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200万~240万年前，古人类就开始在长江流

域繁衍生息。位于繁昌县境内的古人类遗址——人

字洞，还原了欧亚大陆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

动的冰山一角。

人字洞位于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南坡，海拔高度

100米，是一处发育在三叠纪岩层中经水溶蚀形成的

洞穴，是早期人类较为理想的生息场所。洞穴堆积厚

度约30米，宽8~12米，由于洞穴自然剖面呈人字形，

故称人字洞，自上而下分为8层。

繁昌人字洞遗址是距今约200万年到240万年的

更新世早期人类活动遗址，是欧亚大陆目前发现的最

早古人类活动聚集点。

欧亚大陆最早遗址——人字洞

B3版
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编辑朱玉婷 美编 童珂 组版阮怀霞 校对 刘洁

清康熙六年，安徽建省，省名取安庆府与徽州府名第一字为安徽。安徽因历史上

有古皖国和境内的皖山、皖河而简称“皖”。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生生世世繁衍不息。安徽省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之一。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一片文明的源头。在繁昌县人字洞发现距今约250万年

前人类活动遗址，而位于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据专家考证，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这些被发现的遗存，是曾经在安徽这片土地上，人类繁衍繁荣过的明证。

一种文明总离不开一条河流的

哺育。

淮河与古老的黄河、长江一样，

是我国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四五十

万年以前，沂源猿人就在淮河流域

活动。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

活动遗迹已遍布全流域。目前所知

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起始

于距今7000年前，实际开始年代还

当更早，延续到距今 4000 年前左

右。流域内诸新石器文化遗存，面

貌多样，内涵丰富，大致经历了较早

阶段（包括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

石山子文化、侯家寨文化、双墩文化

类型）、大汶口文化阶段和龙山文化

阶段，形成独具风格特点的文化。

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总的来

说，并不比中原同期的文化落后，在

某些方面具有领先的地位，有些方

面至少与中原地区是同步的。其与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诸新石器文化

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共同为中国古

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

明的一个发源地。

居住在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

居民，与同时代的我国及其他国家

的农业部族一样，都是从事以农业

为主的生产活动，过着较稳定的定

居生活。淮河流域新石

器时代遗址很多，已发现

多达千处，而且分布很密

集，在有的地区平均不到

10平方公里就有一处史

前遗址。

位于淮河中游的蚌埠市处于安

徽省东北部，是古代采珠之地，誉称

“珠城”。区内人文资源厚重，历史

文化积淀极深，南有帝王故里的凤

阳古都，北有霸王别姬的垓下古战

场，西有禹王会诸侯的夏朝遗址，东

有三国名将的练兵之地，可谓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此外，淮河沿岸很

多城市都发现了古代早期文明的遗

迹。

淮河流域东到大海，西至中原

腹地，其文化面貌表现出特有的多

元性、过渡性和开放性。从新石器

时代裴李岗文化到夏商周的徐荑、

淮荑，淮河流域古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

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朱玉婷

双墩汉墓位于六安市三十铺镇双墩村境内，为并

列两座大墓，此外还有三座陪葬墓。在陪葬墓现场遗

留中发现了盗掘器皿和工具，经过盗墓工具的分析证

明车马坑曾在唐代被盗。这是安徽境内第一次发现

诸侯王陵，而且是目前发现的古墓中全国保存最完整

的一个。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还为人们揭开了汉

代六安国王陵的神秘面纱。双墩一带大大小小 20 余

个墩子，即为西汉六安王建置的国王陵墓区。它们和

北面位于开发区内的东古城，也就是六安国王都所在

地遥相呼应。据专家初步勘探，在六安双墩一号、二

号汉墓四周，还有3对封土巨大、左右并列的连体双

墩，大致可以判断是其他3任国王和王后的墓。这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唯一保存较完整的西汉时期诸

侯王王室墓葬群，核心区面积达5平方公里左右。

张亚琴

关于一条河流的文明

古文明：
曾经繁盛的明证

从神秘的玛雅文化到谜团重重的埃及金字塔，

从迷失的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再到黄山的花山谜窟，这

一系列埋藏着千古之迹的人文遗迹都位于地球上北

纬30°附近。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北纬

31°29′、东经118°2′，距今已经有约6000年的漫

长历史，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专家考证，远古时

期的凌家滩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凌家滩遗址为迄今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有巨

石遗存的唯一一处遗址，据传这些石头是薛仁贵从太

湖山挑过来的，千年巨石阵可以和“英国的巨石阵”相

媲美。

中国最早的城市——凌家滩

最完整的诸侯王陵——双墩汉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