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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
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领
导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
人。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
国建筑事业，他就是梁思成。

近日，“栋梁——梁思成诞
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在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
分 为 求 学 、 治 史 、 规 划 与 保
护 、 建 筑 设 计 、 教 育 五 个 单
元，集中展示了大量珍贵的文
献资料，包括照片、录像、图
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
间装置等共计362件，力求全面
立体地描绘梁思成的形象。

在展览第一单元，一本古
籍引人注目，它就是北宋李诫
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作
为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
施工的规范书，《营造法式》对
于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1925 年 11 月，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将《营造法
式》题赠给在美留学的梁思成、
林徽因。梁思成从一拿到这本
艰涩难懂的“天书”起，就立志要
研究、破译它。经过常年潜心研
究，梁思成开创性地提出了确定
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对中西建
筑史比较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梁思成与助手
们完成了 《营造法式》 注释工
作的大部分主要内容。展厅里
展示了“宋 《营造法式》 注释
序 （未定稿） ”手稿，在开篇
即对 《营造法式》 的性质和意
义做了清晰阐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思
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四
处奔波，考察了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古建筑。一张泛黄的山西
应县木塔一层剖面测稿，诉说着梁思成与这座辽代宝塔的故事。
梁思成十分重视古建筑测绘，1933 年 9 月，梁思成在测绘应县木
塔时，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攀援铁链测绘塔刹。他与助手莫宗江
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测绘图成为迄今无人超越的典范。精美的蓟
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横剖
面草图、梁思成考察测绘赵州桥的照片……这些图纸和照片，让
人深刻感受到在艰苦岁月中潜心治学的学者风骨。

梁思成于1950年起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
的规划建设殚精竭虑。他在北京规划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1950年
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
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
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
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这一方案虽然
未获实施，但其思想影响深远。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建议手稿前，不少参观者
驻足端详。1951 年 8 月 29 日，病中的梁思成写信给北京市长彭
真，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见，信中还附
有精细的插图。梁思成的方案最终被采纳，于是有了今天我们看
到的这座庄严稳重、具有民族风格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梁思成的建筑设计观广阔而博大，如他的学生关肇邺所说，
“从建筑类别、地域、标准和风格等多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大的跨
度”。1947年，梁思成受邀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
代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齐聚纽约探讨方案。当时的
录像资料是现存唯一记录了梁思成声音的珍贵史料，在此次展览
中也可以看到。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贡献卓著。他主持或参与了曲
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
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或方案，并提出“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
念，这些都成为日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

“这个展览的意义除了纪念梁思成先生，还有对后人的鼓励和
启发。”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展览策展人苏丹说，“展出
的文献资料让我们对城市发展、遗产保护的艰辛历程有一个直观
的认识，引发我们对当代城市建设和保护的思考。”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

长江文明馆

感受长江魅力 领略自然雄奇
本报记者 田豆豆

走进鸟语花香的武
汉园博园，除了欣赏各
种风格的中式园林，还
有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
不容错过，那就是长江
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
馆）。 长 江 文 明 馆 于
2015 年 9 月落成开放，
展览面积 1.28 万平方
米；武汉自然博物馆于
2018 年 7 月建成开展，
展 览 面 积 1.8 万 平 方
米。在这里，你可以感
受长江的魅力，领略自
然的雄奇，体会地球上
种种生命的精彩。

武汉自然博物馆展示的中加马门溪龙化石、硅化木和“龙”足迹化石墙。
本文图片均由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提供

长江文明馆展示的中华鲟标本。

武汉自然博物馆“大河沧桑”展区，右侧为巨犀骨骼装架标本。武汉自然博物馆“大河沧桑”展区，右侧为巨犀骨骼装架标本。

观众参观“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贺路启摄/人民图片

梁思成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文明长河奔涌不息

万里长江，源远流长。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长江文明馆常设展览“长江之歌 文明之旅”，以水
孕育人类、人类创造文明、文明融于生态为主线，
运用丰富的文物、标本及多媒体展示手段，全面反
映长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

