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龙洞是一个研究人类进化的宝

库！”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在谈到华龙洞

遗址发掘时的一句感慨。

华龙洞遗址于 1988 年被发现，

2006 年进行了首次发掘。2015 年，华龙

洞出土了一枚较为完整的人类头骨化

石，确认其属于一个 13 岁女性，被称为

“东至姑娘”，这让华龙洞遗址成为人类

演化研究的重要基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说：

“华龙洞人生活在距今大约 33 万年到

27 万年之间，已经出现了智人也就是

现代人的特征。可以说，华龙洞人是迄

今东亚地区呈现出智人（现代人）特征

最多、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类向智人

过渡的古人类。”

2024年新发现 11件古人类化石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

至县尧渡镇庞汪村，距离最近的村民住

房不到 1 千米。当年，正是一位准备在

这里建羊圈的村民，发现了形态奇怪的

骨头。

2024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2024 年发掘

工作主要主持人吴秀杰带领团队发掘

出土了 4 卡车胶结物。“这些胶结物需

要浸泡 6 到 12 个月，再进行修复和研

究。”吴秀杰介绍，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初

步研究结果———11 件古人类化石（其中

包括 1 件保存完整的足部跖骨）、40 余

件石制品、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以及 3 种

爬行类化石等。

“我们判断，这个足部跖骨是第 3

节跖骨，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在国际上

也是比较罕见的，这对我们研究华龙洞

人的身高、行走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

们还发掘出 1 块人类额骨、1 块股骨中

段、8 块人类头骨碎片。”吴秀杰说，“加

上之前发掘出的人类骨骼化石，我们认

为分属于 20 个个体。这也就意味着，

30 万年前，在华龙洞这里生活着一个

至少有 20 个成员的大家庭。”

此外，今年还发掘出许多石器，例

如切割器、刮器、燧石等，还有许多已经

灭绝的动物的化石，例如剑齿象、古熊

猫等。吴秀杰说：“在华龙洞已发掘出 61

种已灭绝的古动物化石，很多古动物并

不生存在华龙洞一带，这说明这些动物

是从远处被搬运过来处理的。”

为现代人类多地起源假说再添佐证

现代人类从何而来？如何演化？之

前有研究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

洲———从非洲走出的智人，在迁移过

程中，消灭、取代了其他古人类，逐渐

演化成现在的人类。但越来越多的研

究认为，人类演化并不是简单的“取

代”关系，而是一个不断融合、基因交

互的过程。这就是现代人类多地起源

假说。

华龙洞遗址研究系列成果，为人

类演化研究增添了新佐证，提供了关

键证据。

早在 2021 年，刘武和吴秀杰领导

的中外合作团队就发表论文，认为“东

至姑娘”多数面部特征位于早期现代人

及现代人类变异范围。吴秀杰说：“例如

浅的眶上沟、凹陷的眉间区、深的泪腺

窝与早期现代人以及现代人类更相似，

几乎所有鼻部特征都更像现代人，更重

要的是出现了现代人标志性特征———

下巴的雏形。”

这一发现将东亚地区人类古老形

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化过渡时间推进至

30 万年前，比传统认识提前了 10 万年

左右。刘武说：“东亚地区人类古老形

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化过渡可能在 30

万年前就已经发生。这也让我们对人

类演化有了一些新的猜测，人类最初

向现代形态的演化过渡事件很可能发

生在相对隔离的局部区域，而此时中

国其他地区仍然被更加古老的人类成

员所占据。”

进一步的研究，则更加支持多地起

源假说。“华龙洞人头骨上发现了矢状

脊，也就是头骨顶部有微微隆起。矢状

脊在现代东亚人群中比较常见，而其他

人种则比较少有。”吴秀杰说，“综合其

他古人类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是一个不

断融合、基因不断交流的过程。”

华龙洞遗址研究将继续进行，还有

更多奥秘等待解答。

渊齐芳 崔兴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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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入列

中国“非遗”数量世界第一
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日前在巴拉圭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上通过

评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至此，中国共有 44 个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

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有 39 个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 个

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个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中

国是怎么做到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

的？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将如何继续推进？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

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

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

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

化场所。

2006 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

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随

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

春节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目前，
世界上有近 20 个国家将农历新年定为

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

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去年第 78 届联

大还将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中国代表团在巴拉圭申遗现场表

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寄寓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寄托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

