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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历史长河、讲述河北往事”，以当代视角呈现河北历

史，以大众传媒弘扬燕赵文化，这是创作大型系列文化节目《燕

赵传奇》的初衷。这档五百集节目播出后在听众中引发强烈共

鸣，现在文字版又结集与大家见面了。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语传天下，这只是燕赵文化

大树的一条枝干。大河之北，燕山之南，幽幽燕赵，浩浩东方，

漫长的历史岁月，积淀起河北文化的深厚底蕴，书写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 ：东方人类在这里孕育，中华文明在这

里开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文化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挖掘、弘扬燕赵

历史文化，传承优秀文化基因，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

凝聚力，是主流媒体肩负的历史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担当，

河北电台从 2013 年初春开始谋划如何发挥广播特长，以喜闻

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听众展现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中国纪

录片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央视著名导演郭西昌，我省著

名社科专家梁勇等专家学者几番观点碰撞之后，节目理念逐渐

清晰 ：立足本土根基、站位民族高度、创新节目形态、整合优

质资源、展现燕赵精华。以此为指导，我们组织台内外文化学

者与媒体人一起，认真研读以往有关河北地域文化的著述和资

梳理燕赵历史

增强文化底气

序
言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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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经反复切磋商讨、论证修改，《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

系列于 2013 年 4 月 20 日率先成型并正式播出，与此同时，这

一大型本土文化广播节目的整体框架也基本形成。

《燕赵传奇》由“根脉文化”、“皇家文化”、“民俗文化”、“诚

义文化”、“长城文化”五个系列组成，每个系列一百集，每集

二十五分钟，选取燕赵历史上的典型事例，运用搜集来的权威

史料，采取独家视角、通俗语言、故事化表达和动听的配乐，

讲述发生在燕赵大地上的传奇故事。从开播到 2014 年 9 月 19 

日播出第五百集，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每天都陪伴着听众，

系统梳理了河北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展示了燕赵儿女生生不

息的丰厚滋养和精神风骨。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娱乐风行、“快餐”当道的当下，

颇具阳春白雪品味的《燕赵传奇》一播出即惊喜不断。无论是

大学教授、知性白领，还是出租司机、路边摊主，节目聚集了

各阶层各职业的大批忠实听众。地域上已突破河北扩至京津。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热情参与、主动提供采访线索和史料。在河

北电台一百多档节目中，它的收听率始终处于靠前位次。河北

档案馆预约收藏节目讲稿及光盘，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

学等高校希望合作开展相关学科建设，河北教育出版社主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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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作。该节目先后获得 2013 年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中广协

会“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奖”，其优良品质和不俗影响

得到专家领导肯定。之所以有如此反响，关键还是契合了广大

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了声声入耳。

在广播播出的同时，《燕赵传奇》还通过网络播出并可以

点播回放。应听众强烈要求，此次以图书形式结集出版，就是

要通过全媒体方式进一步扩大传播效果，更好地实现传承燕赵

文化的目的。我们期待广大读者像对这档节目一样给予更多的

支持和关注。

《燕赵传奇》虽然记述的是昨天的故事，但对共筑“中国梦”

的今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肩负大家期望，不懈不辍，

孜孜以求，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让收藏在禁宫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讲好燕赵故事、传承历史文脉，为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征程中的民众带去富有营养的文化食粮，为增强国人的骨

气和底气提供能量超强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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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见证了燕赵大地的千古沧桑 ；茫茫沃野，

埋藏着冀中平原的万年传奇。《燕赵传奇》全新推出根脉

文化系列节目，上溯数百万年，探索东方人类根祖起源，

寻访中华文化历史传奇，重走新中国奠基圣地。走进燕赵

故土，走进燕山太行，在一山一水中追寻不曾远去的古老

传说，追寻一脉相传的燕赵文化。

文明从哪里起源？发现从哪里开始？说话间这故事就

要开场，头一个场景就在张家口市的阳原县。

话说 2013 年 2 月末，春节刚过去不久，国家科技部、

河北省科技厅组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薄薄的

白雪，来到河北阳原县一个荒凉的山沟，这些人都是中国

一流的考古学、古人类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到这里来干

什么？

不是扶贫，更不是观光，而是要把“东方人类探源工程”

