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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代表北京的符号是什么？
是曾经护卫着古都的城墙？
是纵横交织的胡同？
还是老北京人充满礼数的寒喧？
逝去的永远逝去了，留在心底的，只有缕缕淡淡的痛。
一篇高考作文命题《北京的符号》，唤醒了多少人尘封的记忆，勾起了多少人对明日的憧憬和幻想。
本书是一本《解读北京的符号》，收录了远古祖先、城市生命、京史钩沉、追忆名录、古城探幽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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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泠风，本名刘云萍。
其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工作学习都在北京，因此对北京一砖一石的情感浓浓，平时以游逛为休闲，以
码字为乐趣。
作品以人物传记、科普文章、叙事散文为主，亦写过电视剧《邓宝珊将军》，近两年作品有《西花厅
岁月》、《游北京逛西城》等数部，其作品《眼睛是怎样看到东西的》被收入近年高中语文教科书(开
明版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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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周口店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    周口店的闻名于世得益于一座叫龙骨山的小小山丘。
    很多年以前，北京西南房山区的周口店有好多不知名的小山，因为地质学的长年变化，石灰和煤炭
成为这些山里的宝藏，于是，周围的山民也都以采集石灰和挖煤为生。
然而就在这座盛产石灰的小山上，山民们总能接长不短地挖出些细小的动物化石，他们习惯地把这些
化石被称为”龙骨”，小山因而得名“龙骨山”。
    对于龙骨，周口店人从来没有过特别的重视，山里这样的东西太多了，只是偶尔有汉子把它们带到
城里卖给中药店换上几个铜钱。
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地过了许多代，到了明末清初，交通的发展使得周口店人进城的机会渐渐多起来
，北京前门一带的中药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摆着待价而沽的龙骨。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北京城里一片混乱，许多原来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纷纷回国，一个名
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临行时带了一箱龙骨。
哈贝尔当时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才让世界对周口店有了新的认识。
    回国后，哈贝尔将龙骨送给了德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位教授竟
然从中辨认出一颗远古灵长类的牙齿。
这颗牙齿究竟是猿的还是人的?施洛塞尔拿不准，但他因此撰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杂志上，而这篇论文
又引起了瑞典地质学家安德森的关注。
    历史的年轮转到1914年，刚刚成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取得西方国家更多支持，陆续聘用了不
少外国顾问，安德森有机会来到中国。
在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的同时，安德森还念念不忘施洛塞尔教授发现的那颗牙齿，他招募
了几个技工，向他们教授些简单的化石辨别知识后就让他们到华北寻找化石。
1918年，安德森在前门的一个小铺子里淘换到一块啮齿类动物化石，经过询问，他得知化石来自周口
店龙骨山。
科学家的敏感使安德森对位于北京东南的这个小山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安德森决定对龙骨山进行挖掘。
1921年春天。
他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和美国人葛兰阶第一次来到周口店，一场小规模的挖掘开始了。
这次，他们只收集到一些动物化石，但安德森却注意到堆积物中的脉石英碎片。
其实，这次史丹斯基已经发现一颗可疑的牙齿，由于不能确定这颗牙是人的还是类人猿的，所以他在
初步报告里只字未提。
两年以后，史丹斯基和安德森再次来到周口店，这回他们发掘出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两颗人
类牙齿化石——一颗为石化很深的人类上臼齿，一颗为尚未露出颌骨的人类前臼齿，遗憾的是两位国
际著名的科学家并没有立即认出。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研究古人类学的人才，那几年，安德森和他的同伴把所有的标本都运到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实验室里，他们对化石的修理研究进行了几年，直到1926年，史丹斯基
又从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
几个第一代发掘者兴奋起来，北京龙骨山的神秘面纱由此掀开一角。
    1926年10月22日，瑞典皇太子访华，安德森在协和医院小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正式宣布了在周口店
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周口店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
    “北京人”名字的由来    在寻访北京远古居民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熟悉另一个名字——步达生，
一个加拿大科学家。
    步达生是白求恩的老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在他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专门机构“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2月诞生
。
这个机构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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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达生研究的是体质人类学，这个学科是人类学中专门研究人类体质演化规律的分支。
他早就确信中亚是人类的发祥地，而周口店发现的两颗人牙无疑对他的研究有着巨大的诱惑。
没等安德森正式公布在周口店发现了人类化石，步达生就开始积极介入，他将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作
为追加项目纳入与安德森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而且为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的经费到处奔波。
经过步达生的努力，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元赞助周口店的发掘；接着，他又与中国地
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并协商了一个合作方案。
    终于，对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下从1927年春天正式开始，当年10月16日，瑞典
古生物学家步林就发现一颗保存良好的人牙，从此，寻访北京远古居民的经程连续10年从未间断。
    步达生在寻觅北京居民远古祖先时另一个不可磨灭贡献是，经过对发掘出的三颗人牙化石的研究，
他建议以此为依据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生种，他为这个新属新生种取名为”北京中国猿人”，简称
为”北京人”。
后来，也是步达生对裴文中挖掘出的头盖骨进行了精心修复，使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北京人”头盖骨
完美无缺。
    1934年，步达生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旁，临终，他都一直掂记着周口店和“北京
人”。
步达生是世界上第一位系统研究“北京人”的科学家，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重点放在研究“北京人”方
面。
在研究中，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籍和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
”(注1)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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