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卡特色博物馆

百年前的自然博物馆什么样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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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春光明媚，北疆博物院里，一
场场精彩的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小
朋友。这家坐落在天津五大道的博物
院，由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创建于
1914 年，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它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被誉为 20
世纪30年代世界一流的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也是国内唯一一座原
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陈形式、原文
献资料完好保存至今的自然博物馆。

百年博物馆有看头

推开北疆博物院厚重的大门，仿佛
瞬间穿越时空，参观者不禁惊叹，这里
居然藏着一个百年前的“动物世界”。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师氏剑
齿象头骨化石，它已经在此静静“守
候”了80多年。

与它一起被展出的还有贺风（近）
三趾马，它是国内发现的该物种第一
个完整头骨；双叉四不象鹿是我国目
前所知的最早有记录的四不象鹿化
石；似锯齿似剑齿虎完整的头骨化石
标本在我国亦属罕见……

1914 年至 1938 年，桑志华在中国
北方地区科考 24 年，足迹遍布黄河以
北的十几个省，揭开了神州远古人类
家园的神秘面纱。

“北疆博物院共展出地质学、古生
物学、古人类学、动物学与植物学藏品
近 2 万件。”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
副研究馆员许渤松如数家珍，“其中一
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英岩石核，将中
华大地上的人类历史推移至数万年
前；一颗河套人牙，开启了中国古人类
学研究的序幕……”

不只是单纯的文物展示，北疆博物
院还将标本库房、研究工作区域等全
方位开放，并依据原始照片、展品等资
料，复原了北疆博物院当时的古生物
藏品库房、动物实验室、昆虫实验室等
场景。

科学保护让文物永生

“这些动物就像活的一样，眼睛炯
炯有神，身上的每一根毛都那么清
晰。”正在北疆博物院参观的小学生王
知闲兴奋地对记者说。

虽然历经百年，但在北疆博物院参
观，能感受到的只有历史感而无岁月
的沧桑，所有藏品风采依旧。工作人
员运用多种现代文物保护技术，让岁
月定格，让文物永生。

为了给文物创造更“洁净”更“稳
定”的环境，北疆博物院建立了环境智
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环境的湿度和
温度，同时增加文物保存环境调控设

备，改造展柜、配备文物囊匣等装置，
对藏品进行预防性保护。

当年桑志华在野外考察时，每到一
地都会结合已有地图，绘制详细的地
质地貌、遗址分布等各类平面图。在
遗址发掘过程中，他还会亲手绘制符
合学术规范的地层剖面图，留存超过
100 万字的野外工作日记，以及数千张
珍贵的照片和底片。

如今，这些文献资料已成为北疆博
物院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文物之一，其
中包括1.4万册（件）图书资料。

纸质资料的保存难度大，每一次翻
阅都会对文物资料造成损伤。如何破
解保护和利用之间的难题？答案是数
字化。

重要文献资料经过数字化，成为
“电子版”文献，传阅起来更便捷，读者
无需再翻阅原件，大大提升了北疆文
献资料的保护和利用水平。

科普活动让标本“活起来”

春节过后，北疆博物院针对青少年
的特色科普活动陆续“上新”，百年博
物馆有了孩子们的加入，显得更加生
机勃勃。

“为了让北疆博物院的文物‘活起
来’，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和社
会教育功能，我们的科普活动将博物
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培养青
少年科学素养，助力天津全域科普。”
天津自然博物馆科普宣教部主任吕
丽说。

“北疆博物小小讲解员”训练营已
举办八期。活动邀请了天津自然博物
馆动物部、植物部、古生物部专家老师
授课，孩子们可以亲自动手体验翻制
模型、修复标本、制作标本。了解北疆
历史、学习动植物和古生物知识后，孩
子们再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成讲解
词，为参观者进行讲解。在这个过程
中，孩子们可以更好地领悟科学家精

神、博物精神、工匠精神。
今年，北疆博物院为了丰富科普活

动形式，还推出“奇妙夜”“小马饲养
员”“重走北疆科考路”等研学活动，把
百年前的文物和历史与现代结合，让
孩子们有更多的参与感，激发他们对
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并从中感
受科学的魅力。

此外，北疆博物院还借助“互联
网+”平台，发布“我为国宝代言”“我和
博物馆的故事”等图文征集等活动，提
高与受众的互动性，让一个个文物变
得更加鲜活。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科普活动，
努力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引
导孩子编织当科学家的梦想。”吕丽表
示，“同时我们也将继续讲好文物故
事，激发文物活力，为孩子们提供更加
丰富的科普资源。”

中国科技馆
科普讲座：《地球生物灭绝
与人类气候危机》
3月30日10:00—11:30
嘉宾：戴云伟（中国气象局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气象服
务副首席、中国气象局科普
专家）

科普讲座：《谈谷论今：谷物
塑造的人类史》
3月30日14:00—15:30
嘉宾：崔凯（上海交通大学
MBA课程教授、《谷物的故
事》作者）

研学活动：我是氢燃料汽车
工程师
3月30日 10:15—12:00

研学活动：小小路灯设计师
3月30日 10:15—12:00

上海自然博物馆
科普课堂：发现上海·水乡
桥韵
3月30日10:00—11:00

上海市崇明区科技馆
科普活动：积高积木之萌趣
盆栽系列
3月30日14:00—15:00

科普电影：小辛历险记
3月30日15:00

科普电影：冰封行动
3月31日15:00

中国古动物馆
（保定自然博物馆）
科普讲座：《鱼儿如何上
岸——四亿年寻祖之旅》
3月30日14:00—15:00
嘉宾：卢静（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河南省科技馆
科技体验展：音乐秘境
3月30日

浙江省科技馆
科普活动：空气的力量
3月30日10:00—11:00

固体“燃料”火箭
3月31日13:30—14:30

北京玉渊潭公园
科普活动：玉渊潭樱花景观
科普展 3月下旬

北京天坛公园
科普活动：春天的向导
3月31日

北京北海公园
科普活动：观察一棵树
3月30日

北京紫竹院公园
科普活动：树叶不平凡
3月30日

左图为北疆博物院里的猞猁标本。
右图为北疆博物院外景。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记者手记

北疆博物院是中国近代博物馆发
展史上的“活化石”。即使放至今时今
日，这座最初就专为博物馆而生的建
筑，无论是外观还是功能都堪称精妙。

比如博物院里又高又窄的小玻璃
窗，看起来简简单单，建造时可花费了
不少巧思：先放玻璃，后用水泥浇筑，在
保证采光和密封性的基础上，还兼具防
盗、防震的功能。同时，窗下设置漏水
槽，可以使标本免受细沙与雨水的侵袭
渗透。

于细微之处见真章。在北疆博物院，
这样的小细节比比皆是。可旋转的防火梯
节省了空间、切割出地板纹路的水泥地面
兼顾了防滑与美观等，处处都体现了当年
博物馆建造者的巧思和智慧。

对于这样一座令世人惊叹的建筑，
北疆博物院秉承修旧如故的原则，力求
保持建筑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
艺，对室外地面、建筑外墙及室内装饰、
墙体、地面等进行了维护与修复，同时
加入智能化消防系统、安防控制等现代
化设备，为这座古老的自然博物馆添加

“科技芯”，焕发新活力。

来北疆博物院
一看藏品二看建筑

▲

观众在北疆博物院里参观野驴骨架观众在北疆博物院里参观野驴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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