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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侧，矗
立着一座雄伟的古代建筑，这就是明
代建成、世界闻名的“古观象台”。

资深媒体人高严先生从小就居住
在古观象台下的东裱褙胡同。提起古
观象台，他的话匣子仿佛一下子就被
打开了：“我家住在胡同的中段，古
观象台就在胡同的东边儿。台下有个
小酒铺，小时候，每到盛夏我常提着
军用水壶去那里打凉啤酒。那时候古
观象台不对外开放，大门紧锁，方台
巍峨，我只能远远观望，不过可以清
楚 地 看 到 方 台 上 那 些 古 老 ‘ 物 件
儿’，有的像地球仪，有的像弓箭，
还有的像一座天平……这些透露着神
秘气息的‘物件儿’一直牵动着我的
好奇心。”和高严一样，怀揣着对古
代天文科技的好奇，笔者近日探访了
古观象台。

独步寻踪，登台天问

如今，古观象台已被建国门周围
鳞次栉比的高楼淹没，并不显眼，但
是这里曾经是北京城的制高点之一，
是中国古代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
台，也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古观象台，由院落、台体、仪器
三个重要部分组成。

移步而入一座明代四合院，院子
里柏树参天，在柏树之下，安放着历
代著名天文学家的半身铜像，汉代的
张衡、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徐光启

等，这些雕塑静静伫立，仿佛时光流
转，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难忘的天文
故事。朝南的正殿名紫微殿，殿内悬
挂的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牌匾“观象
授时”，这四个字无疑是对古观象台
的职能最精准的概括：观测日、月、
星辰运行的规律，据以制定和颁布历
书。

古观象台台体约 14 米高，坚实
的台基的西侧，有一条通向台顶的石
阶，一层层的石阶已经被磨得光滑
了。数百年间，那上面不知留下了多
少天文学家不断探索的足迹。

跨上最高一级台阶，一件件巨大
而精巧的天文仪器便赫然呈现在苍穹
之下：镶嵌了 1876 颗铜星的天体
仪、饰有盘龙纹的象限仪、美似弯弓
的纪限仪……摆满了篮球场大的方
台。虽然经过几百年风雨的侵蚀，但
是上面精密的刻度、美丽的花纹仍然
清晰可见。它既是精确的科学仪器，
也是瑰丽的艺术珍品。

“这些气势雄伟、铸造精湛的天
文仪器，可都是咱古观象台的‘镇台
之宝’，也是世界上唯一古老、完整
且配套的大型天文青铜仪器群。”古
观象台常务副台长肖军自豪地说。

风雨百年，中西合璧

北 京 古 观 象 台 始 建 于 1442 年
（明正统七年），据今已有 574 年历
史。

在 1442 年 到 1929 年 这 487 年
间，古观象台作为国家天文台，一直
承担着观星、授时的任务，是世界上
现存持续观测时间最久的天文台。但
是早在 1279 年，元代天文学家王
恂、郭守敬就在如今建国门西北侧建
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机构——

太史院和司天台，这是古观象台最早
的溯源。

几百年间，历史如白云苍狗般瞬
息万变，古观象台历经沧桑、吐纳古
今、合璧中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
见证。古观象台院落虽小，却广纳天
下贤士，曾有100多位传教士在古观
象台工作、生活过，他们所来自的国
度几乎涵盖欧洲所有的国家。

清朝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
技术经传教士传入中国。康熙和乾隆
曾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
正，改用欧洲天文学的方法编制历
书，并按照新计量制度铸造新的8架
天文仪器。今天我们在古观象台上看
到的 8 架仪器均为清制铜仪。8 架清
制铜仪除了造型、花饰、工艺等方面
具有中国的传统外，在刻度、游表、
结构等方面，还反映了西欧文艺复兴
时期以后，大型天文仪器的进展和成
就。

被称为连接 18 世纪中国和欧洲
的重要纽带的斯洛文尼亚耶稣会士明
格斯，曾在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及
绘图工作，官至三品。2015 年 11
月，斯洛文尼亚总理米罗·采拉尔访
问古观象台，与中国人民一道缅怀这
位为中斯友谊作出杰出贡献的天文学
家。

