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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南极

澄江生物群揭示的寒武纪大爆发最显著的事件之一
是，距今5.18亿年前的寒武世早期，地球生命演化史上
出现了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在
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1%的“瞬间”创生出了90%以上的
动物门类。因此，澄江生物群被赞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
发现之一，展示寒武纪大爆发的最佳窗口。

令人兴奋的是，今年3月22日凌晨（北京时间），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
生命与环境创新研究团队张兴亮、傅东静等人的最新研
究成果《华南早寒武世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清江
生物群》。我国发现的清江生物群又一次轰动了世界！至
此，地处中国宜昌长阳地区，距今5.18亿年的寒武纪特
异埋藏软躯体化石库——“清江生物群”，首次向世界摘
下它神秘的面纱，成为进化古生物学界又一突破性发现。

尤其珍贵的是，清江生物群化石具有“超高保
真”，主要以原生碳质薄膜形式保存，未经明显的成岩
作用和风化作用改造。因此，相对于目前全球两个保真
度最高的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布尔吉斯页岩生物
群和澄江生物群（它们在埋藏之后分别经历了高温变质
或风化作用等严重的地质改造，其样本已无法用于深入
开展埋藏学研究），清江生物群则更适合于开展化石埋
藏机制的研究，搞清是怎样特殊的埋藏机制，才使得布
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能够保存软体结构？

目前，西大研究团队已经初步研究发现 109 个属，
其中53%为此前从未有过记录的全新属种。这些古生物
有的像水母、海虾、蠕虫，以及许多形态奇异的崭新物
种，它们有的像西瓜、花朵，有的甚至连触角和腹部的
纹理都清晰可见，栩栩如生。清江生物群以双胚层辐射
对称的动物占主导，刺胞动物身体构型分异度高，蜕皮
动物类群中通常罕见的动吻动物却非常多样。而且，生
物统计学“稀疏度曲线”分析显示，清江生物群的物种
多样性，将有望超过包含布尔吉斯页岩和澄江在内的全
球已知所有寒武纪软躯体化石库。

清江生物群具有重大研究意义，有望在后生动物门
类起源演化，以及化石的特异埋藏领域首先取得新突

破，为发现和探索新的躯体构型和新的动物门类提供更
多第一手材料，为早期动物谱系树到底在哪里分叉、在
哪里开枝散叶，找到更多生物进化的直接证据。此外，
探索一些新的过渡类群，研究其特殊的身体镶嵌构造，
有望在深度解析动物门类辐射演化和门类之间的进化关
系问题上有所突破，提高对寒武纪大爆发的科学认识。

清江生物群和距离1050千米之外的澄江生物群处于
相同的时代，也都是以软躯体生物化石为主。相对于澄
江生物群生活在离海岸较近的浅水环境，清江生物群则
生活在远离海岸的较深水环境，代表了不同生态环境下
的全新生物群落。两个生物群的生存环境不同，属种组
成也有差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者相得益彰，将呈
现更加全面的寒武纪海洋生物面貌。

显然，清江生物群是探索寒武纪大爆发又一座科学
史上的丰碑，是我国奉献给世界的又一科学瑰宝。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早晨去买菜时，在菜市场门口，顺
便买回四颗水仙球。

学着花工的样子，我用刀片在每个
水仙球的顶部，轻轻划出一个“十”字
型切口。在清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后，洗
净切口上的“眼泪”（胶状黏液），然
后，放进注满清水的瓷盆里，静静等待
寒冬尽处的花与香。

水仙哭了吗？也许吧，但它一点儿
也不会悲伤，更不会因此抱怨我——冰
肌玉骨的鳞茎内，众多奔突无着的叶
芽，多了些奔向光明的出口，水仙，怎
么会怨我？

三四天后，就有嫩绿的叶尖，从十
字口里探出头来，叶子的形状，渐渐现
出完美的流线型，灼灼地闪着绿光，把
身旁的鹅暖石和清水，也映得生机勃勃。

接下来十多天的时间里，是叶子和
叶子之间的较劲。在阳光的指引下，叶
片们比高、比壮似地长大。真担心它们
会把水仙球里的营养耗尽，离过年还
远，要给花儿留些呢。为了防止叶子徒长，我不得不白天把
水仙搬到户外，夜晚再请回来。