理念。在世代传承中，该遗产项目为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神力量，

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

世界舞台上促进着文明间的交流交往

交融。

中国代表团指出，春节申遗成功，有

助于弘扬和谐、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彰显非遗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面

向未来，中国愿认真履行保护承诺，携手

各方，以非遗为桥梁和纽带，践行全球文

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促进世界

文化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怎么做到非遗数量世界第一的

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文化遗

产。2024 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 周年。

通过 20 年实践，中国已形成既符合自身

国情、又与国际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

遗保护体系。

近年来，中国一大批体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

值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各级人大、

政府积极推进非遗相关立法，为非遗保

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今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非遗资源总量

近 87 万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其中国家级代表性

项目 1557 项（包含 3610 个子项）。认定

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9 万多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068 人。全国现有非遗保护机构 2406

个。文化和旅游部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部成立省级非遗保护中心。

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完

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推进区域性整体

保护，以及加快传承体验设施建设，中国

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日益健全，传播普及

水平不断提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将如何继续推
进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将继续认真

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断

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同时申报和

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

蕴含中国智慧的非遗项目，讲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

走向世界。

巴拉圭当地时间 5 日，“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

统营造技艺”3 个遗产项目通过评审，从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施

转名录程序。

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例，

该遗产项目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来，

中国紧紧围绕该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的风

险，通过支持鼓励传承人传艺带徒，大力

开展各类培训、纳入正规教育等方式促

进该遗产项目的传承，传承群体由 1000

人增长至 2 万人。在实现振兴的同时，该

遗产项目也为黎族群众特别是女性提供

可持续生计，为年青一代的全面教育提

供优质资源，为不同社区开展相互尊重

的对话等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代表团表

示，今后中国将基于该遗产项目保护现

状，继续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维护

文化多样性。

中国代表团指出，接下来，中国将继

续统筹运用整体性保护、分类保护、生产

性保护等方式，精准施策，不断增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力，继续确保相关

社区、群体和个人成为非遗保护的最广

泛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

渊周永穗 朱雨博冤

春节民俗集萃 制图 蒋若晴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充分激发岁末年初电影市场消费活

力，更好满足广大观众观影需求，国家电

影局于 12 月 9 日晚，在海南省三亚市启

动“跨年贺岁喜迎新春———全国电影惠

民消费季”。

本次消费季从 2024 年 12 月延续至

2025 年 2 月，覆盖贺岁、元旦、春节等重

要电影档期，惠及全国电影观众。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银联、猫眼娱乐、淘票票

作为支持机构，将合计投入不少于 6 亿

元观影消费补贴。4 家支持机构在现场

发布消费季期间惠民措施，将通过购票

立减、抽奖观影、春节超值套票、异业联

动等丰富有趣的形式，为广大电影观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并积极营造跨年

贺岁、喜迎新春的节日氛围。观众可通

过 4 家机构自有 APP 以及合作平台便

捷获取补贴权益。

消费季期间，国家电影局还将指导

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开展各具特色的电

影惠民消费活动，吸引观众们走进影院、

欢乐过节。

渊据新华社冤

“跨年贺岁 喜迎新春———全国电影惠民消费季”启动

广电总局要求规范AI“魔改”短视频
记者 12 月 9 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获悉，广电总局

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AI 魔

改）》指出近期 AI“魔改”视频以假乱

真、“魔改”经典现象频发，要求各相关

省局督促辖区内短视频平台排查清理

AI“魔改”影视剧的短视频。

管理提示指出，这些 AI“魔改”经

典包括《甄嬛传》变身“枪战片”，《红楼

梦》改成“武打戏”，孙悟空骑着摩托车

扬长而去等。管理提示认为，这些视频

为博流量，毫无边界亵渎经典 IP，冲击

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

且涉嫌构成侵权行为。

为营造清朗网络视听空间，管理

提示提出具体管理要求：各相关省局

督促辖区内短视频平台排查清理 AI

“魔改”影视剧的短视频，限期反馈工

作情况；严格落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内

容审核要求，对各自平台进行自查，对

在平台上使用、传播的各类相关技术

产品严格准入和监看，对 AI 生成内容

做出显著提示。

渊据新华社冤

30 万年前
华龙洞生活着一个“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