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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品
保管试行办法

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规定

博物馆藏品管理
办法

文物藏品定级标准

关于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活动的通告

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博物馆管理办法

全国博物馆评估办法 试行 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 博物馆评
估申请书

博物馆定级评估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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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lawtime.cn/d646546651640.html
http://dnwh.njmuseum.com/pdf/1979/197925/19792502.pdf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pdf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pdf
http://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5139
http://www.ncha.gov.cn/art/2017/11/28/art_2301_42898.html
http://wwj.beijing.gov.cn/bjww/362760/362767/556574/556580/bwgaqgl/556852/index.html
http://wwj.beijing.gov.cn/bjww/362760/362767/556574/556580/bwgaqgl/556852/index.html
http://www.ncha.gov.cn/art/2020/9/14/art_2406_24.html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100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21/content_25093.htm
https://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1987/05/id/87467.shtml
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2685.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7933.htm
https://www.pkulaw.com/chl/415eb99255cae6babdfb.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26/content_5495770.htm


关于
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

关于促进
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古生物化石保
护条例

文化部 十二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
划

关于加强
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

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 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

博物馆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
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

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

国家
十三五 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 十三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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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gzdt/2008-02/01/content_877540.htm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5/n812161/201003/c108582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5/n812161/201003/c1085827/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wgk/2010-09/10/content_1699800.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18051.htm
http://www.ncha.gov.cn/art/2012/12/14/art_2318_25541.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73889.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3/02/content_2823823.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08/content_5050721.htm
https://www.fmprc.gov.cn/ce/cgny/chn/whsw/zgwhxx/dtxw/t136375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31/content_5634552.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9/content_5121126.htm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6/t20170619_1196808.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6/t20170619_1196808.html?code=&state=123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5588/xgzc45594/Document/1704207/1704207.htm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5588/xgzc45594/Document/1704207/1704207.htm


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公共
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博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
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范非国有博物馆备案登
记管理工作的意见

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
规程

关于进一步推动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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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ha.gov.cn/art/2017/7/25/art_2237_25058.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9/content_522381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3/22/content_5276447.htm
http://www.ncha.gov.cn/art/2018/7/9/art_2237_2879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09/25/content_5432923.htm
http://www.mohrss.gov.cn/wap/zc/zcwj/201911/t20191125_34341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20/content_555265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6/content_5557842.htm
http://www.ncha.gov.cn/art/2021/5/24/art_722_168090.html
http://www.ncha.gov.cn/art/2021/6/22/art_2318_44694.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31/content_5634552.htm


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
博物馆

周口店遗
址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

泥河湾博物馆

北
京自然博物馆

中国国
家博物馆

天
津自然博物馆

天津博物院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南京市博物
馆

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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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直立人化石遗址公园

安徽博物馆

安
徽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湖北省博
物馆

武汉
自然博物馆 贝林大河生命馆

长江文明博物馆

桂林
甑皮岩遗址博物馆

桂林博物馆

顶蛳山遗址
博物馆

广西自然博物馆

元谋猿
人博物馆

云南省
博物馆

贵州省
博物馆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性行为
与其它动物一样，人类的繁衍通过性行为产生新生命；与其它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的性行为包含做爱与性交，而前者几乎为人类所特
有；此外，人类性行为还受社会习俗、道德约束。在现阶段，就多数民族而言，性行为以婚姻和组成家庭为前提。
人是动物
人首先是动物，他既有动物般的血肉之躯，又有动物的基本生理机能，而且，他的本性中还摆脱不了 兽性 的成分。如果说，人是动
物，那么他是怎样一种动物呢？
作为动物的人是动物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进化的动力是生物的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
人是脊椎动物
动物可根据有无脊柱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脊柱是身体的支撑，保护着脊髓和内脏。脊椎动物最重要的特点是神经系统高度发
达，有了脑和脊髓的分化，而脑是高级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人属于脊椎动物，所有的脊椎动物有共同的祖先。
人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的特点包括身披毛发、恒温、胎生、哺乳等。人具有这些特点，属于哺乳动物。所有哺乳动物有共同的起源。
人是灵长类动物
人是灵长类家族中一员
时间（千万年以前）原猴类 眼镜猴 新大陆（阔鼻）猴类 旧大陆（狭鼻）猴类 疣猴 类人猿 长臂猿
现在 狐猴 叶猴 猩猩 大猩猩 黑猩猩 倭黑猩猩 现代人
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是最早阶段的人类文化期，当时原始人的生产工具主要以石制工具为主，约从距今 万年前人类出现时开始（另有一说，是
以目前已知石器出现的 万年前为起始时间），约终止于距今 年前金属的最初使用时。它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
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早（ ～ 万年）、中（ ～ 万年）和晚三期。
在欧洲和北非，晚旧石器时代起于距今 年前，止于 年前。
欧洲早旧石器时代的阿舍利手斧（右 、 ）、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勒瓦娄哇石片技术（左 ）和中旧石器时代的莫斯特型石器（左 ）
埃塞俄比亚 遗址出土的 奥尔杜威石器 距今 ～ 万年，被认为是最早的石器。
奥尔杜威砍砸器（ 万年前）
阿舍利手斧
女巫施魔术 发现于法国的手执 角杯 的洛塞尔维纳斯，距今 年。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岩壁画
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期，其间，人类充分利用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多地捕猎小型动物（包括水生生
物），使用的工具更趋多样，原始农耕与驯养动物的活动产生，游猎生活方式渐弱而转向半定居。
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是我馆长期工作的遗址之一，它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中石器时代在华南地区的存在。白莲洞遗址堆积物厚达 米，时
间跨度自距今 万～ 多年，达 万年之久，从中可以看出从旧石器时代，经中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轨迹。
白莲洞洞穴中东部的螺壳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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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地层中的重石残块
重石使用复原图
白莲洞洞穴东侧实测剖面图
出自东剖面的文化遗存
穿孔装饰品
磨光石器与角器
敲砸器
重石
白莲洞洞穴西侧实测剖面图
出自西剖面的文化遗存
细小石器
旧石器时代风貌石器
砍砸器
人牙化石
白莲洞文化系列框架
文化分期 白莲洞第一期文化 白莲洞第二期文化 白莲洞第三期文化
构成 第 、 文化层 第 、 文化层 第 文化层
层位 西 、 、 层 西 、 层，东 、 层 东 、 层
文化阶段 旧石器时代晚期 过渡期（中石器时代） 新石器代早期、中期
各期文化分段
时间跨度 万～ 万年 万～ 万年 万～ 年
典型器物 原始磨制品、细石器风貌燧石石器、箭镞 旧石器风貌打制石器、小型燧石石器 磨刃、磨端的制品、原始的制陶术 粗
犷的砾石工具、原始的穿孔砾石 陶片 通体磨光石器，原始的制陶术
新石器时代
原始农耕与驯养动物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常态，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各地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时间不同，取决于原始农耕活动的开始时间。
浙江余姚河姆渡骨耜 用水牛肩胛骨制作的稻作工具
磨制石斧
河姆渡稻作物
陕西半坡窑址及窑址复原图
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陶、石、骨、角、牙蚌器和粳稻、动物骨骸，还发现火塘、房基、窑穴及墓葬。
人面鱼纹彩陶盆（半坡遗址）
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鸡形壶、骨镯
螺壳项链和骨镯（东胡林人遗址出土）
前言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高尔基曾赞叹道： 人啊，多么骄傲的字眼！
人，人是什么？人是一种动物！然而，他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是具有自觉能动性和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人是动物，他必定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是特殊的动物，他就必定有其独特的进化方式。
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诞生？人类怎样起源？原始人如何进化？我们中国人又从何而来？这就是本陈列所要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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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人类的由来根植于动物界，但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由之产生了相对于动物性即兽性的人的本性 人性。人性也是根植于动物界
的，人性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正如我国古人哲人所言： 人之初性本善 或 人之初性本恶 ，故人类是高度社会性与自然
属性统一于一体的特殊生物，是人性与兽性因素并存而又互相作用的生物。人类演化过程中，人类的文明程度亦即人类远离动物界的程
度，取决于人性与兽性的比例，这一点也曾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人性与兽性的关系来加以阐述，当然，此处的人性当为光明一面的人
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人之由来展，我们了解了我们是谁，也获知我们从何而来。那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的未来何在？这是留给我们观众的一个严
肃问题！
人对自身起源的探索
人从哪里来？自古许多民族流传着自己的创世神话来解释；随着科学的兴起，许多科学家利用科学方法来探索这一问题。
神创论
也称作 特创论 ，认为人类由神创造，其代表包括 上帝造人说 和 女娲抟土造人说 等。此外，许多民族用 自然发生论 来解释人类
的起源，比如纳西族用东巴文写成的《创世经》认为 人类是从天孵抱的蛋里生出来的 。
东巴文 上帝创造女人
科学探索历程