腊八节那天，蓝瓷盆里的水仙，绽开了第一朵花——素
净的白花瓣中央，是一轮明亮的橙黄。

接下来，第二朵、第三朵……第九朵水仙花，纷纷绽了
开来。

金盏银台，的确是水仙花另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真
佩服国人给植物取名的智慧，四个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这种花
儿的形态和色彩。瞧，小小的六枚白色花瓣中间，竖起一圈金色
的副花冠，活脱脱银灯台上的金灯盏。

嘴里念叨“金盏银台”这个花名时，忽然想起《圣经》
上的一句话；点亮一盏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窗照进屋子，给窗台上的水仙花披
上了一层金纱。

“好香啊！水仙开花了。”女儿放学回家，被香味吸引过
去，低下头，亦深深地沉醉在花香里。

我用鼻子使劲嗅房间里丝丝缕缕的幽香时，脑子里映出
的却是一幅画：“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嗯，
一位清秀的凌波仙子，在北宋才子黄庭坚的诗词里，正款款
地飘向我呢。

空气，在水仙花的香味中穿行，呢喃：春天来了么？
当越来越多的水仙花点燃我的双眼，它们的芬芳漫过我

的衣衫时，我也不禁生出同样的恍惚。
雨果说：所有的植物都是一盏灯，香味，就是它们的光。
按说，自花传粉的水仙，是不需要用如此浓郁的香味为

自己做广告的，何况，寒冬腊月，怎么会有帮它传粉的蝴蝶
或蜜蜂踏香而来呢？那么，千百年来，水仙的幽香并没有褪
去，按照“用进废退”的学说，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芳
香，是留下来专门愉悦人类的。

水仙，我说的可对？
迷恋水仙的醇香、迷恋水仙的清丽、迷恋水仙开在百花

凋零时的精神，人类迫不及待地用水仙的鳞茎，“克隆”出一
簇簇水仙，让它们在岁末年初优雅登场。人类的无比钟爱，
让水仙觉得，“种子繁殖”这个植物传播的法宝，对自己而
言，已经是多余，于是，水仙如释重负般弃之不用。

“只凭一勺水，几柱石子过活”（郭沫若）的水仙，不需
要沃土壮肥，就能开出美妙的花、飘出宜人的香——只因
为，水仙的一生，一直在做减法。

人生在世，也是加减二字。
但在生活的漩涡里，我们被功

利得失裹挟着前行，常常身不由己
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加法：追求、索
取，争名争利。

水仙，为我们“点亮了一盏
灯”：精简人生的行囊，甩掉心灵的
包袱，生活，不过是“一箪食、一
瓢饮”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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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万里无云，湛蓝的海水波光粼粼。
1988年11月20日，位于青岛大港的原国家海洋局

北海分局码头岸边，半空腾起的硕大氢气球、松枝搭
起的高高彩门，还有四处悬挂着“欢送‘极地’号船
首航东南极、建立中山站”的标语。

当天一大早，我们就在“极地”号的甲板、船舷
两侧到处挂满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彩旗。船舷边还
特意挂上了“精心指挥、确保安全、顽强拼搏”，“建
立中山站，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贡献”的横幅标语。

前来欢送的除部队、机关、相关单位的同志，还
有抱着孩子、扶着老人的考察队员家属。当时全国政
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92 岁高龄的屈武老
先生也来到欢送现场。

“呜——，呜——”两声汽笛长鸣，嘹亮而又雄壮
地直入云霄。“极地”号船像一条披红戴绿的彩龙，在
锣鼓声、鼓乐声、欢呼声中，缓缓地离开码头，向海
湾外驶去。

海水由灰蓝色渐渐变成蓝绿色，以后又变成了墨
绿色，这意味着我们离海岸越来越远了。跟随船只翩
翩起舞的海鸥，渐渐离开我们向海岸飞回。这时，一
位四川籍的考察队员对我说：“生长在大山环抱的四川
盆地、从来也没有到过大海的自己，今天算是开了眼
界：原来辽阔的大海是这么美丽！”我笑笑对他说：

