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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周东锋 邓程兮

8 月 21 日，走进市博物
馆古代陈列区，游客杨佳就
被猕猴头骨化石吸引住了。
令杨佳惊讶的是，这个猕猴
头骨化石十分完整,牙齿还
保留在上面，清晰可见。

市博物馆副馆长邓程兮
说，这枚化石出土于新宁县
水庙镇湾子头村，这一发现
曾轰动一时。1994 年 5 月，
湾子头村村民在该村鸭棚岩
开山挖石时，意外发现了这
块像人头颅的猕猴头骨化
石。鸭棚岩是一个石洞，因
洞口宽敞状似鸭棚而得名。

闻讯后，新宁县文物管
理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勘察，并将这一重大发现
反映给市文物工作队和湖
南省考古研究所。随后，
省、市文物专家通过现场勘
察后发现，这个头盖骨化石
比人的头颅要小，但该头骨
化石的脑、鼻梁、脸颊、牙齿
都很完整。

经专家鉴定，这是数十
万年前跟人有很近亲缘关
系的猕猴头骨化石。这个
考古发现，填补了当时湖南
省境内的猕猴化石空白，同
时也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
代以前，邵阳就已经有了人
类先祖的活动。

化石必须历经2万年以
上才能形成，那么，这只猕猴
是怎么被掩埋于此形成化石
的呢？原市文物局副局长曾

晓光指出，化石形成具备这些条件：生物本身具有一定的
硬体，生物死后较快被埋藏在封闭空间，有钙物质不容易
被氧化，且经过较长时间的石化过程。在我国南方发现
的动物化石中，绝大部分是位于有钙化物的洞穴。

曾晓光分析，在若干万年以前，湾子头村鸭棚岩存
在着一个猕猴部落。有一天，这里突降大雨，山洪暴
发，一只可怜的猕猴被洪水吞噬，洪水挟着泥沙和石
头，把石洞的洞口封了个严严实实。在突然缺氧的环
境下，猕猴尸体没有腐烂，而是在水中开始“石化”。

曾晓光称，猕猴头骨化石的发现，揭开了人类与猴
子亲缘关系的神秘面纱。人类和猴子同属于灵长目中
的哺乳动物，这两种灵长类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大
约2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祖先
并不是现在任何一种猴子，而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灵
长类动物。也就是说，人类和猴子只是远亲关系，而非
直接的父子关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原始灵长类
动物分化为两支，一支进化为现代猴类，另一支进化为
现代猿类与人类的共同祖先。

在大约700万年前，猿类和现在的猴子分开了进
化路线。一部分后代继续生活在森林里，适应了树上
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现在的各种猴子。另一部分后代
逐渐走出了森林，适应了草原和沙漠的生活方式，形成
了现在的各种人类。而现代人类，是在大约250万年
前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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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简兰 伍乐妍

本报讯 8月24日，市少儿图
书馆联合大祥区红旗路社区举办

“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市少
儿图书馆2024年“文化筑梦”暑假
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为孩子们的
暑期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在红旗路社区，孩子们开场
朗诵了《读书真好》，用他们稚嫩
而真挚的声音，表达了阅读的魅
力和乐趣。湖南省新时代好少
年、两届湖南省阅读之星代表黄
可涵分享了读书体会，她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向孩子们展
示了 阅 读 的 力 量 ，鼓 励 大 家 多
读书、读好书。诗歌朗诵《每当
这一天到来》《童心向党 歌颂
祖国》声情并茂，充满了对党和
祖 国 的 热 爱 和 赞 美 之 情 ，也 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随
后 ，邵 阳 学 院 的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为现场的家长和孩子们带来了
一 场 生 动 的 防 溺 水 讲 座 ，提 醒
大 家 注 意 暑 期 安 全 ，增 强 自 我
保护意识。

活动最后，进入手工制作非遗
团扇环节。孩子们纷纷动手，认真
地将扇骨、扇面、包边条等材料精

心搭配，制作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
团扇。经过精心制作，一把把精美
的团扇在孩子们的手中诞生。孩
子们兴奋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家
长们也纷纷为孩子们的劳动成果
点赞。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
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
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同时也让孩子
们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和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市少儿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加强与
社区合作，为社区未成年人提供多
元化、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共同构
建书香社区，建设和谐家园。

文化筑梦，点亮孩子暑假生活

记者 陈贻贵

本报讯 8 月 21 日下午，由新
宁籍导演肖海平执导的电影《南方
南方》在邵阳人民电影院上映，为邵
阳观众带来一场温暖而治愈的视听
体验。

电影《南方南方》讲述了一个北
漂多年的南方姑娘林杉杉，重新回
到南方老家，把曾经和奶奶相依为
伴的老屋修缮成了民宿，在民宿里
与客人之间发生了四段奇妙且温馨
的故事。影片取景地为世界自然遗
产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新宁崀
山，影片中每组客人因不同的契机
住进了民宿，借由原生态的美食、田
野、森林、大自然来相互治愈和自
愈，展示独特的山水地理特征、建筑
风格、风土民俗。观影现场，坐满了
前来观看影片的观众。在电影中，
崀山美景被巧妙地融入到故事情节
中，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面对着家乡熟悉的镜头，观众们非
常高兴。

导演肖海平是新宁人，进入电
影圈已经十六年了。起初，他干的
是摄影，后来转型做了导演。2018
年，他监制了长篇电影《矮婆》。为
什么会选择这里呢？肖海平介绍，
影片勘景的过程中，他们去过很多
地方，把整个湖南都走了一遍，但一
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

突然有一天，一位老同学提醒
肖海平，为何不回老家看看？于是，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新宁。“刚好初
夏，万物复苏，大地和远山一片嫩
绿，生机盎然，随风摇曳，仿佛一切
都是早就安排好似的，只为等我归
来，那一瞬间特别感动。当时就毫
不犹豫敲定了老家新宁崀山。”肖海
平动情地说。

影片以崀山山村优美的自然风
光为背景，以纯天然的田园生活为底
色，以民宿为碰撞空间，以主人公和

客人之间的故事为主体，以夏秋山野
中的水果、农作物制作美食为推进复
线，再通过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碰撞与
发酵，激发出彼此对自然和生命的一
种新的认知。“影片要按照天时来拍
摄食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拍摄要
吻合所有南方作物的生长周期，这是
前期剧本创作上的大难题。”肖海平
说，水稻收割的那场戏定好了拍摄日
期，但突然因为天气变化要提前收
割，就只能调整人员，安排先把稻子
收了，不然就拍不到了。

电影《南方南方》邵阳上映

里面满是熟悉的崀山美景

邵 阳 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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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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