物换星移，古台新貌

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古观象台
上春意盎然、人头攒动。许多家长带
着孩子一边听着古观象台讲解员的讲
解，一边认真地观摩每一件展品，人
群中不时发出阵阵惊叹。他们时而驻
足仰视，时而低头细看，仿佛一扇悠
远而厚重的中国古代天文史的大门对
他们徐徐打开。春风带着一丝暖意，
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与孩子们充满朝

气的面庞在此刻融为一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古观象台划归

北京天文馆管理，从1956年5月1日
起接待国内外来宾参观。“文革”时
期处于关闭状态，1982 年古观象台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
1983年重新对外开放至今。

站在古观象台的院落内，可以看
到“中国星空”“东学西渐”“仪象神
韵”这三个展厅，展厅内有丰富的文
字和图片史料，并配有多媒体展示
仪，每一个展厅之内都有专业而热情
的讲解员为游客讲解。

古观象台及展馆除了自身的展
览，还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努力推进
古台文化深入社区、走出国门。今年
2 月 5 日，一年一度的立春文化节之

“鞭打春牛”活动在古观象台举行，
来自建国门街道的百余群众参加了这
次活动。与此同时，古观象台还为中
小学生举办寒假天文知识培训班，课
程内容丰富，既有恒星的起源与黑洞
等天文基础知识介绍，也有天象观测
等操作性技巧演练。

“古观象台在世界天文史上拥有
无可取代的地位，我们正积极努力地
发掘古观象台的科技、文化内涵，以
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也希望
通过我们的行动，让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并热爱天文学知识。”肖台长对古
观象台未来充满希望。

夕阳下，圭表在地上的投影渐渐
拉长，碧蓝的天空晚霞成阵，空气中
回荡着寒鸦苍老的声音，古观象台上
的铜仪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泽，愈发
恢弘大气、古韵悠长。刹那间，周围
林立的高楼大厦仿佛都隐退消失了，
千年帝都似乎又恢复了她古朴端庄的
样貌，雄伟的方台上精美的铜仪贯通
天地，默默地为人们守护着日月光
辉，计算着斗转星移。

2月26日，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携其捐赠的北
齐佛首造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身首合一”
后的佛像，于 3 月 1 日在国家博物馆短期展出后，
随后永久入藏河北博物院。相关修复保护工作，
也将有序展开。

1996 年，藏在河北省灵寿县幽居寺一尊北齐
天保年间的释迦牟尼佛的佛首造像被盗。2014
年，有信众将一尊佛首造像捐赠给台湾佛光山的
星云大师。经最终确认后，为灵寿寺遗失佛首。
星云大师因痛心于佛像身首分离，发愿将佛首造
像无偿捐回大陆。2014 年，国家文物局和星云文

化教育公益基金会正式签署捐赠协议。2015 年 5
月，佛首造像和佛身造像在台湾佛光山实现首次
合璧，然后在其大雄宝殿供奉。

星云大师讲述了从接受捐赠到决心捐回大陆
的心路历程，他说，两岸一家亲，中华文化血脉
是外力所无法斩断的。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介绍了文物回归后
的展示保护计划。“我们将在河北博物院举行隆重
的佛首入藏仪式，经藏品接收、定级、分类建档等规
定程序，郑重地将这件文物纳入省馆藏珍贵文物序
列，在河北博物院石刻专题展厅辟出一定空间，集

中展示以这尊释迦牟尼佛造像为首的一批幽居寺
塔珍贵佛教石质文物，共同展示其优美和深邃的佛
教艺术与佛教文化，唤醒社会各界更多对文物保护
的重视和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张立方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说，此次被盗佛首
造像回归大陆，是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大事，
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影响和很好的示范效应，是
国家文物局和佛光山过去五年来具有标志性的最
为重要的合作成果。双方已经约定，将不断拓展
交流合作渠道，丰富形式，深化内容，为两岸文
化交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春节期间，位于北京天桥附近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内人潮涌动，多样有趣
的展览不仅让孩子们欢呼雀跃，也让带孩子来的家长叹为观止、赞叹不已。记
者在博物馆的门口看到，取票口的购票队伍已经快排到人行道上了。居住在
北京的孙女士告诉记者：“假期带孩子过来，有意思，也能学到东西。”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

