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间道路施工
挖出原始人头骨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神
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很期待，咱
国家的文物“家底”究竟啥状况。

这年的9月16日，沂源县文物普查小
组进驻到该县土门公社(今土门镇)。当
地驻军战士提供了一条线索：附近一个
崖洞里，好像有一些像化石的东西。

听闻此事，普查小组如获至宝，成
员徐淑彬马上赶到了战士所说的现场，
果然发现了一些残破的哺乳动物的肢
骨化石。徐淑彬不敢怠慢，取样后立刻
启程返回沂源县城汇报。途中，他遇到
了公社建筑队的徐希贵，徐希贵瞅见了
那化石，想起自己前两天在修路施工中
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便热情地领着徐
淑彬赶到施工现场。

现场是个浅坑，大约有十来平方
米。徐淑彬随即展开清理，果然发现了
许多动物化石碎片。由于天色已晚，他
只能第二天又组织人员清理。

地下有宝的消息不胫而走，路边围
观的人越来越多。正在此时，一个陈姓的
驻军战士跑了过来，告诉正在忙活“挖
宝”的工作人员，部队在施工中曾挖出块
有点像人头骨模样的骨头。徐淑彬等人
敏锐地感觉到这有可能是个重大发现，
立即寻迹找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清晨的雾霭刚刚
散去，土堆里，一块碗口粗的化石露了
出来。经过几个小时细致的清理，这块
瓢形的化石渐露真容。徐淑彬等人大喜
过望：果然是一件人类头骨化石，年头
虽然古老，但是头骨内壁的脑动脉切沟
依稀可辨。

随后，他们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山
东省文物局当即联系鉴定专家。这件化
石经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遵谔鉴定，
确系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头骨化石，保存
至今非常难得。同年11月，山东省文物局
组织得力人手，对化石发现点及相邻的
两处化石堆积进行了抢救性清理。1982
年5月，山东省文物局又开展了一次“捡
漏式”发掘。虽然没再发现头骨化石，但
发现了7枚直立人牙齿和大量的哺乳动
物化石，可谓收获颇丰。

活在40万年前的
典型“山东大汉”

沂源发现的这块头骨化石属于旧石
器时代，距今有40多万年，与著名的周口店

“北京猿人”处于同时代，这可是达尔文关
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理论活生生的证据。众
所周知，人类的骨骼多为有机物，历经岁
月侵蚀，最终会化为灰烬，40余万年前的骨
骼化石保存至今的寥寥无几。

根据考古学惯例，这块化石的主人
被命名为“沂源猿人”。“沂源猿人”是目
前山东地区已知最早的古人类，甚至是
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

换句话说，“沂源猿人”是最早的山
东人，40多万年前，人家就在鲁中地区扎
下根，这片区域则是山东重要的文明起
源地。论起来，今天许多人都要对着这块
化石叫声老祖宗了。如今，被誉为“山东
第一人”的这块珍贵化石收藏于山东博

物馆，当年的出土地也被列为了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时间断代以外，看似冷冰冰的
化石其实可以还原出原始人许多有趣
的生活细节。

他们有着强大的基因。通过与“北
京猿人”进行对比，古人类学专家发现

“沂源猿人”的牙齿和骨骼更粗大一些，
因此推测他们体格比较粗壮，个子比较
高，肩膀比较宽，这与今天的山东人很
相近，“山东大汉”终于找到了出处。

他们有着团结的族群。考古专家发
现，出土的牙齿化石中有两颗完全一样
的前臼齿，在磨损程度上却不一样，有
一颗明显比另外一颗磨损要重。种种迹
象表明，已发现的“沂源猿人”绝对不止
一个，而是存在族群。他们聚族而居，以
穴为家，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

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口腔学专家
惊奇地发现，“沂源猿人”的牙齿很健
康，没有蛀牙，吃吗吗香，并分析有可能
和“沂源猿人”喜欢剔牙的习惯有关。从
磨损程度看，其中一个40多岁，这在猿人
的“朋友圈”里已经算是高寿的。

最早的山东人
住在鲁中洞穴里

略有遗憾的是，与“北京猿人”不
同，“沂源猿人”化石发现地并非居住
地，应该是遭遇泥石流之类灾害冲积而
来，两者相距不远，因此考古学家一直
在寻找“沂源猿人”真正的家。

沂源是山东海拔最高的县，有“山东
屋脊”之称，境内低山连绵，河流纵横，有
数不清的石灰岩山洞。尤其是“沂源猿
人”化石发现地土门镇有“北方溶洞之
乡”的美誉，在以土门镇为中心的方圆5平
方公里范围内，陆续发现了大小洞穴40多
个，是江北最大的喀斯特地貌溶洞群。

当地有句民谚，“沂水绕山转，山洞
一串串，房前屋后绿一片”。可老百姓并
不知道，这些见怪不怪的山洞，藏着不
少秘密。就在化石发现地不远处，有个

“千人洞”，早在1965年，洞中已发现了旧
石器文化遗址。该洞因洞厅宽阔可容千
余人而得名，是个适合原始人族群生活
的好地方。由于千人洞是山东首次发现
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因此被考古学界称
为“山东1号洞”。从距离分析，这里很有
可能就是“沂源猿人”真正的居所。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脑补这样一幅
画面。时光倒退几十万年，那时的沂源
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
有山洞、有河流，有漫山遍野的花草野
果，还有肿骨鹿、棕熊、三门马、李氏野
猪等野兽出没。夜幕降临，“沂源猿人”
就居住在既能遮风挡雨，又能躲避野兽
袭击的天然洞穴里。

当然，这种诗意的生活恐怕也只是
看起来很美。千年万年里，一代又一代
的原始人与气候、野兽、疾病等进行了
持久的博弈，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付出
了惨痛的代价。

