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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 150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一座
开馆刚一个月的博物馆每天放票后几分钟就售
罄，馆内每两周一次的公益讲座也是一票难求，
游客不仅有河北地区的，还有来自北京、天津等
地的。如此热度，已经超出了该馆名誉馆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周忠和的预期。

这座博物馆的来历有些特别，它是保定市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
称古脊椎所）共建的中国古动物馆分馆，也是有着
900多万人口的保定市的第一座自然博物馆———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因其依托于古脊
椎所建立，丰富的藏品和展品资源让它成为目前亚
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

美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
说：“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需要，即融入
大自然，并与其他生命形式相关联。”周忠和相
信，对大自然的好奇和探索是这座博物馆能吸引
这么多游客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仅仅是对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抱有热情

是不够的。”周忠和认为，一座好的自然博物馆还
要提供科学叙事、审美展示和人文关怀。

博物学与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的英文名是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而 Natural History的意思就是博物学。”

1月 31日，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
馆）报告厅里，周忠和作了一场有关自然博物馆
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的科普报告。

许多人不知道，自然博物馆是因博物学而
诞生的。博物学是对自然的记述、系统的解
释，而自然博物馆给了博物学一个集中展示
的空间。
“自然博物馆和博物学家有很深的渊源，他

们为今天的自然博物馆和科普事业作出了奠基
性的贡献。”周忠和介绍说。

在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亦称洪堡博物馆），
有德国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
制作的数千种、数万件标本，其中包括大量的新
物种，它还深刻地影响了达尔文；英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由英国博物学家欧文担任首任馆长，馆
内收藏了许多达尔文采集的标本……

在中国，法国神父、博物学家韩伯禄创立了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徐家汇博物院；同样
是法国博物学家的桑志华创立了天津自然博物
馆的前身———北疆博物院；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
健发起创建了北京自然博物馆……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常有观点认为博物

学是‘过时’的学问。”周忠和指出。
被称为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爱

德华·威尔逊，几乎用自己的一生去印证博物
学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正是源自人类的“亲
生命性”。
在他的带动下，博物学又开始发挥它的社会

影响力，特别是在人类遭遇气候危机、生物多样
性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呼唤博物学的回归。
“在当下，自然博物馆应当成为弘扬博物学

理念的重要阵地，而博物学的复兴又能成为推动

自然博物馆发展的动力。”不过，周忠和提到，无
论是博物学还是自然博物馆，都需要融入更多的
科学态度。

事实上，在 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的巅峰时
代孕育出了现代科学，催生了生命科学、地球科
学等诸多学科分支。“到了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
今天，对于博物学的诠释，除了要满足人们对于
自然现象认识的热情需要外，还要展示其科学性
和思想性的一面。”周忠和谈到，比如“综合进化
论”，它融合了自然选择理论、遗传学、古生物学
等多学科知识，为的是向人们解释这个五彩缤纷
的自然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对自然博物馆而言，化石是讲述这个深度故
事的重要载体。

以“演化”为主线的博物馆

周忠和说，美国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杰
里·科因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中有
过一段生动的论述：地球上的生命故事书写在岩
石之中，可惜这本“历史之书”已经被撕碎揉烂，仅
存的几页也散落四方，然而它终究还在那里，最为
重要的部分还清晰可见，古生物学家则是不知疲倦
地拼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演化证据……

通常在自然博物馆中，除了地质、现代生物

的展陈外，古生物也会占据一席之地，尤其是恐
龙和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的骨架，都是最吸睛的存
在。但由于化石的稀缺性，古生物展品的数量、规
模往往都不是最大的。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特殊之
处在于，它是以化石为载体，集中普及古生物学、
古生态学、古人类学以及演化论知识的专题博物
馆。“它以演化为展览主线，展示了从鱼到人的全
部过程，科学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是非常高的。”古
脊椎所副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
馆）学术副馆长赵祺告诉《中国科学报》。

展陈的起点是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到
了“远古海洋”展厅，重点讲述脊椎的现身、颌的
出现、由水到陆的生命变革。

