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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嘉陵江边的重庆自然博物馆恢复开
放已半月有余，参观者络绎不绝。这个春天，很
多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博物馆正是
合适的去处。

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 2015 年 11 月建成开
放，占地 216亩，是国内最受欢迎的自然博物馆
之一。侏罗纪恐龙化石、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西部珍稀动植物标本……8000余件珍贵展品分布
在地球厅、进化厅、恐龙厅、动物厅 （贝林
厅）、环境厅、重庆厅等6个展厅，从自然历史、
自然关系、自然规律三个层面诠释“地球·生物·
人类”的宏大主题。

恐龙化石享誉海内外

“丰富的藏品，是一座博物馆的基石和底
气。”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欧阳辉说，“我馆拥有
令人瞩目的恐龙化石馆藏，恐龙厅的展示方式也
算得上别具一格。”

恐龙厅纵贯两层，局部还带有夹层，展示面
积达2800平方米。在14米高的宽阔空间里，摆放
着31具恐龙复原骨架，大的数十米长，小的也有三
五米。在逼真的巨幅油画映衬下，这些曾经的“地
球霸主”气势十足，让人想起它们昔日的荣光。

“恐龙厅 1200 多件展品里，有 600 多件是真
化石。”欧阳辉说。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盆地发
掘出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1957年，一具超过 20
米长的巨型恐龙骨架在重庆合川出土，这就是举
世闻名的“合川马门溪龙”。20 世纪 70 年代，四
川盆地迎来了恐龙化石大发现，“巨型永川龙”

“上游永川龙”“多棘沱江龙”“江北重庆龙”等一批
保存完整的恐龙化石相继出土，并运到重庆自然
博物馆。改革开放初期，重庆自然博物馆成为最
早走出国门举办恐龙化石展览的博物馆之一。

“人们看了电影《侏罗纪公园》，知道美国恐
龙多，其实中国发现的恐龙更多。以侏罗纪恐龙
为例，美国的恐龙化石主要集中在晚期，而在中
国四川盆地，除了晚期恐龙化石，还发现了不少
早、中期恐龙化石，形成了清晰的演化链条，对
恐龙演化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欧阳
辉说。

从恐龙足迹到恐龙蛋，从小型龙到大型龙，
恐龙厅展品陈列既按照科学分类，又兼顾大众认
知，深入浅出地介绍恐龙相关知识，让观众看得
津津有味，同时也获得了专家称赞。

90年积淀的丰厚馆藏

除了大量恐龙化石，重庆自然博物馆还拥有
中国第一件地形浮雕、第一个地磁测点、第一件
中国制作的大熊猫标本、第一批钒钛磁铁矿样
品、第一批成系列的土壤标本、“巫山人”“资阳
人”等古人类化石……丰富而珍贵的馆藏背后，
有着数不清的动人故事。

“90 年前，重庆实业家卢作孚想开启民智，
弘扬科学，筹划建设一座博物馆。最初，他用庙
宇作为馆舍，迁走菩萨，把供台作为展台，摆上
展品，创建了重庆第一座博物馆。”欧阳辉说。
1930年春天，这座“峡区博物馆”的开放轰动了

重庆城。不久后，卢作孚将其扩建为中国西部科
学院。

1930 年到 1936 年间，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
了大大小小的野外考察30多次，收获颇丰。对四
川大小凉山地区进行考察，带回大量动植物标
本；地质学家常隆庆先后 6 次进入攀枝花无人
区，发现了钒钛磁铁矿……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合十余家全国性
学术机构共同组建了中国西部博物馆。西部科学
院的主楼惠宇楼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大楼。

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博物馆基础上
建立的重庆自然博物馆，历经90年的积淀，现藏
有 10 余万件珍贵标本，涵盖动物、植物、古生
物、古人类、矿物、岩石、矿产、土壤等8个类
别，其中不乏科学意义重大的模式标本。

大熊猫标本也是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收藏特
色。重庆自然博物馆是国内最早公开展示大熊猫
标本的博物馆。除了现生大熊猫标本外，还有丰
富的熊猫化石，包括1985年在重庆万州盐井沟发
掘的巴氏大熊猫骨架化石，完整度达70%，现已
复原成完整骨架对外展出，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之一。

“我馆还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欧阳
辉介绍说，贝林厅的展品主要来自美国慈善家肯
尼斯·贝林捐赠的野生动物标本。贝林捐赠之
后，在重庆市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重庆自然博物
馆又收藏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矿物、岩石、古
生物标本。