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揭示了物种演化和发展的规律，解释了不同物种的起源。 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的由
来与性的选择》，证明人类起源于动物，用 自然选择 理论来解释从动物到人的全过程。自此，对 人类由来 的科学探索历程开始。科
学探索历程经历了 古典期 、 古人类化石期 和 分子生物学或分子人类学 研究的新时期。
物种起源 人类的由来与性的选择 青年时期的达尔文
进化论者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理论，在 年 月 日与牛津大主教进行了一场论战，宣布他不以无尾猴为其祖先而羞耻。
古典期 ，即达尔文及其战友与宗教特创论的激辩时期。 古人类化石期 ，为以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期。 分子生

物学或分子人类学 以研究遗传因子基因来探究 人之由来 。
人类化石与石器现在仍然是人类起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分子人类学从生物遗传物质来探索人与猿的血缘关系，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过程。生物遗传物质主要是核酸，生物体的遗传特性主要
由它决定，其中遗传信息的携带者为脱氧核糖核酸（ ），它大部分存在于细胞核里一种叫 染色体 的丝状体内，小部分存在于 线
粒体 等细胞器内。
作为个体的人之由来
世界上再没有比 人 更奇妙的生物了。他不仅能认识错综复杂的客观世界，还会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心感受，只有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己的潜能。他既从属于自然界，又总是力图去驾驭自然界。不论是男人和女人，还是老人和婴儿，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要谈人从哪
里来，首先就要探索人本身，也就是作为 个体 的人之由来。
人是灵长动物
灵长类动物特征包括指（趾）端有扁甲、大指能触及其他四指、上下颌各有两对门齿、有立体视觉等，人具有这些特点，属灵长类动
物。灵长类包括猴类和猿类，灵长类动物具有共同的祖先。
人的手 大猿的手 猫爪
人与大猿指（趾）端为扁平的 甲 ，而不是尖利的 爪 。
人与猿的门齿相同
灵长类动物双眼观察同一目标，大脑处理接收到双眼影像，产生包括深度、体积和距离的立体视觉。
梅花鹿两眼朝向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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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猴两眼同朝向前方
左眼 右眼
远处景物 近处景物
人与哪种猿关系最近？
与人类关系越近，表明与人类分化时间越晚。科学家曾认为人与黑猿和大猿的关系较近。现通过基因测序发现，人类与黑猿的 蓝
图 相似度竟达 ，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
人类与不同猿类的 差异
现代人 大猿
现代人 褐猿
现代人 黑猿
从古猿到人的转变
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两种质态，即纯生物学联合的古猿群向人类社会的漫长转化。
古猿如何转变成人
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大约在距今 ～ 万年前，地壳活动频繁、环境巨变、森林慢慢稀疏、林中空地不
断扩大、这使树栖的古猿开始向地栖生活转化。下地的古猿为了取食、御敌，从开始使用天然工具、渐渐的开始制作工具，实现了双手
和双脚的独立进化，在协作中促成语言产生和大脑发展，人类社会逐渐形成。
作为特殊动物的人之由来
作为特殊动物的人是生物进化规律特异性的产物。特异性就在于遗传与适应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人类祖先特殊的适应方式，即利用工具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对自然界有着积极的反作用，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
人所特有的体质形态
习惯性的直立姿势和双脚直立行走的能力
适应双手操作工具，直立行走形成。且由于直立，引起人体许多部分，如头骨、脊柱、上下肢和骨盆等形态特征和机能的相应变化。
黑猿的手 人的手 大猿的脚 人的脚
由于直立行走，人类手和脚功能分化。脚不再用于抓握，而是奔跑。
猿 人 猿 人
适应直立行走，人类骨骼和肌肉的结构与形态发生变化。
吻部短缩
人类的牙齿较小，吻部短缩。有的科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工具的使用，使人类在取食和御敌时，较少依赖于前列牙齿所致。
齿列
由于工具的使用，致使犬齿功能消退，引起一系列技能和形态的变化。
大的脑量
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人的智力随着改造自然本领的增强而提高，智力和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 大脑也逐渐增大。
人与猿的本质区别

人类社会与猿群的本质区别
人类社会
主要讨论原始社会
本质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类具有自觉能动性，有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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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新旧社会的更替。
与自然界的关系：
能支配自然界，利用工具进行劳动生产，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猿群
（作为自然界的一般成员）
本质特性是动物的生物性，猿类不具有自觉能动性，缺乏自我意识。
中属于生物演化的基本规律 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促使物种变化，推动生物界的进化。
与自然界的关系 ：
仅仅利用自然界，通过躯本本身的变化适应环境条件。
制造工具是人的专有活动
与动物通过自身躯体的变化、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以求生存不同，人类能制造工具以延长自己的肢体、创造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新的生
存手段，以获取更大发展。与动物利用本身器官对 工具 加工 不同，人类利用 中介体 制作工具，而且针对不同原料和不同用途，
制作方法和器形多样；另外， 符号 语言和文字这一特殊工具为后期人类所特有。
黑猿利用树枝钓白蚁吃 人制作工具
根据原材料和拟加工工具不同，人类采用不同技术。打制和磨制（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是两种不同的制作工艺。打制技术可分为直接打
击、间接打击和压制剥片三种，直接打击又可分为锤击、碰砧和砸击三种方法。
人是特殊的动物
人并非一般的动物，他具有高度的自觉能动性，是最社会化的动物。他能从事社会性生产劳动，为自己创造自然界本不存在的新的生存
条件。
人类的远祖推测
我们的远祖大概有如下特点：他们有时四足行走，有时半直立，偶尔也能直立起来，用上肢灵活的操作其他物体。他们的食性为杂食，
有食物共享的习惯，有稳定的群体，能不时地使用工具来取食和防身。我们的远祖可以说是 使用工具的猿 。
现代人之由来
从最原始的人演化为现代类型的人，大致经历了地（栖）猿群、南猿（南方古猿）群、能人群、直立人群、化石智人群五个阶段。
地猿群 南猿群 能人群 直立人群 化石智人群
地猿群
地猿群生存于距今 ～ 万年间，只在非洲发现，其体质特征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但下肢还明显保留了适应攀援的特征、是人
类最早阶段的代表。
萨赫尔人乍得种生存于距今约 万年前，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科成员。
地猿始祖种最早发现于 年，现已发现至少 个个体的化石，其中包括一幅女性残破骨架，昵称为 阿迪（ ） 。
阿迪 的生存年代约为距今 万年前，其大脚趾朝外叉，显示出与其它四趾对握的形态，表明其脚部仍具有抓握的功能。阿迪行为

方式可能与现代的黑猩猩类似。
乍得萨赫尔人头骨 地猿始祖种头骨
南猿群
生活在距今约 ～ 万年间，发现于非洲。群内种类繁多，体质结构以适应直立行走为特点，但行走时身体前倾，早期代表下肢还
保留有攀援的功能。南猿群与地猿群构成了 人类近祖 ，即 前人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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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猿群内的谱系关系
南猿群是一个复杂群体，种类繁多，基本上可分为粗壮型和纤细型两大类。这些种类之间、以及与后期代表的谱系关系存在种种推测，
下面是较普遍被接受的一种模式。
扁脸肯尼亚人 卢道夫人
萨赫尔人 地猿始祖种
吐根奥罗宁人 南猿湖畔种 南猿阿法种 南猿非洲种 埃塞俄比亚南猿 鲍氏傍人 南猿羚羊河种
惊奇南猿 能人 匠人

南猿的体质形态
南猿已能直立行走，身体结构因适应直立行走发生一系列变化，在行走时身体稍向前倾，大踏步时的步态也不那么稳当，上、下肢骨仍
保留攀援的特点。南猿群代表习惯性的使用天然物体作为御敌和取食手段，不排除个别类群具有制作原始工具的能力。
南猿手骨化石
据研究，手骨结构已具备使用和初步制作工具的能力。
大猿 南猿 现代人
露西（上），黑猿（中）及现代人（下）骨盆
南猿骨骼形态特点接近于人远大于猿
南猿的生活方式
南猿过着原始采集和狩猎的集群生活，生活相当艰辛。他们形成不大的群体在一起生活，内部婚姻关系可能已有初步的限制，也可能已
出现简单的语言。
被豹子袭击的南猿
第一个家庭遗址
在阿法地区发现一处古人类遗址，埋葬的骨骼化石属于 个阿法南猿个体，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被称为第一家庭。
能人群
生活在距今 万年前，为人属早期代表，以制作和使用工具而进入 真人类 阶段，主要代表为能人和卢道夫人（原 号人）。
能人群的文化
能人已能制作工具。他们之所以称为 能人 ，即表示他们是有熟练技能的人。能人可能为最早的工具制作者，为 奥尔杜威石器 的主
人。
能人群的体质形态
能人身体某些部位，如颌骨和臼齿结构，比较接近于下一阶段的直立人，脑量较大，可达 立方厘米；但某些身体部位，如肢骨和前
部牙齿也保留有较多原始性状，以至于有些学者将其归入纤细南猿之列。
生活于距今 万年前的 号人 ，最初被认为是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后来，因其进步的体质形态，进一步被命名为卢道夫人。卢
道夫人拥有较大的脑量（达到 立方厘米），且在脑颅内膜上控制语言的部位已有隆凸现象。据此，有专家推论他可能已有原始的语
言。可能是由卢道夫人而不是能人演化为以后的匠人。

