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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一座年轻而又古老的城市。
说她年轻，是因为“先有石油，后有大庆”，

很多人一提起大庆，第一印象便是石油，大庆油
田开发至今不到 60年，而大庆建市的历史就更短
了。说她古老，那话可就长了——在第四纪更新
世长达200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里，这里曾被辽阔的
松辽古大湖所覆盖；及至距今2万年左右的晚更新
世末期，巨兽猛犸象主宰这片土地，披毛犀和东
北野牛也不甘寂寞、跃跃欲试；再后来，第四纪
全新世时期古代先民曾在这里打制精美的石器，
依岗为猎、傍水而渔，又从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
代，留下人类史上灿烂的白金宝文化……

如今，大湖、巨兽和先民都已走入历史的深
处，但在大庆博物馆，观众却可以探寻到东北第
四纪的奥秘——在这里，丰富的馆藏化石无声地
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别出心裁的布展，将一幅关
于东北第四纪自然、动物与人的多彩图景，渐次
铺陈开去……2017 年，大庆博物馆因极富特色的
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收藏、陈列被评为国家
一级博物馆。

猛犸象化石收藏最全

甫一进入大庆博物馆，眼前的景象便会让人
驻足不前——大厅中央是三组惟妙惟肖的猛犸
象、披毛犀和东北野牛大型雕塑，背后一面呈现
东北第四纪图景的巨大环形浮雕将它们包围，它
们的脚下则是第四纪地层中化石埋藏场景的复原
……这些元素无声地告诉参观者，这座博物馆将
要为你呈现一场史前动物的视觉盛宴。

“这三种动物是第四纪时期我国东北地区著名
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大庆博物
馆馆长张凤礼介绍，“第四纪是漫长地球历史的最
新一章，在这一时期，现代生物群落的格局最终
形成。第四纪也是人属的灵长类祖先由猿演变为
人的时期，因此，研究第四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凤礼介绍，由于大庆乃至整个东北平原都
广泛分布着该动物群的动物化石，于是 2002 年大
庆博物馆就与中科院地质专家共同组建了东北第
四纪哺乳动物课题研究组，将收藏保护研究大庆
出土的第四纪古生物化石作为主要目标。“这不仅
保护了珍贵的化石资源，也填补了国内系统性收
藏第四纪古生物化石的空白。”张凤礼说。

大庆博物馆坚持依物建馆的原则，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博物馆总建筑面
积 18700平方米、展厅面积 12000平方米，馆藏化
石达到 20多万件。中外专家目前研究发现第四纪

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共 45种动物，大庆博物馆
就展陈了 43种，是全国乃至世界上收藏该动物群
化石种属最全、数量最多、品质最好的博物馆之
一。馆藏数十头完整的猛犸象骨架、数十头完整
的披毛犀骨架及上百具东北野牛、王氏水牛骨架
及大量最后的斑鬣狗骨架，其中有100余具真骨含
量超过 70%的完整骨架。“这些系统性的化石收
藏，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张
凤礼说。

化石陈列令人震撼

大庆博物馆二层展厅的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
陈列是展馆的核心，也是对慕名而来的观众最有
吸引力的地方。

“太震撼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完整的猛犸象
化石骨架，真是大饱眼福。”东北农业大学的研究
生小陈是个十足的“动物迷”，为了一睹猛犸象的
真容，他特地约了几个同学从哈尔滨来到大庆，

“百闻不如一见！猛犸象不愧是史前巨兽。”
小陈所看到的，正是由 12 具猛犸象化石骨架

组成的庞大象群，而大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两具化石含量达90%以上的真猛犸象化石骨架——
便是这象群的首领。其中一具镇馆之宝真猛犸象
化石骨架高昂着头颅，一对长且弯曲的象牙直往
上冲，似乎要和敌人一决高下。该具化石骨架身
高 4.5 米、体长 7.5 米，2009 年出土于黑龙江省青
冈县，整体脊椎骨、肢骨、肋骨、脚趾骨保存都
十分完整，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完整且个体
最大的真猛犸象化石骨架。

与庞大象群比邻而居的是该动物群的另一重
要成员——12 具披毛犀化石骨架，犀牛们首尾相
衔，正在“溪流”边闲适地觅食。沿着犀牛觅食
的“溪流”往前去，便来到了“丰富的动物种
群”展区。在这个展区里，观众们可以看到猛犸
象—披毛犀动物群中啮齿目、食肉目、兔形目、
奇蹄目和偶蹄目等众多动物的化石和标本，其中
包括出土于大庆境内的中国最完整的狼化石骨
架、中国最完整的最后的鬣狗化石骨架，因其化
石含量均达90%以上且属于同一个体，被誉为“神
州第一狼”和“中华第一鬣狗”。

