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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位于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的人类演化实验室，三具大小不一的人体骨骼标本十分醒
目。在靠窗的玻璃架上，两排年代各异的头骨标本静静陈列。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考古学
家李占扬介绍，作为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的实验室，这里的骨头标本“价值不菲”，
且都是世界各地出土的古人类和动物化石的一比一复刻。

  李占扬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四十余年，三年前他开设的考古摄影课，近日被多家
主流媒体关注，突然间在业内“火”了。对于这波流量，他既意外也高兴，希望有更多人
关注旧石器时代考古这一领域。他说，文物是有灵性的，只有对此富有感情的人才能深入
研究。

  1980年，李占扬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
取。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3 个
专业。考古专业的摄影课老师是李肇年，他
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彼时，相
机还是稀罕之物，不少人甚至连相机都没见
过。李占扬记得，上课用的是海鸥 120 相
机，老师偶尔拿来当时先进的135 相机，大
家就轮流拿着它“过瘾”。夜里，两个同学
一组，把照过的胶卷放到调好药水的盘子
里，在布满冷光的暗室中，等待影像慢慢显
示出来，文物图影“诞生”的神奇一幕让他
终生难忘。
  这段专业学习经历给李占扬带来了深刻
影响。在他看来，考古图片是科研的“门
面”，中国文化、中国考古走出国门，要把
文物标本展现于世，图片是最直观的，图片
质量直接影响考古成果的展示效果。“越是
好杂志越需要好图片，且图片占的比重较
大。”几年前，李占扬在审阅考古学专业研

究生论文时，发现不少图片存在色彩失真、
细节缺失、布局混乱等问题，这直接关系到
研究成果能否发表。因此，他到山大任教后
心心念念的一件事就是着手恢复这门课。
《考古摄影与论文插图》课由此诞生。
  作为一门技术类选修课，报名学生基本
都是考古专业的，以十几人、三人一组的小
课堂为主，方便动手实践，保证授课效果。
李占扬表示，他开课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
  “20年前，我敢说在全国旧石器考古行
业里，我的照相技术是一流的。”李占扬很
早就喜欢摄影，1981 年就开始玩相机。他总
结了考古摄影的心得：照相的背景要在自然
物体上（如面粉、大米，人手），物体呈现
才更真实自然。李占扬翻开他2005 年发表在
杂志上的考古摄影图片，它们依旧清晰、色
调舒适。
  “从胶片相机转换到数码相机后，考古

摄影面临断层困境，但学生们对摄影课是很
有兴趣的。”李占扬说，早期胶片相机的拍
照、打光、冲洗流程较为繁琐，后来换成操
作简单的数码相机，大家好像都会照相了，
但实际并非如此。他教学时从技术实践入
手，从指导学生设置参数、布局光线、寻找
拍摄角度，到拍完后怎样用软件调色、渲
染，每一个细节都要仔细斟酌。
  “考古摄影并不简单，需要具备美术功
底，加上角度、布局的设计，最难的是对颜
色的感知和还原。”李占扬与学生们曾在一
次拍摄时更换了20多种灯具，在暗室反复调
整拍摄角度与距离，终于在一盏普通的护眼
台灯下，唤醒了沉睡万年的纹理与色泽，快
门按下的瞬间，灵井“许昌人”遗址1.35 万
年前的鸟雕像化石有了“证件照”。李占扬
也曾为了拍好一张模仿古人使用骨器的图
片，同一手势拍了310 张。他说，定稿的那
张照片，不仅体现了骨器工具的形态和使用

方式，而且连手持
者的心理活动都体现出来了，一切都达到了
极致。
  “好的考古照片要让隐匿于岁月深处的
文明，以最真实、最具感染力的姿态展现在
世人面前。”李占扬用相机还原肉眼所见文
物的颜色和状态，赋予了考古图片故事性和
历史感。他的摄影课很受学生们欢迎，李占
扬有时会在课后把自己拍的图片发到群里跟
学生们讨论。从课堂到课外，李占扬希望这
门课不仅能提高学生们的摄影水平，还能提
高他们的艺术审美能力，对从事考古事业有
所帮助。

  李占扬会写三
种文章，一种是考古

发掘报告和论文；一种
是通俗类的报告文学、科

普文章；一种是科幻小说，
并自嘲为“新新考古学”。
  什么是“新新考古学”？
李占扬解释：“过去我们都是

干传统考古，美国人路易斯·宾福德定义了
‘见人见物’的新考古学，我自称是‘新新
考古学’，就是文学、艺术+考古。”1985
年，李占扬在山西考古时与宾福德有过一面

之缘，宾福德通过观察李占扬挖出的动物骨
头上的石片切割、啃咬的痕迹，来判断古人
与这块骨头曾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这是行
为考古学的研究方式。这给李占扬很大启
发，他每到遗址区会先查看骨头和化石上有
无痕迹，包括之后的研究论文都是循着这个
路子。
  “亲手挖过，了解古人的意想，可以走
近他们、与之对话，使古今相连相通。考古
人是沟通古今的使者，但不是一味做‘考古
匠’，这是我写考古科幻小说的基石。”李
占扬说。

