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6 月 7 日，中国口腔医学史博物馆在

首都医科大学开馆。 物种进化化石和颅

骨标本、中国古代口腔医学文献文物、保

健与治疗器具等 1000 余件展品亮相，串

联起口腔医学发展史。 该馆执行馆长周

建介绍，博物馆将定期面向专业人士、大

中小学师生团体及社会人士开放参观。

位于首医大科研北楼 11 层的博物

馆，展厅面积约 300 平方米，被分为中国

古代口腔医学史、 国际口腔医学发展史

和现代口腔医学研究创新研究成果 3 个

部分。 步入展厅， 迎面第一件展品就够

“重磅” ———一件足有 500 多斤的鲸鱼

颅骨标本，需 4 个成年男性才能抬动。 它

微微张开嘴， 仿佛向观众诉说着曾经驰

骋海洋的故事。

三排牙齿的海鳗标本、两双手才能握

住的抹香鲸牙齿、 鲸鲨头骨……一件件

化石和标本， 不仅展示了物种进化的历

史进程， 还向观众普及了生物多样的口

腔构造。

银熏牙器、 清宫藏咽喉口齿药方、银

舌刮等一批深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清代

宫廷口腔医学文献和文物复制件， 也格

外吸睛。“我们将面向大中小学生设置线

上课程、研学活动、讲座报告等，把博物

馆打造成口腔健康与口腔医学研究科普

基地。 ” 博物馆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王松灵说， 博物馆将定期面向公众开

放预约， 向更多人科普口腔医学与日常

保健知识，帮助公众提高科学素养。

何蕊

� � � � 广东东莞博物馆联盟日前上线“云上

博物馆” ，为联盟成员展陈的数字化开放、

共享搭建了新平台。 “云上博物馆” 首批

已上线 5 家博物馆的 10 场展览。

在“云上博物馆” ，每个展览都有独

立二维码，市民用手机“扫一扫” 即可进

入线上展厅；在箭头引导下，便可沿参观

动线欣赏展览； 线上展厅还生成平面图

和三维模型图，点击图中任一位置，即可

实现参观位置的快速跳转， 沉浸式体验

展板细节和展厅内造景。

东莞“云上博物馆” 由东莞博物馆联

盟携手珠海市四维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推出， 运用其国产化自研的实景

三维采集设备“四维看见” ，全方位、高

精度还原实体展览， 打破观众参观的时

空限制。

贺林平

� � � �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近

日上新一批漆 木器 及 其相 关金 属配

件， 其中有刘贺生前使用过的饮食器

皿，折射出当时的生活方式 、社会时尚

及审美情趣。

此次上新的文物有 90 余件 （套），

包括新修复的漆耳杯、漆盘等 17 件漆木

器，展陈于博物馆的“丹漆海昏” 展厅。

其中一件银釦漆耳杯推测为侯爷生前使

用的酒杯，夹纻胎工艺，椭圆形口，耳缘

上翘，杯耳为银釦耳，耳杯外髹黑漆，内

腹壁髹朱漆。

该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介绍说，

“釦” 原指在器物口缘包镶金属的做法。

汉代漆耳杯传承了先秦时期漆器工艺优

良的特点，又有所创新，新增了釦器及铭

文装饰等装饰工艺。 刘贺墓中出土的耳

杯，从铭文来看，有“御酒” 杯、“曹” 字

杯、“李具” 杯等。 而银釦漆耳杯在汉代

整体出土较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一般

是贵族所用。

西汉时期是中国漆工艺史上的 “黄

金时代” 。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其生活

的年代正是漆艺“黄金时代” 中的“黄金

时期” 。

刘贺墓此前出土漆器约 3000 件，是

全国西汉漆器出土最集中、 最系统的一

次。 考古专家曾指出，墓中出土的漆木器

多为夹纻胎，也有木胎漆器，但夹纻胎更

为实用，更不易腐蚀。“我们第一个展柜，

对比展示了墓中出土不同胎制的漆器，

如木胎、夹纻胎、金属胎等，来展现当时

漆器生产的繁盛。 ” 范丽君说。

袁慧晶

� � � � 近日，“从长安出发：丝路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展” 在位于陕西西安的陕西历史

