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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四千年：

探秘青藏高原湖畔的生命史诗

  人类是何时登上青藏高原的？又是如

何适应这片土地的？

　　近期，西藏日喀则康马县嘎拉乡玛不

错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作为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

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

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该考古项目

研 究 成 果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探 究 早 期 人 类

“极地”生存的样本。

　　这部镌刻在高原腹心地区的编年史，

正徐徐呈现着史前“世界屋脊”先民的生

存图景和历史画卷。

跨越四千年！年代最早、海拔最高墓地

　　玛不错遗址位于嘎拉古湖盆地，海拔

超过4400米，分布面积约22 .4万平方米。

　　202 0年至202 4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

护研究所联合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等单位在该遗址开展了连续5个

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遗址考古发掘面积1650平

方米，清理出60余座墓葬、4 0 余座灰坑及

柱洞、灶、石构等遗迹。研究成果表明：玛

不错遗址是迄今所知青藏高原腹地年代

最早、海拔最高的墓地。

　　那么，这些跨越四千年的遗迹背后又

隐藏着早期人类怎样的文明演进密码呢？

　　玛不错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夏格旺

堆告诉记者，该遗址第一期晚段至第三期

遗存距今450 0年至300 0年，第四期遗存距

今3000年至2000年。葬式多样，有石棺墓、

竖穴土坑墓、石室墓等，葬俗包括俯身直

肢葬、二次捡骨葬等。

　 　 其 中 ，在 第 二 期 墓 葬 中 发 现“ 叠 葬

墓”，这在西藏高原墓葬考古中尚属首次

发现；第三期墓葬遗址中开始出现规格较

高的石围石室墓、带分室的大型竖穴土坑

墓 ，出 土 了 西 藏 最 早 的 青 铜 链 环、滑 石

珠等。

　　“第三期墓葬中，我们还发现了西藏

已知最早的封堆墓，该发现将封堆墓葬认

知记录从此前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提前

到了史前时代。”夏格旺堆说，“根据墓葬

形制的复杂化特征，我们推测此时高原内

部已出现阶层分化”。

　 　 第 四 期 遗 存 中 ，聚 落 布 局 发 生 大 变

化，出现了西藏最早的大型石构遗迹。夏

格旺堆说：“石构遗迹的祭祀坑内铺垫的

红色沙土上摆放有一只羊头，营地区域不

仅发现有灶台，还发现大量人类吃完鸟蛋

后散落的鸟蛋壳。”

　　碳十四测年显示，玛不错遗址不同发

掘区地层可建立起连续的年代序列，不同

时期聚落布局均为早期人类有意识规划

的呈现。“高规格封堆墓葬的出现是否昭

示着这一文脉延续并影响了吐蕃文明，仍

待进一步探寻。”夏格旺堆说。

解锁新高地！延展“史前全球化”时空框架

　　玛不错遗址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中

段 北 翼 的 西 藏 中 南 部 高 原 ，临 近 中 国 印

度、中国不丹边境。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分

析，该遗址可能呈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面

貌———“玛不错文化”，这是西藏继卡若、

曲 贡 遗 址 之 后 ，新 石 器 考 古 的 又 一 座 里

程碑。

　　从时间维度来看，第一期出土器物以

带有发达印纹与划纹装饰的夹细砂褐陶

戳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为代表；

第二期则以放射线划纹夹云母褐陶单耳

平底罐为代表，条形并耳设计应用广泛；

到了第三期时，以折沿磨光黑皮陶尖圜底

罐为代表，器物延续第二期部分器形，同

时呈现小型化趋势；第四期时开始集中出

现石网坠。

　 　 从 空 间 维 度 看 ，这 些 陶 器 与 西 藏 卡

若、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风格不同。夏格

旺堆说：“玛不错陶器特征显示其与四川、

云 南 及 甘 青 地 区 文 化 存 在 密 切 关 联。此

外，遗址中出土的粟、黍、水稻等无法在当

地种植的农作物遗存，都为解读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佐证。”

