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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一栋造型独特的建
筑十分醒目。它棱角分明，好似几块巨型沉积岩堆
砌而成，令人联想到贵州名山梵净山上的“蘑菇
石”，外立面一道道线条营造出视觉上的层次感，如
同山峦上层层叠叠的梯田。这便是贵州省地质博
物馆。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前身为 1957 年成立的贵州省
地矿局全省地质资料处。2021 年 8 月，贵州省地质
博物馆建成并向公众开放。该馆展陈总面积 1.6 万余
平方米，藏品涵盖古生物化石、矿物晶体、岩矿标
本等类型，全面展现贵州多样的远古生物、丰富的
矿产资源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开馆以来，贵州省
地质博物馆已接待线下观众 270 万人次，线上参观
者超 300万人次。

探索生命演化

走进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序厅，一面巨大的海百
合化石令人震撼。初见海百合的人，会被它的外形
所迷惑，以为它是美丽的花朵。实际上，海百合是
一种古老的无脊椎棘皮动物，捕食时，它的羽状触
手 （腕） 从“花托”中伸出，将周围的浮游生物揽
入口中。

海百合与海星、海胆、海参属同一门类，产生
于 5 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序厅展出的是面积约
为 106 平方米的关岭创孔海百合化石标本，是目前
已知自然产出面积最大、独立生态系统最完整的海
百合群体化石。”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讲解员殷媛介
绍，它“花”型硕大又具有美感，内部结构清晰，是
举世罕见的海百合化石珍品。

序厅走廊有 5 块化石墙，展示了贵州 5 个代表性
的古生物化石群落，第一个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生
物群——瓮安生物群。这是生活在 6.09 亿年前的古
生物群落，被誉为“拉开地球生命演化大幕的起
点”，是探索生命演化、解读生命密码的重要线索。

穿过走廊，步入“神秘贵州”展厅。该展览通
过珍贵的古生物化石标本、生动的场景复原和多媒
体影片，展示贵州地区 6 亿多年前至约 6500 万年前
的古生物演化历程，带观众走进神秘的“古生物王
国”，聆听远古贵州的生命故事。

殷媛说，在瓮安生物群内发现了最早的动物胚
胎化石，它们体量很小，只有 200—800 微米。展柜
上部的艺术装置对胚胎化石进行放大展示，观众还
可通过显微镜观看这些化石。在高倍显微镜下，可
以看见动物胚胎化石像一个个球体，有的表面光滑，
有的凹凸不平。

二叠纪是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距今约 2.99 亿
年至 2.52 亿年。二叠纪末期，地球上爆发了史上规
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生物集群灭绝。据统计，有
51% 的科级生物灭绝，由此推算种级生物的灭绝率
在 96% 以上。展厅里有一条“复苏通道”，用二叠纪
和三叠纪含生物灰岩制作成黑色地砖，让观众直观
感受生物大灭绝的影响。“中间以一条红线为界，一
侧地砖上有许多斑点，它们是二叠纪的生物遗迹；
另一侧代表三叠纪，上面的斑点明显变少，因为只

有很少一部分生物延续至三叠纪时期。”殷媛说。

揭秘远古海洋

2 亿多年前，贵州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许多
海生爬行动物生活于此。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中生代海生爬行
动物化石，其中，梁氏关岭鱼龙化石堪称“镇馆之
宝”。鱼龙是古生物学家最早发现的中生代海生爬行
动物，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鱼龙是中国安徽省
巢湖地区的巢湖鱼龙，距今约 2.45 亿年。梁氏关岭
鱼龙发现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晚三叠统
法郎组瓦窑段地层，属大型鱼龙类。

“这条鱼龙体型庞大，长达 9.25 米，吻部较突
出，颈部较短，身体胖胖的，呈纺锤形，尾巴长而
细。”殷媛说，梁氏关岭鱼龙虽然看起来是庞然大
物，但并不凶猛。仔细观察它的吻部，会发现它没
有牙齿，推测只有滤齿须，它的食物主要是卷曲的
菊石及双壳类生物，化石周围还保留着它生前吃过
的食物残渣。

模式标本是研究命名化石新种所指定的、具有
该新种典型特征的标本，是认定新种最重要的依据。
展厅内有专门展区来展示模式标本。“通俗来讲，模
式标本是整个化石家族的‘长老’，是研究者用来命
名化石、给化石归类的证据。”殷媛说。

