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为天坛斋宫，图2为永乐钟，图3为乾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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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举行祭天、祈谷
大典的专用祭坛，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坛庙建筑，建成于
明永乐十八年 （1420 年），距今已有 600 多
年的历史了。天坛原有五组建筑群，分别
为主轴线南侧的圜丘坛、北侧的祈谷坛、
内坛西侧的斋宫和外坛的神乐署，以及未
恢复的牺牲所。

斋宫是天坛五组建筑群之一，是皇帝
在祭祀之前举行斋戒典礼的场所，因占地
面积大、戒备森严、规制齐全，被称为

“小皇宫”。在斋区内外宫墙间的东北角，
坐落着一座钟楼，钟楼坐北朝南，设有四
面台阶，一层四面还各设拱券门一座，上
覆绿色琉璃瓦，重檐歇山顶式建筑。俗话
说“晨钟暮鼓”，钟鼓楼一般都是成对儿出
现的，沿用先击鼓后撞钟，即每日报时始
于“暮鼓”，止于“晨钟”的报时方式，但
在天坛斋宫钟楼对面却没设鼓楼，这是为
什么呢？斋宫钟楼内存放有两口大钟，为
什么要放置在同一座钟楼，又有何特殊作
用呢？

天坛斋宫永乐钟

大 钟 按 功 能 作 用 大 致 可 分 为 更 钟 、
朝钟、佛钟、坛庙钟等这四类，更钟为
报时所用；朝钟是用作显示宫廷威严或
提示众臣上朝用的大钟；佛钟是用于佛
教或道教寺院中报时、集众而敲击的法
器；坛庙钟则服务于祭祀仪式，属祭祀
礼器之一。

斋宫钟楼内二层存放了一口永乐年间
的“太和钟”，一层则是清代的“乾隆
钟”。永乐十八年 （1420 年），永乐皇帝朱
棣迁都北京后，一切制度沿用洪武南京之
制，修建了天坛的前身“天地坛”，同时在
斋宫建钟楼并铸太和钟，每当皇帝进出斋
宫之时，由銮仪卫鸣钟迎送。“太和钟”的

“太和”二字取自《周易》：“乾道变化，以
正性命保和、太和。”即寓天道阴阳谐和，
共生共利共益之意。此钟通高2.8米，直径
1.55 米，钟体为素面，上部两回纹间有刻

款“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钟钮为海水流
云纹。钟体致密坚固，声音圆润洪亮，尾
音可长达2分钟，每当大钟敲响时，整个天
坛上空钟声回荡，延绵不绝。清初弃斋宫
太和钟不用，直到清乾隆八年 （1743 年） ,
皇帝下旨修缮天坛斋宫，重建钟楼并且再
一次悬挂永乐年间的太和钟，用于接驾时
鸣奏。

天坛斋宫乾隆钟

清乾隆十七年 （1752年），于祈谷坛门

南约500米的西墙上增辟一门，名“圜丘坛
坛门”，并在乾隆十九年 （1754年） 在门内
偏南，建圜丘钟楼，悬铜铸乾隆大钟一口，
用于皇帝进出礼仪迎送之用。后来钟楼被
毁，万幸乾隆钟保存下来并存放于斋宫钟楼
一层。“乾隆钟”高 2.08 米，直径 1.57 米，
上有“大清乾隆年造”，钟钮为双头龙造
型，十分罕见。皇帝自紫禁城起驾，大驾卤
薄到达天桥时开始鸣钟，皇帝进“圜丘坛
门”钟声止。

天坛斋宫里的这两口钟规格相近，功
能相同，但铸造时间相隔两个朝代300年之
久，铸造风格也不大相同。虽同为素面大
钟，但从钟钮的纹饰就能很快地区分，永

乐钟钟钮为海水流云纹，而乾隆钟钟钮为
双头龙造型。

因为斋宫钟楼的大钟不是用于报时
的，而是祭祀礼器，也就解释了天坛斋宫
里为什么只有钟楼而没有鼓楼的疑问。天
坛斋宫钟楼里的永乐大钟和乾隆钟迎送着
一代代虔诚的皇帝进出天坛，每当钟声响
起也有警钟长鸣之意，提示斋戒时期不能
松懈，告诫皇帝要时刻保持警惕，以示对
上天的崇敬，在祭祀礼仪中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

（第一作者系北京天坛宣教中心高级工
程师；第二作者系北京天坛宣教中心研究
馆员）

北 京 城 内 的 永 乐 钟
相关链接

说到北京城的大钟，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坐落于北京中轴线最北侧的北京钟鼓楼里的
钟。作为北京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北京钟鼓楼经历了750多年的历史，其间多次焚毁、
重建、修缮，发布着标准的“北京时间”，同时也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历史变迁。