四足动物登陆后主要分成了两大支，一支是
爬行动物，一支是哺乳动物。在“恐龙帝国”展厅，
以中生代为主要舞台，讲述了恐龙家族在三叠纪
出现后，经历侏罗纪发展壮大，白垩纪高度分化，
其中一支演化成为今日蓝天的主人———鸟类的
发展历程。

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事件结束了中生
代的恐龙纪元，哺乳动物从恐龙的阴影下走出，
迅速开枝散叶。在“哺乳新生”展厅，展示了躲过
浩劫的哺乳动物在新生代辐射演化的过程，以及
人类崛起逐渐直立行走的过程。

从鱼到人长达 5亿多年的演化史中，发生过
多次重大节点事件，生命就是通过一次次节点事
件得以跃升。赵祺说：“如果你仔细看展览就会发
现，这里展示了许多这样的节点事件，它们串联
在一起，就是一本脊椎动物演化的‘教科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自然博物馆还设有一个
特别展厅：灭绝之殇。它不仅展现了 60多种已灭
绝生物的形象，更通过对入侵生物和动物制品的
展示，阐述生物入侵给我国本土生物物种多样性
带来的严重威胁，揭示出人类对大自然和生态系
统的伤害，启示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任重道远。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研究者刘
华杰曾经提到，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
它同时提供情怀、世界观和人生观。对此，周忠和
十分赞同，“自然博物馆应该关注人文与社会问
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也
可以运用新技术警示人们更多自然的原始状况
以及遭受破坏的现状”。

让自然博物馆“活”起来

纵观全国，各地的自然博物馆建设并未完全
普及。赵祺特别提到，目前并不是每个省份都有省
一级的自然博物馆，有些省级自然博物馆脱胎于原
来的地质博物馆，藏品和展品比较缺乏系统性。另
外，大部分自然博物馆仍停留在展示丰富多彩的标
本层面，很少挖掘、提升背后的科学和人文内涵，
这是自然博物馆发展初级阶段的特点。

赵祺解释，这一现状背后的根源是由于国内
绝大多数自然博物馆缺乏研究馆员和科学研究
作为支撑，“这就等于切断了自然博物馆的生命
线”。在国外，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收藏、科研和展
示三者是互为支撑、缺一不可的，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标本的更新升级以及布展的科学性。
“未来国内自然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博物学

家或者科学家的深度参与，无论是提供最新的自
然科学成果，还是参与策展、讲解或是科普研讨
等。”周忠和强调。

古脊椎所所长邓涛介绍，中国古动物馆（保
定自然博物馆）建馆之初就树立了“学术立馆”的
工作导向，确保馆内藏品的多样化、丰富化、系列
化，并且把生物演化与人类起源的最新科研成果
通过一个个展览推向公众，使其成为一个“活”的
博物馆。

科普，是古生物学这门基础学科发挥社会功
能最重要的阵地。赵祺表示，中国古动物馆（保定
自然博物馆）作为古脊椎所最重要的一个科普窗
口，不仅有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还将把研究生、
博士生的培养与博物馆科普结合起来，壮大并延
续这支队伍。

“科味”十足迎龙年

国图书香迎龙年
展现源远流长的龙文化

“龙”字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化圈有
什么特殊意义？“龙”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
隶书至楷书是如何演变的？2月 2日，在北方
农历小年这天，“龙吟书香———甲辰新春贺岁
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二层开展。观众可
以从“书香”中了解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
的方方面面。