的课题列入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专程到实地进行项目可

行性的考察、论证。

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文物局、阳原县人民政府等

单位把“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研究、

泥河湾研究中心建设等工作的进展报告给各路专家学者，

几番论证之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将把东方人类探源工

程列入国家科技扶持项目。

大批的学者，大牌的专家，聚集在这个冰天雪地里的

小县城，是为了研究人类起源的大题目，合计探索始祖的

大计划。别看这个冀西北山区的小地方不起眼，在这里却

埋藏着一大笔属于全人类的财富。

我们河北省阳原县，是冀西北与山西省接壤处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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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这里距北京 200 多公里。有古老的桑干河自西向东纵贯全境，横跨河北

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市阳原县、蔚县，以及山西省大同市的部分县区，总面积达

9000 多平方公里，桑干河、壶流河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这里的泥河湾盆地，

属冀西北黄土台地、丘陵地貌。

从 20 世纪中叶，这个小山村就屡屡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露面，成

为闻名世界的“神秘宝地”，被冠以“中国阳原”、“中国泥河湾”、“中国阳原

泥河湾”等等名号。但凡学过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响亮的名字。

有人说，它是一部史书，是中国华北地区人类早期活动的大事记，涉及旧

石器、新石器时代，囊括了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生物学和第四纪

地质学、古地理学和年代测定等等的大学问。

也有人说，它是一笔财富，是大自然给中国、给河北、给张家口、给阳原

留下的独有的文化瑰宝，是探索人类起源的一把钥匙。

它是一块宝地，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考古圣地。

泥河湾是一个承载着世界地质学领域科学术语的地名，由它而起，形成了

一个崭新的文化门类。

小小村落，如何成为考古圣地？

静静河湾，埋藏多少惊天传奇？

阳
原
县
泥
河
湾
马
圈
沟
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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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神话似的泥河湾，惊艳了全世界考古专家的眼球，这个曾经不为

人知的名字，一个转身就登上了学界的神坛。究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里

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事说来话长，得慢慢地往前头翻篇，穿越过一百多年，

就是这段故事的开头。

这个建于清朝的小山村，到如今只剩下九十多户人家，由于桑干河淤泥堆

积，形成了大片的河湾地，故而得名泥河湾村。在清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

这里的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

1900 年，这一年在农历干支纪年表上正数庚子，义和团运动之火在中国的

北方烧得正烈，西方列强对华开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烧杀抢掠，作恶多端，

侵略者闯进了皇家大院紫禁城，还兵出多路洗劫了整个华北。

1901 年（辛丑年）9 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这是民族的悲剧，

中国的灾难。也是这段屈辱的历史，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中

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这种形势下，在闭塞的阳原县山区里，传奇的泥河

湾迎来了洋人的步履。

1910 年，法国天主教会利用清王朝给法国政府的庚子赔款，在这个荒凉的

泥河湾村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派了一位名叫文森特的神父，到这里传播天主

教。从此，这个北方小村和外界的联系就多了起来。

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却开启了泥河湾秘史的第一页。先祖们散落在山沟沟

里面的讯息，被来自法国的文森特神父收集起来。

这位大鼻子的神父不光信奉远在天上的神灵，还幻想着能在身边的这片土

地上找到远古人类的祖先。作为一个骨灰级的地质学发烧友，他来这里传教的

同时，还怀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在这片黄土底下找到更多的动物化石，更希

望能把这条线索连成一道小路，从这启程，探索远古人类的足迹。

在 19 世纪后期，世界上寻找人类远古祖先的史前考古大多集中于欧洲，

人们希望在欧洲找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和遗迹。但是，收获甚微。

20 世纪初叶，很多欧洲学者发现，在欧洲大陆和列岛上，文化积淀不够深厚，

可以追溯的文明也不够久远。所以他们理性地想象，既然在欧洲没有找到远古

人类的踪影，那么人类祖先的遗迹会不会出现在亚洲？尤其是历史悠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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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中国、印度，那里会不会有远古人类的第一个足迹？

于是，具有麦哲伦、哥伦布航海经验的西方学者们开始推论，人类的起源

地可能在亚洲。尤其可能是在亚洲最大的大陆中心地区—中国。所以，西方

的科学家们开始涌向亚洲，来到中国。他们想知道，这块盛产丝绸、陶瓷，孕

育了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是否也曾经是人类的摇篮呢？

在流淌了几十万年的桑干河边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块山地里

刨食吃。长久以来，这土地里刨出来的不光有红薯、土豆，还有一些既不是土

坷垃，又不是石头块的东西，因为这些个非主流的玩意对他们来说一点儿用也

没有，就被一股脑地堆到不碍事的地方。

大鼻子的洋神父凭着一个地质学发烧友的热情，攒了一肚子相关的知识，

没想到在这里倒派上了用场。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远古时期的动物化

石，都是老祖宗那辈上留下来的遗迹。

一天夜里，法国神父文森特在泥河湾天主教堂里仔细端详这些古老的哺乳

动物化石。他希望能通过这些化石，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忽然间他眼前一亮，被一些哺乳动物骨骼上的砸痕惊呆了，这些古老的动