号人头骨由数以百计的碎片拼凑而成，后来被命名为卢道夫人。
卢道夫人脑容量大
能人脑容量小
卢道夫人复原像
能人头骨 卢道夫人头骨 能人足骨 能人头骨 卢道夫人下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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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人群
直立人主要生活在距今 ～ 万年前，为 人属中期代表 ，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已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在狩猎大型动物时可能
已有协作。直立人以分布区分为三个地方型，在非洲称为匠人 ，亚洲为直立人 ，欧洲为海德堡人

。
走出非洲
直立人最早于 年在印尼中爪哇岛发现，现在旧大陆已有广泛发现。能人可能是直立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在距今约 万年前走出
非洲，扩散到世界。
直立人群重要化石地点
德玛尼斯 西布兰诺
纳里奥托姆 奥杜威峡谷 斯瓦特克朗
达卡 库彼 福勒 莱托里 桑吉兰 垂尼尔 昂栋
周口店 和县 蓝田 元谋 莫佐托克
直立人的体质形态
脑量急剧增大是本阶段人类的最大体质特点。直立人直立姿势已经很完善，其下肢骨的结构与现代人十分相似，但仍保留有许多原始特
点。
直立人 匠人 海德堡人
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很多直立人化石，且时间从距今 多万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 万年前。
桑吉兰 垂尼尔 昂栋人 莫佐托克猿人
爪哇 弗罗雷斯 梁布 弗罗雷斯人

直立人的文化
制作工具
直立人制作工具的技术有很大发展，他们对不同原料施以不同加工方法。工具类型有了明显分化，地区性差别出现。
用火
直立人已实现人类对火的征服。用火使得某些自然力可以为人类服务；熟食增加了食物的可食部分和营养，因而大大增强了人的体力，
促使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这对于解放人类的意义无法估量。
生活状况
直立人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已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在狩猎大型动物时各组群间可能已有协作。
中国的化石智人
与直立人阶段相比，化石智人在我国有更为广泛的分布，早期代表包括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郧西人等。
后期代表包括河套人、山顶洞人、资阳人、丁村人、丽江人、柳江人、许昌人等。在后期人类化石上已反映出南北分型的趋势。
山顶洞发现基本完整头骨 件，并发现有丰富的装饰品。山顶洞人人骨周围撒有赤铁矿粉，已存在埋葬习俗。
山顶洞人 号头骨
山顶洞人 号头骨
山顶洞人 号头骨
山顶洞人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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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洞人发现于 年，生存年代为距今 ～ 万年前。发现的全部化石属同一个体。
柳江人头骨 柳江人部分体骨马坝人头骨
化石智人
化石智人出现在 万多年前，距今 ～ 万年是其鼎盛期，为人属后期代表，可分为 尼安德特（古）人 和 克罗马农（新）人 两个
阶段。这一阶段人类已达到现代人类型，为了与现代人相区别，称之为 化石智人 。化石智人处在氏族形成和确立的阶段，实现了由族
内婚向族外婚的转变。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制作了大量的复合工具。
克罗马农人

最早在 年发现于法国多尔道尼洲克罗马农村的一个岩厦遗址，是化石智人晚期成员。他们生存于距今约 万年前，是旧石器晚期
文化的创造者，已出现辉煌的原始艺术。克罗马农人足迹遍布于五大洲，因适应不同环境条件，人种明显分化。
左下角箭头所指，就是克罗马农人出土地点
克罗马农人用驯鹿角做的投矛器
克罗马农人的雕刻艺术
昂栋人头骨
麒麟山人头骨残片
克罗马农人头骨
从这个骨片可以看到成排的小洞，还有一个缺口。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古代的日历，记录着日、月以及季节的变迁。
克罗马农人复原像
化石智人的文化
化石智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磨制和钻孔技术；打制技术高度发达，器型精致、大量复合工具出现，石器文化呈现多样化；化石
智人已能构筑简单住房以避风雨、缝制衣服御寒护身。
符号 语言与文字 这一工具也有很大发展。人们已能有意识埋葬死者，原始宗教出现；大量的壁画、泥塑、雕刻品和装饰品被创

造。这说明社会生活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野牛塑像：发现于图 特 奥德伯特洞穴
岩画：发现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
发现于乌克兰 遗址的史前居住遗址及复原图。此遗址有五处 房子 ，房子用猛犸象的骨头建成，已有 年历史。
两种可能的演化谱系
人们根据化石材料和古生物地层推测，人类从灵长类谱系上分离出来的时间大概在 ～ 万年前的中新世。而现代分子生物学
的研究表明，人类从古猿群中分化出的时间只在距今约 ～ 万年前。现多数学者接受后一概念。
两种可能的演化谱系
埃及猿 年 埃及猿
原康修尔猿（非洲种） 万年 原康修尔猿（非洲种）
原上新猿 （大型种）（尼撒种） 万年 原康修尔猿（大型种 尼撒种）
西瓦猿 拉玛猿 万年 早期西瓦猿
南猿 万年 后期西瓦猿
化石褐猿 南猿
长臂猿 褐猿 大猿 黑猿 人 长臂猿 褐猿 大猿 黑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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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猿群的分布
地猿群分布图：乍得萨赫尔人 地猿始祖种 奥罗宁人吐跟种
人类的远祖
人类的远祖包括人与类人猿共同祖先在内的、并往前追溯到古猿猴代表的人形超科的古老成员。
古猿化石分布广泛、数量大，占据了中新世（距今 ～ 万年）大部分时间，大致可分为非洲类型、欧洲类型和亚洲类型。
科学家曾认为埃及猿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后来发现的尾骨和肢骨表明，它只是一只 带着猿牙的猴子 。
埃及猿复原图 埃及猿化石
原康修尔猿可能是非洲现代黑猿和大猿的祖先。
原康修尔猿复原图 原康修尓猿化石
西瓦古猿可能是现代褐猿的祖先。
西瓦古猿复原图 西瓦古猿头骨 现代褐猿头骨
腊玛古猿曾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现一般认为是西瓦古猿的雌性个体。
腊玛古猿下颌骨（发现于云南省禄丰盆地）
中国的古猿
在我国，低等和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均有较多发现，比较著名的古猿化石包括巨猿和云南古猿等。
在云南开远小龙潭、元谋、保山、昭通等地均发现有古猿化石，这些古猿化石在形态上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通属于西瓦古猿属云南
种。他们可能与褐猿有较密切亲缘关系。
禄丰古猿 雌性下颌骨 雌性头骨雄性下颌骨 雄性头骨
元谋古猿（幼体）元谋古猿出土地点 昭通古猿头骨出土状
巨猿洞 年发现于广西柳城楞寨山山腰

巨猿下颌骨化石 巨猿下颌骨化石

美国著名的灵长类学专家温德勒教授与巨猿复原头骨与头像

巨猿的生存时代为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在广西、湖北、四川等地都有发现。化石材料仅限于牙齿和下颌，没有找到体骨，不能确定是
否能直立行走。巨猿曾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现已被否定。
北京人

北京人发现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北京人及其文化遗存的发现，致使直立人阶段最终确立。科学上最初对直立人的全面认识主要来自于
对北京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的详尽研究。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是人类起源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北京人遗址自 年开始系统发掘，截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共发掘出属于四十多个个体的北京人骨骼化石，其中包括五枚较完
整的头盖骨。可惜的是，二战期间，化石在日本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
元谋人

年发现两枚原始人牙齿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其生存年代为距今 万年前。元谋人牙齿齿冠舌面具铲形结构，表明元谋人
是黄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祖先的最早代表。这一特征又源于非洲的南猿和能人，为人类走出非洲提供了佐证。到目前为止，元谋人确
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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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人牙齿化石
匠人（ ）、纤细南猿（ ）中门齿的舌面形态与元谋人颇为相似

左上中门齿唇面形态与元谋人（上）很相似
元谋人胫骨化石：

年 月，北京自然博物馆野外考察队在元谋人牙齿化石产地以南 米，发现了一段元谋人女性胫骨化石。次年对该地点进行
大规模发掘，获得了文化遗存及大量的动物化石。据最新的古地磁年代测定结果，该胫骨化石年代为距今 ～ 万年前。该胫骨化
石具有许多接近非洲能人的原始特点。
元谋人胫骨化石发现地点
元谋人胫骨化石出土层位
元谋人胫骨 元谋人牙齿 元谋人遗址动物化石堆积
人也算是一种猿
与猴不同，猿没有外尾，肩胛骨位于背侧，下臼齿上沟纹呈 字形。人具有猿的特点，也算是一种猿。现代猿类包括长臂猿、褐猿
（猩猩）、黑猿（黑猩猩）和大猿（大猩猩），其中长臂猿为小型猿，后三种为大型猿。大型猿由于与人相似又被称为 类人猿 ，有的
分类学者已把大型猿归入人科之列。

