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 胡先骕在哈佛大学期间的留影。
右图《经济植物手册·序言》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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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郊，国家植物园樱桃沟。在这

幽静的一隅坐落着一座亭子，名为“水杉

亭”。亭旁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一首古体长

诗《水杉歌》，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这首诗

的作者就是一手创建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

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

胡先骕，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

江西新建人。1912 年，胡先骕被江西省官

派至美国加州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他看到

西方科学发达，深感只有发展科学、推动实

业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其间他还结识了

怀揣同样理想的留美中国学生秉志、任鸿

隽等人，并于 1915 年加入了刚刚创建的中

国科学社，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1916

年胡先骕学成回国，后来二次赴美并于

1925 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胡

先骕便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胡先骕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植物学家。

他是第一个命名植物新属（秤锤树属）和新

科（鞘柄木科）的中国人。他在哈佛大学的

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中首次系统梳理

了中国的植物谱系，为后续几十年的中国

植物研究打下了基础。1948 年，他与郑万

钧鉴定命名了被学界认为灭绝已久的“活

化石”水杉，轰动了世界。而水杉叶子现已

成为国家植物园标志的一部分。

而比个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胡先

骕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

部分。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创建了中国国立

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

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

生物研究所、“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研究机

构”——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牵头

发起了中国植物学会、庐山森林植物园（今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

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此

外，他还创办了好几个生物学专业期刊、编

写了 3部大学植物学教科书、亲手培养了大

批植物学人才，使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很快登

上世界舞台。胡先骕还校订了几代中学植

物学教科书，使得植物学知识成为中国人基

础教育的一部分。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始

终不变的是他“科学救国”的初心。

胡先骕之所以能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

可，在于他敬畏科学，怀揣一丝不苟、求真务

实的态度。2016年，卢开运著、胡先骕审校的

《高等植物分类学》修订稿在旧书市场上被发

现。全稿388页，胡先骕的批注修改多达700

余处、删节120处、提出疑问15处、修改图注8

处。然而后来在为此书作序时，他仅褒奖作

者“用功甚勤”，未提及自己的校改勘误。

学贯中西 文理兼通

在建立耀眼科学成就的同时，胡先骕还

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这

也是他与同时代科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

清末民初时，面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

文明的碰撞，胡先骕这一代青年人持有两种

不同的观点。一类是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

表的“激进派”，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

的革新；另一类是以胡先骕为代表的“改良

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价值，应

该通过改良使之与现代社会和科学相适

应。1921年，胡先骕与刘伯明、吴宓、梅光迪

创办了《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文学批评文

章，形成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学衡派”思潮。

胡先骕这个时期撰写的一批文学批评文章，

一改中国传统文论的风格，被认为开创了中

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先河，因而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胡先骕是中国古体诗歌的热烈倡导者