在“繁盛的草原大军”展区，50 余具牛化石
骨架营造出一幅极为壮观、极具动态的“群牛奔
袭”场景，似乎将观众带到了万年前的那片旷野
之中，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100多个形态各
异的野牛头骨化石组成的化石墙，则静静地伫立
一旁，与狂奔的牛群相映成趣。动静结合，参观
者无不为之击节称赞。

二层展厅里别具一格的化石陈列，让观众仔
细端详、流连忘返，而这也正是大庆博物馆的初
心所在。“我们要让化石成为整个陈列的最厚重的
语言，让观众能够通过观察化石，体悟动物种属
的微妙变化，感受自然环境与动物之间的密切联

系。”张凤礼说。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观众能够了解这些第四

纪的动物和历史，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大庆博物
馆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前往广东、广西等地开展
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巡展；又比如为本地的
中小学生定制研学课程，通过在博物馆实地参
观、学习，激发青少年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

研究第四纪就是研究人类自己

大庆博物馆以东北第四纪古动物化石的收藏
陈列见长，却又不止步于此——以东北第四纪哺
乳动物化石陈列为核心，大庆博物馆将东北第四
纪的环境变迁、动物生息与人类生活融为一体，
形成了自洽的陈列逻辑。

在博物馆一层展厅的东北第四纪自然环境陈
列中，观众可以通过观看科普短片、穿越湖底隧
道景观等，了解大庆及东北亚地区自然环境的变
迁过程。在一个直长形的展厅里，一侧是长达 47
米的地层岩芯标本，另一侧则通过机械沙盘模型
和科普展板相互配合的形式，向观众讲述东北第
四纪松辽古大湖是如何形成又如何消亡的；在这
长达200多万年的时间里，环境和气候又是如何变
化的……细细体味这一系列问题，观众在参观二
层的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陈列时，便能理解那些
远古动物是如何从繁盛归于消亡的。

都说大庆是个年轻的城市，但实际上她的历
史久远厚重。博物馆三层的大庆地区远古人类文
明陈列集中展示了大庆地区白金宝遗址、小拉哈
遗址出土的文物，包括精美的陶鬲 （gé）、细石
器等，反映了该地区古代先民的文明程度。一个
个透明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大量形态各异、精
美细致的石镞、石核、石叶、刮削器、剔挖器、
雕刻器等文物，让观众能够对先民的生活生产方
式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尤其值得一看的是该展区的白金宝遗址陈
列。该遗址位于黑龙江省肇源县民意乡白金宝
屯，遗址范围南北长 450米，东西宽 400米，分布
面积约 18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
遗址。据介绍，白金宝是松嫩平原上第一次正式
科学发掘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遗
址，对于研究松嫩平原以及整个东北地区的青铜
时代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观完三个基本陈列，仿佛从万年前归来。
此刻，再次回到大庆博物馆宽阔的一层大厅，又
会有另一番耐人寻味的感受——巨兽们曾在第四
纪的旷野上呼风唤雨，最终还是抵不过自然的力
量，被掩埋在泥土中。

或许，这才是大庆博物馆的东北第四纪陈列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人类诞生且依然生活在第四
纪，人类当前主宰着这片土地，但我们应该时刻
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这个意
义上看，研究第四纪，就是研究我们人类自己。

铁壶，发明于汉代下邳
国，是古人烧水、煮饭、烹
茶 的 生 活 用 具 。 1975 年 ，
在江苏省睢宁县姚集镇蛟龙
山刘楼汉墓群1号墓出土了
一只铁壶，其铭文称之为

“ 提 梁 熏 壶 ”， 距 今 已 有
2000多年历史。

隋唐时期，提梁熏壶工
艺传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为

“大唐铁壶”。如今，日本铁
壶的器形、纹理仍保留着明
显的隋唐文化印痕。

徐州工艺美术家马小林
过去从事绘画和雕塑。2006
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了解到日本铁壶，并对其“匠人气质”大为
赞赏。于是，马小林萌生了制作铁壶的想法。在花了半年多时间攻克失
蜡法的铁水铸造技艺等难题后，马小林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铁壶。

