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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纯潇

她在高原

青藏高原成就了张东菊。她
的学术成就，源于“她”和“她”在青
藏高原一场跨越16万年的相遇。

第一个她，是张东菊，现兰州
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教授；第二个
她，是16万年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
古人类，被张东菊团队命名为“夏
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

从2010年起，张东菊闯入一场
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竞赛，“她”便
开始了对“她”的苦苦寻觅。这场
学术竞赛要从2008年说起。当年，
俄罗斯考古工作者在西伯利亚南
部阿尔泰山脉的丹尼索瓦洞发现
了一个全新的属于古老型智人的
人类种群，命名为“丹尼索瓦人”。
由此，揭开了一场世界范围内学
术竞赛的序幕。

对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为什么
能成为世界学术热点？因为它对
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人类演化历
史，特别是现代人起源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丹尼索瓦人被发现后，
科学家把他们的基因与现代人类
的基因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大
洋洲某些群体中约有5%的基因
贡献，在东亚、南亚及美洲部分群
体中约有0 . 2%的基因贡献，而对
非洲、欧洲和中亚部分区域的现
代人则无基因贡献。这些发现和
研究，对于我们解决“我是谁，我
来自哪里”这一古老命题，无疑有
着重要意义。

张东菊于2010年在兰州大学
博士毕业后，她的导师陈发虎院士
将一块人类下颌骨化石交给她研
究。这块化石是上世纪80年代在甘
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
中发现的，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对
其开展研究，然而这块被搁置了很
长时间的化石在张东菊手中却有
了惊人的发现。她的团队通过古蛋
白分析，发现这块化石的种群属于
丹尼索瓦人，其年代距今至少16万
年！团队将其命名为“夏河丹尼索
瓦人”。研究成果于2019年在世界
顶尖杂志《自然》发表，立即引发了
世界学术界的轰动。在研究化石的
同时，张东菊团队分别在2018年和
2019年两次对白石崖溶洞进行考
古发掘，并成功在遗址沉积物中提
取到丹尼索瓦人的DNA。

张东菊说，当初在白石崖溶
洞发掘时，她曾经无数次幻想过，
这些古人类是谁？他们是何时生
活在这里的？他们又是如何在对
现代人都充满挑战的青藏高原长
期生活的？现在，她和她的团队已
经回答了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
题正在寻找答案。

“山高人为峰。”在世界平均海
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 青藏
高原，张东菊取得了一些令人炫目
的成绩。她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曾入
选“2019年度十大科学突破”“2019
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019年
度世界十大科技新闻”等。

“命中注定”干考古

一系列的成绩表明，张东菊
在学术领域已经登上顶峰。她是
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命中
注定”。张东菊参加高考是2000年。
填报志愿时，她偶然看到山东大学
有考古学专业，当时她并不太了解
考古学具体是干什么的，感觉可能
跟小时候看的《聊斋志异》里面挖
宝的情节有关。她从小好奇心比较
重，对她来说宝贝并不是那么重
要，但是觉得挖宝的过程特别有意
思，所以当时就想填报考古学。

那年山大考古系在她所在的
河北省只招两个学生，竞争还是
挺激烈的。张东菊上中学时特别
喜欢英语，也想过将来学英语，所
以报志愿时她把山大作为第一志
愿，第一个专业是英语，想把考古
学放到第二志愿。

这时候张东菊的二舅出面
了，二舅是家族里学历最高最有
见识的人，对她来说也是影响很
大的。二舅说，考古学是冷门，将
来不好就业，还是不要报了。当时
的张东菊对就业完全没有概念，
但还是听了二舅的话，把专业换
成了其他稍微热一些的专业。

录取结果是张东菊通过电话
得知的，当听到被录取到山东大学
考古学专业（她填报志愿时选择了
服从调剂）时，她激动坏了，这就是
之前想报考的专业呀。“你说我学
考古干考古不是命中注定吗？”若
干年后，张东菊一直这么说。

张东菊在济南开始了她的大
学生活。四年的大学生活，趵突
泉、大明湖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印
象深刻的还有经常阅读的《齐鲁晚
报》。当然，让她最难忘的还是在山
大考古专业四年的学习。

“能进入山大学习，我觉得特
别幸运。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厚，
文史楼很有历史气息，老师们都
很博学。”张东菊说，她还记得上

《考古学通论》时，老师曾经提着
两副人体骨架标本进教室，让同
学们认人骨，有些同学吓得花容
失色，而她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也许我真的就该学考古”。
张东菊回忆说，山大考古在她

读书时应该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做
得最好的一家。当时方辉老师（现
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与
美国学者做的两城镇调查名气很
大，成果也很显著。虽然她那时只
是本科生，没参加过调查，但是每
次合作的国外学者过来都会给他
们开讲座，这让她感觉受益匪浅。

成功需要运气更需要坚持

本科毕业后，张东菊进入兰
州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师从陈
发虎院士。那么，张东菊的学术人
生从此就一路开挂了吗？其实并
非如此。“不管在我上学时还是工
作后，其实都不是一帆风顺。一段
时期内我的工作进度非常慢，许多
年都没有研究成果，那时候内心很
惶恐。幸运的是，我的导师陈发虎
院士一直耐心细致地给我指导和
鼓励，他从来都没想放弃我。”