  考古学家的工作需要细致严谨，而科幻
小说作者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看似并不搭的
两种状态，却在李占扬的研究生涯中神奇重
叠了。与市面上虚构的科幻小说不同，他以
遗址发掘为立足点，将考古发掘进行合理发
散和想象加工，写出了不一样的故事。李占
扬认为，考古虽然是面对无生命的物体，但
科幻小说可以让其焕发生机，让古人鲜活
起来。
  在他的科幻小说《狼梦》里，一位曾经
勇猛的猎人“老大的”离群索居，开启了孤
独的荒野求生之旅。“老大的”有着一流的

石器制作技艺，会使用火种，他搭设窝棚，
接纳其他部落迷路的人，做美味丰盛的早
餐，烧制陶器，并在棕熊、狼群的威胁中生
活……这些距今两万年至一万年的原始群落
生活跃然纸上，新奇有趣，极富可读性。如
此，李占扬把枯燥的考古转变为生动的故
事，冰冷冷的化石便“活”了起来。
  他认为，通过文学的方式沿着中华文明
的线索望去，穿越、复原古人的生活，以人
论物，以物示人，比较方便学生理解，利于
科普。《狼梦》出版后加印，在河南还被当
作中学生推荐读物。

给化石拍“证件照”

  1984年7月大学毕业后，李占扬来到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到那儿之后，没几天就开
始下工地干活了。”他工作的地点在山西丁
村遗址，该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周
口店以外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
址，他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1987 年10 月，李占扬进入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当时河南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专家
还非常稀缺。实际上，因为相对小众，一些
省份至今还缺少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专业
研究人员。
  1993年，李占扬作为队长，对西峡盆地
恐龙蛋盗挖活动的重灾区上田西坡进行抢救
性发掘。 10 月28 日，在3号探方，他们终于
发掘出一窝恐龙蛋化石。他曾在采访中说，
发掘恐龙蛋化石没有想象得那样容易，工具
是铁锤和钢钎，地层是硬度在5 度左右的砂

岩，其硬度与石灰岩相当，往往一锤
下去仅留下一道白印儿。经过半年
苦战，他们共出土 176 枚恐龙蛋化
石，此外还有 2 枚鸟蛋化石。那段
时间他们还协助鉴定了盗挖的恐龙

蛋化石万余枚。
  西峡盆地的考古成果成为当

年的重大科技新
闻，李占扬结合
亲身经历，出
版了《白垩

纪之光——— 西峡恐龙蛋考察漫记》一书，并
荣获第四届全国科普作品奖。
  他的职业“高光”时刻，无疑是震惊世
界的灵井“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灵
井“许昌人”遗址位于许昌县灵井镇灵南
村，发现于1965年，2005年首次发掘。
  回忆考古发掘，李占扬说，当时对旧石
器时代考古不够重视，做考古研究的人也不
被看好，开展工作时经常要看人脸色，“用
电需要电工，挖地要找村干部，还要给老乡
们反复解释考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单位
里领刷子、领工具、报账等动不动就要求
人。”
  天天跟土打交道不是件“体面”的事，
一起工作的同事劝李占扬不要太“傻”，不
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陆续有同事转行，
也有朋友推荐他到政府部门工作，他并非没
有动摇过，但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热爱还是
让他留在了田地间。李占扬为此作诗明志：
道是不惜为仕途，我则子夜伴微烛，一盏孤
灯终未灭，满屋石头还堪读。
  “如果当时去搞行政了，那‘许昌人’
头盖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挖出来。”
  说起来，“许昌人”遗址的发掘源于李
占扬的梦境。他一直惦记着灵井遗址，年轻
的时候去许昌实地探访过。当时遗址常年积
水，夏天是村民洗澡的好地方，冬天水里冒
着白气，是一道景观。一次，他梦见在这遗

址处挖出不少金光闪闪的细石器，激动不
已，醒来才知是一段美好的梦境。
  他还记得另一件考古发掘的趣事。2005
年 5 月20 日，麦地一片金黄，作业车从漯河
开过来，停靠在一棵槐树的树荫下。李占扬
一行把装陶片的考古编织袋拿出来，手握铲
子，在坑塘里发掘。有个老乡看到“鬼鬼祟
祟”的几人，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李占扬说
他们是来考古的，要在这租房子、挖坑塘里
古代的东西。他解释了半天，老乡还是不明
就里，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人出租房
子，你们赶快走吧！直到他们在这发掘了两
年、与老乡们熟识了之后，老乡才调侃道，
当时看他们的行头装扮，以为是捡破烂的。
虽然这件小事被李占扬云淡风轻地讲了出
来，但仍能看出当时考古条件之艰苦、考古
学之冷门，若非有足够信念和坚持，是无法
持久地进行这样一项不被大众认可和理解的
工作。
  2007年，在“许昌人”遗址发现第一个
头盖骨后，李占扬很是兴奋。 2008 年准备接
着发掘时，探坑里积了一尺多深的水，李占
扬转向其他地方继续作业，2014年，他将探
坑里的水抽干，在原来探方的西边发现“许
昌人”二号头盖骨。
  一号头盖骨由26块游离的头骨碎片组
成，复原后的头盖骨保留脑颅的大部分及部
分底部，代表一个年轻的男性个体。二号头

