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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哪里来？人类的祖先是谁？当被问到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我们
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猿”“河姆渡文明”等。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人应是
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都表明，
人类祖先有可能是鱼类。

撸串喝酒，是不少市民一天中最
为放松的时刻。假如穿越 2000 多
年，当时聚众饮酒却是要被处以刑
罚的。

“那时的周朝人把盛放酒具的案
台取名为‘禁’，以警示自己。他们认
为嗜酒无度是夏商亡国的重要原因，
还颁布了禁酒令：民众不可聚众饮酒，
王公诸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河南博
物院副研究员向祎说。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国宝云
纹铜禁总是能吸引观众驻足观赏。它
见证了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是河南
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首批64件禁止
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十二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翘尾，
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均为浮雕透
孔云纹，如在云端。兽首面向案台张
嘴吐舌，舌头翻卷至台面之上，似乎在

盯着案台上的美酒，垂涎欲滴。灯光
下的云纹铜禁造型瑰丽，很少有人知
道，其出土时是怎样一堆碎块。

“在修复室打开麻袋一看，倒吸了
一口凉气。就是个光板铜案，一个边
儿还塌陷了一多半，附兽、座兽全部脱
落，无数云纹也剥落缺失了，面目全

非。”河南博物院修复师王琛说。
1981 年，王琛 21 岁，参加工作 3

年。他的父亲王长青，我国青铜古器
文物修复界的大家之一，被返聘回河
南博物院主持云纹铜禁等一批青铜重
器的修复工作。

出自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云纹铜
禁，距今至少2500年，一堆青铜碎梗，
整形、加固、补配、錾花、大焊、铸接、黏
接、着色、作锈……王琛跟随父亲的团
队，历时3年多，用了多达20种工艺，
最终使云纹铜禁重放异彩。

据修复者观察、分析与研究，云纹
铜禁以失蜡工艺铸造，在器表之内，用
四层粗细不同的铜梗加固支撑，是中
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失蜡工艺铸
件，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
前推进了1100年。

时至今日，我国共出土禁类器物

不足十件。史书记载，中国最晚在
夏朝已掌握了人工酿酒的技术。周
朝初年，农业尚不发达，酿酒的原料
谷物产量不高，老百姓一般消费不
起美酒。

“酒在当时可是奢侈品。”向祎说，
禁酒令主要是针对大夫、士人等统治
阶层颁布的，并不是单纯地完全禁止
饮酒。所谓“酒以成礼”，诸如祭祀、侍
亲等礼仪活动中都是必须备酒的，饮
酒至醉并非大错，但因醉失礼就是大
不敬了。

通过冰箱贴、首饰、文件夹等文创
产品，云纹铜禁的禁酒故事仍在流
传。“我们设计的这款冰箱贴，一只小
醉猫横躺于酒案之上，爪里仍握一瓶
酒，憨态可掬的神情仿佛在提醒人们

‘美酒虽好，切勿贪杯’。”河南博物院
文创办主任宋华说。

探索四足动物
起源的奥秘

云纹铜禁：“美酒虽好，切勿贪杯”
新华社记者 桂娟 李文哲

■ 丁小贝

在我国华南，和奇异东生鱼差不多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四足形类肉鳍鱼还
有肯氏鱼。肯氏鱼化石研究最重要的
意义是显示了内鼻孔演化的中间状
态。人类的鼻子是呼吸器官，但实际上
在大多数鱼类中，两对鼻孔全部位于头
部外表面，鼻子只是嗅觉器官，与呼吸
没有关系。鼻子从嗅觉器官演化为四
足动物呼吸道的第一步，是演化出鼻腔
在口腔中的开口，也就是内鼻孔。内鼻
孔是怎样进入口腔的，过去一直不太清
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朱敏研究员发现，肯氏鱼的后面
一对鼻孔正好处于口腔内外的交界
处。就这样，化石记录完美地保存下了
内鼻孔演化的过渡状态。

在东生鱼和肯氏鱼之后，四足形
类肉鳍鱼又分化为两大分支，其中的
一支演化出了三列鳍鱼类。三列鳍鱼
类和希望螈类可能有很近的亲缘关
系，三列鳍鱼类→希望螈类→四足动
物的演化序列虽然还不够完美，但已
经提供了足够的过渡信息。

我国目前还没有发现希望螈类的
化石，也没有发现过完整的泥盆纪四
足动物。不过2004年，曾经在宁夏的
晚泥盆世中宁动物群发现过一小段四
足动物的下颌骨，它被命名为中国
螈。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许未来我们
还会在中国找到更多的早期四足动物
演化证据，帮助我们揭开四足动物起
源的奥秘。

肉鳍鱼类在大约四亿年前的早
泥盆世开始了爆发式大发展，这个
时代将肉鳍鱼类的整个演化历史分
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这
之前的肉鳍鱼类被归入肉鳍鱼类干
群，以梦幻鬼鱼和斑鳞鱼为代表，形
态十分原始，甚至并没有发展出典
型的肉鳍，它们的鳍与辐鳍鱼类没
有多大不同。而在这之后，我们熟
悉的肺鱼类、空棘鱼类和四足形类
等肉鳍鱼大类群纷纷演化出来，它
们通常被统称为肉鳍鱼类冠群或现
代肉鳍鱼类。

而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朱敏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
在中国云南地区发现的距今4.09亿年

的基干四足动物化石，被命名为奇异
东生鱼。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
的基干四足动物，将四足动物支系的
演化历史前推了1000万年。

在用高精度CT扫描奇异东生鱼
的脑颅之后，研究人员吃惊地发现，它
的脑中竟然已经有了适应陆地生活的
结构。它的垂体有一对与现在两栖动
物的垂体前端相似的结构，被称为“腺
垂体结节部”。在陆生动物中，这个结
构接受晨昏光线信息输入，分泌激素
控制昼夜节律。这一发现说明，奇异
东生鱼可能生活在光照变化明显的浅
水中，它们适应浅水生活环境的许多
特点，为四足形类肉鳍鱼最终登上陆
地提供了思路。

一百多年前，达尔文首次提出，古
代鱼类登陆演化成为四足动物。在那
之后，古生物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找我们
的祖先。目前大量的科学证据将人类
的祖先推向了海洋，这里出现了最古老
的脊椎动物——远古鱼类。对于脊椎
动物而言，有颌鱼类的出现是演化过程
中的一个关键事件。那么，从早期鱼
类，到鱼类爬上陆地，这1亿多年的时间
里，它们是如何演化的呢？

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水中的鱼和
陆地上多姿多彩的鸟兽爬虫有着巨
大的差异。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
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最早注意

到生活在尼罗河中
的一种鱼和陆地动物
的身体结构拥有一系列共
同点。不久之后，达尔文提出
的进化论就对此作出了解释：现代鱼
类和现代四足动物（四足动物包括青
蛙、蜥蜴、鸟、人类等所有陆生脊椎
动物和它们回到水中的后代）拥有共
同的祖先——古代鱼类。通俗来说，
可以理解为“鱼类登陆演化成为四
足动物，人是从鱼演化来的”。在接
下来的近两百年内，要解决的问题就
变成了：什么鱼？怎样演化成了四足
动物？

鼻孔中藏的秘密C四足形类肉鳍鱼B

寻找进化的线索A

河南博物院展厅里的云纹铜禁。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