现在的北京钟楼系乾隆年间重建，内悬挂永乐大钟。它是一口铜制大钟，通高7米，下
口直径3.4米，重达63吨，铸造于明永乐年间，是我国现存最重的古钟，被誉为中国的“古
钟之王”。1990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曾做过研究，古时候钟鼓楼附近没有高大建筑阻
挡，在环境噪声不高于40分贝的情况下，以敲钟声级为102分贝来推算，可以在10公里外
听见钟声，达到传递全城时间的作用。

除了北京钟楼的永乐大钟外，还有两口在大钟寺内。有一口被放置在钟亭内的永乐大铁
钟，钟高4.37米，口径2.48米，它原本是用作北京钟鼓楼的报时钟的，但是由于铁制大钟的
声音不佳而被替换下来。还有一口钟是被称为大钟寺镇寺之宝的“永乐大钟”，这口钟高
6.75米，直径3.7米，口外径3.3米，重46.5吨。钟唇厚18.5厘米，内外铸有经文230184
字，无一字遗漏，铸造工艺精美，为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珍品。

所以，北京城内永乐年间共铸有四口永乐大钟，分别放置于北京钟楼一口，北京大钟寺
两口，天坛斋宫一口。北京钟鼓楼的大钟以及大钟寺保存的铁钟为报时的更钟，大钟寺的永
乐钟为佛钟，而天坛斋宫永乐钟则属于祭祀礼器。

开栏的话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名胜古迹众多。为更好地了
解和认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本报特开设“名胜古迹探寻”栏
目，期望能够与读者朋友一道，探秘名胜古迹背后的科学与文化，揭示其丰富独特
的人文内涵，感受震撼古今的名胜之美。

天 坛 为 什 么 只 有 钟 楼天 坛 为 什 么 只 有 钟 楼 ，， 没 有 鼓 楼没 有 鼓 楼
□ 文/图 陈 娇 王 玲

“熊猫为什么叫熊——猫？可它和猫
一点都不像啊？”

“熊猫为什么只吃竹子，它会吃我的
饼干吗？”

“熊猫为什么有一对内八字的脚？好
可爱！”

带上《大熊猫的秘密》，和您的孩子
一起去看熊猫，让国人为之骄傲的国宝
知识和故事架起爱的桥梁，相信一定能
换来属于您和您孩子的小确幸。

熊猫最早竟然叫猫熊

当我带着女儿走进北京动物园熊猫
馆时，孩子嘴里的问题蹦个不停。还好
我提前做足了功课，仔细阅读了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 《大熊猫的
秘密》 一书，对女儿的问题，我逐一回
应：

“熊猫最早叫猫熊，那时候我们的阅
读习惯还是自右向左，参观者误从左往
右读成了熊猫，就这样，熊猫这个名字
就一直被沿用下来……”

“其实大熊猫的祖先是食肉动物，但
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适应环境，它们
的食谱改成了唾手可得的竹子，偶尔才
会开开荤，科学家就在它们的粪便中发
现过金丝猴的毛……”

“你还记得爬到树杈上发呆的大熊猫
吗？它们的内八字脚更有利于爬树，在
山林中行走起来也更稳当啊……”

好不容易应付完这些问题，女儿又
指着保温箱里的熊猫宝宝模型问道：“小
熊猫好可爱，粉红色的皮肤。为什么要
把它们养在箱子里呢？它们的妈妈不管

它们吗？”
“当然管了，但是如果是双胞胎的

话，熊猫妈妈就要为难了，因为在野
外，熊猫妈妈很难养活两只小熊猫，她
会放弃其中一只。这个时候，科学家叔
叔阿姨就要想办法让这只小熊猫成活，
放在保温箱就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女儿和我站在围栏边，静静地看着
大熊猫一圈又一圈地围着场地散步。女
儿也拿起她的小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然后在小本本上写着：“内八字脚的大熊
猫吃饱竹子后在散步。”

林间小道上的亲子故事

“熊猫住的地方太大了，我实在走不
动了……”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参观，为了让女儿多些户外活动，我们
并没有选择观光车代步，而是步行走的
林间小道，没走多久，女儿就开始喊累
了。

“那爸爸给你讲个关于熊猫的故事吧
……”此刻 《大熊猫的秘密》 又派上了
用场，我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印象最深刻
的几个故事“逃跑公主白雪”“彩色照
片”“山娃回娘家”……