引导观众探索与发现

“博物馆的展陈绝不是简单的罗列堆积，而
是要根据展示主题进行梳理，通过排列组合，形
成有特定涵义的展品矩阵，既承载丰富的知识，

又具有美感和视觉冲击力，这样才能激发观众的
兴趣。”欧阳辉强调，展览设计要从多角度体现

“探索与发现”的科学教育理念，满足观众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

“就拿贝林厅来说，很多博物馆都有贝林
厅，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成为别具特色的展厅
呢？”欧阳辉介绍，重庆自然博物馆贝林厅的展
览名为“动物星球”，不仅浓缩了各大洲的自然
风光，还巧妙地汇集千姿百态的动物标本，体现
生物之间的共存关系，表达了地球生态系统相互
依存、构成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重庆厅通过重庆本地动植物化石的展示，回
应重庆人对自身“从何而来”的好奇，展现当地
特色的山水、生物与生态。走进展厅，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巴氏大熊猫和东方剑齿象的化石模型。
欧阳辉介绍，“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华北
的周口店动物群分别代表中国中更新世南北两个
主要动物群。

除了陆地动物，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水生
动物标本，体现了重庆作为江城的生物特点。“3
米长的中华鲟标本和中华鲟卵巢标本都是真品，
来之不易。”欧阳辉介绍说，重庆厅有一面大通
柜，展示来自长江的鱼类标本，种类丰富。其中
有中华鲟从受精卵发育到 8 个月大的系列标本，
记录了个体发育的形态变化。

三峡地区是古人类演化的重要通道。在重庆
厅中，还有“巫山人之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提供的各种化石。
其中不仅有世界闻名的“巫山人”下颌骨化石，
还有在龙骨坡发现的古猿牙齿化石。

地球厅展示了地球的历史，生动阐释了圈层
结构、地壳运动、内外动力等地质作用。在进化
厅，近40亿年里地球上生活过的动物种群一一呈
现。“希望通过我们的展览，让公众感受到自然
与时间的伟力，看到大自然有这么多奥秘需要我
们去探索，从而促进更多人热爱自然、保护自然
乃至研究自然。”欧阳辉说。

在内蒙古包头市博物馆，陈列着
一组特别的文物——大块砖茶、整捆
烟草、生锈的驼铃、运货的驼架……它
们说不上珍贵，更算不上华美，只是
清代到民国时期包头地区常见的物
品，但对于这座黄河北岸的草原城市
来说，却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

万里茶道上的新兴商镇

清初，一度阻断的草原丝绸之路
恢复繁荣，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湖
北汉口等地为起点，一路向北跨越大
半个中国，穿过内蒙古至俄罗斯圣彼
得堡等地的国际商贸通道。这条通道
行程过万里，商路上的主要商品由丝
绸变成了茶叶，因此又被称为“万里
茶道”。

19 世纪 40 年代，在中俄边贸城
市恰克图，茶叶已位列中国对俄贸易
商品的首位。茶叶贸易的繁荣，源于
草原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草原民
族无论长幼贫富，人人嗜茶，“宁可
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不
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在贸易中充当货
币角色，“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
以济银两所不通”。在草原上，“羊一
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
十倍之”。

茶叶热销草原的同时，大批皮毛
物资运往中原。一些地理条件优越的
黄河码头成为南北货商云聚之地。

200多年前，包头还只是黄河边
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因为黄河的一
次改道，造就了包头这个新的黄河码
头。伴随着万里茶道上国际贸易的繁
荣，包头逐渐发展成中国西北地区著
名的皮毛集散地。大量内地的茶叶、
烟草、棉布等物品在这里汇聚，被运
往草原腹地售卖，换回皮毛、羊、骆
驼等，再销往中原。

驼队是当时草原商道上重要的交
通工具。著名商号“大盛魁”鼎盛时
有骆驼近2万头，众多底层劳动者就
靠拉骆驼谋生。茶叶、烟草、驼铃等
物品，见证了包头的城市发展史。如
今，它们被放在博物馆展柜中，向人
们诉说着万里茶道的故事。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清代，长城内居民称杀虎口为
“西口”，张家口为“东口”。出杀虎
口进入西北草原地带后，往西可通宁
夏、青海、新疆，往北则可进入蒙古
腹地。大漠草原的广阔市场和万里茶
道上的财富故事，吸引了山西、陕西
等地大批百姓到“口外”谋生，民间
称之为“走西口”。包头因为有南海
子黄河码头，成为“走西口”的理想
目的地之一。

