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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溧水神仙洞的发掘和研究
———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

鞠魁祥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南京 !$##$:）

摘要：对溧水神仙洞的发掘和进行地质、地貌、孢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年代及考古

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该洞是石炭系石灰岩沿层面裂隙经地下水溶蚀而成；洞穴堆积物

的时代应属全新世早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为$6$万年。其中发现的动物群为

我国南方晚更新世动物群向现代动物群过渡的类型，而代表中7晚更新世的最后鬣狗与代表新

石器时代文化标志的陶片共生，为我国第四纪时代的划分，或新、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划分提供了

重要依据。陶片则迄今为止是我国具有完整地层层位记录的最古陶片。它的发现，不仅将我国

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大推前，更为重写中华古史，校正“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法，将中华文明追溯

到一万年前并重排世界古文明位次增加了依据。同时，智人颞骨的发现，对长江中、下游古人类

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文化；古脊堆动物与古人类；洞穴堆积；第四纪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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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峰山地质、地貌概况

神仙洞位于江苏省溧水县东南!$=>的回峰山中段西北坡（图$）。回峰山属茅山山脉

的中段，呈北东—南西向延伸，与所组成之古生界岩层走向一致；顶峰标高!!8>。中志留统

坟头组黄绿色砂岩，分布于回峰山的南东；上志留统茅山组紫红色砂岩，沿山脊及南东山坡

分布。山的北西坡，依次为上泥盆统五通组灰白色石英砂岩及中石炭统黄龙组灰白色、深灰

色石灰岩、白云岩，以及上石炭统船山组灰白色、肉红色石灰岩。上述古生界岩层产状一致，

并均发生倒转。中生界上白垩统浦口组紫灰色砾岩及砂岩，分布于山脚一带，角度不整合覆

盖于古生界岩层之上；其上，则广泛分布着第四纪之沉积物。

在地质构造上，自回峰山至南东方向之胡家山，为一由上述古生界岩层组成的向北西方

向推复的倒转背斜，回峰山即位于其北西倒转翼。沿上泥盆统与中石炭统之间，为一北东向

逆冲走向断层，并有四条北西7南东向右型平推断层横切倒转背斜的轴部，将走向断层分为

四段，按北东方向依次向南东平推。

回峰山附近的地貌，属构造7剥蚀低山丘陵地形。区内水系比较发育，山的北西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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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臼湖，南东麓流向太湖。区内可见三级阶地。一级阶地为堆积阶地，高出河面!!"#$，标

高"#!%#$，由灰黄色砂和砂质亚粘土（或夹砂砾层）组成，分布河流两岸。二级阶地亦是堆

积阶地，相对高度"#!"!$；标高%!!&#$；下部为黄褐色砂砾层，上部为浅黄色亚粘土或砂

质粘土，零散的分布于十里长冲、白马中学和茶场七工区等地。三级阶地属基座阶地，相对

高度%#!&#$，标高’!!(#$；下部为红土砾石层，上部为棕黄色亚粘土，基座为上白垩统浦

口组紫红色砂页岩。另外，在标高(#!)#$处有一平缓的侵蚀夷平面，上覆"!%$或仅数

十厘米的残、坡积物及红色风化层，或棕黄色土状残积层等。上述多级古地面和阶地面，表

明回峰山附近地貌间歇性发展的几个阶段，也表现了新构造运动的上升趋势；由燕山运动所

奠定的地貌基础，经新生代以来的长期修饰而成了现代的地貌景观（图%，&）。

图" 溧水回峰山地质略图

*+,-" ./010,+231$340567+5/8,9:38+8;+9:7+
"<全新统；%<上更新统；&<上白垩统浦口组；’<上石炭统船山组；!<中石炭统黄龙组；(<上泥盆统五通组；