对于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
功，张东菊觉得一是运气好，更重
要的则是坚持。说到运气，张东菊
讲到了自己的名字。别人一看“东
菊”很容易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这句诗，认为名字很有诗
意。“其实这名字是我姥姥起的，姥
姥并没有文化，因为我姐姐叫东
雪，而姥姥村里正好有个叫东菊
的，特别有福气，姥姥就觉得这个
名字好，希望我也有福气，于是建
议我父母给我取名叫东菊。”

张东菊说，如姥姥所愿，她感
觉自己确实很有福气，运气非常
好。要说国内很多学者成就也很
大，但是由于所研究领域不同，很
难获得世界范围内更大的认可。

“如果研究唐宋，确实很难在国际
上产生大的影响。我研究的时代比
较早，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学术
竞赛，所以动静相对会大一些。”

当然，运气之外，坚持的意义
更大。张东菊说，“一路走来，遇到
过许多困难和挫折，有很多次实
在扛不住、顶不住，差一点点儿就
放弃了，然而放弃又不甘心，我就
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
下，最后终于挺过来了。”

女考古学家的苦与乐

坚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众所周知，考古很艰苦，女考

古学家更艰苦，在高原工作的女考
古学家尤其艰苦。对普通人来说，
来到高海拔地区一般都会有高原
反应，张东菊也有。她到海拔4000
米以上的地区时，会头沉甚至头
疼，睡觉不踏实，走路只能慢慢走。
在进行田野调查时经常要蹲下捡
石器再站起来，“这时候蹲下起来
的动作一定要慢，否则会头疼。”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高原反应
虽然带来痛苦，却也能带来灵感。

“你知道青藏高原的居民为什么没
有高原反应吗？是因为他们体内有
EPAS1变异基因。”张东菊说，当初
在俄罗斯发现丹尼索瓦人时，科学
家在他们的DNA中检测到了
EPAS1变异基因。专家们感到非常
难以理解，丹尼索瓦洞所在的海拔
只有700米，丹尼索瓦人身上怎么
会有这种基因呢？“当我们在青藏
高原发现了丹尼索瓦人之后，这一
疑问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这就是考古带来的思辨之美。
近几年张东菊开展考古发掘

的白石崖溶洞和青海湖都是海拔
3300米左右，海拔不算太高，她在
这两个区域都没有高原反应，但
是这里早晚温差大，就算夏季出
来做发掘，也要带上冲锋衣甚至
羽绒服，因为一下雨就会特别冷。

2018年张东菊在白石崖溶洞
做发掘是在冬天的晚上，“气温零
下十几度，一旦刮风便感觉如刀割
一般。”张东菊说，他们经常穿着厚
厚的衣服去洞里发掘，但来到洞里
却是温暖如春。“我们真的要感叹
十几万年前的人类太会找地方
了。”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从若干
沉积物中提取出丹尼索瓦人的
DNA后，那快乐真的难以言表。

这就是考古带来的发现之美。
女考古学家也是女性，当然也

爱美，在合适的环境下也想穿漂
亮的裙子。但是当张东菊感受到
考古带给她更强烈的愉悦之后，
平时就对着装不太在意的张东菊
似乎并不太介意考古让她损失的

“爱美的权利”。在她看来，她所在
的考古工地就是最美的。“现在我
正在青海湖做考古发掘，青海湖
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因为太阳、
云、风和水的变化，这里的景色每
天都不一样，还有美丽的大草原，
各种野花相继开放，让人心旷神
怡……”

比赛继续

美丽的风景，惬意的生活，张
东菊叙述得很诗意。可是无论怎
么诗意，其实质就是说，她的发掘
工作又开始了。

张东菊团队的发掘工作一直
在持续。张东菊说，自己不敢有半
点松懈。“对丹尼索瓦人的研究是
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也受到社会公
众的广泛关注。白石崖溶洞是目前
全球确定出土丹尼索瓦人遗存的
仅有的两处遗址之一，非常重要。
作为这个遗址的主要研究人员，我
有责任保证这个研究有国际最先
进的团队、利用最先进的技术、采
用最完备的研究方案来进行。”

张东菊的头脑中还有一个接
一个的疑问：丹尼索瓦人在青藏
高原上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他们
与现代智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
些问题，必须靠发掘和研究来寻
找答案。张东菊知道，关注丹尼索
瓦人研究的有许多学者和团队，
遍布全世界。那么，谁又将在接下
来的竞争中获得领先？

比赛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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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十七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2000级校
友、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张东菊获奖，这是这位近年来多
次登上世界学术高峰的女考古学
家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张东菊是谁？她都取得了哪
些成就？近日，她在紧张的考古发
掘工作之余接受了本报记者专
访。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与济南
有缘的奇女子，了解一下蜚声世
界的女考古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张张东东菊菊

白石崖溶洞

张东菊在考古发掘中。

工作之余张东菊喜欢运动，这是

她在青海湖参加骑行活动后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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