“真正的大海还在前头呢，现在只是万里长征才迈开第
一步。大海虽美，但也有十分令人生畏的一面。你还
年轻，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充分思想准备喔！”我们聊
着，笑着，不知不觉船已离开胶州湾驶入黄海。

傍晚，夕阳如火，映得大海一片金红。船开始有
点摇摆。许多长期从事陆地工作的科考队员，从来没
有和大海打过交道，现感到有些头重脚轻、晕晕乎
乎。有的队员已摇摇摆摆去医务室要“晕船宁”吃，
有的则赶紧回住舱躺到铺上休息。我是海军潜艇部队
培养出来的转业干部，常年搞船舶修造工作，所以这
点小风浪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我兴致高昂地在船
上欣赏夕阳。

有此兴趣的还有几位队员，他们对着大海和夕阳
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其中一位是我认识的北海船厂

的高级工程师。他连声赞叹：“美呀！美！”
接着，他又侃起了海上探险史：人类为什么要探

险？一是好奇的本能促使人们总是想去了解新奇的事
物；二是为了生存，人们需要不停地开拓新的生存领
域寻找新的能源；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求知
欲促使人们总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了解更多更
深的新领域。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造船技术和航海
事业在古代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地。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说明了早
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了较为发达的航海活动。秦始
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带领几百个童男童女入
海求仙，结果东渡到日本。就连秦始皇本人，也5次乘
船出巡，扬帆五六百里；到了汉朝，北起北海，南到
两广，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把丝绸运到了日本、印度
和南洋，并与当时的罗马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航线
可达苏门答腊、缅甸、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往
返常常需要28个月。

到了三国时期的东吴，已经可以“舟楫为舆马，
巨海为夷更”（乘船如骑马，大海如平地的意思） 了，
并有楼船可载 3000 人之说，可见当时的航海气魄之
大。到了盛唐时期，我国开辟了航程更远的海上丝绸
之路，航线往南经苏门答腊到爪哇；往西到斯里兰
卡，沿印度半岛到卡拉奇；由此再分两条航线：一条
进入波斯湾，到达巴丹和巴斯拉；另一条往西，出霍
尔木兹海峡到达亚丁附近。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
洋航线。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商品，都是经过这些航
线直达波斯湾和红海之滨的。

他侃得正投入，旁边一位工人插话：“到了宋朝，
更了不得啦，咱们发明了指南针！有了指南针导航，
不是可以走得更远了吗？”

听到他们的谈话，我知道这些“工人老大哥”为
了去南极建站，个个备足了功课。

“你说对了。”北海船厂的这位高工笑着说：“因为
有了指南针，船只就不需要以海岸目标为标志，可以
更自由地航海了，所以宋朝时期又开辟了横跨北印度
洋直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新航线。到了元朝，商船
已经可以到达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了。”

我也忍不住神侃一通：“到了明朝初期，郑和率船
队出海。第一次出海，就有208艘宝船。大型宝船长达
151.8 米，宽 61.6 米；船上有很多桅杆，扬着很多的
帆，单单一个锚，就有几千斤重！据估计，船队中最
大的海船在 1500 吨至 2500 吨级左右，这是当时世界
上最大的船舶。郑和率领两万多名壮士、驾乘着百余
艘宝船，云帆高扬，昼夜行驶，浩浩荡荡，雄伟壮
观，前后共历时 38 年，七下西洋，先后访问了 30 多
个国家。一方面加强了炎黄子孙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
系，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高超
技术，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的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
可惜，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开始奉行“闭关锁国”
的政策，我国的航海事业渐渐落后于西方各国。”

夕 阳 开 始 从 云 海 中 下 坠 ， 渐 渐 坠 落 到 海 平 线
上，一阵海风吹来，有了几分寒意。闲聊完航海
史，我们心情十分复杂：既为我国古代辉煌的航海
史感到骄傲，又为闭关锁国以后封建王朝的愚昧落
后而遗憾。历史毕竟是历史，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经历过的耻辱，都已成为过去。

