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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史中公认自成体系的有“天算

农医”四大板块，即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四个学

科。其实，在这四个学科之外，还有其他已形成了

一定体系的学科，比如地理学。

地理学在古代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行政区划离不开地图绘制，水利工程

离不开地貌与水文勘探，农业生产离不开气候气象

观测……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家博物

馆舆图研究所所长汪前进表示，中国古人在地理学

的众多分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地理学在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样的社会功能。

我国地理探索活动
源远流长

汪前进指出，受限于古人的认知水平，中国

古代地理学并不发达。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

中国古人的地理知识也包含许多凭空想象的事

物。但中国古人已经有了观察的意识并掌握了

相应的方法，这是地理学知识产生的基础。

《诗经·大雅》中记述的“既景乃冈，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就是古人进行地理观察的早期记载。

除了用眼睛进行观测，古人还会利用各种工具辅

助观测。例如在进行河流水文观测中，对于什么

时候涨水，什么时候退水，每年汛期水达到多高

等，古人会利用一种叫做水则的固定装置对其进

行观测。凭借奉节记水碑、郧阳龙脊石等这些分

布于全国各地的水则，古人可以记录 1年内各月各

旬的水文情况。历史上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一

百年一遇的灾难，就是相关机构利用这些水则记

录下来的。

“探索活动对拓展地理知识意义重大。”汪前

进说，中国古人进行了大量的探险，这些探险发挥

了相当于地理考察的作用。很多旅行家、文史大

家和科学家都做过此类考察。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把西域的地理知识、

风土人情和物产带回中原。晋代的法显，在旅行

中写下的自传记载了很多域外地理信息。唐代玄

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等国古代历史

地理的重要文献，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记载

了西域各国的地理信息和社会状况。元朝的汪大

渊，从泉州港出发，去了很多国家，最远曾达到今

天非洲的莫桑比克。他基于这些经历写的《岛夷

志略》，记录了 200多个古国与地区的情况，使当时

的人们对于世界地理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所有探险家中，最有名的就是郑和。郑

和 受 明 朝 永 乐 皇 帝 派 遣 前 往 东 南 亚 和 印 度 洋

地区。他的船队七下西洋，留下了著名的海图

《郑和航海图》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等地

理著作。

徐霞客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探险家，也是第

一个系统考察喀斯特地貌的人。他对溶岩地貌名

称进行拟定，认识到了溶岩地貌的发育特征，并分

析了此类地貌的成因。此外，他还重新探讨了长

江的源流问题，更正了原先的错误认识。徐霞客

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国地学史乃至世界地学史上都

有很重要的地位。

已具备把知识转化为
体系的手段

“通过探索而得来的知识怎么处理，杂乱无章

地放在那里吗？并非如此。”汪前进介绍，中国古

人已经具备一套把知识转化为体系的手段。

定义是体系化的第一步。在我国的古籍记载

中，已有对于一些地理概念的基本定义。如《管

子·地图》最早定义了地图概念；《尔雅·释地》中记

载的“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

大阜曰陵，水中可居者曰洲”，是对于地形的系统

定义。书中的这些定义为人们进一步的学术研究

奠定了坚实基础。

定义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是分类。《禹贡》将九

州土壤分成了 10 种；《管子》对地形进行分类，如

将丘陵分成 15 种，还对水体做了具体分类，把干

流叫做经水、支流叫做支水，支水之下还有谷水、

川水、渊水。这些分类相当系统，与现代水文学并

无很大差距。

古人的地理描述方式具有一定的定量思维。

如在《楚辞·天问》中记载：“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橢，其衍几何？”《山海经》描述天地的大小

是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此外，古人还发掘了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和