　　除了陶器和农作物，遗址中出土的其

他遗物同样令人惊喜。早期遗存中的骨蚌

器、水晶细石器，表明此时期骨器制作工

艺达到较高水平。出土的海贝、象牙、青铜

器、玛瑙、红玉髓、费昂斯等外来饰品，暗

示着远距离贸易流通的存在，填补了高原

地区跨区域文化交流研究的诸多空白。

　　“我们推测四千年前玛不错区域已与

周边地区构建起广泛通畅的贸易流通网

络，这一发现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

程的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极

大地延展了学界对‘ 史前全球化’时间和

空间的认知，为探究史前人类文明交流互

动打开了全新视角。”夏格旺堆说。

捕鱼，狩猎……玛不错先民湖畔生活图景

再现

　　“天边的嘎拉，狂风的摇篮”，这句当

地谚语勾勒出玛不错所在的嘎拉古湖盆

地以狂风著称的极端气候。然而就在这片

高寒缺氧、狂风劲吹的土地下，却埋藏着

见证人类文明演进的千年宝藏。

　　3毫米精细筛选所有出土的堆积，采

集陶片等遗物标本2 0 0 0 余袋；浮选植硅

体、土壤微形态等各类样品1300余份……

通过古DNA、陶器残留物分析、体质人类

学、动植物考古等多学科技术，联合考古

队重现出玛不错先民那段鲜活的湖畔生

活图景。

　　古遗址地貌背景重建揭示：四千年前

嘎拉古湖面积曾达1 0 0多平方公里，是现

今的11倍。稳定的湖泊生态系统孕育着丰

富的渔业资源，玛不错先民巧妙利用鸬鹚

等水鸟骨骼制作鱼卡捕鱼。彼时湖岸水草

丰美、气候湿润，呈现出更适宜人类生存

的生态环境。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杨晓燕教授

团队通过动物遗存季节性分析指出，玛不

错遗址早期先民一年四季在湖滨从事捕

鱼和狩猎。到遗址二、三期时，鱼类在食谱

中 的 占 比 下 降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食 用 量 增

加，同时出现家养绵羊、山羊及麦类作物，

先民开始利用乳制品，这标志着农牧业的

形成。

　　尽管彼时环境较现在更好，但高原生

存依然极具挑战。夏格旺堆说，通过体质

人类学研究可以发现，玛不错先民为适应

环境锻炼出相对发达的上肢肌肉、高度磨

耗的牙齿与极低龋齿率，彰显出全新世中

晚期高原本地人群独特的生命力。

　　中国科学院付巧妹团队古DNA研究

进 一 步 揭 开 玛 不 错 人 群 演 化 密 码：距 今

4 4 0 0 至4 0 0 0 年前的玛不错早期遗存出土

个体已具备与后期高原南部人群一致的

遗传特征，说明这一时期本土遗传特色的

高原南部人群已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广泛

分布；部分个体携带少量东亚北方低海拔

人群遗传印记，表明早期高原南部人群与

外界存在复杂遗传互动。

　 　“目 前 的 发 掘 仅 揭 示 了 玛 不 错 遗 址

1 % 的 面 积。康 玛 的 旷 野 上 ，嘎 拉 的 狂 风

里，更多关于高原文明脉络的历史富矿仍

在等待被探寻。但我们坚信，那些被风沙

掩埋的先民智慧，一定会在科学的发掘中

重现光彩。”夏格旺堆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

  初夏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八开镇都江村，错落的民居与公路、山峦、晨雾相映

成景，美不胜收。图为5月12日，航拍榕江县八开镇都江村高晒苗寨晨景美如画。

                                韦贵金 摄

  初夏的崇信 ，市民位继萍在晨光

中沿着汭河步道慢跑健身。“这几年家

门口建起了口袋公园，出门就是绿道，

呼吸间都是草木清香。”这位滨河路社

区居民的感受 ，正是崇信县生态文明

建设的生动注脚。作为全国绿化模范

县，这座陇东小城正以山水为卷，绘就

生态与经济共生的时代画卷。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 ，崇信县创

新构建“立体生态防护网”，三维绿化

构建生态屏障。空中，围绕增强城市森

林生态功能，实施面山绿化工程，高标

准建成了西坪山等4个万亩造林示范

点和湫浥沟等千亩造林示范点；地面，

先后建成省道304线、崇白路、崇大路、

2 0 3线新建路段等道路景观带15条，构

建起相互贯通、扩绿添景的生态体系；

水域，做足水生态“文章”，实现了以水

润城、涵养生态的综合效应，推进汭河

生态治理工程，引来红尾水鸲、黑鹳、

黑脸琵鹭等四十余种珍禽栖息。

  全县坚持城乡一体、水系连通，不

断拓展绿地空间，让绿色进城、上路、

入村、到户，着力打造“黄土高原最美

乡村大公园”。“目前全县建成森林小

镇4个，森林人家8户，村庄林木绿化率

达到3 6 . 6 %。”县住建局副局长杜文辉

介绍。

  崇信县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相

融合，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不遗余力，

建档在册的古树名木就有222棵，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在绿色发展理

念 的 引 领 下 ，崇 信 做 好 绿 色 惠 民“ 文

章”，发展以苹果为主的特色经济林、

森林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形成

了多头并进的林业产业发展格局。

  崇信县实施优质苹果产业链链长

工程，推动苹果产业向上下游、深层次

延伸，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全县苹

果种植面积4 . 5 万亩，其中高标准矮化

密植园面积达到1 . 6万亩，形成了“一区一带一基地”的果产业

发展格局，使小苹果成为群众的致富果。

  崇信县新窑镇西刘村植被茂盛，山清水秀，在镇政府支持

下，村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招商引进锦屏镇客商薛德科

到西刘村发展林下养鸡，办起了“绿源美”家庭农场，带动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乡村旅游业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