《大熊猫的秘密》生动地讲述了我国
一代又一代大熊猫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
艰苦努力和卓越贡献，不仅让“活化
石”继续繁衍生息，还让这些大自然生
态链中不可或缺的骄子顺利重返自然，
是感人至深的故事书，亦是自然生态科
普书。

“闯闯是一只生活在四川卧龙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的特别活泼爱动的熊猫，

在幼儿园时就是个大块头，可能是父母
都是野生大熊猫的缘故。它有一个爱
好，几乎一有空就会爬到树梢上望着围
墙外的大山，一看就是老半天。它的爸
爸叫山侠，在与豺狗的打斗中受伤，被
人类救助后只剩下3条腿，但顽强的山侠
学会了金鸡独立，成为了明星大熊猫。
它的妈妈叫美香，在树下等妈妈的时
候，被‘好心人’捡回了家，‘好心人’
以为它是被遗弃的熊猫，其实美香的妈
妈正在外找竹子吃，就这样美香留在了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闯闯出生以后，
骨子里就透着回归山林的渴望，幼儿园
的围栏已经挡不住它，它爬上竹堆，翻

越围墙，跳到树上，头也不回地奔向山
林……”

“它这么容易就逃走了啊？那这里的
大熊猫会不会也逃到路上来，我们会不
会遇到逃跑的大熊猫呢？”女儿赶紧看看
周围，似乎特别想偶遇到逃跑的大熊
猫，兴奋地说。

“书上虽然没说是故意安排的，但爸
爸猜测，是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帮助了闯
闯完成它的出逃计划……”我国繁育大
熊猫的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努力让大熊
猫不再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2021 年，
大熊猫已经从“濒危”降级为“易危”，
并且实施了放归自然计划，让它们适应
野外生活，回归野生动物本性，不再依
赖人类的喂养和呵护，在自然界中顽强
生存。

“不单单是动物，等你长大了，也要
能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立足，爸爸妈
妈会帮你成长，但是不能帮你一辈子，
你要走出自己的人生路，就像大熊猫一
样，科学家虽然帮助它们摆脱了数量危
机，但在自然界中还需要它们自己顽强
地生存下去……”

女儿眨眨眼睛，似乎听懂了，似乎
又没听懂，但能看出来她一直在思考。

顺势，我又和女儿分享了几个大熊
猫野化过程中或悲壮、或欣喜、或惊险
的故事，它们都像勇士一样走入野外，
独立生存。

让故事填满了我们辗转的时间，不
知不觉已经抵达下一个参观点。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中国海洋学会研
学工作委员会首席讲师）

带 上 这 本 书 去 看 大 熊 猫
□ 徐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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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年中国好书1—2月推荐书目发布，由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书
等入选。该榜单是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由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评选。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书以产业领域及中国新科
技为主要划分标准，涵盖信息、环境、化工、农业、矿
产、医药卫生等领域。由18位院士主笔创作，每册以
问题的形式导入，内容既涵盖该领域的基本概念及其常
识，又包括中国在此方面科技发展的亮点、实力。旨在
培养少年儿童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弘扬自立自强、
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传承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中国好书2023年1—2月推荐书目：《世界是这样知
道毛泽东的》、“雷锋书系”（《雷锋年谱 （纪念版）》

《雷锋文稿》《永恒的信仰》）、《旗帜的力量 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梦太空》《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
国哲学》《话里画外民法典》《一百年，许多人，许多
事：杨苡口述自传》《一个长江 从雪山到海洋》《家
山》《金墟》《白洋淀上》《溪山清远：中国古代早期绘
画史 先秦至宋》《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美丽的化学元
素》《江水清清到我家》《噔噔噔》。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
入选中国好书

2010年6月4日，在群星璀璨的中
国科技星空，又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
起。这便是以“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
先生命名的、编号为 10929 的小行星。
它将永远巡视于天际。

陈芳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23 年
了，但他一生为科学救国、振兴民族
的坚定信念；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淡
泊名利、无私奉献的赤子之心；以及
他善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科学精神，
无不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
的不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科技
发展史上。

陈芳允先生是浙江省黄岩人，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抗战时期，他便
以满腔热血投身于“一二·九”学生爱
国运动，坚定地确立了科学救国、振兴
民族的理想与抱负。他是在国外研制第
一套船上海用雷达的唯一的一位中国
人。但他心系故土，1948 年便毅然回
国，全身心地投入改变中国科学技术面
貌的伟大事业，为我国无线电子学、空
间系统工程的研究开发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1963年，陈芳允先生与人合作，研
究出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多道脉冲分析
器，为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作出重要贡
献；1964年，他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
单脉冲雷达；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
卫星工程启动，陈芳允任卫星测量总体
技术负责人，为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
升空再立新功……