规律。例如，唐朝时期所著的《相雨书》中有近 170

条谚语，这些谚语根据晕、虹、雷电和雾等现象对

天气情况进行预测。古人还发现了潮汐和月球活

动的联系，凭借《四时潮候图》，就能计算找到两者

之间的对应关系。

汪前进说，中国古代地理学还有一个难能可

贵的特征，那就是学术批评。例如裴秀在《禹贡地

域图》中批评了前人绘图“虽有粗形，皆不经审，不

可依据”。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昔《大禹记》

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

《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

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这些学术批

评，促进了地理学的进步。

在国计民生中发挥
重要作用

“地理学知识在古人的各种活动中发挥了巨

大的支撑作用。”汪前进把这些作用称为地理学

的社会功能。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地理是政区

边界划分、级别制定的基础。有学者总结出我国

古代政区划界的两个原则是“山川形便”和“犬

牙交错”。其中，“山川形便”就是指依据地理情

况制定政区边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

名就是地理学在政区划分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直

接体现。

地理学还在国计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气象学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农业生

产离不开气象观测。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气候

观测机构。《秦律十八种》中规定，相关机构要向中

央报告降雨情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珍

藏着许多明清时期的报雨奏折。古人还积极研究

土壤、季风的性质和规律，并且把这些知识应用到

水利工程修建和农业生产之中。此外，中国古人

积极吸收外来的地理知识和科学观念，到明清时

期已经能绘制比较接近实际的世界地图了。

汪前进说，由于受时代和社会条件限制，古代

地理学也存在许多局限性。例如专业学者较少，

业余学者较多；个人旅行居多，科学探索较少；技

术性较多，理论性较少；表面现象描述较多，深层

探索较少；地球表层研究较多，地下深层研究较少

等。当然，这些局限性并不能抹杀中国古代地理

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无法掩盖中国人对世界地

理学的杰出贡献。

中国古代地理学具有多样社会功能

云南典籍博物馆展出的《徐霞客游记》古籍精品版本。 视觉中国供图

随着大部分候鸟迁徙结束，集中

观鸟季随之到来。是什么让越来越

多的人痴迷于观鸟，不畏寒暑、废寝

忘食呢？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国家

动物博物馆举办了“2023 首都科普

好书”《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阅读

分享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经理吴

良柱介绍，《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自然”书系

的最新作品，是一部以观鸟为题材的

自然观察笔记。资深观鸟人、波兰新

锐自然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

用 12 个与鸟有关的故事，引领读者

走进鸟类迷人的微观与宏观世界。

这本书也入选了北京市科协发布的

“2023 首都科普好书”30 本推荐书

目。

译者毛蕊是作者的挚友，曾在波

兰深造多年。她向读者介绍，波兰俗

语中，“抓住两只喜鹊的尾巴”比喻同

时做两件事，想要一箭双雕。《抓住十

二只喜鹊的尾巴》书名同样暗含作者

的巧思：这本书有 12个章节，讲了 12

个与鸟有关、内涵丰富的故事，蕴含

着人与自然、人与艺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也象征着人类 1年 12个月中

都有鸟儿的陪伴。作者在书中回顾

了自己的观鸟之路：从童年时代与父

母一起去国外观鸟，到青春期为证明

自己并非有“怪癖”而刻意疏远鸟类

世界，再到成年后直面内心，重拾观

鸟热情，找到一生的热爱。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

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一

个概念：“观鸟成瘾症候群”。作者这

样形容疯狂的观鸟迷：听到一声鸟

叫，马上会停下车，循声去找鸟在何

处。睡觉时如果突然听到窗外有鸟

鸣，也顾不得穿好衣服马上起身冲出

去看。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观鸟

成瘾症候群”患者关注的也不是情节

本身，而是作为背景音的鸟鸣与情节

是否相匹配。

同为资深观鸟人，北京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心研究员郭耕在“鸟坑”中

“幸福地沉浸了几十年”，与作者产生

了“遥远的共鸣”。他认为，观鸟并非

一种怪癖，而是源于对大自然的无限

热爱。这种爱好与受教育程度、职

业和学历背景没有直接联系，而是

个人的选择，“只要喜欢，你就可以

成为合格的观鸟者”。郭耕介绍，随

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多鸟类种群

正在因环境变化而减少。比如城市

中的灰喜鹊成了优势种群，而原来数

量很多的猛禽却越来越少。与动物

相伴这些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保

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关起来，而是约

束好自己，对自然、对动物要有敬畏

之心，学会适应生态文明，学会与万

物和谐相处。”