博物馆秦汉馆开展，以纪念 2014 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

报的“丝绸之路：长安 - 天山廊道的路网” 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展览集中展

出三国的精品文物，涉及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规划、宗教信仰、商品贸易、艺术生活等

方面。 图为展出的铜香炉、动物纹碗、陶罐等展品。

新华 / 传真

� � � � 2024 年是布达拉宫申遗成功 30 周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与西藏自治区布达

拉宫管理处日前共同推出中运博“文化遗产” 系列特展之“布达拉宫———来自雪域

的世界文化遗产” 展览。 此次特展共展出 101 件（套）布达拉宫的珍贵藏品，包含唐

卡、造像、法器、服饰等，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图为展出的“藏式唢呐” 。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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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侯爷的酒杯”

广东东莞博物馆联盟“云上” 开馆

中国口腔医学史博物馆开馆

在这里认识科技巨匠

国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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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为科学家群体建立的 “国字头” 博物

馆，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到来之际全

新亮相。 日前，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

公众开放，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

基础上，数百位科学家、工程师的成长故事、学

术经历在这里得到集中展示。

该馆首展系列活动共包括 1 个主展和 5 个

专题展。 主展“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

馆馆藏精品展” 展出了 190 余位科学家的采集

资料、400 余件（套）实物；5 个专题展览分别为

“许身国威壮河山———纪念邓稼先百年诞辰生

平事迹展” 、“归来———20 世纪 50 年代留美归

国科学家（一）” 、“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信

仰” 专题展、“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中国植

物志》 出版二十周年专题展” 、“工师于国———

工业遗产背后的中国工程师” 专题展。

� � � � 只有一个人签名

的发射报告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

天……” 展厅中响起这首脍炙人口

的《送别》。 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两弹一星” 元勋钱学森在给堂妹

钱学敏的信中曾写道，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他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求学时，音乐老师将这首歌的

开头更改一字，改为“长城外” ，使

其成为一支歌颂爱国将士的壮歌。

彼时， 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

危难时刻。钱学森曾回忆，在国家民

族危亡之际，他和同学们努力学习，

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从心怀报国初

心， 到他在成就与困境中的家国牵

系，再到历尽艰辛归国筑梦，最终，

“共产党员” 和“科学家” 这两重身

份在他身上实现统一。 通过 170 余

幅 历 史 图 片 、 各 类 展 品 40 件

（组），“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

信仰” 展览将他人生中的 4 个重要

阶段徐徐展开。

1934 年，钱学森以机械工程学

院第一名的成绩从国立交通大学毕

业，随后，他赴美攻读硕士，开启了长

达 20 年的旅美生涯———前 15 年他

在科学事业中不断攀升，后 5 年却遭

遇软禁。 1955 年 9 月 17 日，钱学森

一家排除万难，登上了归国的“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后，他成为了

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主帅” ，带领

我国第一代航天人闯关夺隘。

一份只有一个人签名的发射报

告，展现了钱学森的智慧与担当。在

一次发射任务中， 氧化剂贮箱发生

严重变形，各方的分析观点迥异。钱

学森在爬上发射塔架查看、 分析后

认为，点火前贮箱会充气，箱体将恢

复原状，可以照常发射。但根据程序

要求，发射需要三人签名才可进行，

其余两位负责人依然心存疑虑，不

愿签字。 “质量可以放心，这个名，

我来签！ ” 钱学森果断落笔，这份报

告得到了上级领导首肯，数日后，飞

行试验取得成功。

晚年的钱学森在信中写道：

“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为祖国

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

至最后。 ”