进入新石器时代，“沂源猿人”的后
裔先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北辛文化、大
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些文
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山东地区的
本土文化，统称为东夷文化。而正是“沂
源猿人”，给山东大地带来了文明曙光。

1939年冬天，徐向前正在山东根据地工作，他
的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大木桶。

最先发现这个事情的是徐向前的警卫员。小伙
子非常高兴，入冬后，沂南地区一天比一天冷，他为
徐向前准备的饮马水很快就被冻住了，冻实的冰块
在铁桶里倒都倒不出来，非常麻烦，也影响了饮马。
警卫员知道木桶盛水不容易上冻，高兴地拿着去井
上打满水，提回来就放到了马头前面。他站在一边
高兴地观察着，马喝上几口水，温顺的眼睛中好像
充满感激之情，他走过去轻轻拍了拍马背，有一种
和朋友无言交流的感觉。

“这木桶是哪儿来的？”在警卫员身后突然传
来一个厚重的声音。

警卫员回头一看，原来问话的是徐向前。1939
年6月，徐向前奉命由冀南转赴山东，到达沂南中
心区。此后在山东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常住
在沂南县东高庄、马牧池、东辛庄、隋家店等地，与
沂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警卫员知道徐老总的脾气，他特别讨厌军队
有军阀作风。徐向前认为，共产党的军队，要严格
遵循1928年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三大纪律：行动
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

此时，徐向前正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警卫员，
脸色很是怕人，食指直直地指着木桶。“我、
我……”警卫员正想解释，被徐向前毫不客气地打
断了，“我什么我，赶紧给麻大爷送回去。”

徐向前所说的麻大爷是他前不久探访的群众。
麻大爷名叫麻其，是东高庄村民。前几天他和警卫员
随意走进了麻大爷家中，低矮的石墙院子里是三间
小草房，老人正坐在被窝里取暖。麻大爷看是徐老总
来了，就想从床上起来，徐向前赶紧上前一步，摸了
一下麻大爷薄薄的被子说：你就坐在被窝里，咱们拉
拉呱。”

说着，他把自己披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了麻其
的薄被子上面。警卫员知道，徐向前患有肋膜炎，
最怕被冻着，刚出声劝说，徐向前摆手阻止他说下
去。

徐向前倾着身子，拉着他那粗糙的手与他家
长里短地说着话。麻其看徐向前嘴唇有些发青，知
道这是屋子里寒冷的缘故，就想把大衣还给徐向
前。徐向前用力制止了：“大爷，这是送给你的。”

告辞的时候，麻其还是起来了，徐向前赶紧给
他披上大衣，拉了拉领子：“这样会暖和一点，就别
再送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拐过院子墙角的时候，警卫
员突然对徐向前小声说自己发
现了一个小秘密，“大爷家的木
桶盛的水上冻很轻。咱们饮马用
的铁桶，太容易冻实心了。要
是……”徐向前知道警卫员想要
麻大爷家的木桶，摆摆手制止了
他，大步向前走去。

没想到，没过几天，这木桶就
到了徐向前的院子里。

警卫员听到徐向前的问话，
不敢怠慢，赶紧倒掉水，提起木
桶去还给麻大爷。可是不一会
儿，他又提着空空的木桶慢吞吞
地回来了。

徐向前奇怪地问道：“怎么
回事儿？”

警卫员说，麻其大爷说这不是他家的木桶，还
跟我说，那桶找不到主儿就先用着呗。

徐向前扭头思考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难道
是长着翅膀自己飞来的？”

又过了一天，部队准备从东高庄村移防，一切
都已收拾整齐，部队就要出发。徐向前让警卫员提
起两个铁桶，转身就向外走。他们再次来到了麻大
爷家的小院子，徐向前说道：“前天早上，我那里突
然飞去了一只木桶，我用来饮马可好用了，你说木
桶它会长翅膀吗？怎么就会飞了去呢？”

麻大爷听后，微微一笑：“山里奇事多，长翅膀
也是有可能的。”徐向前则说：“玩笑话咱就不多说
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得
到拥护和支持的，我们深深感谢父老乡亲的大力
支持。大爷啊，我有了那飞来的木桶，这两个铁桶
也就用不着了，想着送给你。”

麻其连连摆手，徐向前执意要送，最后，老人
还是收下了这两个大铁桶。

在移防行军途中，警卫员问徐向前：“首长，你说
说，这只解决了大问题的木桶，难道真是长翅膀飞来
的？”徐向前不接他的话茬，眼睛看着前方说道：

“前几天，我发现麻其大爷家一直用手去提水，而
不是用钩担挑水了呢。”

警卫员眨巴了几下眼睛，又看了那提着的木
桶一眼，大步跟上了徐向前。

人民的元帅，心里装着人民。也正是因为沂蒙
军民鱼水情深，才共同创造出了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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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院里的木桶

东夷文化很古

老，古老到比齐鲁

文化更悠久；东夷

文化很神秘，神秘

到要通过考古发现

和传世神话来解

读。作为华夏文明

的重要源头之一，

东夷文化从距今
8300年的后李文化

起，历经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龙山

文化、岳石文化，

东夷文化又离

我们很近，它深深

地融入了齐鲁大

地，流淌在山东人

的文化血脉之中：

从鸟图腾的崇拜，

到各种手工艺、建

筑工艺的发展，到

文字、八卦、医学的

创造，再到礼制的

出现、聚落和城市

的分化乃至早期国

家的形成，伴随部

族迁徙而将海岱文

化传播到中华大地

各个角落。人文齐

鲁从今日起推出

“话说东夷”专题，与

读者一起走进古老

的东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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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猿人”被称
作是“山东第一人”，它
是东夷文化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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