城市化进程中，人如何与鸟类和

谐相处？张劲硕提到，书中有一个概

念——惊飞距离，是指当你接近一只

鸟时，它会在你距离它多远的时候飞

走。他介绍，鹬、鸻等涉禽类的惊飞

距离较远，约一两百米，城市中常见

的喜鹊、麻雀、乌鸦等的惊飞距离较

近，约为 1 米。在加拉帕戈斯群岛、

塞舌尔、肯尼亚等原始生境，土著鸟

类不怕人，惊飞距离都是零，有些甚

至是负数，它就停留在你的镜头上。

而很多飞到那里越冬的欧洲鸟类，惊

飞距离却很远。这本书中也提到了

欧洲猎杀鸟类的严峻状况。

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种

理念：观鸟是一种生活方式，能让生

活变得更加美好。

郭耕呼吁，人类要把幸福感建立

在对鸟兽的共情上，建立在自然中。

他说：“面对鸟，请摄，不要射。请痴，

不要吃。请观鸟，不要关鸟。这是人

与鸟、人与自然应该建立的距离，也

是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一位翻译学者，毛蕊认为，

学习语言跟学习与动物交流有共同

之处，就是要做到自然相通，文化相

通，心灵相通。“当你与大自然交流的

时候，用大自然能懂的语言，这时候

的交流才是心意相通、心灵相通的。”

她说。

张劲硕长期致力于动物科普、推

广博物学文化。他提出，今天倡导博

物学启蒙、自然教育，并不应抱有功

利的心态，而是要让大家找回初心，

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恢复到古人

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

自然的维度，人类本身就是动物界的

一个物种，人类了解动植物、矿物岩

石，最初目的是更好地生存。当人类

社会发展到稳定文明的阶段，就会发

现了解自然、亲近自然能让你身心愉

悦，获得极大精神满足。

观鸟时，我们在看什么？
——《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阅读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作者：【波】斯坦尼斯瓦夫·乌
宾斯基

译者：毛蕊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2024 年的农历新年即将来临，这是我

国传统生肖年历中的龙年。我国古代天文

历法中，采用十二生肖作为纪年系统，龙为

其中之一。龙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

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我国关于龙的较

早资料，为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块堆塑

龙，距今约8000年。古人认为，龙能上天潜

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是消灾驱邪、迎祥

纳福的神兽。古人通过各种与龙相关的活

动，表达对龙的敬仰崇拜，以求得一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龙亦为古代帝王尊崇。

明清时期的故宫，为帝王执政及生活的场

所，龙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如作为故宫

核心建筑的太和殿，其内部金柱、宝座、藻

井、彩画等部位，均有造型各异的龙。

在古建筑领域，室内的立柱一般称为“金

柱”。太和殿宝座的两侧，有6根金柱。每根金

柱上，均有一条体形硕大的蟠龙。蟠龙即蛰伏

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造型为盘曲环绕状。此龙

尾巴在下，周身缠绕立柱，蜿蜒盘曲而上，龙头

上仰，注视上方，双眼锐利有神。龙尾下方为寿

山福海纹饰，龙身周边为飘浮的祥云环绕。

太和殿内正中，陈设髹金漆云龙纹宝

座。这是故宫现存做工最讲究、装饰最华

贵、等级最高、雕镂最精美的宝座。宝座为

明朝嘉靖年间制作，材料为楠木。13条金龙

分别盘绕于椅背上，形态各异。其中，搭脑

（椅背顶部横木）正中为一条昂首挺立的坐

龙，两侧各做成龙躯形。4根圆柱形椅柱各

有多条蟠龙缠绕，做蜿蜒擎空之势。宝座周

身雕龙髹金。太和殿宝座的“金漆镶嵌髹

饰”，为我国古代宫廷极高等级的漆饰。

太和殿内宝座上方即有藻井，全称为

“龙凤角蝉云龙随瓣枋套方八角浑金蟠龙”