字形沟纹
猿类
长臂猿 ：最小的一种猿，纯树栖，分布于东南亚一带；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和海南岛有少量分布。
褐猿 ：主要在树上活动，毛色发红，地史上有段时期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南地区，现仅分布在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地
区。
大猿 ：身体最大的一种猿，由于身躯过重，主要在地面活动，分布在非洲赤道地区。
黑猿 ：毛色发黑，多树上生活，生性活泼，面部富于表情，智力较高，分布于赤道地区。
现代人种的起源
化石智人迁徙到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环境，经过漫长时期的演化，逐渐发展为现今黄、白、黑和棕肤色的四大人种。
尽管不同种族在外表如肤色、发型及人体内部的某些生理特征存在差异，所有人种在生物学上均属同一物种 智人种 。
白色人种 黄色人种 黄色人种 棕色人种
发型
黄种人直发，发丝横截面呈圆形；白种人波状发，发丝横截面呈椭圆形。
眼色、蒙古褶皱
白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的内眼角处有不同的结构。黄色人种具有蒙古褶皱，白色人种没有。
鼻型
黑种人鼻梁低，白种人鼻梁高。
唇形
黑种人嘴唇厚，白种人嘴唇薄。
遗传与性别决定
基因
在人的生殖细胞里存在能将亲代许多特征传递给后代的遗传因子 基因，它主要由脱氧核糖核酸（ ）和蛋白质组成。不同的基
因决定了不同的遗传性状。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基因是染色体上具有遗传效应的 片段。
基因（外显子 内含子 外显子） 核小体 染色体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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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决定了发型与发色的遗传性状。白色人种多为波状发，黄色人种多为直发。
白色人种（左图）和黄色人种（右图）的内眼角处有不同的结构。后者具有蒙古褶皱，这一结构早期形成于多风沙地区，以保护泪囊，
而前者没有。
世界上的人同属一个物种
生活于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尽管其肤色、毛型和发色等不同，却可以婚配、产生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属于同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一
样，人也有自己的种属名。人的拉丁名为： 。
直立人的演化
直立人演化涉及到现代人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现代人起源多中心论和单中心论，或 多地区起源说 和 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 。
多中心论：
认为世界各地区的现代人都是独立起源的。该理论认为有四个或五个演化中心，基本上是独立演化，但不排除有基因交流。
直立人 各大洲智人
单中心论（非洲起源说）
单中心论（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该理论认为现代人种是在某一特定地区发展起来的，近年来这一地区被认为是非洲。
匠人 ，直立人 ，海德堡人 ，尼安德特人 ，各大洲智人
随着现代生物学和分子人类学的发展， 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 获得了新的论证，其中 年卡恩等人通过分析各大洲共 名妇女胎
盘中的线粒体 ，推定现代人的祖先为生活在 万年非洲的一名妇女，这就是 夏娃假说 。夏娃假说是现代人起源的单中心论的
最新版本。
现代人走出非洲迁徙扩散示意图 （单位：万年）
卡恩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
非洲 亚洲 澳大利亚 新几内亚 欧洲 女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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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 遗失化石清单
丢失的化石分别装在两个白木箱中，一个长 英寸、高 英寸、宽 英寸；别一个长 、高 英寸、宽 英寸；大箱标有

字样，小箱标有 字样。
一只白木箱子里，其藏有 盒标本：
第一大盒

 北京人的牙齿（分装 小盒）
 北京人的牙齿（分装 小盒）
 北京人的残破股骨 件
 北京人残破上肱骨 件
 北京人的上颌骨 件
 北京人的上颌骨 件（发现于山顶洞部）
 北京人的上锁骨 件
 北京人的上腕骨 件
 北京人的上鼻骨 件
 北京人的上颚骨 件
 北京人的第一颈椎骨（是否属于人的很可疑 贾兰坡注）
 北京人的头骨碎片 件
 北京人的头骨碎片 盒 （属于 地 的头骨 及 ）
 是趾骨两盒（是否属于人的很可以 贾兰坡注）
 猩猩牙齿化石 小盒
 北京人的残下颌骨 件（其中有一件最完整的尚未研究 贾兰坡注）

第二盒
 北京人头盖骨 （ ）

第三盒
 北京人头盖骨

第四盒
 北京人头盖骨 （ ）

第五盒
 北京人头盖骨 年从 地 发现

第六盒
 山顶洞人女性头骨

第七盒
 山顶洞人女性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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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个白木箱子装有下列标本
 北京人头骨，从 地 发现
 山顶洞人头骨（男性老人）
 硕猕猴头骨化石 件（其中一件最完整，尚未研究 贾兰坡注）
 硕猕猴下颔骨化石 件
 硕猕猴残上颔骨化石 件
 硕猕猴头骨化石残片 小盒
 山顶洞人下颌骨 件
 山顶洞人脊椎骨 大盒
 山顶洞人盆骨 件
 山顶洞人肩胛骨 件
 山顶洞人膝盖骨 件
 山顶洞人头骨残片 件
 山顶洞人跗骨 件
 山顶洞人骶骨 件
 山顶洞人牙齿 玻璃管
 山顶洞人下颌骨残块 件

前 言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距市中心约 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北纬 ，是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体现古人
类文化和地质文化的重要园区 ，面积 平方公里
周口店遗址发现于 年， 年试掘， 年正式发掘 先后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 处 ，其中第 地点 猿
人洞 共发现属于 多个个体的 余件古人类化石， 余万件石制品 ，上百种动物化石 大量的用火遗迹
周口店遗址涵盖了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个古人类阶段 构成一个连续的古人类演化序列，堪称人类化石的宝库，在古人类遗
址中绝无仅有，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是展现生物进化和人类演化的经典地区 ，在古人类学 、旧石器时代考吉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
生物学研究方面均享有重要地位 。
结束语
周口店遗址是“北京人”及其后代的摇篮，也是亚洲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北京人”化石的发现
为科学地认识直立人演化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诸多科研领域仍有待探寻，“北京人”是我们的祖先吗？“北京人”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北京人”
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有什么关系？对于“北京人”的深入研究，将为揭示人类进化的真相起到关键作用。人类寻找“自我”的永恒动力
和周口店遗址蕴藏的宝藏，将不断续写“北京人”的奇迹。
发现
周口店遗址是人类的了解自身进化历史、追寻远古文化足迹的一个重要窗口，自 年发现以来，曾有数十位中外科学家在周口店遗
址进行长期的发掘、研究工作。最先打开周口店遗址大门的是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是他唤醒了这里深理地下，沉睡了数十
万年的人类历史。
周口店遗址的发现

年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前往周口店鸡骨山考察。
安徒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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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周口店遗址的发现者。 年，安特生首次 往北京西南郊周口店附近考察， 年在龙骨山发现
肿骨鹿、犀牛、鬣狗、熊等动物化石和具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石片。安特生意识到周口店可能有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存，断言 “我有一种预
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 在这里。“ 年，安特生向全世界宣布了周口店的伟大发现。
师丹斯基 （ ）
奥地利人，古生物学家。 年，作为安特生的助手， 在周口点遗址进行试察。 年，他在采集的众多化石 本中发现了属于
人类的牙齿化石，为 定“北京人“的存在 了有力 ，从而为周口店遗址大 的发 定了 。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园签署协议，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十年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和研究工
作。此次发掘是周口店发掘史上特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奠定了周口店遗址在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址学以及古生物学
等领域的重要地位。
裴文中（ ）
河北省丰南人，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及四级哺乳动物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
系； 年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 年在主特周口店遗址发掘期间发现“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其后发现石制品及用火遗迹。

卞美年（ ）
天津人，地质学家。 年燕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同年进新生代研究室参加周口店发掘。 年与贾兰坡共同主特周口店发
掘，是周口店 、 地点的发现者之一，主特了第 地点的发掘工作。

贾兰坡
河北省玉田人，旧石器考古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年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做练习生并被派往周口店负责事务
工作，协助裴文中进行发掘。 年 月，在其主特下发现三颗“北京人”头盖骨。

魏敦瑞（ ）
德国人，解剖学家、体质人类学家。 年开始被替步达生的工作，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成为“北京人”化石的主要研
究者。 年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中国猿人头骨》、《中国猿人下颔骨》等专著。