在无脊椎动物展厅，记者发现一位年轻的蓝眼、高鼻梁外国人在向一
群孩子讲解海洋生物知识。我们从其同队的一位女老师那里了解到，这是
冬季夏令营活动的一部分，外国人是国际学校的生物老师。

为了更好地向公众展示珍贵的标本，自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生物进
化为主线，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构筑起一个地球上生命
发生发展的全景图。

算上负一层，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共有4层，分别设有古爬行动物展厅、
动物展厅、古哺乳动物展厅、无脊椎动物展厅和生命的起源展厅等。这些
展厅的展品囊括了从太古代直到现代的动植物化石、标本。畅游其中，生
物漫长而神秘的进化在这里得到显现，自然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如在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 10 月 22 日，《人之由来》 展览开幕。《人之由
来》 展览是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多年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老专家周国兴教授

指导下完成的，在内容上增加了近年来古人类学最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
果，许多新的标本也在展览中亮相。展览主要从观众所关心的“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 ”两个问题来设计展览内容。

此展览标本数量约为160余件，包括用以说明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的现
生动物标本、距今一两千万年以前的人类可能的祖先——古猿代表、从地猿
到现代人历经 700万年间曾出现过的各个阶段的人类代表以及他们所制作
的石器和所创造的文化艺术等。在此展览中，许多著名的古人类化石将与观
众见面，其中包括保存下来的、极为罕见的生活在距今320万年前的“露西”、
160万年前的“纳里奥托姆男孩儿”和6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骨架。

青少年科普学习的“天堂”

北京自然博物馆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政府命名为“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和“北京市科普教育、研发、传媒基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组委会命名为“科学与和平教育基地”，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

这里向来不是一个枯燥的说教场所，而是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开辟的
互动式探索自然奥秘的科普教育活动场所，吸引了无数热爱自然的青少年
朋友。“动物—人类的朋友”“恐龙公园”等，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
中，了解自然，热爱科学。

在恐龙公园里，观众可以看到摇头摆尾的模型恐龙。它们体型巨大，
长长的尾巴左右扫动，红色眼珠前的眼皮上下掀动，栩栩如生，观众仿佛
回到了遥远的恐龙时代，感受着它们的威武霸气。而多媒体电脑又可以让
观众欣赏到恐龙的原始埋藏状态，并通过“化石搜寻器”来体味古生物学
家挖掘恐龙化石的艰辛和乐趣，从模拟地层演示中体会到地球沧海桑田式
的重大地质变化过程。

2007年 7月向公众推出的 《植物世界》 就通过这种方式为观众展示了
一个欣赏植物、认识植物的精彩世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植物的魅力。

让公众体验物有所值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1 年 4 月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
处，1962年正式命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以展览、研究成果为基础，设计形式各样
的教育活动，以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提供有关自然科学知识，促
进公众开展博物馆学习与休闲。

除了展厅解说、实验乐翻天、科普小课堂等常设活动之外，节假日及
寒暑假会特别策划推出特色讲解、夏令营、博物馆之夜、话剧演出等科教
活动，同时还开展针对不同公众需求的科学大讲堂、社会大课堂等科学讲
座，探索角常年开展特别设计的书吧、做做吧等活动，鼓励少年儿童动手
动脑，培养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科普教育部还为学校开展校外教育提供丰
富教学资源，通过教学资源包、学习单、教具箱等，为辅助学校开展科学
教育、到馆参观、科学素质培养提供资源共享服务。

此外，展览还设计了许多互动参与项目，观众可通过各种趣味游戏，
潜移默化地了解更多动物知识以及动物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如人类的衣食住行、 建筑仿生、文化创意、宗教信仰等，无不彰显了动物
与人类的依存关系。展览的主旨无疑是提示人们懂得“善待动物就是善待
人类自己”，爱护和保护动物是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

走近自然，感受科学魅力
——北京自然博物馆见闻

陆培法 靳媛媛 程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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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捐赠北齐佛首造像回归大陆
本报记者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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