)<上志留统坟组；=<中志留统坟头组；><洞穴；"#<断层；""<地质界线；"%<产状

% 神仙洞堆积物特征

神仙洞标高约为"##$，呈北东<南西向延伸，系由上石炭统船山组石灰岩沿层面及裂

隙溶蚀而成。由于石炭系石灰岩为优良之水泥原料，故县、乡均在该地设有采石场和水泥

厂。县回峰山采石场在采石过程中已将神仙洞炸毁，洞的大部分已采光，仅留有西南的一个

支洞（简称西支洞）及东北不完整的洞壁。本文所述发掘工作内容，均系指西支洞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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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回峰山—胡家山构造示意图

"#$%! &’()*+#(,-.*/01#/’+$23-+4015#-23-+

图6 白马中学—回峰山地貌剖面

"#$%6 7’*,*8.3#(2’()#*+*/9-#,-:#;;<’=(3**<401##/’+$23-+
>4砂质亚粘土；!4砂砾；64基岩

西支洞长约>?,，宽!!?,，洞内堆积物几乎已填满。我们沿洞的延伸方向开掘了一条

>!!,宽的探槽，并在中部挖一约!,!的探井。发掘深度>!@%A,不等，未见底。洞内堆

积物松散未胶结，厚度大于B%@,，共分>!层，其中夹有四层由钟乳石形成的“盖板”，均略向

南东倾斜（图C）。其岩性剖面自上而下为：

（>） 棕红色亚粘土：土状、无层理、含较多之砾石。砾石直径>!>D(,，成分为石灰岩、

砂岩、石英岩及火山岩等；无分选，半滚圆或棱角状，含人颞骨及哺乳动物化石：!"#$%&’%()
&*+’ :-)21,*)*，,-(-.(-%$%"%. 0*;$2*+，,’$’$’2.%，腹 足 类 化 石：/-0*.&’$1*2-2.*.
（.3#<#..#），3%(*+*2%.$-2&#"*（.3#<#..#）等。 >%>D,

（>4E） 第一“盖板”：咖啡色，由含粘土质钟乳石组成，不发育，除洞壁部分外，在堆积

物中继续分布。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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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红色亚粘土：同"。下部砾石较少，含陶片及哺乳动物化石：!"#$%&’%(&)*’
#$%&’()%)，+,(,-(,%$%"%-*)+,&)-等。 ./01!"/1.(

（!2"） 第二“盖板”：同#。 ./.3(
（4） 褐红色粉砂质亚粘土：不发育，有尖灭现象，仅见于堆积物的西部横向剖面中，具

细层理。 .!./!(
（3） 桔红色粘土：土状，不显层理，含有少量棱角状或次滚圆状砾石，砾径!!45(。含

哺乳动物化石+,(,-(,%$%"%-*)+,&)-。 ./34(
（32$）第三“盖板”：同6，较发育。含哺乳动物化石：!"#$%&’%(&)*’#$%&’()%)，."-%-

57/’"$#(-8/，/’0%*’(’"1’&’*$(9:%)-2;(9%<等。 ./".(
（1） 棕红色亚粘土与姜黄色亚粘土相变，后者含少量滚圆或半滚圆状砂岩砾石，砾径

!!1((，无层理。在洞的北东方向，有=.5(长，">5(宽之袋状砂砾层；砾石滚圆或半滚

圆，成分为石英岩、砂岩、火山岩等；砾径1!".((，无分选。 ./31(
（>） 棕色粘土：具油脂光泽和微细层理（近似纹理）。 ./"1!./0(
（0） 棕红色亚粘土：为棕色粘土及黄白色或灰白色粉砂相间组成，具细层理。 ./.0(
（=） 棕灰色砂质亚粘土：由棕色粘土及灰白色粉砂组成，具细层理。 ./>!./=1(
（?） 棕色粘土：同>。 ./3!./1(
（".） 棕灰色砂质亚粘土：同=。 ./1=(
（".2%） 第四“盖板”：肉红色—乳白色，由较纯之钟乳石组成，见于洞中部所挖之探