走进序厅，巨大的东方剑齿象化石引得观众惊
叹：“好高啊！”与现代的大象相比，剑齿象更加高
大威猛，有更长的象鼻和象牙。剑齿象在 1200 万
年-100 万年前生活于亚洲和非洲温暖湿润的地区，
后来由于环境变化逐渐灭绝。这件出土于甘肃的剑
齿象化石，勾起了人们对地球上古老生命及其生存
环境的遐想，昭示着长江的诞生与远古时代漫长地
质演变之间的内在关联。

“走进长江”展厅里，蓝色灯光勾勒出长江水系
脉络。沿着地面的线条指引，参观者将开启一场浓
缩的长江之旅：从长江之源沱沱河出发，途经长江
上中下游重要城市，走向长江入海口崇明岛。长江
是世界第三大河、中国第一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的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自西向东流
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等 11 个省区市，
注入东海。长江支流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等 8
个省区，流域面积约 180 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
土面积的18.8%。

在“物华天宝 大江厚赠”等板块，可以看到长
江流域代表性的植物标本、动物标本和五光十色的
各类矿石标本，让人不由得感叹：长江给予人们的
实在太多，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论是珍稀
的“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微笑天使”江豚、中国
特有的扬子鳄，还是常见的“四大家鱼”、猪牛鸡
鸭，在展厅里都有一席之地，它们展现了长江独特
的水系生态和沿岸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头看似
普通的白猪标本，在展板上有着大幅介绍。它叫瘦
肉型湖北白猪，是由华中农业大学熊远著院士牵头
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攻关培育出的瘦肉型新品种，
这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长江翻山越岭，一路向东，所到之处，美景奇
观、珍稀动物数不胜数。四川的高山密林中，两只
熊猫憨态可掬地走来。通体金黄的川金丝猴悬于空
中，仅用一手抓住树枝，仿佛正要腾挪跳跃。来自
云南的一大一小两只亚洲象亲密地站在一起，很多
人以为它们是父子或母子，其实是一对夫妻。仔细
观察，雄象高大且有醒目的象牙，雌象略矮而没有
外凸的象牙，它们前额左右有两大块隆起，俗称

“智慧瘤”。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也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在国内仅见于云南地区。

自远古开始，人类便在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的
文明，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最早的陶器都产生于
长江流域。在“感知文明”展厅，旧石器时代的石
制工具、新石器时代的陶杯陶碗，默默诉说着先民
的智慧。从琢磨细致的良渚玉琮到举世无双的“曾
侯昃”剑，从精巧复杂的云锦织机到美轮美奂的苏
绣屏风，从人文荟萃的岳麓书院到满载宝货的万里
商船……几千年来，长江文化不断丰富、发展，汇
聚成中华文明的壮丽画卷。

自然奇珍引人入胜

走出长江文明馆，穿过一个小广场，便来到武
汉自然博物馆。博物馆常设展览“大河之旅 生命之
歌”以大河为背景、生命为主题，以长江对话世界
大河为布展理念，展出3000多件古生物、动植物标
本，其中不乏全国罕见的珍品。

进入展厅，人们首先会被来自侏罗纪时代的庞
然大物——中加马门溪龙化石所震撼。马门溪龙是
中国发现的体型最大的蜥脚类恐龙之一，颈部特别
长。这具化石出土于新疆奇台县，2016年修复装架
完成，高7.5米，长24米，脖子就有12米长。

在马门溪龙化石旁，放置着另一件“镇馆之
宝”——同样出自新疆奇台的硅化木。它由侏罗纪
时代的高大乔木石化而成，树形保存完好，木质结
构清晰，长 37 米左右，根部最大直径 2.7 米，是国
内博物馆展出的最长的硅化木。

硅化木上方是一面长 15.3 米、宽 8 米的“龙”
足迹化石墙，再现了 2 亿年前动物之间追逐争斗的
场面。“龙”是古生物学对包括恐龙在内的爬行动物
的统称。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录像机”为脊
椎动物活动记录的“特写镜头”，形成和保存条件十
分严苛。这块化石上的遗迹既有龙行湖畔，又有鱼
翔浅底，还有节肢动物爬行，为研究晚三叠世脊椎
动物演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巨犀是生活在2000万年前的大型哺乳动物，也
是亚洲特有的犀类。眼前这件巨犀骨骼装架标本长
8.8米，高4.2米，生前体重或超过20吨，真化石占
比 90%以上，是国内迄今为止有记载的完整度最
高、修复装架最大的巨犀化石骨架。