产业。“‘ 五一’假期正值旅游旺季 ，这里的柴火鸡生意特 别

火。”在家庭农场务工的西刘村群众姚红梅对记者说，去年她

参加了村上组织的劳动力技能培训，掌握了烹饪技术，现在每

月收入3000多元。

  今年一季度，崇信县累计接待游客16 5 . 1 1万人次，综合花

费884 0 1 . 5 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23 . 1 8%和20%。其中，乡村旅游

累计接待游客41 .7 4万人次，同比增长28 .1 1%。

  暮色渐沉，汭河水面泛着粼粼波光，一群黑鹳掠过林梢，

在青山绿水间划出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崇信，从荒坡秃岭到层

林叠翠，从闭塞山村到生态公园，一条以绿为底、以产为脉的

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        （据《甘肃日报》）

  遗失中共甘南州委甘南州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专用

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71 5 0 8 0 1 2 9 2 0 0 0 3 8 7 8 8 ，核准号：Z83 8 0 0 0 0 0 6 9 2 0 1 ，声

明作废。

  遗失中共甘南州委甘南州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基本

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7 1 5 0 8 0 1 0 9 2 0 0 0 3 7 3 4 8 ，核准号：J8 3 8 0 0 0 0 0 7 0 5 0 1 ，声

明作废。

  遗失迭部县发展和改革局零余额账户易地搬迁和生

态文明小康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迭部县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2 7 3 8 0 0 0 1 0 4 0 0 0 7 9 9 7 ，核 准 号：

Z83840000662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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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本协会章程相关规

定 ，甘 南 州 阳 光 志 愿 者 协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 6 2 3 0 0 0M JW7 7 7 0 5 2 L）经第二届7次会员大会决议，拟

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就债权申报事宜公告

如下：

  一、债权申报须知

  1 .申报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即202 5年

5月14日至2025年6月13日）。

  2 .申报范围：本协会存续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债务、借款、捐赠未履行义务等。

  3 .申报方式：

  现 场 申 报：甘 南 州 合 作 市 知 合 玛 路 2 3 3 号 逸 夫 楼

217号

  4 .申报材料：债权人身份证明、债权凭证（合同、协议

等有效证明材料）、债权金额、形成原因及计算依据的书

面说明。

  二、法律声明

  1 .逾期未申报的债权，视为自动放弃，本协会将不再

承担清偿责任。

  2 .恶意隐瞒或虚假申报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其他说明

  1 . 本 协 会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全 面 负 责 债 权 债 务 清 算

工作。

  2 .注销登记完成后，协会法人资格即行终止，不再开

展任何活动。

  特此公告

甘南州阳光志愿者协会（清算组）

2025年5月15日

  作为国家级盐碱耕地综合治理利

用试点县，去年以来，景泰县建设“领军

人才+专技人才+乡土人才”三维人才支

撑体系，多措“聚才”发力盐碱地治理。

经改良的2 . 3 万余亩盐碱地于前不久迎

来首次耕种。

  景泰县深化以产聚才、以才兴产、

产才融合 ，加强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

业 大 学、甘 肃 省 农 科 院 等 高 校 院 所 合

作，建立孙其信、桂建芳、冯起等3位院

士领衔和颜晓元、康世昌、姚荣江等多

位专家博士参与的“3+N +X”技术指导

小组，为全县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人才

和技术支撑。积极号召景泰籍在外盐碱

地治理专业人才、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

回家乡作贡献，柔性引进一批“两院”院

士和领军型人才 ，落实政策激励。推行

科技特派员制度，选派75名科技特派员

深入一线 ，通过科技人才下沉、科技服

务下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围绕盐碱

地改良、高效育种、亩均耕地增产增收

等持续攻关。

  此外，创新“人才培训+乡村创客”

联动服务模式，发挥好中国科学院西北

研究院干旱区盐渍化研究站景泰基地

的人才培养优势，在芦阳镇城北村建立

科普教育基地，培养盐碱地治理专家型

干部5名。依托高素质农民培养工程，开

展创业就业技能培训20 0 0人次以上，培

育“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300人

以上。      （据《甘肃日报》）

景泰县

多措“聚才”治理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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