和实践者。他一生写古体诗词，成为民国

诗坛的重要人物。作家汤海若认为：“胡先

骕的文学作品，在整个民国文坛都可以称

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诗后来由钱钟书

编辑为《忏庵诗稿》。他还将传统文学与现

代科学相结合，创作了多篇科学题材的古

体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科学长诗《水杉

歌》。《水杉歌》描写古代地球板块的迁移，

讲述古老物种的灭绝以及今日水杉的重新

繁盛，兼具文学性和科学性。

“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

《水杉歌》中的最后一句反映了胡先骕的大

家风范。为了让后人了解和铭记这位“百

科全书式”的人物，2023 年 5 月，《胡先骕全

集》（19 卷）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收录胡先骕生前撰写的论文、著作、译

著、诗词、书信等。胡先骕后人、《胡先骕全

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胡晓

江表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胡先

骕的精神能够激励年轻一代，在追求真理

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中国植物学先驱的璀璨人生

北京中轴线南段，一座国家级博物馆

诞生。

6月5日，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

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

国家自然博物馆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

名而来。2023 年 1 月，中央编办、北京市委

编委正式批复“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

“国家自然博物馆”。

几代科学家的呼唤和求索终于有了结果。

“希望国家自然博物馆藏品越来越丰

富，办成世界级一流博物馆。”国家自然博

物馆的公众号上的这条留言，正是公众对

它的共同期许。

从零开始筹建自然博物馆

人们记忆中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各不相

同，有人会想到复古建筑前的马门溪龙骨

架，有人记忆深刻的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

人体标本，还有人最爱数不清的各式各样

的贝壳……但都精彩纷呈。

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最早可追溯至中

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

1951年 3月，经中央宣传部文教委员会

批准，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

了“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次月，

“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

就设在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的文华殿、传

心殿和清史馆，由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

担任主任。在筹备处创建初期，它也和新

中国许多新建单位一样，发扬艰苦创业、自

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工作人员均从其他文

化单位调入，其中包括一批转业军人和新

毕业的大学生。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是为了建立一座

“中央自然博物馆”，填补全国在这个领域

的空白。差不多同一时期，北京天文馆、中

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也相继筹建和诞生。

如何筹建自然博物馆在那时还是一项

陌生课题。国家自然博物馆原副研究馆

员、人类室主任时墨庄回忆，当时西方发达

国家的自然博物馆大多已有一二百年的历

史，馆藏丰富、专业队伍训练有素、陈列场

所宽敞明亮，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教育场所。

时墨庄说：“求变心切的博物馆同仁们

都认为，我们不能自甘落后地跟在别人后面

按部就班。经过大家提议，决定以办展览的

方式，在办展过程中积累藏品、培训队伍。”

关于展览内容，大家商定可首先举办

一个以“祖国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为内容

的大型展览，以紧密配合祖国的工业建设，

充分宣传我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优势。

1954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首个

展览“全国矿产资源展”便是在故宫文华殿举

办的。矿展之后，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又连续

筹办了“治理黄河展”“祖国农产资源展”等。

1956 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

中央自然博物馆在天桥动工兴建。这个中

央三层、两翼两层的大楼东邻天坛，西对天

桥剧场，共 8000 多平方米，内设 14 个陈列

室和保管室、美工室、讲演厅等。

1958年 5月，中央自然博物馆主体建筑

落成，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

馆名。1959 年 1 月，该馆正式对外开放，这

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

型自然历史博物馆。

3年后，中央自然博物馆改名为北京自

然博物馆。

标本收藏与科学研究双丰收

1962 年，我国恐龙研究第一人、古脊椎

动物学奠基者杨钟健院士，荣任国家自然

博物馆第一任馆长。

杨馆长上任伊始便称：“我不务虚名，

不做挂名馆长，而要在博物馆建设方面身

体力行、真抓实干。”在他精心的调度规划

下，国家自然博物馆实现采集、科研、陈列

一手抓，着力开展标本库房建设，组建了各

生物专业的研究队伍。

随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几任馆长均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他们提倡通过野

外采集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致力于推动

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

例如，为了研究我国新疆境内的塔吉

克族的发展历史，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研

人员曾 5 次登上帕米尔高原；“长江流域同

样也是中华古文明的摇篮”，这一引起国内

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论点是在国家自然博

物馆的科研人员考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

的众多史前遗址后提出的；从 1981年起，国

家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通过对柳州白莲洞

史前遗址的详尽研究，证实了华南中石器

时代文化的真实存在；他们还曾前往当时

无人问津的黑龙江省赫哲族地区，收集渔

猎生产及生活用品，并采集到一批细石器

标本和散碎陶片及陶网坠等。野外考察和

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为创作科普作品和陈

列展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

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地球

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

和科学普及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今，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藏品 37 万

余件，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中

居首位，还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

以生物进化为主线，国家自然博物馆

设有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无脊椎动

物、神奇的非洲等常设展览，展示了生物多

样性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构筑起地球

上生命演化发展的全景图。此外，每年还

推出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巡回展览。

最大限度实现开放共享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揭牌，无疑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历来受到世