井中。东侧发育，西侧尖灭。 .!./"(
（""） 棕红色亚粘土：同0，不发育，与%盖板影随。 .!./"1(
（"!） 棕灰色砂砾层：砾石滚圆或棱角状，砾径!!!.((。成分为石灰岩、砂岩、火山

岩等，无分选，无层理。未见底。 !!/"(
上述剖面，按其岩性特征，可大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3层），厚!/>1(，由棕红

色、褐红色亚粘土、粉砂亚粘土组成，中间夹有#、"两层钟乳石“盖板”，底部为第$层钟乳

石“盖板”；堆积物均不显层理，含有腹足类、人颞骨、哺乳动物等化石及陶片和零星的木炭

屑。下部（1!"!层），厚度大于1(（未见底），主要为棕色、棕红色粘土，亚粘土及棕灰色粉

砂亚粘土，底部为棕灰色砾层，其中夹第%层钟乳石“盖板”；除砂砾层外，均具明显之细层

理，在这一部分中未见动物化石。

在已采完的神仙洞主洞废石堆中，有一种桔红色堆积物，胶结坚硬，含较多棱角状石灰

岩、砂岩角砾，并含兔、鼠、熊等动物化石；石化程度较深，其时代可能较老，因对其工作较少，

本文不作论述。

4 化石及遗物

4/" 人颞骨

标本是室内进行整理工作时，在化石堆中发现的；根据记录其层位与发现的第4件

!"#$%&’%(&)*’#$%&’()%)标本相当，即位于前述剖面"层之底部。这块人骨化石，属一成

年女性个体，从形态上看，与现代人无显著差别，属于智人2#*#-’3),4-。

4/! 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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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足类!：中国滑口螺!"#$%&’()$*"*%$%（!"#$#!!#），卡氏饥螺+,-$.$*,%("*&/0$（!"#$#!%
!#）。

龟鳖类：以甲片为代表。

哺乳动物：麝鼹1’-2’.$(0’,0’&’()*’+，肱骨三块；豪猪34%&0$5*!,，颊齿一枚；仓鼠

60$("&,-,%*!,，四块下颌骨；黑鼠7’&&,%0’&&,%-,，二块下颌骨；犬科./+#(/0，一枚上裂齿；

貉84(&"0",&"%20/(4/*/$9"%12/3，四块上颌骨，五块下颌骨；棕熊:0%,%45,’0(&/%-,，一枚右

上第一臼齿；狗獾 ;"-"%-",(,0,%&’()*’+，二块头骨和十多个下颌骨，以及一些肢骨；犭由

;,%&"-’*!，一块后下颌骨；最后鬣狗60/(,&’,-&$.’6/7*89’7’，一块左上颌骨，三块左下

颌骨；果子狸<’=,.’-’0>’&’&/9#$7’+:;9#7"，一块左下颌骨；狸?"-$%*!,，一块右下颌

骨；猪@,%*!,，一枚门齿及一枚下乳齿；鹿6"0>,%*!!,，三段残破的角，两块下颌骨，两块上

颌骨，四枚零星牙齿和一段肢骨；牛<’=#+/0，二枚颌骨，二枚牙齿；猕猴;’(’(’*!,，一枚门

牙。

图> 神仙洞西支洞南北剖面

?#),> ;:@*047#’+’5A0*7B2/+4"’5-#*"8#./=0
C:亚粘土；D:砂质亚粘土；E:粘土；>:砂砾；F:钟乳石盖板；G:石灰岩；H:化石；I:陶片

上述动物化石共CJ种，包括无脊椎动物D种，脊椎动物CH种（其中一种为爬行动物，CG
种为哺乳动物）。哺乳动物中以食虫目和灵长类为最少，各一种；啮齿目次之，有E种；偶蹄

目稍多，有>种；肉食目最多，有H种，几乎占哺乳动物种类的一半。这些哺乳动物化石包括

E种成分［D］：!为绝灭种类，以最后鬣狗为代表。这种动物早在北京猿人（距今DK"FK万

年）生活的后期即已出现，其出现的时期，南方比北方早。#为地理分布上有所改变的种类，

以棕熊为代表。棕熊在北京猿人生活的时期就已出现，直到现在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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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区还有；麝鼹、仓鼠则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性较强的现