德日进（ ）
法国人生，神父，古生物学家、哲学家。 年参加周口店遗址文化遗存研究，是最早系统记述第 地点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学者
之一。发表《周口店第 地点哺乳动物化石》、《中国早期人类》等多部研究周口店遗址的专著。

年，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来华访问，肯定了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的石制品的人工属性，从而确定了“北京人”在人类历史上占
有的重要地位。同年，猿人洞的用火遗迹也得到确认。（自左至右：裴文中，翁文灏，步日耶）

第 地点发掘现场， 年贾兰坡摄。

年 号 日，在第 地点发现一颗完整的头盖骨。左上方第一人为王存义，右下方发掘者为贾兰坡。

年 月 日，在第 地点进行该年度的最后一天发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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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对周口店遗址出土的古人类体质特征，生产、生活情况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同时在第四纪地层划分、时代对比、动物群演
化和环境变迁等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 地点
第 地点俗称猿人洞，是距今 万年前“北京人”曾经生活的洞穴。“北京人”在这里段段续续生活了 多万年，留下大量的遗物、遗
迹和遗骸，为研究人类演化史以及“北京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及环境变化提供了珍贵而生动的实物资料。
自 年从来，共发现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个，头骨残片 件，下颔骨 件，牙齿 颗，锁骨 键，上臂骨
件，腕骨 件，残破股骨 件，残破胫骨 件。他们代表 余个男女老幼个体，分布在洞内的第 层堆积物中。“北京人”在生物分
类上属“直立人”，学名为 。
“北京人”的体质特征
“北京人”的头骨壁（ ）较厚，前额低平，有突出的眉脊和粗壮的枕脊，头顶正中有一条从前向后延伸的失状脊。下颔骨粗大，多颏
孔，缺乏颏突。牙齿粗壮。
“北京人”的脑量约为 毫升，成年人平均为 毫升，较现代人的平均值（约为 毫升）小，但远比猿类的（最大的猿脑
量只有 毫升）大。
“北京人” 脑壳较扁，像基部比较大的馒头形，最宽处在外耳门附近；现代人的脑颅则变得近球形。
脑膜中动脉分支（右侧面）的比较
大猩猩
“北京人”
现代人
“北京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
“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圆满解决了 世纪爪哇猿人发现以来因扰科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直立人意是猿人还是人的争论，确立了直立人这
一演化阶段，是认识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的一个突破性贡献，将当时的人类历史由天大约 万年延长到 万年。植物
第一展厅
展厅介绍
植物连连看
重点展项
“北京人”第 号头盖骨
这是 年 月 号裴文中在周口店第 地点主特发掘出土的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 年原件失踪。此件模型是根据当时原件
复原而成，为本馆二级标本。头盖骨属于一个八、九岁的儿童，

“北京人”第 号头盖骨
这件头盖骨由四部分组成，其中包括 年发现的左侧颞骨及其相连部， 年认出的右侧颞骨破片， 年发现完整的额骨以及
右半枕骨和部分顶骨。其中 及 年出土的部分原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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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科技展项
北京人 与现代人对比

“北京人”与现代人对比是一体感互动的方式向参与者展示“北京人”与现代人的区别，体感互动是依赖视频动作捕获技术，令人的身体动
作能即时反映到互动系统中，通过感
猿人洞（第 地点）洞穴发育

大约在 万年前，由于地下水的溶蚀，洞穴开始形成。（ ）大约 万年前 龙骨山 东端被周口河切割而出现一个小洞口，此洞
口逐渐变大。（ ）大约在 万年前，“北京人”入住该洞穴。（ ）洞穴的东入口和东部是“北京人”的主要生活区，直到 万年前左右
洞顶完全坍塌，才向洞穴的西部移动。（ ）大约在 万年前，“北京人”离开猿人洞，这时的洞穴已被各种堆积物填满。
北京人用火
用火是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对人类的体质进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猿人洞里共
发现 层较厚的灰烬层（第 、 、 、 层），最厚的可达 米多。有的地方灰烬成堆分布，表明“北京人”已经具备管理火和保存火
的能力。
“北京人”采集的朴树籽
采集是“北京人”重要的经济活动，野生植物的果实、嫩叶、块根及鸟类的卵等都是他们的采集对象。
锤击法
碰砧法
砸击法

在周口店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石核、石片和石料，总数近 万件。“北京人”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砍砸
器、尖状器、雕刻器和锥等。制造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砂岩、燧石等，大多采自附近的河床和山坡。
“北京人”已经能使用不同的技术制造多种类型的石器。砸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是最常用的三种技法。“北京人”文化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二是存在大量以向背面加工为主的小工具。
化石失踪
保护
周口店遗址在发掘和深入研究中，取得了丰项的研究成果，在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北京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的丢失，仍
然是古人类学界的一大憾事。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周口店遗址，在加大遗址保护力度的同时，从未中断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进
程，始终到力于将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传承于世。
“北京人”话是运输路线图
北京 ——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出发——秦皇岛 ——专列沿“京山铁路”运至秦皇岛——纽约 ——经哈里逊
总统号运往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经过几代中外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从周口店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北京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做出了重大贡
献，但十分不幸的是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侵华的战乱中，保存在美国人手里的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不幸丢失，至今成为世
界奇案。
化石寻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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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以后，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工作， 年贾兰坡和 位专家联名向社会各界呼吁，掀起
了“世纪末的寻找”。 年，房山区人民政府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
周口店遗址保护工作
周口店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一直倍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保护周口店遗址，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签署共建周口店遗址协议，为今后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第四展厅
展厅介绍
第四展厅介绍的是周口店遗址其他化石地点：
第 地点，位于第 地点南面约 公里，是一处东西纵长的裂隙或洞穴堆积，高出当地河床约 米。 ～ 年发掘。该地点发
现了一些石制品和丰富的用火遗迹——灰烬和少量烧骨，是周口店地区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化石多半产自薄层的红色砂质土中，石化
程度深，化石数量大，保存好，有肿骨大角鹿、更新獐、剑齿虎、大丁氏田鼠、三门马和双角犀等 种哺乳动物。地质年代大致为中
更新世早期。
第 地点，位于第 地点南约 公里处，原先是个南北向的袋状石灰岩洞穴，高出现代河床 米。大概是河水上涨时鱼类游进洞
里，当干旱、水源断了时，鱼类便成群死亡。在 年， 年和 年对这个地点的发掘中，共出土鱼化石 多条，发现较
完整的鱼化石 余条，均为淡水鱼，包括席禔刺鱼八 、短头鱼八 、四川鱼八 、云南鱼八 ，这个地点的发现不仅对鱼类和古气候的研
究有价值，而且对研究北京西山的地质构造和地壳运动也有帮助。地质年代为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万年。
周口店遗址第 、 、 、 、 、 、 、 地点及顶盖堆积都有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发现，包括肿骨大角鹿、猞猁、直隶狼、三门马、
鬣狗、裴氏大灵猫、安氏貂、似埃楚斯堪熊等。时代从上新世到晚更新世（距今约 ～ 万年）。
展厅介绍
展厅概况
第二展厅主要介绍的是“北京人”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这里复原了“北京人”生活时期的场景，展示了距今 万年前周口店地区
的自然环境和“北京人”用火、打制石器、采集、狩猎等生产生活活动。“北京人”生存的自然环境，早期偏冷，喜冷的动物如肿骨大角
鹿、披毛犀和中国鬣狗等数量较多；中、晚期较湿暖，喜暖的动物如硕猕猴、水牛、无颈鬃豪猪、梅氏犀等占优势。发现河狸、水獭等
喜水栖动物，说明周口店一带出现过大面积水域；而安氏鸵鸟和巨富驼等动物化石的发现证明这里有过干早时期，出现过草原和荒漠。
场景的整体自然环境为远处崇山峻岭，森林茂密，水草丰富。植被包括紫荆属、朴属（榆科落叶乔木植物）、胡枝子属等（以及其他豆
科植物）。动物群包括肿骨鹿、硕猕猴、梅氏犀等，出没于山野间。

重点展项
朴树籽

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第 地点主特发掘出土，为本馆二级标本。共计 粒，单个标本真经在 毫米 毫米之间，总重量
克，中大部分被火烧过。原新鲜树籽的皮已不见硬壳和果肉被烧成白色，但仍然可以看出朴树籽为球形，经火的燃烧，多变成黑色，蓝
色或灰色。

砍掉角的肿骨大角鹿头骨
砍掉角的肿骨大角鹿头骨： 年贾兰坡在周口店第 地点主特发掘出土，为本馆二级标本。此标本为残破头骨带额骨，顶骨及大部
份枕骨角柄保存。残存少量右角，两个角柄之间的距离是 毫米，顶骨外的横向宽 毫米，残存标本最大长度 毫米，最大宽度

毫米，重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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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景导览图