步入“大河珍灵”展区，亚马孙河、密西西比
河、叶尼塞河、尼罗河、黄河等大河景观次第展
开。亚马孙河孕育的热带雨林里，粗壮的亚马孙森
蚺与凶狠的凯门鳄正在殊死搏斗。密西西比河流
域，5.4米长的巨大鲸鲨与鱼群热情共舞。进入叶尼
塞河流域，仿佛置身于冰雪王国，北极熊、北极

狐、雪狼等雪地动物神出鬼没。转入尼罗河流域，
非洲草原的热浪滚滚而来，大树下蹒跚前行的非洲
象、草原上奔腾的瞪羚、河水中狩猎的尼罗鳄、叼
着幼狮回望来时路的母狮……所有动物栩栩如生，
如同影片《狮子王》里的场景。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是
世界第五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自
西向东流经中国 9 个省区，最后注入渤海。在黄河
发源地，生活着一种珍稀动物——藏野驴。藏野驴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人们称为“高原上的苦行
僧”，之所以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它能吃一些干枯粗
糙的植物，而且在没有淡水的环境下也能生存很长
时间。

在“大河沉思”展区，朱鹮保护和麋鹿回家的
故事令人动容。1981 年 5 月，在陕西省汉中市洋
县，鸟类学家发现了世上仅存的 7 只野生朱鹮，此
前已多年未见过朱鹮的踪迹，人们认为它可能已经
灭绝。麋鹿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在清末遭到西
方列强屠杀和捕捉，在中国境内绝迹。20世纪80年
代，中国从英国引入麋鹿，繁殖培育种群。经过多年
不懈努力，国内的麋鹿增长到8000多只，全球朱鹮数
量达到7000多只，其中，陕西境内就有5000多只。

互动体验精彩不断

博物馆是对话历史、感知文明的场所，除了静
态的文物展示，还需要有多元立体的文化体验。整
个长江文明馆中，互动体验无处不在，为观众带来
一场精彩绝伦的探索之旅。

“我是古猿。”“我是能人。”“我是直立人。”“我
是智人。”在长江文明馆“感知文明”厅，踩到地面
的四组脚印，墙壁上的投影就会“活起来”，你挥挥
手，他也会挥挥手，对你说一句自我介绍。看到先
民钻木取火的场景，你还可以亲自上前体验，只要
揉搓木棍的力度和速度达到要求，就会“点燃”一
团火。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雕塑旁，
放置着一台“古琴”，轻抚琴面，就能“弹奏”出优
美的音乐。展厅里还有一个迷你戏台，展示长江流
域多彩的戏曲文化。只要按动按钮，选择剧种，戏
台上就会出现270度幻影成像，“演唱”悠扬婉转的
戏曲。

“梦幻长江”厅是一个大型沉浸式体验空间，集
中呈现了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
观。观众乘坐无轨游览车，从雪域高原的格拉丹东
出发，经过巴蜀奇观、高峡平湖、赤壁烽火、飞跃
名楼、江南胜景，到崇明岛出海，在10分钟的旅程
中尽情领略长江之美。

自然博物馆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路过密西西比
河，脚步声惊起一群蝴蝶在墙上翩翩飞舞。走进亚
马孙热带雨林，一群切叶蚁在林间小道上忙碌地搬
运树叶，丛林深处传来蛙声、鸟鸣和老虎咆哮。穿
越叶尼塞河，不小心踩裂了水中的浮冰，必须赶紧
跃起，才能不“坠入”冰水中。看过了鲑鱼标本，
你还可以参与体感互动小游戏，体验鲑鱼洄游数千
公里回到出生地产卵的艰辛历程。此外，还有博物
馆奇妙夜、主题营等一系列品牌社教活动，让青少
年在有趣的活动中增长知识、开拓思维，学会敬畏
自然、爱护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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