之后，马小林带着他的铁壶赴日本交流。日本同行看了赞不绝口，
并批量订购，贴上他们的商标，作为日本产品售卖。但马小林认为铁壶
根植于中国文化，必须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耕细作才有出路。
他另辟蹊径，将徐州汉画像石、汉玉、古代官补等各种物件上的乳丁
纹、回纹图案以及古代文人诗词等移植熔铸到铁壶上，为之注入更多的
中国元素和人文气息。古诗云“一片冰心在玉壶”，马小林则把“匠心”
注入铁壶中。

从前，匠人的打铁炉上总有个能伸能缩的铁杆。打铁间隙，铁杆会
放下来，铁匠们就在其挂钩上悬把铁壶，利用炉内余火烧壶热水。受此
启发，2017年，马小林在传统基础上赋予现代创意，精心铸造出一组铁
壶工艺品，并带到首届塔什干国际装饰艺术节现场，引起了乌兹别克斯
坦、俄罗斯、意大利等多国艺术家和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一鼎烧炭炉
上方挂着一个伸缩杆，杆上装饰着3个铁艺小猴子，猴子们头朝下，首尾
相连，组成“猴子捞月”的经典造型，杆下方的铁钩上挂着一个造型精
美、颜色古朴、纹饰考究的铁壶。马小林通过“猴子捞月”这一意象，
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美的认识。

荒野之中，散乱着几件“瓦人”残肢和一簇生锈铜箭。“可能是国
宝！”44年前，时任陕西省临潼县文化专员的赵康民如此认定。自此，深
埋于地下2000余年的秦兵马俑渐为世人知晓。

5月 16日，这位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修复的考古学家因
病辞世，享年82岁。

“他一辈子钻在文物考古里，把生命交给了考古事业。”临潼博物馆
原陈列部主任李美侠说。不善言辞，不讲究吃穿，平日里不是蹲在地上
研究文物，就是埋头于成堆的资料与书稿前，饿了便咬上几口夹着青辣
椒的馒头，这是赵康民留给同事们的印象。

“半道出家，没有学历，没有文凭……要说搞文博考古，我却是擀面
杖吹火，一窍不通。”赵康民在《考古生涯》一书的序中回忆道。

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临潼历史悠久，曾是京畿之地，文物资源
丰富。然而1961年，赵康民调入临潼县文化馆接手文物考古工作时，当
地文博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库房里只有零星的文物。

作为当时县文化馆文物组唯一的工作人员，他每天背着铁铲、铁镐
和画图、照相工具，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奔波在田野山岭“摸家底”。每收
到一件文物，他便如儿童“看图识字”一般，与专业刊物相互对照，直
到认识。在资料匮乏的年代，他把 《文物》 和 《考古》 刊登的钟鼎文一
字不漏地临摹了两大本，并附上专家释文，成了金文字典。

1974年4月25日，赵康民接到公社的电话：“老赵，你快来，西杨村
打井打出好多瓦人，头比真人还大，还有铜箭头、秦砖。”这个消息让赵
康民惊喜万分，凭着铜簇、秦砖以及西杨村邻近秦始皇陵的特殊位置，
他当即判断村民可能挖到了秦武士俑陪葬坑。此时，被挖出的文物已被
弃置28天，一直无人问津。

赵康民和王进成、丁耀祖两位文化馆工作人员立即赶到打井现场。
井周围横七竖八放着陶俑的残肢，井口南壁保存完整，东壁两行通缝砖
仍存，明显就是一座陪葬坑。这时赵康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第二
天，他带着村民清理现场，用三辆架子车把文物拉回文化馆。

用树脂胶黏接、以石膏填补，经过赵康民的修复，两个秦武士俑第
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模样：身高1.78米，身穿战袍、腰系束带、腿扎行
藤、足蹬方口齐头履，双臂下垂，左手五指并拢，右手半握，拇指上翘。

秦兵马俑的发掘引起了海内外的轰动。1979年，在陪葬坑遗址上建
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开放。3个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总面积
2 万多平方米，坑内放置与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 7000 余件。
秦兵马俑先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海外观众超过2000万人次。

“赵康民先生不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发现和认识秦兵马俑的人，同
时也是秦兵马俑考古发掘的拓荒者之一。他一生情系文博事业，曾参与
了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说。

大庆博物馆

史前动物化石的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柯仲甲

大庆博物馆镇馆之宝——猛犸象化石骨架 柯仲甲摄

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狼化石 柯仲甲摄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狼化石 柯仲甲摄 50余具野牛化石营造的“群牛奔袭”场景 柯仲甲摄

“他把生命交给了考古事业”

——记秦兵马俑发掘者赵康民

□蔡馨逸 杨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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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

一片冰心在“铁壶”
□王锦强

铁壶作品 马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