在无数“走西口”的故事中，山
西祁县人乔贵发的经历堪称传奇，他
是晋商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于乾隆
二十年 （1755 年） 前后来到包头，
靠为军队和商旅提供草料、大豆等物
资起家，后经营货栈，为旅蒙商提供
货物、饮食、住宿，建立“广盛公”
商号。广盛公在生意兴旺时因投资失
利遭遇重创，一度濒临破产，重新崛
起后更名为“复盛公”。乔致庸接手
乔家的生意后，建立起以复字号为品
牌的商业集团。复字号经营范围十分
广泛，茶业、绸缎、药材、皮毛、粮
食、典当、估衣、钱业等无所不包。
乔致庸经商重信义，不唯利是图，管
理上重视人才，知人善用，为乔家生
意的持续兴盛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
城 镇 的 发 展 。 嘉 庆 十 四 年 （1809
年），萨拉齐理事通判厅将巡检衙门
迁到包头，包头村改为包头镇。同治
九年 （1870 年） 前后，包头围绕以
乔家商铺为核心的商业街区修筑城
墙。这是包头最早的建城史，民间因
此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包头城内有多座宗教建筑，反映
了当时多元文化的汇聚。晋商喜奉财
神和关公，财神庙、关帝庙是他们常
去之所。福徵寺是当地蒙古人信奉的
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则是来自陕
甘、宁夏等地回族民众的宗教场所。

为了满足当地居民和来往客商食
用蔬菜的需求，城东南龙王庙一带建

起了多座菜园，甚至还发展出专门的
行会组织“园行”。乔家的复盛园是
包头规模较大的菜园。在现存的一份
光绪年间的碑刻资料中，还有复盛园
参与集资重修龙王庙的记载。

草原丝路的时代新篇

经商致富之后，乔致庸在老家置
地建房，于同治初年 （1862 年） 开
始在祁县乔家堡村统楼院老宅西北新
修明楼院，名为“在中堂”。同治十
年 （1871 年） 修东南院、西南院，
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四角。光绪二
十四年 （1898年），乔家买下四院中
间的两条街巷，东修门楼，西建祠
堂，将全部院落封闭起来。民国时
期，随着乔家人口增多，又对宅院进
行扩建。

经过乔家几代人的营建，这座私
人宅院成为远近闻名的豪宅，民间盛
传“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整座
建筑群布局严谨考究，砖石木雕工艺
精湛，堪称中国北方民居建筑典范。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传
统的万里茶道逐渐走向没落。乔家的
商业王国也成为历史的背影。

如今，山西乔家大院作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博物馆，
向海内外游客展示晋商文化和山西民
俗风情。在包头市东河区复盛西粮油
店旧址上，建起一条复古商业街“乔家
金街”，街上保留的吕祖庙和财神庙等
清代建筑，成为这段繁华历史的见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草
原丝绸之路的再度辉煌带来了新的契
机。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稳
步推进，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三国之间的合作项目陆续启
动，贸易额不断增长，人员交流更加
频繁。草原丝路上开拓进取、互利合
作的精神，在新时代谱写出灿烂新
篇，而这也必将为沿线各族人民带来
新的福祉，创造出更多精彩故事。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
院副研究员）

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告村，有
一个村民自建的家庭博物馆，展示着精美的水族
马尾绣、水族水书古籍卷本、水族传统服装、银
饰、老物件等。馆长韦家贵是水族牛角雕传承
人。2008年以来，他利用多年搜集的3万余件水
族文化藏品，在自家木楼上建起博物馆，免费向
大众开放，成为展示和传播水族文化的窗口。

板告村文化氛围浓厚，有“水族马尾绣的发
源地”之称。韦家贵的妻子潘小艾是贵州省级非
遗项目水族马尾绣传承人。在她的带领下，板告
村成立了马尾绣传习所，注册了水族旅游文化公

司，从事马尾绣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几乎全
村的妇女都加入进来，通过马尾绣为家庭创收。

与板告村隔着一条国道的雪花湖移民新区不
是传统村寨，但也没丢掉文化传统。在中和镇马
尾绣协会会长韦应丽的带领下，移民新区的妇女
纷纷加入协会，绣娘发展到 800余人，马尾绣产
业越做越大。

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都的“指尖经济”
发展得有声有色。截至目前，三都县有水族马尾
绣协会2个、传习所5个，绣娘2万余人，从事马
尾绣生产开发的小型企业 80 多家，累计带动

1000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三都县还打造民族文化商贸一条街，建立水

族产品展示营销馆，水书书画、水族服饰、水族
饰品等受到游客青睐。不少传统村寨开展水族马
尾绣、水书、水族牛角雕等民族技艺体验活动，
发展体验研学旅游。

“通过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实现对水族文化
资源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能够为脱贫攻坚提供
精神支撑、创造产业价值、营造发展氛围。”三
都水族文化研究院院长韦祝平说，在三都人民奔
小康的路上，水族文化还将大显身手。

贵州三都：非遗扶贫显身手
齐 健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万千珍藏，见证自然伟力
本报记者 蒋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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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盛西店永记大金砖茶，包
头市北梁关帝庙藏 孙 华摄

包头市乔家金街 杨建林摄

重庆自然博物馆长江鱼类标本展柜 秦廷富摄重庆自然博物馆长江鱼类标本展柜 秦廷富摄

重庆自然博物馆恐龙厅 王 龙摄

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中国西部科学
院旧址）的地磁测点碑。该碑1945年12月设立，
记录了中国测定的第一个地磁点。 王 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