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去市中心约 公里，自 年大规模发掘以来，共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
点 处，是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年代学、环境学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
周口店遗址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年被北京市政府授
予“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年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 级旅游
景区； 年、 年先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文化
遗产培训于研究中心授予“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称号； 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称号；是中国（房山）
世界地质公园八大园区之一。
周口店第一地点，原是一个天然石灰岩溶洞。从大约五六十万年前起，北京猿人在这理断断续续的生活了大约 万年，北京猿人的遗
骨、遗物、遗迹和洞顶塌落的石块、洞外流入的泥砂，在洞内一层又一层的填充起来，形成巨厚的堆积层（其范围东西长约 米，南
北宽从 米到 米不等，厚 余米，共分 层 。
这个遗址发现于 年， 年开始系统发掘， 年 “七七事变“后中断，解放后恢夏工作。几十年来，主要发掘了堆积的中段
（约 立方米），从中发现了近 件人类化石（代表 个猿人个体）、上万件石器、数层灰烬和近 种动物化石。这是迄今
世界上同时期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古人类遗址，在科学研究、在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地位。
发掘前，该洞穴洞顶早己坍塌，成为堆积物上部的大角砾和岩块。发掘时，除东部鸽子堂处因胶结坚硬，未被挖去外，其他地方均无保
存。
猿人洞（第 递点）
猿人洞，即周口店第 地点，原是一个天然石灰岩溶洞。从大约五六十万年前起，“北京人”在这里断断续续的生活了大约 万年，“北
京人”的遗骨、遗物、遗迹和洞顶塌落的石块、洞外流入的泥沙，在洞内一层又一层填充起来，形成巨厚的堆积层（其范围东西长约
米，南北宽从 米到 米不等，厚 余米，共分 层）。
该遗址发现于 年， 年开始系统发掘， 年“七七事变”后中断，解放唱后恢复工作。几十年来，主要发掘了堆积的中段
（约 立方米），从中发现了近 件人类化石（代表 个古人类个体）、上万件石器、数层灰烬和近 种动物化石。这是迄
今世界上同时期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古人雷遗址，在科学研究及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地位。
发掘前，该洞穴洞顶早已坍塌，成为堆积物上部的大角砾和岩块。发掘时，除东部鸽子堂处因胶结坚硬，未被挖去外，其它地方均无保
存。
“北京人”寿命统计图表
寿命 人数 百分比
可统计的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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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岁
岁
岁

展厅介绍
展厅概况
第一展厅主要介绍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历史，通过大量的珍贵的发掘历史图片展示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意义；介绍“‘北京人’的体质特
征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利用多媒体手段再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场景。互动项目有“北京人”头盖骨幻影成
像、“北京人”与现代人体质特征对比。

重点展项
北京人肢骨

、 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第 地点主特发掘出土， 年原件失踪，此模型是根据当时原件复原而成，为本馆二级标本。这件股
骨几乎保存了骨干的全部，上端股骨头及粗隆遗失，径的下缘仍然保留。标本石化程度很强。

李氏野猪头骨
此标本出土于周口店第 地点，为本馆一级标本。属于老年个体，整体形状扁平，颊齿基本保存，两个犬齿脱落，下齿左侧长 毫
米，右侧长 毫米。牙齿磨耗严重。

年，发掘第 地点（猿人洞）。最左边为师丹斯基，中间站立者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

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当地农民引导下，来到龙骨山进行试掘。 年，师丹斯基从龙骨山发掘出一枚似人
似猿的牙齿以及大批脊椎动物化石，并将材料运往瑞典乌普萨拉修理和研究。

年，在瑞典的实验室内，从来自周口店的材料中有修理出一枚人牙。当年十月份，安特生在欢迎瑞典皇太子古斯塔未六世·阿尔道
未的访华会上宣布了这项重要发现，立该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既使在亚洲大陆上也没有发现如此古老的人类化
石。

年 月 日，寻找工作队到河北白洋淀寻找“北京人”化石
年 月 日，寻找工作队到天津寻找“北京人”化石线索。

目前，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已经收集了上百条线索，在寻找过程中始终坚特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希望
社会各界为寻找“北京人”化石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让这批珍贵的“国宝”早日重归故里。
石器墙
石器墙：在展柜中单独展出的是石砧、实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等石器。石砧和石锤是用来制造石器的。砸击石
锤为卵圆形砾石，一面或两面有散漫的坑疤。锤击石锤大多是条形砾石。砍砸器是“北京人”常用的一种工具，属于大型工具，大多用砂
岩和砾石制作。加工方法比价简单，一面打击的数量较多，和刃缘相的一边常保留一部分砾石面以使于手握。主要用于砍伐。刮削器是
北京人使用最普遍的一种石器，数量最多，形体较小，大部分是将石片的边缘加以修整而成，少数刮削器侧面有修理过的把手，主要用
来刮削木 、剖兽皮，用途比较广泛。尖状器是“北京人”制用的一种比较精致的石器，大多由石片制作，器形较小，长度为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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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形体较大，长度超过 厘米。尖状器有正尖、角尖和复尖三种。主要用于割剥兽皮。雕刻器的形体较小，多用断片制成，可分为
笛端 型雕刻器、平刃雕刻器和角雕器。石锥器形较小，这类工具的修理都较精致，有长尖和短尖两种。
“北京人”的猎物，被砍掉角的肿骨大角鹿头骨
狩猎是“北京人”食物的另一重要来源。他们不仅捕捉小动物，如：昆虫、蛙、蛇和鸟等，也能捕捉大型动物如：鹿、野马、野猪、水牛
等。
“北京人”狩猎归来场景
灰烬
“北京人”用火的证据

年“北京人”下颌骨发现处
灰烬层

年“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化石发现处
烧骨、烧石、灰烬
烧骨、烧石、灰烬：烧骨、烧石及灰烬都是“北京人”用火的证据，这些标本出土于周口店第 地点，均为本官二级标本。烧骨骨体表面
布满细小裂纹，颜色很丰富，由蓝绿色、黄色及黑色组成，由于燃烧。骨头上有炸纹，不同颜色的烧骨主要反映出燃烧的程度不同，颜
色深的燃烧程度也较深。 烧片均属于被烧卵石，表面烧后出现龟裂纹。灰烬呈灰黑色钙质，堆积致密胶结成块状，里面含有破碎的砾石
斑块及多种动物化石，灰烬在第 地点的发现，可以证明人类在这里用火生活时间很长。
科学家纪念园
科学家纪念园是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尹赞勋、周明镇、吴汝康等几位科学家长眼的地方。他们不仅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上
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也为遗址博物馆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科学家们在此挥洒过青春与汗水，如今更与这里的青山碧水永
远融为一体。参观他们的陵园，不仅是对故人的纪念，更是对后人的鞭策。
日本人给制的关于 北京人 化石失踪的路线图

年 月 日 “北京人”头盖骨寻找工作队正式宣布成立。
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顾问，从左到右：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接受、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贾
兰坡长子贾彧彰。

年 月 日，寻找工作队来访“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装箱的最后见证人胡承志先生。
年 月 日，寻找工作队采访天津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黄为龙。
年发现的海德堡人下颌骨（模型

迄今为止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发现于德国海德堡，飓金 万到 万年。
中国鬣狗完整骨架
此标本出土于周口店第 地点，为本馆一级标本。体长 毫米 高 毫米。头骨较大，吻部宽，脑颅窄而深，属于成年个体。额骨
和鼻骨向外凸出，上下门齿、犬齿均较大，非常尖锐，咬合力强。鬣狗属穴居、食腐肉类动物，一般以群体出现，现非洲、欧洲均有其
现生种。鬣狗是很凶猛的野兽，它们的牙齿很粗大，咬死别的动物吃肉时把骨头也咬碎，连骨带肉一齐吞进肚内。肉被消化了，碎骨随
着大便排出体外。绝大多数动物和人的大便因为太软，有机质太多，一般成不了化石，但鬣狗的粪便中有许多碎骨块，只要条件合适便
容易成为化石保存下来。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堆积层第 层中，鬣狗粪层很厚，密度很大，许多粪蛋重叠在一起，说明鬣狗在洞内住了很
长的时间。在粪化石层中，从未发现过人类化石和较多的文化遗物。因此，在那段历史中， 北京人 和鬣狗曾轮流住在这个洞里。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生活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指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间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直立人。中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
一，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距今约 万年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
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指距今约 余万年 万年间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智人。在中国境内已发现金牛山人、
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许昌人、山顶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这一阶段，石器技术不断进步，石球更多地被
用于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标枪、鱼镖、弓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产生了
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前言
“古代中国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
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
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远古时期
约二百万年前至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直立人
直立人已能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具备了人的一些特征，但脑量较小，头部保留了较原始的特征。

元谋人上门齿（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原物 年云南元谋上那蚌出土

元谋人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这两枚牙齿为左右上内侧门齿，磨蚀程度较轻，可能属于同一个男青年个体。由此
可知，元谋人牙齿粗大，门齿呈铲形，齿冠切缘扩展，唇而较平坦，齿冠下部的底结节发达，这些特征具有从纤细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
过渡的特点。