物化石上，好像有砍砸的痕迹。就在这一瞬间，文森特意识到，如果这些砍砸

的痕迹能被证实并非当代人耕作的结果，那么就应该是远古人类所为，如果这

个发现可以获得印证，将是一个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那么，文森特就将

成为世界名人。到那时，他在中国、在法国，就会像拿破仑、唐太宗一样名扬

天下。于是，他决定，尽快把这些化石交给对考古更加专业的神父桑志华。

桑志华可是一位传奇的人物，是法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

学家，也是一位中国通。他在 1914 年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

远赴东方的他主要是为了进行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而来。在中国生活工作

的二十五年里，桑志华的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达到五万多公里，采集

到的地质、古生物标本共计几十万件，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最老牌的收藏

家、考古学开创者。他创建的北疆博物馆，就是现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当然，这是后话。

文森特碰上桑志华，这强强联手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事挺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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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时候，一时半会可实现不了，这地方一没火车二没公路的，翻山越

岭一路开拔，且不说路上费的周折，万一再碰上个劫道的蟊贼，没准连小命都

丢在路上。

文森特一路艰难，这话先放下不表，单说就在这个时候，第三路考古界的

名角大驾光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德日进。他是一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和思

想家，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也是在中国发现远古人类化石的第一位科学家，

第四纪地质的奠基人之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德日进“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

是他最早在中国发现了人类化石，是他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是猿人颅骨。

德日进发表过许多具有进化论观点的论著。由于他的进化论主张，他被欧

洲的教廷斥为异端，被欧洲教廷剥夺了公开发表文章和学说的权力。德日进之

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他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一个被剥夺了讲学和著述自由

的精神囚徒。于是，他作为一个流亡者，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三年的学术之旅。

为了自由与真理而流亡，就是他生命的写照。

遗迹初现，学界巨头齐聚内蒙古高原 ；

夕阳残照，圣婴化石点亮考古新开端。

1922 年，前头说过的桑志华和德日进会合在西北河套地区，沿着两千年前

李广、卫青跨马征战的道路，一路到了内蒙古高原。这一路上，他们不光见到

了大漠孤烟的风景，还在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大沟湾这一带收获到了一

大批宝贝。

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德日进在夕阳的映照下，一边休息，一边整理当天

发掘动物化石的收获。就在他埋头修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牙齿，

德日进睁大眼睛仔细辨认后，发出了一声惊呼 ：“哇！祖先的圣婴！”

这个惊人的发现是一枚幼童左上门齿化石，这可不是一般人类牙齿，而是

全世界科学界最早在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虽然仅仅是一颗人牙，但意义不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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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也坚定了德日进和桑志华在中国寻找远古人类遗迹的

决心和信心。

1923 年，德日进参加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这一回跟团来中国，再次

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再赴河套，重走宁夏灵武，朝圣一般的考古之旅又将有

什么样的发现？

1920 年，比利时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绍特在灵武的水洞沟东边断崖上发现了

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精巧的石英岩石器。所有考古工作者都明白，既然有

石英岩石器出现，就可以说明这是人类的杰作。既然如此，附近就应该有古人

类的遗踪或遗物。而且，生活在第四纪时代的披毛犀也应该是和远古人类同属

一个时代的动物。

英国科学家德日进和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一起到了宁夏，在边沟河流

域发现了这个名叫水洞沟的地方。在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上进行了五处发

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使之成为在中国最早发现、

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

重大贡献。

乱石堆里刨出来的宝贝见证了百万年的历史，一路追溯，一点一滴的信息

连成了串。中国的人类文明史，一下子拉长到旧石器时代，在历经沧海桑田的

旧时光里，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谓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中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从

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出现之前，都被称为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

的时期，止于六千年之前。这一漫长的时代是人类从猿人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

时期。在这其中，前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从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之后，称为新

石器时代。

德日进在宁夏河套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

这一时期，人类打制石器的技术比较进步，使用石器的类型逐渐增多，打制石

器的精细度也逐渐提高。

一路西行，洋专家在考古之路上取得了真经。此后的一个冬天，德日进就

留在北京，看过了雪花看春花，到了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已经对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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