如今，我们应该用崭新的姿态，远征东南极，
建立中山站，为我国的海洋事业重铸辉煌！

（王子怀为原国家
海洋局北海分局船舶
飞机处处长，张静为
原国家海洋局北海分
局信息中心党委书记）

清 江 生 物 群 ： 探 索 寒 武 纪 大 爆 发 又 立 丰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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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生物群复原图（引自西北大学）

启 航 ！ 远 征 东 南 极
王子怀/口述 张 静/整理

寒武纪突然出现像三叶虫这样具有复杂结构的动物现象，早在160年前的达尔文时代就已引起了科学界广泛关
注，现在也仍然被视作“当代自然科学六大难题”之一。上世纪初，加拿大布尔吉斯生物群的发现，首次显现了
寒武纪多姿多彩的生物面貌，进一步放大了寒武纪生命与前寒武纪生命的巨大差异。

随着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寒武纪之初大量小壳化石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发现，尤其是1984年在我国云南发现了举世
闻名的澄江生物群，使得美国科学家克劳德提出的寒武纪大爆发概念获得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和社会上的流行。

加拿大布尔吉斯生物群和我国澄江生物群都属于布尔吉斯页岩型（BST）化石库。这样的化石库是指，在寒武
纪泥页岩相中以有机碳质压膜形式保存的非矿化生物群。

较之常见的硬体化石库而言，BST化石生物群不仅可以保存具矿化骨骼后生动物的软体形态特征，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保存完全没有矿化骨骼的后生动物类型，如水母、海葵等软体生物。因此，这种特异埋藏软躯体化石生物
群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寒武纪生物群原始的、完整的组合面貌。

澄江生物群发现35年来，已有数十万件化石标本收编入库，成为科学家研究寒武纪大爆发的珍贵材料。目前
已发现了超过290个物种，20个现生动物门类的祖先分子。相关研究成果28次登上《自然》《科学》和《美国科学
院院报》等三大科学期刊，2012年7月1日成功入选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化石地。

目前，全球共发现大约50个布尔吉斯页岩型（BST）化石产地，但在化石保存的质量和物种的多样性上，唯
有我国澄江生物群和加拿大布尔吉斯生物群属于特异埋葬的顶级化石库，具有非同寻常的研究价值。如今——

布 尔 吉 斯 生 物 群 与 澄 江 生 物 群

不 朽 的 胡 杨
□□ 王王 谨谨

观 天 下

春末夏初的一天，陕西秦岭一带大森
林里的金丝猴们，可能是出于它们的传统
习惯，决定迁移到远一些的地方活动。

金丝猴又称仰鼻猴属，共有5种，其中
我国占3种，包括模式种川金丝猴、还有滇
金丝猴、黔金丝猴。国外有越南金丝猴和缅
甸金丝猴。我国的金丝猴均是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历史上金丝猴曾广泛分布在
华南、西南、东南和中部地区，以及西北的
陕西和甘肃等省，是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
一般生活在海拔1500~3300米的高海拔地区
的森林中，营树而居，以植物为食，主要吃
嫩枝、幼芽、鲜叶、竹叶和果实。

金丝猴最大特点是群栖，有着丰富
的社交行为。活动中团结相助，一切行
动听从指挥。

现在，它们正在集合，猴子们按照猴王的命令，纷纷
向猴王汇集而来，包括那几个单独行动的群居“家庭”也
过来了，总共有三四百名“臣民”。场景很是壮观。猴王
站在高处，下达了“出发”命令。

群猴早已激情澎湃，一听到“出发”命令，便像潮水般
汹涌向前，有的俯冲鱼跃，有的由低向高纵跃，在密密层
层、枝杈交错的绿色海洋中，展现着高超的攀爬、跳跃、穿
梭的绝技，眨眼之间，浩
浩荡荡的行进大军已经到
了百米之外。真不愧为密
林中的“飞猴”之称誉。