蓝田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年 万年）
原物 年山西蓝田公王岭出土

郧县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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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 年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出土
李天元先生捐赠

古老的石器
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秦岭为界，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南方以大型块状毛坯或
砾石制成的石器为主，在不同地区还存在多样性的特点。

石锤、石砧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古人类制作石器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从石料上打下石片，第二步是利用石片或打下石片的石核做进一步的加工或修理。这里的
石锤和石砧就是用来加工石器的工具。石砧是垫在石料下面的石块，石锤是直接用来敲砸石器的工具。人们往往选择圆而厚的砾石作为
石砧，选择长圆的、便于手握的砾石作为石锤。

两端石片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刮削器、尖状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余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石锥（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时间出土

用火
用火是人类适应自然与改善生存环境的关键一步。北京人已学会使用自然火，并能保存火种。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和驱赶野
兽，促进了身体特别是大脑的发育，提高了适应和改变自然的能力。

采集与狩猎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有 多个个体，斑鹿化石有 多个个
体，说明肿骨鹿和斑鹿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北京人在夏末秋初时狩猎斑鹿，在秋末冬初时狩猎肿骨鹿。

北京人遗址

北京人人头骨（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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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万年）
原物根据 年、 年和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的北京人头骨碎片拼合而成。

北京人的科学定名是直立人北京种，周口店遗址的化石资料十分丰富，共代表了 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这个头盖骨属于一个青年男
子，脑量为 毫升。北京人的脑容量超过猿类，但依然保留有头骨低平，眉骨粗大等原始特征。北京人的肢骨较为进步，这反映出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身体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

北京人复原像
年王存义在吴汝康、吴新智指导下制作

锤击法 • 碰砧法 • 砸击法
打制石器制作方法示意图
旧石器时代人们制作石器主要采用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三种方法。锤击法是用石锤将石片顶端打下，碰砧法是用石料前端猛碰石
砧，将石片从石料前端碰下。砸击法是用石锤砸击放在石砧上的石块上端，将所需要石片砸下。

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时间出土

端刃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广西新州长蛇峪采集

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贵州黔西观音洞出土

刮削器、尖状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贵州黔西观音洞出土

山顶洞人生活场景
年锡长禧、刘士铭、刘小岑创作

山顶洞人大约生活在 万年前，除采集和狩猎外，山顶洞人已学会了人工取火，懂得用磨光和钻孔技术制作装饰品，用骨针缝制衣
物······。这组群塑表现了山顶洞人制作装饰品、缝制皮衣和烧烤兽肉等多个生活场景。

灰烬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北京人遗址发现了数层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的灰烬和其它用火的遗迹。灰烬成堆分布，灰烬中发现有烧过的木炭、石块、朴树籽、鹿角
和各种动物骨骼。估计当时的北京人是从天然火中获取火种，带回洞内生起篝火，不断填放燃料，使之不熄。从各层位发现的用火遗迹
来看，越到后来北京人保存火种的能力越强。在世界直立人的遗址中，北京人用火的证据最充分，遗迹最丰富。

烧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展览介绍
展览名称：古代中国
展期：基本陈列（常设）展厅：地下一层展厅

展品介绍
元谋人上门齿（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长 厘米，宽 厘米
长 厘米，宽 厘米
原物 年云南元谋上那蚌出土

这两枚牙齿为元谋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其磨蚀程度较轻，切缘刚刚露出齿质，可能是一男青年的个体。据此可知，元谋人的
牙齿粗壮硕大，齿冠切缘的扩展指数较高，超过目前已知早期人类所有的同位牙齿；门齿齿冠下部的底结节发达，指状突粗壮；门齿的
唇面较为平坦。元谋人上门齿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纤细型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齿冠面隆突不很明显，齿根侧面没有显著的浅沟等；与
北京人上门齿相比也有相近之处，如牙齿呈铲形，底结节发育，指状突明显，切缘较宽等，但还存在一些比北京人更加原始的特征，如
齿冠末端扩展，基部比较收缩等。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元谋人具有从纤细类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关于元谋人的年代曾经有过分歧。 年李普等人对元谋人化石层位做古地磁测试，结果为 ± 万年。 年刘东 生等从地质学
角度，认为元谋人不应超过 万年，可能为距今 万年或更晚一些。 年钱方等再次对元谋组做古地磁采样，测试结果为

— 万年。目前学术界一般仍将元谋人的年代定在距今约 万年，元谋人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

展览介绍
展览名称：古代中国
展期：基本陈列（常设）展厅：地下一层展厅

展品介绍
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 万年）长 厘米，宽 厘米，高 厘米
原物根据 年、 年和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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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头盖骨的原物是 年发掘北京猿人洞上部堆积时发现的一块枕骨，该枕骨恰好可与 年和 年在这个地点附近发现的两
块颅骨碎片模型相拼合，复原出一个完好的头盖骨。这是现在仅存的北京直立人头盖骨，为一青年男子，脑量为 毫升。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开始于 年。 年 月 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发现轰动了整个世
界。自 年至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 个、面骨 件、颅骨碎片 块、下颌骨 块、牙齿
枚，股骨残段 段、肱骨残段 段、锁骨 根、月骨 件。这些化石资料共代表了 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但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丢
失。 年 月贾兰坡等主持了中断长达 年之久的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还多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陆续有一些新的发现。

据从化石上得到的信息，可知道北京人的一些体质特征：与猿类相比，北京人的颅高、颅长和颅宽的指数都远远超过猿 类。与现代人相
比，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颅骨的最宽处靠近耳孔上方，具有原始性，肢骨则较具进步性。根据肢骨长 度，可推断出北京人的身高大约
为 厘米。这种情况反映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身体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直立人首先是直立行走，用手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劳
动。手和脚首先得到发展，然后才是大脑的发展。

采集与狩猎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有 多个个体，斑鹿化石有 多个个
体，说明肿骨鹿和斑鹿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北京人在夏末秋初时狩猎斑鹿，在秋末冬初时狩猎肿骨鹿。

肿骨鹿生态复原图

肿骨鹿鹿角及下颌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在龙骨山堆积中，凡是北京人居住在洞穴的时期，这一层位肉食动物的化石就比较稀少，食草类动物的化石则占较大的比例，其中又以
肿骨大角鹿和葛氏斑鹿的数量最多。这些化石很少是完整无损的，不少被烧过，已经变形变色，这表明狩猎是北京人经常从事的一项活
动。肿骨鹿与葛氏斑鹿是华北中更新世特有的类型，也是确认北京人生存年代的重要标尺。

葛氏斑鹿鹿头、鹿角及下颌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万年 余万年）

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智人
智人意为“智慧的人”，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余万年 万年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身体特征介于
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万年 万年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身体特征已接近现
代人，石器加工技术更加进步，已学会人工取火。

多地区假说模式图 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 棕种人
单一地区假说模式图 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 棕种人

人类起源进化两种假说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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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非洲是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但是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多地区起源和单一地区起源两种假说。
多地区起源假说认为：现代人由当地早期智人，甚至直立人演化而来，包括非洲、欧洲和亚洲在内的，凡有直立人化石或遗迹出土的地
方都有可能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单一地区起源假说认为：现代人起源于北非或中东，然后扩展到其他地方，取代当地已有的古人类群
体，最后演变成现代人类。其主要根据是非洲现代人的基因变异比欧洲人和亚洲人的都多，基因变异最多意味着历史最长。因为在北非
或中东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化石，所以那里可能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

柳江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 万年）
原物 年广西柳江通天岩洞出土

马坝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 万年）
原物 年广东曲江马坝出土

金牛山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 万年）
原物 年辽宁营口大石桥金牛山出土
金牛山人颅骨的形态整体上与北京猿人有明显区别，与较晚的和县人更为接近。因此，虽然金牛山人年代较早，多数学者仍主张将其归
入早期智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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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芷生 高万一 祝一志 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
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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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静 移动互联网对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影响刍议 中
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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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兵武 以物为媒 建构性的博物馆学习与教育论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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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秋霞 刘毅刚 数字游戏展走进博物馆
的实践与探索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常丹婧 博物馆娱乐 的特性及误区谈 中国博
物馆 –

陈国宁 由现代性与未来性再思考博物馆的定义
中国博物馆 –

陈慰 博物馆教育课程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博物馆
–

陈曾路 更灵活和更智慧 中小博物馆的教育策略
中国博物馆 –

陈振耀 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安全体系的重构
中国博物馆 –

成建正 董理 免费开放后博物馆展示
推广工作的理念创新与实践 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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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哲 裴树文 盛锦朝 金泽田 宫希成 吴秀杰 刘武
–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 年出土的石制品

第四纪研究 –

当代中国博物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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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 与鄂西 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 – –