贺岁展分为“龙之为字”“龙之形貌”“龙
之历书”“人中之龙”“典籍载龙”5个单元。
“龙之为字”介绍了“龙”字悠长的应用

历史、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影响；“龙之形貌”
通过图文形式展示了新石器时代玉石龙、
夏时期绿松石龙形器、商时期虎头龙身像、
春秋时期的龙耳簋、汉时期青龙瓦当、东晋
时期《洛神赋图》、唐时期铜坐龙、元时期景
德镇窑蓝釉白龙纹盘、明时期孙玉泉千镫
寸玉龙纹墨等出土文物、生活用品和字画；
“龙之历书”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历谱、敦煌
出土的唐时期具注历日、清时期时宪书等，
并选取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明、清三朝龙年
历书，全面介绍了其内容、内涵及价值；“人
中之龙”介绍了历代名人中龙年出生的 9
个人，始于东汉的班固、班超兄弟，止于近
代吴昌硕、缪荃孙；“典籍载龙”依托《周易》
《山海经》《史记》《东西晋演义》《有夏志传》
《后西游记》等历代典籍中载录的龙，展现龙
文化之源远流长。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观众不能到
馆参观，还能选择登录国家图书馆官

网进行线上观展。2月 2日，“国
家图书馆 2024 年新年专题页

面”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以
上贺岁展在内的展览、古

籍、讲座、活动等。

长隆科莫多龙馆开馆
近距离观赏“龙族遗珠”

2 月 3 日，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长隆野
生动物世界（以下简称长隆）全新的科莫多
龙馆正式落成开馆，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
“龙族遗珠”科莫多龙的风采。

全新的科莫多龙馆不仅是一个生物栖
息地，更是一个生态教育基地。馆内环境地
貌高度还原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的地形和
植被，利用沙石、粗壮的树木栖架做造景，每
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模拟出野外环境
中不同的地貌，力求还原科莫多龙的真实生
活环境。此外，该馆通过设置各种活动区域
和互动设施，如水域、沙坑，让科莫多龙在玩
耍中展现出更多天性。

科莫多龙是一种巨型爬行类动物，最长
身长纪录是 3.13米，体重达到 166公斤。现
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等群岛部分
地区。体形巨大的科莫多龙尾巴、爪子强而
有力，皮肤粗糙，遍布全身的隆起鳞片似珍
珠，防御性很强，有“龙族遗珠”之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科莫多龙馆开馆
迎新，长隆特别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作科普研
学指导，为小朋友们讲解科莫多龙的习性
和特点。

长隆是全国最大的科莫多龙繁育基地，
春节期间，长隆将首次向公众展示科莫多
龙。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科莫多龙这一物种，
馆内设立了科普展览区，通过趣味科普图
文、仿真科莫多龙模型和多媒体等形式，向
游客详细展示科莫多龙的习性、进化过程及
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首钢科幻乐园全新亮相
来一场科幻 citywalk

2024年岁首，北京首钢一高炉·SoReal科
幻乐园以“齐天号”太空星舰的身份全新亮相，
并预计在 2024年春节期间正式向公众开放。

一高炉是著名的工业遗产，在 1919年石
景山炼厂（首钢前身）时期就已动工修建，于
1993年易地到当前位置进行扩容改造，后随
着首钢搬迁调整停工熄火。

一高炉·SoReal科幻乐园位于首钢园北区
金安科幻广场，利用 5G+XR技术把“未来”置
入百年工业遗存，被称为全球首个沉浸式太空
探索主题科幻综合体和元宇宙互动文化科技乐
园，是将“未来”置入工业遗存的一次全新尝试。

场馆内，33 META CLUB像是极具未来感
的火箭发射器装置，保留了首钢百年高炉遗迹原
有的建筑结构和工业风貌。在原 33米挑高结构
的基础上，将赛博朋克设计元素、现代灯光舞美
以及 XR（扩展现实）沉浸体验技术进行科学整
合，重塑工业遗产建筑空间。“北京星港”飞船基
地、“齐天号”太空星舰等集历史工业设计与美学
于一体的科幻打卡点，等待观众的发现和体验。

线上展览“跨越 N次方”
观赏原子、分子和晶体模型

在学习高中化学时，我们有时会遇到一
些结构问题。比如，原子的电子云是什么形
状？甲烷的构型为什么是正四面体？金属原子
的堆积方式和空隙应该怎么理解？在第一次
接触这样的内容时，如果只看文字描述，往往
难以想象这些三维样貌到底是什么样的。这
时候，老师会拿出球棍模型或者几何模型示
范。在看到这些立体模型后，头脑中的一个个
结构便有了真切的形状。