密

林

中

的

﹃

飞

猴

﹄

□□

许
焕
岗

守望生灵

尽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泽普县我
没有去过，但位于该县西侧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在四五年前曾涉足过。大漠给
人的印象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日照时
间长。特别是这里有一种在大漠里生长
的胡杨，它那苍劲遒健、沧桑斑驳、桀
骜不驯的树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电影是一门科学，拍摄本身就带有
科学技术含量。最近，一位在电影界以
编剧、导演、制片人集一身的朋友刘春
彦送给我一部新电影《漂着金子的河》
的光盘。周末，我急急地打开看了一
遍。影片取材于泽普县“中国最美村
官”刘国忠的真实事迹，通过艺术再
造，充分展示喀什农村“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真实情状和新疆干部“扎根基
层、务实为民”的光辉形象。与观看纯
娱乐或纯武侠电影不同的是，看完该影
片会引起自己静静地思考。

我以为，这部电影至少有三方面成
功之处：

主题时代感强。作为影片的主要
人物，一位扎根中国边远、基层的干
部刘国忠，是新疆泽普县古勒巴格乡
科克墩村党支书，科克墩全村只有 59
户人家，刘国忠一家是这里唯一的汉
族人家。1998 年担任村支部书记后，
刘国忠带领科克墩村民，艰苦奋斗，
重视教育，科学种植，发展农牧业，
最终告别了无电、无路、长期喝苦水

的历史，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十几年
前的不足 300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7000 元，94%的村民住上了安居房。
在科克墩村民众心目中，刘国忠就是
他们最坚实的靠山，但他本人家里却
十分简陋，住的是破旧的土坯房，最
值钱的家具是一台 18 英寸电视机、一
台旧冰箱。刘国忠曾说：“村里现在还
有 5 户贫困户没有盖新房，我想等他
们都住上新房后再盖吧，这样可以和
他们做个伴。”2013年，刘国忠获得了

“中国十大最美村官”的殊荣，同年10
月，刘国忠与妻子在骑摩托车回家的
途中意外摔倒，终因伤势严重，抢救
无效离世，享年 62 岁。时下中国，正
自上而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主题教育。这部电影无疑是开
展主题教育的难得范例教材。

人物刻画有创意。该剧打破写英模
人物概念化、公式化的老套路，借鉴黑
泽明的 《罗生门》、蒂姆波顿的 《大
鱼》等类似笔法，通篇基本用的是侧面
描写，通过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述
说，来再现中心人物生前人和事。影片
一开头，从刘国忠在道路时骑摩托出现
事故，不幸身亡，一直到影片结尾，主
人公也只出现了他的一张遗像。全片通
过村民为他办葬礼，以及哥哥要为弟弟
千里运遗体的过程，碎片拼图一样拼出
这个人物的不凡形象。比如，刘国忠家

人挑好了棺材板子，村民竟嫌棺材板不
够厚，最后全村免费造出来的棺材，一
个有三个重，老村长亲自给刷的漆；村
长长期给村里一名失怙孩子交学费，孩
子为了出席他的葬礼向老师请假，中间
忍不住流泪……这些细节描写，烘托了
人物与村民的亲切关系，使一个在维族
民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村官形象，呼之
欲出。据说，该影片编剧在科克墩村生
活了3个月，先后撰写了31稿剧本，最
后完成现今写法的剧本，用真实的人
物、事件、环境和情感，完成这部电影
故事的再造。

白描式拍摄手法增强真实性。河畔
两岸的白桦林，集镇热气腾腾的烤羊肉
串摊，在青草稀少的公路两侧放牧的羊
群……一个个白描式的空镜头，把我们
带到新疆的一隅。这部电影借鉴了记录
片式的导演手法。电影里的景物，多采
用村子或周围的实景拍摄；影片也追求
艺术效果，但基本用的是白描式的镜头

推、拉、摇；影片大量启用村里的本色
演员。特别是影片运用大量的特写镜
头，表现村民的悲伤，增强了故事艺术
感染力。

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一条河的
空镜头。为什么叫 《漂着金子的河》？
用刘导的话来说，维语“科克”是金子
的意思。为人真诚也是做人的品行之
金。汉族村官刘国忠以金子般的真诚，
赢得科克墩民众的信任和爱戴。

如果说，我们感佩大漠胡杨顽强的
生命力，那么，这部电影所塑造的村官
刘国忠形象，就是屹立在科克墩村民心
中永远不朽的胡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
日报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