目前，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共有 8 块、6 个种属的
海生爬行动物模式标本，在全国同类博物馆中排名
前列。其中，蔡胡氏典型鱼龙模式标本是该种属全
球唯一的化石，长 6.32 米，保存基本完整，属于关
岭生物群。

贵州龙是由中国学者研究并命名的第一种海生
爬行动物，属于三叠纪兴义动物群的鳍龙类。20 世
纪 50 年代，中国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胡承志在贵
州兴义农家墙壁的石头上发现海生爬行动物标本，
经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鉴定后命名为“胡氏贵州
龙”。这是原始鳍龙类化石第一次在亚洲被发现，揭
开了中国研究海生爬行动物的序幕。

展厅里有一整面展柜展示了不同生长阶段、不
同保存状况的胡氏贵州龙化石。“有雌性个体、雄性
个体、幼年个体、青壮年个体。”殷媛介绍，“听到

‘贵州龙’的名字，许多人以为它很大，其实它身材
娇小，成年胡氏贵州龙一般体长为 25—30 厘米，颈
部和尾部较长，头骨很小，眼眶较大。古生物学家
根据其四肢骨骼结构推测，它可能靠划动桨状前肢
和摆动尾部在水中行进。”

看完各式各样的海生动植物，穿过一段“海底

隧道”，便告别了贵州的海洋时代。“这段‘海底隧
道’再现了贵州 2 亿多年前的古海洋环境，里面的
生物有我们在展厅看到的鱼龙、海百合等。”殷媛介
绍，三叠纪末期，由于地质构造运动，贵州从海洋
抬升成陆地，从此再没有沉入水里。

展示瑰丽景观

时光流转，山海运动，造就了贵州千沟万壑、
千瀑万洞的喀斯特地貌。贵州喀斯特地貌具有“雄、
奇、险、绝、特、美、广、全”八大特点，是名副
其实的“喀斯特王国”。在“多彩贵州”展厅，还原
了黄果树瀑布、织金洞、万峰林等典型的喀斯特景
观，它们均是贵州著名的旅游景点。“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将博物馆作为旅游的第一站，我馆概括介绍了
贵州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吸引大家到实地一探究
竟。”殷媛说。

在贵州喀斯特溶蚀台地，随处可见依石而建的
独特民居——石板房、石板寨。这些地区的岩石主
要是石灰岩，当地居民就地取材，以石建房，薄片
盖顶，厚石砌墙，形成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建筑
文化。“多彩贵州”展厅内复原了安顺市西秀区云山
屯石板房场景。云山屯是贵州保存最完好的屯堡文
化村寨，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 黔中无闲石，贵地多宝藏”。贵州矿产资源丰
富，矿种多、分布广、门类全，据 《2023 年贵州省
自然资源公报》 统计，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37 种，
其中 49 种居全国总量前十位，20 种排前三位。在

“富饶贵州”展厅，可以看到各种珍贵的矿石标本、
绚丽多彩的矿物晶体和赏心悦目的宝玉石工艺品，
了解贵州矿产资源的形成和分布情况。

贵州金矿开发利用已有 1000 多年历史，隋唐五
代时就有“黔州产麸金，南州产贡金”的记载。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贵州金矿主要富集区，资
源储量大、分布广，该州 8 个县 （市） 均有金矿。
2005 年，黔西南州被中国黄金协会授予“中国金
州”称号。

除了常设展览，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每年围绕自
然科学等主题举办临时特展，并利用走道空间布置
微展览。今年国庆前夕，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推出

“生命的绝唱——贵州关岭三叠纪古生物化石拓印
展”，重点展示海百合、鱼龙、海龙等关岭生物群典
型古生物化石及化石拓印作品，结合现代诗歌和古
生物学知识，为公众呈现文化与科学交融的隽美
画卷。

娇美动人的大理石阿佛洛狄忒头
像，精致华丽的花萼形金杯，绘有酒神
和爱神的阿提卡黑底红画陶水罐……
近日，“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
生活”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来 自 希 腊 国 家 考 古 博 物 馆 的 279 件