陈芳允先生还是促进我国高技术发
展“863 计划”的 4 位倡导者之一。他
一生获奖无数，著作甚丰。1985年，他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
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
周年之际，他获得党和国家授予的“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一至高无上的荣
誉。他所著的《无线电电子学新发展》

《卫星遥测技术》等，皆为相关领域的
扛鼎之作，为学术界所称颂。

我与陈芳允先生初识于 1987 年。
那年的11月11日，在南京金陵饭店召
开的“ICCT’87”学术会议上，我作
为复刊不久的《电信科学》杂志的一名
编辑参会。当我看到与会专家中，有我
仰慕已久的陈芳允先生时，喜不自禁，
决定冒昧去拜访他。

当我叩开陈芳允先生的房门时，他
高兴地迎了出来。在得知我是《电信科
学》杂志的编辑时，便笑着说：“这本
杂志早年我便看过，还与你们打过交道
呢！”我告诉他，杂志停刊多年，1985
年才恢复，我是杂志复刊后才“入伍”
的新兵，请他多多指教。

就在我们彼此交换名片时，出现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当陈芳允先生
看到我的名字时，当即便问我是什么地
方人？当他听说我是浙江黄岩路桥人
时，便高兴地说“那我们还是同宗
呢！”接着又说：“你的辈分还不低
啊！”我想，他是指我们虽同属陈姓芳
字辈，我却比他小20多岁。

由于这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的谈
话变得更亲近了。我也少了一点拘束。
初次见面，我不敢冒昧地向他提什么要
求，只是希望他多支持我们的杂志，多
给我们以指点。

此后，我与陈芳允先生的交往也多
限于技术业务上的请教和约稿。至今我

还保存了他于 1988 年 6 月 24 日对我约
稿信的回复。信纸和信封都极其简约，
使我不禁想起他那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
的学人之风。

陈芳允先生是人民邮电出版社重点
出版工程《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
卷）的审稿人之一。当时我在该社总编
任上，因此在 1993 年该书出版前后与
他时有接触，但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了。
他在给我的信中留下住址和电话，据此
我曾给他送过我们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一
些书刊，也曾向他约稿并请教一些
问题。

我与陈芳允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记
得是在 1997 年前后，他高兴地谈起家
乡。他说，他小时就读于黄岩中学，多
年没有回去了。我趁兴说：“我们一起
回一趟老家好吗？”他高兴地点点头
说：“好啊！等我稍空些吧。”虽然我觉
得他有空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我还是为
此略做了些准备。可没等到那一天，便
传来陈芳允先生仙逝的消息，令人不胜
悲痛。那是2000年4月29日。

大师远去，云悲海思。陈芳允先生
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高风亮节、家国
情怀，以及他对年青一代的拳拳之心，
却永留世间，为后人所敬仰。

（作者系人民邮电出版社原总编
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

先 生 之 风 山 高 水 长
——忆“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先生

□ 陈芳烈 “你知道吗，除了液态水、固态水和气态水，这些
我们看得见的水，还有一些水是我们看不见的。比如
生产一条牛仔裤，从棉花种植、织布染色到最终制作
完成，一共需要消耗约 6 吨水。再比如生产 1 公斤小
麦，从种植、灌溉、收割，到加工做成食物，需要使
用约 1 吨水。这些在物品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水叫作
虚拟水……”3 月 27 日，正值第三十六届“中国水
周”期间，在“如果地球没有水”作文及绘画征集活
动颁奖仪式暨同名新书 《如果地球没有水》 首发式
上，卡通“晶晶”通过会场大屏幕，向与会者讲述着
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物品的使用、制造及产生过程
都离不开水。

《如果地球没有水》绘本以“节约用水、珍惜地球
水资源”为主题，从反向视角切入，创新开展绘本创
作，旨在提升少年儿童爱水、惜水、节水意识，增进少
年儿童对国情、水情的认知。

《如果地球没有水》
反向视角提出警告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陈芳允先生在家中工作
（图片由作者提供）

《如果地球
没有水》，水利
部节约用水促
进 中 心 组 编 ，
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2023 年
3月出版。

《院士解
锁 中 国 科
技》，中国编
辑学会 中国
科普作家协
会主编，中
国少年儿童
出版社 2023
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