齿象、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 47种。其中
出土的披毛犀等完整的化石骨架，是我国古动
物化石中的珍品。由于这一地区的动物化石种
类繁多，被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

遥想万年，见物追思。萨拉乌苏被认定为
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也是我
国第一个正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填
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它不仅在中
国是一个标准地点，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
有重要地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同号文说，古生物化石是地球演化历史忠
实的记录者，借助这些化石，能恢复地质时期各
个阶段的古生物面貌及其古地理环境特征。

萨拉乌苏的每一把泥土，都能掂量出古老

的文化内涵。
原乌审旗文物局局长白庆元说，“河套人”

作为具有丰厚积淀鄂尔多斯文化的人文始祖，
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沿革
有了追本溯源的科学依据。

拨开历史的厚土，一代代专家学者薪火相
传，持续解读着萨拉乌苏的生命密码。

202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友领队重启萨拉乌苏考古
发掘工作。

陈福友介绍，在深达15米的剖面上发掘出
两个文化层。

第一个文化层发现打制石器和动物碎骨，
石器多为小石片和碎屑，小石片的人工痕迹清
晰，显示了稳定的石器打片技术。第二文化层
出土打制石器500多件，石器之外，以砂质结核
制作的大型砍砸器的发现是重要收获。

陈福友说：“这些石器为研究古人类的生产
方式提供了新的证据。”

每一次相见都是全新的感觉，每一次回眸
都是满满的自豪，走进绵长的历史深处，陈福友
说：“萨拉乌苏的价值挖掘永无止尽。”

地球上的北纬37°充满魔力，被史学家和
地理学家奉为“神奇的纬度”。它所穿行的地
域，尽是人类文明起源和文史古迹聚集之地。

萨 拉 乌 苏 河 就 存 在 于 这 神 奇 的 北 纬
37°。

萨拉乌苏，为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水。萨拉
乌苏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鄂尔多斯段的名
称。

千百年来，萨拉乌苏河将其所经之处下切
成七八十米宽的弯曲峡谷，湍急的河水侵蚀河
岸，随着河岸塌落，原本深埋地下的动植物与人
类活动痕迹被撩开神秘面纱。

1922 年，桑志华发现了萨拉乌苏遗址。
1923年，他邀约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正
式进行发掘，并找到当地蒙古族牧民旺楚克帮
忙。

在旺楚克的引领下，他们在萨拉乌苏河畔
的土层中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
石器和 3件人类股骨化石。在整理过程中，桑
志华意外发现一枚儿童左上侧门齿，经当时体
质人类学权威、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鉴定，称
其为“鄂尔多斯牙齿”（之后我国古人类学、旧石
器时代考古学奠基者裴文中将这颗牙齿所代表

的人类称为“河套人”），从而掀开了内蒙古地区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说：“这里
是‘河套文化’的发祥地。不断出土的古生物化
石、丰富的细小石器等，都印证着早在距今
10-5 万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
造了灿烂多彩的‘河套文化’。”

在萨拉乌苏遗址，中国专家细致研究“河套
人”狩猎、用火、石器和骨器制作等，发现狩猎不
但是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最重要活动，还是人
类最早改变全球环境的开始。

随着古气候学家、古生物学家深入研究，专
家们根据萨拉乌苏剖面发现的螺类终生不可能
长途迁徙的这一特性推测，在“河套人”生活时
期，萨拉乌苏河一带气候温暖、水量丰沛。

持续研究获得的大量信息，为人们绘制出一幅
生动的史前画面：在温暖潮湿的萨拉乌苏河畔，水草
丰茂、生机盎然，野驴、河套大角鹿、水牛……大量哺
乳动物嬉戏于此；完全掌握了狩猎技术的“河套
人”，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他们相互协作，开展
大规模集体狩猎，他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火，共
享熟食……一个由近似于现代人脑容量的智人
组成的“智慧圈”形成了。

这是一次跨越亘古的相遇。
在中国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上，

萨拉乌苏河宛如一条蜿蜒的长龙，深藏
于毛乌素沙地南端。黄沙碧水，深谷清
流，交织交融。

20世纪 20年代，法国地质古生物
学家桑志华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一枚
旧石器时代智人左上侧门齿，从此，一个
轰动世界的古人类遗存被发现。

百年间，蕴藏着丰富古生物、古气
候、古人类活动等地质信息的萨拉乌苏
遗址，吸引着一代代、一批批中外专家学
者奔赴。不断打开的远古文化记忆，刷
新延展着人们对厚重浩瀚历史的认知。

（手绘长图：苏昊）

萨拉乌苏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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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于涛 怀特乌勒斯 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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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谷清流 曙光乍现

金沙藏古 源远流长

赓续传承 文明探源

温暖潮湿的萨拉乌苏河畔，
水草丰茂、生机盎然，
野驴、河套大角鹿、水牛……
大量哺乳动物嬉戏于此；
完全掌握了狩猎技术的“河套人”，
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
他们相互协作，开展大规模集体狩猎，
他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火，共享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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