界各国的重视，英、美、法等国都有一个国

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因为这是反映国家科

学文化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样是国家

形象的代表。

中国地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

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动植物区系特征，

我国的动植物种类以及化石遗存十分丰

富，但此前，我国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自

然标本收藏中心用以展示国土自然历史以

及自然科学主要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

1980年，历任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

裴文中、徐仁、郑作新和周明镇在《大自然》

杂志上联名呼吁，一个“国家级自然历史博

物馆势在必建”。

此后，多位专家学者呼吁恢复或新建

国家级自然博物馆。据有关人士统计，

1980 年—2001 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的档案里，有 70 多位科学界的代表和委员

对重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先后提出过 10次

议案和提案，继而又有农工党中央就建设

新馆问题两次提交提案。

2006年，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李承

森提议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得到科学界的

大力支持。匡廷云等 26位院士联名上书国

务院，发出建设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呼吁。

2019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赵进东再次提交了相关提

案，并于年末收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答复——

积极支持在北京筹建国家自然博物馆，并进

行调研、沟通，推进该项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分析：“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需要

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相关

部门同心协力科学规划、打破条块限制、统

筹整合各种资源，这件事涉及面广，本身具

有难度。”

如今，这一有难度的工作终于顺利推

进。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经过

多轮考察、研究、论证，国家自然博物馆建

设总体方案最终确定。

国家自然博物馆新址尚在建设中，这

座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5.77 公顷的新馆将成为北京大红门地区博

物馆群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未来南中轴

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新馆将大幅提升国家

馆服务公众、保护收藏的能力。

在近日举行的 2023 中关村论坛“科技

创新与自然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国

家自然博物馆馆长孟庆金透露，目前该馆正

在开展数字博物馆工程建设，将不断丰富新

技术应用场景，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

孟庆金说，自然博物馆不仅要扩大规

模，也要注重技术水平、理念的全面提升，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自然博物馆建设带来了

无限可能，“新时代的自然博物馆要和科

学、历史、文化、艺术融合，最大限度地实现

开放共享。”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电视剧《青春之城》近日收官。这部电视剧由广东省委宣传

部、深圳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

出，并于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平台同步播出。该剧一经播出在

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大众与媒体的广泛关注。《青春之城》从科技

创新的视角出发，以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为故事背景，以科技

创业者在电力、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奋斗历程为叙事主线，讲

述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科技赤子深圳逐梦的创业故

事，生动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的美好图景以及我国在

科技产业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的都市创业剧，该剧以科技创业为

核，塑造了大湾区的人文精神。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推动

下，《青春之城》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业故事，借助人

物的命运沉浮与科技创业故事展开对“共建人文湾区、弘扬科

技创新”主题的表达，同时凝结了科技创业者自立自强的创业

精神与家国情怀，增强了主题内涵的思想厚度、情感温度与艺

术高度。

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下，该剧以科技创业为叙事主线，

塑造了一批敢为人先的新时代青年创业者群像。剧中科技追梦

人方远舰是中生代智能科技创业代表，在我国智能技术遭遇外

国公司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他毅然回到母校深圳大学，与企业合

作研发人工智能，最终成功制造出中国智能双足人形机器人，展

现了创业者的创新精神。企业家夏末坚持自主研发，培养科技

人才，最终攻破技术难关，实现了技术的革新与企业的转型，展

现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基层公务员蒋

楠楠凭借智慧与谋略，为科技创业者排忧解难。

该剧将创业者的理想信念、创业精神、使命情怀与国家发展

紧密相连，以创业者的科技创新故事来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繁荣

发展的主题，通过科技创业者的奋斗史，折射了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的发展，也印证了深圳“梦想之