藻井。其中，角蝉是指藻井中的三角形或菱

形区域。此藻井的主要功能，是象征皇权的

威严及皇帝的正统性。藻井顶部中心，有口

含轩辕镜的蟠龙造型，辅以如意云纹饰。此

蟠龙身体盘曲，曲颈挺胸，双目圆瞪，触须横

伸，气势磅礴，呼之欲出，极具威严和震慑之

感。从雕刻技法角度而言，蟠龙造型采用了

多层镂雕、透雕、浮雕、阴刻等雕刻技法。手

法精美绝伦，线条细腻流畅，体现出我国古

代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

太和殿内檐彩画样式，为金龙和玺彩

画。这种彩画是清代等级最高的彩画类型，

多用于故宫内重要的建筑。其构图最大的特

点是枋心、藻头等部位均绘有龙纹。此彩画

的枋心绘制的是行龙。其摇头摆尾，四爪游

行于祥云中，身形前向蜿蜒，似乎在追逐前方

的火珠。藻头的部位绘制的是升龙和降龙

纹。太和殿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使用了沥粉

贴金工艺。所谓“沥粉贴金”，即首先用土粉

与胶的混合物，沿着龙、凤纹饰的轮廓，描绘

出隆起的形状，然后用金箔贴在隆起的表面，

使得彩画图案达到金碧辉煌的效果。

不难发现，太和殿里不同建筑部位的

龙，造型为我国古代艺术品的精华，工艺为

古人智慧的结晶，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龙年新春将至——

说说故宫里造型各异的龙

太和殿内的蟠龙藻井。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近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主题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分为
“品读风雅”“书斋志趣”“赏心阅典”“鉴古开新”四个板块。展览结合数字化、场景化、美育
化等创新展陈方式，深入挖掘和传播中华民族的阅读传统，推动全民阅读，带领观众感受
中华文脉。图为观众观看采用高清技术还原的经典画作。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数字技术再现经典画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景阳）记者 1 月

31 日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2023

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六处遗址

实现了考古新突破。

“2023年，考古人员对准格尔旗四犋牛

窑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出遗迹现

象 26 处。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是对

准格尔旗地区夏商时期历史资料的重要补

充，对研究鄂尔多斯乃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古代人群关系、生业

方式等具有重要价值。”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院考古工作人员李倩告诉记者。

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青梁村西侧的

柳青梁遗址中，考古人员共清理灰坑 285

座、房址 18 座、壕沟 13 条、墓葬 1 座。考古

工作人员高海涛认为，根据出土器物及遗

迹形制分析判断，柳青梁遗址主体年代应

在朱开沟文化时期，其中房址内发现的储

煤坑，证明了先民们当时已开始利用鄂尔

多斯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生存。

考古人员根据准格尔旗牛光圪旦遗址

出土的器物分析，遗址Ⅰ区主体年代应在龙

山晚期，而Ⅱ区出土的陶片从仰韶晚期至商

周时期皆有，年代跨度较大。经对灰坑房址

形制及其出土器物研究判断，遗址主体时代

应为龙山时期。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了

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社会

形态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位于薛家湾镇牛光圪旦行政村孤子

渠自然村一处台地上的孤子渠遗址，考古

人员共清理灰坑 9 座、房址 5 座，出土石锄

1 件、圆陶片 12 件、残断陶环 7 件及少量残

陶片。不同年代陶片的发现，表明该遗址

区文化属性较为丰富，为证明本地区文化

的延续性提供了有力证据。

考古工作人员齐溶青表示，在吴家梁

遗址，通过对动物骨骼的鉴定，他们发现该

遗址动物骨骼以鹿、羊、牛为主，说明除农

业以外，畜牧、狩猎在该遗址中也占有较为

重要的地位。这为研究还原当地农牧交错

地带的历史面貌提供了一定依据。

在准格尔旗的纳林沟遗址，考古工作

人员李智文认定，该遗址早期阶段是中国

北方朱开沟文化时期一处重要的聚落遗

址。纳林沟遗址新的考古材料对研究朱开

沟文化房址的营造和分布规律，深入探讨

朱开沟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聚落布局等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内蒙古鄂尔多斯

六处遗址取得考古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