（套） 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玻璃
器、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齐聚一堂，
为观众奉上一场美的盛宴。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希
腊文化部/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主办，
通过“寻美，永恒的主题”“爱美，不变的
天性”“镌美，卓越的塑造”“美，无尽的
求索”4 个单元，展现了古希腊从新石器
时代到公元前 1 世纪近 5000 年的漫长
历史中，对于“美”这一主题的执着追求
与多元创造，反映“美”在古希腊精神世
界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古希腊人通过对“美”的探索实现自我超越，并
引导观众对“美”的内涵和价值进行深入思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联络部主任、中方策展人朱晓云说，不同于
传统的线性历史叙事方式，本次展览以“美”为主题，从充满艺术想象
的日常用具、精美别致的妆容服饰，到令人叹为观止的人体雕塑，巧
妙展开古希腊生动的美学图卷。展出文物涵盖基克拉迪文明、米诺
斯文明、迈锡尼文明等古希腊代表性文明，绝大部分为首次出境展
出。展览设计别出心裁，以古希腊陶器标志性的黑、红、白作为展厅
主要色彩，同时融入音乐、多媒体、香氛体验等，为观众带来视觉、听
觉、嗅觉等多感官体验，传递出“美”是一个综合的理念。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大理石女性头像浮雕圆盘残
片。它来自米洛斯岛，年代约为公元前 460 年—前 450 年，圆盘上
刻画的女性可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神阿佛洛狄忒。她浓密的头发
束成一个髻，露出修长的脖颈，散发着优雅之美。

展览中有多件文物以阿佛洛狄忒为主题。卡皮托利尼式阿佛洛
狄忒雕像是一件罗马时代的作品，经历了古代和现代的多次修复，
首度在希腊境外展出。朱晓云介绍，这座雕像复刻自一件希腊化时
代的作品，年代约为公元前 300 年，专家认为其原作是古希腊杰出
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 《克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另一件
大理石雕像来自埃庇道鲁斯的阿波罗·马利亚塔斯神庙，年代为公
元 1 世纪上半叶。轻薄的长袍紧贴阿佛洛狄忒的身体，布料的起伏
巧妙勾勒出女性特征。女神手中握着一个苹果，暗示她参与了帕里
斯的裁决，赢得了“献给最美丽女神”的金苹果。除了大大小小的
雕塑，阿佛洛狄忒的形象还出现在青铜镜、陶器、戒指上。

光彩夺目的金器也是展览的一大亮点。“古希腊人非常喜爱黄
金，他们制造金器的工艺水平之高令人惊叹。”朱晓云说。

公元前 16 世纪下半叶的金鹰金项链是迈锡尼国王的随葬品，
由 10 对互为镜像的金鹰串联而成。鹰在古希腊文明中被视为鸟中
之王，代表着力量与尊贵。

公元前 325 年—前 300 年的金头冠来自“德米特里亚斯宝藏”，
工艺极其精湛。金冠由金丝弯曲成藤蔓涡卷，中央饰有赫拉克勒斯
结和带翅膀的爱神厄洛斯。结上垂下两条金链流苏，下坠石榴形坠
饰。这件金冠是一名女性的随葬品，出土时戴在墓主人头上。

大理石库罗斯雕像是此次展览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它来自维奥
蒂亚普图翁的阿波罗圣所，年代为公元前 520 年左右。库罗斯 （男
青年） 是古风时期 （公元前 7 世纪—前 6 世纪） 最重要的雕塑类型，
体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理想状态。库罗斯要么描绘神祇，要么描绘
处于美貌和活力巅峰的年轻人。这座雕像的躯体英武健美，发式精
致，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散发出青春活力与美好希望。

“在展览结尾，设置了一个古希腊小剧场式的空间，观众可以坐
下来观赏影片，也可以思考展览中的美带给自己的感受。”朱晓云说。

“美是人类共同的主题。我们这次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热情，
与中国同行一起办这个展览。”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副馆长德斯波
伊娜·伊纳蒂亚杜说，“中国人也非常善于欣赏美和创造美。希望
这次展览能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美美与共。”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6 月 5 日。围绕展览，国博开发了
种类众多的文创产品，比如多种女神主题系列毛绒玩偶、香薰、首
饰、冰箱贴等，让观众把美的记忆带回家。

走进贵州省地质博物馆

观山海变迁  赏生物多彩
本报记者  陈隽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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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女性头像浮雕圆盘残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上图：公元前 16世纪—前 15世纪金浅杯。
下图：展厅一角。                  本报记者  邹雅婷摄

图片说明：
图①：“神秘贵州”展厅中的“海

底隧道”。
图②：梁氏关岭鱼龙化石。
图③：蔡胡氏典型鱼龙模式标本。
图④：“富饶贵州”展厅。
                 张银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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