都”的称号。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

《青春之城》：

讲述创业故事，展现创新精神

◎尹洪玉

6 月 6 日，“撷英
集萃·继往开来——
国家自然博物馆馆
藏精品展”面向公众
开放参观，这是国家
自然博物馆挂牌后
举办的首个展览，部
分珍贵的文字和视
频资料是首次与观
众见面。

视觉中国供图

当科学遇上艺术，会发生什么？

6月 3日，首届“科学与艺术高端对话”沙龙在国家科技传播

中心举行。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孙茜讲起陪孩

子看儿童剧时，感受到的科技带来的变化：坐在舞台下的观众抬

头看到的“满天繁星”不再是由一个个小灯组成，而是由技术呈现

的更生动、更接近现实的“星空”；表现一个孩子想法的变化，舞台

背景就出现大脑变化的形象画面。“以前我们在舞台剧中表现角

色内心变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独白。但如今，科技不仅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也改变了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力。”孙茜说。

“科学家是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占主导，艺术家是形象思维多

一些，在一些伟大的科学工程中，光有逻辑思维是不行的，一个科

学家只有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才能成为大家。”国际欧亚

科学院院士张景安认为，“科学的最高峰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参与记录、传播“钱学森之问”的张景安回忆道：“钱老说，在

创造的最关键时刻，艺术的形象思维能使他不钻牛角尖。而中

国就缺乏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帅才。实事求是地讲，在科学与

艺术的结合上，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我们要培养一些既具有科

学精神又懂艺术的科学家。”

有不少伟大的科学家钟情艺术。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

中心秘书长刘洪海分享了爱因斯坦、钱学森、丘成桐三位在艺术

上颇有造诣的科学家的故事。刘洪海介绍说，菲尔兹奖首位华

人得主丘成桐在描述自己证明了卡拉比猜想的心情时，曾援引

晏几道的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丘成桐本人正是

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不仅攀登数学高峰，屡获奖项，

还爱好古典文学，能书善文。

文化涵养科学的同时，科技也正在为艺术的传播与传承贡

献力量。

“中国的戏剧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但许多老艺术家们精湛

的艺术表演并没有被留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这是

一个遗憾。科技给我们的传承带来了巨大改变。”孙茜说，几年

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利用数字化技术，对老艺术家的艺术

创作和艺术心得进行留存和传承。

“我们过去都是一对一口传心授，老师教一句，学生学一

句。”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梅兰芳金奖大赛金奖获得者江其虎

表示，“戏曲与科技的碰撞融合给当代戏曲传播带来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戏曲传播与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高度依赖口传心授

的戏曲行业现在正借助科技，抢救老艺术家身上的‘四功（唱、

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

江其虎介绍，近年来，国家京剧院运用技术，传承经典名剧

《龙凤呈祥》，创新升级推动了元演播产业发展，各方联手打造了

“5G 京剧元宇宙”，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展现了传统艺术

的勃勃生机，拓展了艺术传播的新局面。

要让科学与艺术融合，学校教育也是关键一环。

“我们要使科学与艺术融合教育为建设科技强国、培养创新

人才的战略目标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科普奖获得

者、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长李象益表示，为了推进

科学与艺术融合教育的发展，要开展启迪好奇心、培育想象力、

激发创造力的教育，同时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教育。

“‘当科学遇见艺术’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其实我觉得并不

过时。在新时代，它们依然像过去那样形影不离、相互为伴、密

不可分。艺术一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就会变得超乎想象的绚丽

多彩。科学一旦植入艺术的细胞，会变得难以置信的神奇浪

漫。”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泉涌

在活动上表示。

“一位外国作家曾经说过，科学和艺术一开始是在一起的，

它们让人类摆脱了愚昧，走向了文明。它们在路途中走着走着，

就在一个山路中分手了，现在又在山顶汇合了。”中国科技新闻

学会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金振蓉说，“在文明程度

不断提高的时候，科学和艺术一定会走向融合。”

科学与艺术：

在人类文明的山顶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