高升 王洪根 博物馆藏品征集审慎义务比较
与借鉴 中国博物馆 –

高星 元谋人 的年龄及相关的年代问题讨论 人类
学学报 –

高星 张双权 张乐 陈福友
关于北京猿人用火的证据 研究历史争议与新进展

人类学学报 –

葛天 李喜萍 论原创展览的概念、类型与策划思路
中国博物馆 –

宫希成 郑龙亭 邢松 吴秀杰 同号文 刘武
安徽东至华龙洞出土的人类化石 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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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华 浅析当代博物馆教育与公众文化生活 中国博
物馆 –

何琪 孙芝华 畅韵茹 陈娟娟
文化休闲功能在博物馆场域的发展初探 中国博物馆 –

胡承志 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 地质学报
–

黄万波 龙骨坡史前文化志 一卷

黄万波 龙骨坡史前文化志 二卷

黄万波 方笃生 叶永相
安徽和县猿人化石及有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黄万波 方其仁 巫山猿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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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 郧县人 号头骨出土震惊中外

霍政欣 追索海外博物馆非法收藏的中国文物
困难与对策 中国博物馆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郧县人 号头骨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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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晋林 博物馆法人制度浅析 从《博物馆条例》谈起
中国博物馆 –

焦丽丹 如何让馆藏文物 活起来 中国博物馆 –

焦丽丹 博物馆贡献力研究 中国博物馆 –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来小鹏 网络技术发展与文物知识产权保
护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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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霞 博物馆教育在青少年社会角色认知中的作用
中国博物馆 –

李晨 论 《博物馆条例》时代 博物馆
法规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博物馆 –

李大伟 王伟 廖卫
广西更新世早期么会洞遗址动物牙釉质的 、 稳定同位素分析 试析华

南地区直立人的生存环境 第四纪研究 –

李冬梅 关于国有博物馆文物资产管理的几点思考
中国博物馆 –

李华飙 李洋 王若慧 智慧博物
馆建设标准及评价方法的初步研究 中国博物馆 –

李尽沙 数字技术影响下博物馆社会角色转型
文化共享与跨界呈现 中国博物馆 – –

李普 钱方 马醒华 浦庆余 邢历生 鞠石强
用古地磁方法对元谋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 –

李群 在复兴征程中汇聚博物馆的力量 中国博物馆 –

李天元 冯小波 郧县人

李天元 王正华 李文森 冯小波 武仙竹
湖北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骨的形态特征及其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

人类学学报 –

李秀娜 博物馆传播及其议程设置功能 中国博物馆 –

李炎贤 计宏祥 李天元 冯小波 李文森
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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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申 李晨 博物馆 文化湿地 与 城市之肾 中国博物馆
–

李永项 滕志宏
蓝田公王岭猿人年代最新成果的地层学和埋藏学再讨论 地层学杂志 –

林一璞 张镇洪 刘兴林 王尚尊 郭志慧 张丽黛
新发现的一颗庙后山人的臼齿 人类学学报 –

刘栋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经营体制机制问
题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刘勇 非国有博物馆的法律保护 现状、困境与出路
中国博物馆 –

刘玉珠 创新是开启博物馆事业发展新征程的金钥匙
中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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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冰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理论依据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博物馆展览策划 理念与实务

ü 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

吕军 博物馆藏品管理机构设置改革历程研究
以改革开放 年为视角 中国博物馆 –

ü 吕睿 重构话语秩序 博物馆线上展览的创新机制
中国博物馆 –

路亚北 施苏苏 社会治理共同体 博物馆成人
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中国博物馆 –

ü ’ 吕遵谬 黄蕴平 李平生 孟振亚 山东沂源猿人化石
人类学学报 – –

雒树刚 新时代博物馆事业发展要做好四方面工作
中国博物馆

马文斗 新时期区域博物馆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博物馆
–

马玉鹏 浅议中小型博物馆的陈展运营 中
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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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若寒 郑宽 试论博物馆数
字影像技术应用的现状与转向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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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西南 许汉奎 穆道成 钟石兰 徐钦琦 张宏 张银运
南京汤山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古生物学

报 – –

南京市博物館 北京大学考古系 汤山考古发掘队
南京人化石地點

国 家 统 计 局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倪喜军 新证据下的现代人起源模型 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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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艳 打造无边界共享平台
浅谈博物馆教育文化项目的策划 中国博物馆 –

裴文中 张森水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

钱倩 基于市场环境下的博物馆文创
发展途径探索 中国博物馆 –

邱中郎 顾玉珉 张银运 张森水
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邱中郎 许春华 张维华 王汝林 王建中 赵成甫
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 人类学学报 –

群力 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又发现猿人牙齿化石
人类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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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 从 馆舍天地 走向 大千世界 关于广
义博物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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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林峰 王喜生 杨振宇
鄂西建始龙骨洞含古人类化石沉积层磁性年代学再研究 地层学杂志 –

ć ć

国家文物局 内设机构

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条例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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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凯 周蜜 邢松
沂源人牙冠的几何形态学研究 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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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文 赵冉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国情国力 –

王社江 张小兵 沈辰 胡松梅 张学峰
洛南花石浪龙牙洞 年出土石制品研究 人类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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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广西田东么会洞早更新世遗址

王伟 田丰 莫进尤
广西布兵盆地么会洞发现的巨猿牙齿化石 人类学学报 –

科学通报 –

王志贤 博物馆文化是串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时空隧道 中国博物馆 –

魏海波 辽宁庙后山遗址研究的新进展
人类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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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霖 年发现的安徽和县猿人化石 人类学
学报 –

吴汝康 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下镇骨化石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 –

吴汝康 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猿人头盖骨 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吴汝康 超育奎 周口店新发现的中国猿人下镇骨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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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康 董兴仁 湖北郧县猿人牙一齿化石 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 –

吴汝康 董兴仁 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
人类学学报 – –

吴汝康 贾兰坡 周口店新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
古生物学报 – –

吴汝康 任美鄂 朱显谟 楊 子賡 胡长康 孔昭宸 赵树森
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

武仙竹 裴树文 吴秀杰 屈胜明 陈明惠 胡勤 刘武
湖北郧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初步研究 人类学学

报 –

吴新智 巫山龙骨坡似人下颌属于猿类 人类学学报 –

吴新智 袁振新 葬德芬 齐陶 陆庆五
陕西蓝田 公王岭猿人地点 年发掘报告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湘江 湖北郧西发现猿人牙齿化石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项隆元 汪溶 论博物馆的科学研究 中国博物馆 –

谢晓婷 学习型社会中博物馆教育的贡献与思考
以苏州博物馆 博物馆学校 为例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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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华 湖北郧县猿人化石地点的发掘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论文集 –

徐伟 杨千民 左彩龙 浅谈县级博物馆的藏
品征集与保护 中国博物馆 –

许潇笑 从 知识权威 到 公共知识生产体
关于 博物馆定义 的思考 中国博物馆 –

薛祥煦 陕西洛南人牙化石及其地质时代
人类学学报 –

薛祥煦 李传令 邓涛 陈民权 张学峰
陕西洛南龙牙洞动物群的特点、时代及环境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杨斌 新时期博物馆开放安全服务理念探讨与实践
以南京博物院为例 中国博物馆 –

杨瑾 关于全球化与博物馆再定义的几点认识 中国博物馆
–

杨畦 内外兼修 突破中小型博
物馆教育工作困境 中国博物馆 –

杨秋 新的 在场 阐释 构建博物馆与社会的关联
中国博物馆 –

杨晓琳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经济师 –

尹凯 博物馆教育的反思 诞生、发展、演变及前景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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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奇赫 中国博物馆数字资
源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张江龙 博物馆数字化展示技术及虚拟展览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张丽 博物馆的道德教育功能探析 中国博物馆 –

张丽 沈冠军 傅仁义
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铀系测年初步结果 东南文化

张舜玺 国有博物馆经营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张思桐 信息定位型展览传播效益强化途径探
索 中国博物馆 –

张玄 华龙洞遗址 中国中更新世人类演化新证据
科学 –

科学通报 –

张银运 娜西 南方古猿 和印尼早更新
世若干人类化石 人类学学报 –

张银运

赵慧君 取得、处置与返还 当代博物馆收藏伦理
的探讨 中国博物馆 –

https://www.nomos-shop.de/isbn/978-3-487-16689-6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郑龙亭 黄万波 和县人遗址

郑绍华 建始人遗址

郑奕 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

郑奕 中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中国博物馆
–

郑奕 博物馆教育的出发点 创设让人 快乐 的体验 中
国博物馆 –

科学通报 –

周国兴 元谋盆地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的研究
文编委员会
元谋人 发现三十周年纪念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

周墨兰 博物馆陈列展览法规建设研究 博物
馆研究 –

周睿 袁怀宇 黄华 博物
馆的美食文创设计开发研究 中国博物馆 –

周瑶 学习理论视角下看博物馆教
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效结合 中国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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