生种类。神仙洞内发现的动物大部分（约占四分之三）属这一类，它们多喜欢栖息于近水、灌

木丛或森林中。其中貉、獾是喜欢洞居的，果子狸喜欢树居或洞居。以上可以认为当时的气

候有较为凉爽的趋势，附近且有灌木丛或森林。

由神仙洞发现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总起来看是一个动物群，代表同一个时代单位。这个

动物群性质和南方更新世中!晚期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有所不同，缺乏后一动物

群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中国犀、巨犭莫等种类。但这两个动物群有共同的种类，如最后

鬣狗和果子狸，说明它们之间在时间上还是有一定的联系。两个动物群有相似但不同种的

化石，如熊。神仙洞的动物群和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动物群也有区别，前者有更新

世中!晚期常见的现已绝灭的最后鬣狗，而棕熊等则代表了地理分布上已有改变的种类。

从性质上看，神仙洞的动物群似乎代表了南方晚更新世动物群和现代动物群过渡的类型。

"#" 粉孢

神仙洞堆积物中，共采孢粉样品$%块。采用氢氟酸加温处理的分析方法，其中&&块含

孢粉量最多，&"块中很少，其余未见孢粉。

根据堆积物的层序及孢粉组合所反映的植被演变情况，可以划分为上、下两段，即相应

地建立两个孢粉带：

下段（’"&&层），即孢粉(带：草本植物占统治地位，为总含量的)$#*+，木本植物居

次，为,,#&+，蕨类植物仅&"#,+（苔藓孢子不在统计之内）。整个组合内容贫乏，上部只见

苔藓孢子!"#$%&#’(，中下部草本植物主要有菊科-./0.12345、豆科6578/29.145、毛茛科

:4998;8<4;545及禾本科=>4/29545、百合科62<24;545；突出的是在中部有分布在寒温带的山

梅花属)&*+(,$+%&-.出现，占)/?0。木本植物以槭属123"、蔷薇科:.14;545、松属)*4-.、

柏科-80>5114;545、桦属!3’-+( 等含量较多。孢子植物有卷柏属53+(6*43++(、水龙骨科

@.<A0.B24;545、蕨属)’3"*,*-7，尤以苔藓孢子!"#$%&’(频繁出现为特征。这一孢粉组合，

反映出当时气温寒凉且干燥。

上段（&"$层），即孢粉((带：草本植物仍占主导地位，为"*+")&+，其次为木本植

物，占,)#?+"$)#*+，蕨类孢子也有增加，占?#,+",%#&+；孢粉组合由下而上逐渐复

杂。草本花粉中双子叶植物较多，以菊科-./0.12345（占?#$+",?#"+）和豆科6578/2C
9.145（占D#"+",)#$+）含量较多。其他除出现于下段（(带）的成分外，增加了桑科

E.>4;545、旋花属8$49$+9-+-.、罂粟属)(%(93"、荨麻属:"’*2(等，又出现水生植物和香蒲

属;#%&(、眼子菜属)$’(7$63’$4、槐叶萍属5(+9*4*(等。木本阔叶树种则较下段（<带）增

添了不少喜温暖湿润的成分，如桃金娘属 =#"’-.、山矾属5#7%+$2$.、冬青属<+3>、漆树属

?&-.、五加属1"(+*(、忍冬科-40>2F.<24;545等。蕨类植物科属也相应增加，如紫萁属@.A
7-4,(、海金砂属B#6$,*-7 等。上段（<<带）与下段（<带）的孢粉组合为一种渐变关系。