盖骨由16块游离的碎片拼接而成，保存有脑
颅的后部，为一较为年轻的成年，可能是女
性。这两个头盖骨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个
体，而在同一探方出土两颗10万年前珍贵的
古人类头骨，世所罕见。
  截至2017 年，该遗址共出土3万多块细
碎的动物骨头。李占扬介绍，草食动物比肉
食动物的骨头重量轻、骨密度更小，而人类
是杂食动物，由于营养结构不同而形成的化
石，也与动物有所区别。人类与动物骨头最
大不同是颜色，人类头骨呈黄色，而动物骨
头泛红，并且人头骨有清晰的骨缝。“我们
当时看到人头骨，一眼便辨认出来了。”李
占扬无疑是幸运的，他说，动物骨头会被打
烂用来制作骨器，或者敲骨吸髓供食用，但
旧石器时代的人骨，是非常难找寻的。
  专家组认为，灵井“许昌人”遗址发
现的头骨化石，填补了古老型人类向早期
现代人过渡阶段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上的
空白，是中国学者在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取
得的一项重大突破，“中国人正在改写人
类起源的历史”。
  在漫长的考古生涯中，李占扬的重心虽
然不在山东，但近年他对海岱地区人类文化
演化脉络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前几年，李占
扬团队在蓬莱庙岛群岛发现距今约两万年的
古人类石制品，与朝鲜半岛同时期的石器文
化相似，反映了史前文化交流。

  涉及人类起源的主要地方，李占扬基
本都去过。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非合作论坛机制推动下，近年来，联合
考古、文物修复在内的中非文化交流合
作日益密切。 2017 年 7 月，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等单位和肯尼亚
国家博物馆组成中国——— 肯尼亚现代人
起源联合考古队。中国考古人首次走
进东非大裂谷，走近20万年前古人类
的家园。
  非洲是国际考古界公认的早期人
类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开展旧石器考
古研究意义非凡。李占扬曾在一篇文
章中这样介绍不少外国学者的观点：
非洲才是古人类学家最应该去的地方，
否则，你的成果等于自说自话，甚至
是杜撰。李占扬说，过去提出现代人
起源于非洲的人都不是专做考古的，
而是根据考古人写的书、分子生物学专
家通过分析现代人的DNA，推断出非洲

起源说。早前没有条件去非洲亲自勘察，
但现在“既然都飞到非洲去了，你不要挖
一挖看看吗？”
  李占扬也想去非洲解决灵井“许昌
人”遗址发掘中不能解释的疑惑，为此

他带队深度考察非洲大陆的现状与
古老的非洲文明。 2017 年及以后

的初步考古工作证明，东非大裂谷巴林戈地
区分布有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对探索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类起源等学术
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吉门基石
遗址的发掘，李占扬发现东非和欧洲两地手
斧的制作技术和器形相通，反映了两地古文
化的密切关系。
  以非洲考古为契机，2021-2023 年，李
占扬又带领山大考古队参加法国南部旧石器
时代洞穴考古发掘，获得研究欧洲旧石器时
代中晚期的珍贵材料。
  现在，山大人类演化研究实验室主要研
究方向包括古人类、旧石器、哺乳动物与环
境、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
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是山大考古学的一个
重要的学科方向。李占扬带领团队，在人工
智能助力考古学研究方面的探索走在全国前
列。他介绍，人工智能在考古学运用方向探
索上，山大师生已经发表十几篇国际论文，
成为全国人工智能考古高地，最具前瞻性。
  比如，易智星副教授用微型CT 技术在
国内首次发现史前灵长类动物牙齿牙皮和白
垩质的接触面有进化意义，采集数据结合国
外同类大数据比对，取得新的突破。张亚盟
副教授在山大开设几何测量技术课，这是国
内高校首次开设这门人工智能前沿课程，且
运用几何测量及算法，在“许昌人”头盖骨

内耳迷路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在国际权威杂
志《人类演化》连续发表4篇论文。
  前几年，范窅彬博士对史前哺乳
动物牙齿面微痕研究十分有兴
趣，她在大量外文论文中找到
了美国一所不知名大学的教授
团队，了解到这种方法是该教
授所独创，目前她正在美
国 学 习 这 项 技
术，他们的合作研
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
杂志上。
  这些成绩令李占扬骄
傲，也深知创新进取的重要
性。“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师
资，一流的考古实验室，山
大的史前考古是走在全国前
列的。山大的学生应该更多
走出去，到国内外著名
的大遗址参与实践，拓
展视野，积累田野考
古 经 验 。 ” 李 占 扬
表示。

“新新考古学”

“子夜伴微烛，孤灯终未灭”

走出国门，拓展考古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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