“模型用最直观的方式，让它们跨越了数
次方的量级来到我们面前。”清华大学致理书
院 2020级本科生孔玮祎结合专业兴趣，以原
子、分子和晶体模型为主题打造了线上展览
“跨越 N次方：原子·分子·晶体模型展”。该展
览包括“原子与键”“几何构象”“晶体、蛋白质
与 X射线”“实体与抽象”4个部分，选取了一
系列经典的原子、分子和晶体模型，介绍其背
后基础且精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原理，学科
发展历史也点缀其中。

展品资料来源于伦敦科学博物馆线上资
源库、开源网站和专业课程作业，部分插图使
用化学软件自绘。春节闲来无事，观众可以登
录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官网，赴一场“跨越 N
次方”的约会。

寻味纪录片《科技味蕾》
探秘美食背后的“科技与狠活”

“每逢佳节胖三斤”，相信春节期间你一
定会“大炫”家乡美食、“妈妈的味道”，但偶尔
是不是也会对工业化食品有一丝丝想念呢？
“妈见打”辣条、“生人勿近”螺蛳粉、“让人又
爱又恨”预制菜……走进工厂一线、探秘食品
黑科技的纪录片《科技味蕾》已于今年初在知
乎正式上线了。这部纪录片目前上线的 3集
分别是《螺蛳粉》《辣条》《预制菜》，为观众打
开了一扇了解食品科技的“窗户”。

工业化食品已经成了人们现代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往往会让人联想到
“科技与狠活”。事实究竟如何？不同于许多美
食纪录片注重传承、古法、手工，《科技味蕾》
通过探访食品工厂、科研机构，将工业化食品
背后的研发、生产过程娓娓道来。

比如第一集《螺蛳粉》大约 13分钟，拍摄
的是广西柳州螺蛳粉食品加工厂，对其预包

装米粉、螺蛳养殖、汤底熬制、酸笋包生产等
螺蛳粉制作全流程进行跟踪，还邀请了北京
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李健，对螺
蛳粉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原因进行了阐释。

该纪录片制片人钱程是食品研发工程
师。他说，很多人对工业化食品充满了恐慌和
误解，这促使他决定拍一部属于“工业化食
品”的纪录片，穿越争议的迷雾，让大家消除
恐慌，做到“理性看待”。

《奥本海默》成金球奖大赢家
重温原子弹研制历史

今年 1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2024年
第 81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电影《奥本海默》
斩获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导演、最佳男主
角、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原创配乐等 5项大奖。
《奥本海默》是美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自编自导的传记电影，由基里安·墨菲主演，讲
述了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二
战期间领导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以及他在二战
结束后听证会上遭遇不公正的经历。

有影评认为，《奥本海默》是一部如自由落
体般飞快展开的传记片，这是诺兰最为抽象的
电影，同时又是表现手法最为精妙的一部。通过
末日般的 IMAX噩梦景象，“愧疚”的主题得到
了充分表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噩梦的阴
影也变得越发庞大、越发接近人物的本心。
《奥本海默》已于 2023年 8月在中国内地

上映。该片时长 3小时，现在有多个视频
平台播放，工作繁忙还未能在大银幕上观
影的小伙伴大可趁着春节假期“补课”。还
有一个好消息是，据称，今年该影片
有望在部分地区重映。
（本报记者李芸、韩扬

眉、朱汉斌采访整理）

盼望着、盼望

着，春节假期来啦！

我们整理了一份极

具历史感、科技感的

龙年春节精神大餐，

不仅有线下逛展的

收获满满，也有线上

观影的异彩纷呈。祝

读者春节快乐，万事

胜意！
国图新春贺岁展展板内容。

国图供图
科莫多龙素有“龙族遗珠”之称。

朱汉斌 /摄
首钢一高炉·SoReal科幻乐园。

图片来源：创新石景山公众号
《奥本海默》海报。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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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参观中华猛龙标本。

中华猛龙标本。 胡珉琦 摄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古脊椎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