在上段（<<带）内由温带类型的落叶阔叶林渗入了不少亚热带成分，它们反映出冰后期的景

观，气温开始逐步由干凉变为比较温暖湿润；但与今日相比，仍较干凉。

"#$ 遗物!陶片

这块陶片发现于西支洞靠近东北方向的堆积物中，距第$件最后鬣狗标本层位之下约

$%;/处（即位于第一“盖板”之下,%;/处）。陶片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长,#*;/，宽&#?;/，

厚%#’;/。质料为泥质红陶，质松多孔，硬度不高。正面为黑褐色，表面略平滑，反面为桔红

$,, 火 山 地 质 与 矿 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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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表面粗糙不平；断面可见由正面的黑褐色逐渐过渡为反面的桔红色。根据其质松多孔且

硬度较低，表明其烧成温度火候较低，约在!""!#""$，不会超过%""$。陶片正、反面颜色

的差异，表明在烧制时接受温度的不均匀（正面黑褐色温度最低，反面桔红色温度最高）。以

上特点，加上制作技术的粗糙，均说明陶片的原始性和古老性。

& 讨论

&’( 洞穴堆积物形成过程的分析

神仙洞堆积物上、下两部分具明显的差异：上部不显层理而含动物化石及陶片，下部则

具有明显的层理而未见动物及其它遗物；孢粉分析的结果，也发现由下部至上部气候有由比

较干冷而逐步转为较温暖的变化。因此，当沉积下部堆积物时，气候较寒冷而干燥，回峰山

附近地势亦较现代为低，洞穴部位处于地下水面以下；沉积第()层时，由于暴雨将周围堆积

物冲刷至洞内而形成砂砾层。之后，地壳缓慢下降，逐步形成了层理一致，物质成分比较均

一的、具微细层理的堆积物。有时地壳比较稳定，形成了具似“纹理”的粘土层（如第*、%
层）；偶尔又因暴雨冲蚀，局部形成了袋状砂砾层（如第+层之底部）。当时还可能由于气候

和环境等条件，不利于动物之生存，因而未见动物遗迹。下部堆积物形成之后，地壳逐渐抬

升，地下水面下降至第+层堆积物以下；同时气温逐渐转为比较温暖湿润，附近植被生长茂

盛，逐渐形成了较密的灌木丛或森林，适宜于动物的生存，并逐渐形成了上部的堆积物。

&’) 洞穴堆积物,遗址的性质

神仙洞堆积物的下部，为长期处于地下潜水面以下并经流水的溶蚀作用而形成的；堆积

物的上部，则属于地下水面以上的自然堆积。其中所发掘出的化石，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

比较完整的只有獾，而獾这种动物是喜欢穴居的。堆积物中未发现用火灰烬，亦未发现石

器；发现的陶片也是破碎的小片。上述遗物在分布上并无任何规律性。因此，洞穴不象人类

居住的遗址，也不象制造工具的场所或宿营地。它应是一种自然堆积，而在堆积形成过程

中，附近有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活动，其遗物和遗体连同附近的岩石角砾陆续填充进去。

&’- 洞穴堆积物,遗址的时代

"由神仙洞上部堆积物中所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大部分是现生种，只有最后鬣狗是绝

灭种；棕熊、仓鼠、麝鼹的地理分布已有所改变。如果和晚更新世的几个地点的材料比较，则

可看出，它的绝灭种类较少（如山顶洞、小南海有绝灭种类&!+种）；如果和南方一些新石器

时代遗址，如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年）［+］、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
年）［#］、以及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的材料比较，则神仙洞的最后鬣狗是更新世中,晚期的

化石，特别是更新世晚期的典型化石，而在这以前尚未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这也是

仙人洞等遗址中所没有的。从动物化石来看，神仙洞堆积物的时代可置于晚更新世和全新

世之间［)］，而由神仙洞的动物群所反映的气候显示有较寒冷的趋势，这一情况，与冰后期的

前北方期气候相当。因此，堆积物,遗址的时代应划归全新世早期。

#神仙洞堆积物的下部（即孢粉/带）孢粉组合，属于温带森林草原植被类型，显示为冰

后期，气候比较寒冷；而上部（即孢粉//带）孢粉组合，开始有不少亚热带分子的参加，反映

气候已渐渐转暖，略为温湿。这与更新世晚期玉木冰期到全新世前北方期的气候演变相符，

堆积物的时代应属全新世的早期；其下部为前北方期，上部为北方期。

$无脊椎动物化石中国滑口螺和卡氏饥螺经常出现于苏南晚更新世下蜀组中，而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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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地层中依然存在。

!陶片的发现，表示了当时人类文化的发展。一般认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

标志，又从它的原始性和古老性分析，应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的产物。因此，它的地质时

代应属全新世早期。

"洞穴堆积物上部所含木炭屑，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碳!"测定结

果（实验室编号#$%&’(），其绝对年代为距今!!(’’)!’’’年（即公元前*(’’)!’’’年）。

综合考虑上述诸因素，结合化石石化程度较差，和堆积物松散未胶结等特点，我们将堆

积物%遗址的时代归于全新世的早期，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早期。其绝对年代，根据几个已

知的晚更新世及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址的对比，证明它应晚于!+,万年而早于-千年，碳

!"测定结果则为!!(’’)!’’’年，因此，它的绝对年代距今约为!+!万年。

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标志%陶片，与以往被认为属晚更新世的典型动物%最后

鬣狗共生，这对划分我国第四纪地质时代或新、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沉积

物剖面之岩性，亦可为长江中下游晚更新世向全新世沉积过渡的代表［,］。

以往，考古界均以万年仙人洞、余姚河姆渡、桂林甑皮岩等作为我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并以仙人洞作为最早的一处，其年代约为-千多年。近二十多年来，又先后发掘出

北京怀柔转年（距今约*-’’余年）、河北徐水南压头（距今约!万年）、广西邑宁顶狮山（距今

约*’’’或近!万年）等遗址［!］。上述遗址中亦发现有近*千或近!万年之陶片。迄今为

止，仍以神仙洞发现的陶片最为古老和有着完整地层层位记录的陶片。它的发现，把我国新

石器时代文化推前到!+!万年前，不仅为研究陶器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证明了我

国有着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均为我国古文化的摇篮。

最近考古界、史学界根据我国考古新发现，提出“重写中华古史”和改写世界史的倡

议#，即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一万年前；同时，以往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世界史也必须改写。

过去世界史对四大古文明的排列，第一位是尼罗河文明，距今.’’’余年；第二位是两河文

明，距今&’’’余年；第三是印度文明，距今"’’’余年；第四是黄河文明，距今,’’’余年。这

与我国历史事实不符，世界古文明位次有必要重新排列。神仙洞陶片的发现，也为此增加了

新的佐证。

& 结论

（!） 溧水神仙洞是由石炭系石灰岩沿层面及裂隙经地下水溶蚀而成的。遗址的时代

应属全新世早期或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其绝对年代距今约为!+!万年。神仙洞松散堆积物

的上、下两部分是一种连续沉积，在其形成过程中，比较明显的流水作用逐渐消失，地面不断

抬升，气候则由干冷转为温湿；附近植被以草本植物为主，木本植物逐渐有所繁殖。

（(） 堆积物中所发现的动物群与我国华南常见的中%晚更新世动物群，和几个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的动物群均有一定区别，代表了晚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过渡类型。另外，以往出

现于中%晚更新世的最后鬣狗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产物陶片共生，为划分我国第四纪

的地质时代，或我国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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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洞遗址中的陶片，迄今为我国发现的有完整地层层位记录的最古陶片。它将

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大推前，不仅对研究我国最古的陶器史，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也为重

写中华古史和改写世界史增加了依据。

（"） 人颞骨的发现，对江苏境内及长江中、下游古人类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炎贤、林一璞，南京博物院葛治功、

邹厚本，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张嘉尔，南京大学刘泽纯、韩辉友，南京地质博物馆雷次玉、赵

风呜，以及张祖芳等参与工作，提供研究资料，并给予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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