用白床单红药水

制作的五星红旗

“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归国报

效” ，“外国条件再好总是当客人，

祖国解放了， 我要赶快回去为她服

务”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

地， 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兴奋” ……

将钱学森载回祖国的“克利夫兰总

统号” 邮轮，共搭载了 24 位留美学

者；后续启航的“威尔逊总统号” ，

又将 100 多位留美学生及学者带回

祖国。 这些爱国科学家放弃了优渥

的工作、生活条件，毅然选择报效祖

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两弹一星” 元勋、我国核科学

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曾在

美国牵头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

封公开信》，动员大家一起回国；我国

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梁思

礼，在乘船归国途中用无线电收听到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与同学用白床

单、红药水等物品，依靠想象制作了

一面五星红旗；作物遗传育种学家鲍

文奎在归国途中，两次机缘巧合躲过

追捕，并帮助我国核物理学家赵忠尧

带回了核物理研究器材……展厅中，

17 位留美爱国科学家归来报效祖国

的故事令人动容，其中不乏一些斗智

斗勇、惊心动魄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 这批归国的留

美科学家成为了许多科研院所、大

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并参与到科技政策和战略咨询建

言、 重大工业和国防工程科研攻关

等工作中。 在 23 位“两弹一星” 元

勋中， 留美归国科学家就有 10 位；

35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有 8 位是留美归国科学家。

“我们回国主要是为了国家培

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

做铺路人。 ” 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

基人之一、“两弹一星” 元勋郭永怀

曾写道，“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

后的两三代， 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

的铺路石子。 ”

“黄土之父” 捐出

8100 件资料

“有很多科学家及其家属， 是把

一生中最能反映他们学术成长过程

的关键性资料，全部捐给了老科学家

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每每谈及

参与采集工程的经历，中国科学技术

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

学院副院长罗兴波都忍不住感慨。

在一处展柜内，6 个黑色的小盒

子里分别装着黄土样本， 旁边摆放

着几本记录严谨、 整洁的野外考察

笔记。 在采集工程收到的捐赠实物

资料列表中，我国“黄土之父” 、中

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的相关资

料数量名列首位，达 8100 件之多。

“刘东生院士生前从事地学研

究近 60 年， 平日有很好的记录习

惯， 光是他在野外工作时拍摄的照

片就多达数千张， 考察笔记 300 多

本，还有他本人手绘的地质图、和其

他知名科学家往来的信件等， 这些

都是极为珍贵的科学史资料。 ” 罗

兴波说，虽然本次展览因空间限制，

仅展出了少量展品， 但相关资料都

在博物馆内得到妥善保存， 后续将

持续用于相关研究。

从事地球化学勘查工作数十年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留存了丰

富的文献资料， 但晚年因身体欠佳，

对资料的整理显得力不从心。谢学锦

的女儿在父亲生前有心协助，却因对

相关专业了解不够而无从下手。 采集

工程的基础文件为家属提供了一份

“提纲” ，“我们掌握了有效收集资料

的方法，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天民在接受

信息采集的过程中， 越发感到这项

工程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写道，采

集工作促使他系统地回顾、总结、思

考， 进而升华忆悟自己的一生是怎

样走过来的， 并有了翻箱倒柜搜集

历史资料的动力， 这也激励他珍惜

晚年时光， 继续培养年青一代的科

研工作者。

“多年来， 和每一位先生做口述

历史的交流，都带给了我很多力量。”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

张藜提起了一段往事。 早年间，她曾

与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畅谈，黄葆同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妻子冯之榴

也是一名高分子物理学家。 两位科学

家敞开心扉， 连续两天从早讲到晚，

回顾那些或艰难或辉煌的岁月。

“我们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

只要能记录下那段宝贵的历史，都

是值得的。 ” 张藜说，除了公众耳熟

能详的科学家， 其实还有更多的科

技工作者故事等待挖掘， 这些故事

同样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 “这些

工作总要有人来做， 要把这些故事

一代一代地讲下去。 ”

观展·亮点观展·亮点

采集历时 15 年

撑起一座博物馆

“采集工程刚启动的时候，我们

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抢救。 ” 在采集

工程启动前， 张藜就长期从事科学

史的相关研究。作为一名研究者，她

也会从各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由

于一些老科学家去世后， 家属不重

视相关资料的保存， 或是老科学家

去世时其后人不在身边， 部分资料

会因此流失。 “可以看到在文物市

场上会出现这样的资料， 如果我看

到了，会作为历史研究资料买回来，

但这只是个人行为。 ”

2009年， 采集工程正式启动。

对每一位符合采集条件的科学家，

采集工程都会专门组建采集小组，

开展为期两年的资料收集。 照片、

手稿、信件、工作笔记……每名科

学家的采集档案中，都要尽可能地

完整收集 15 类资料， 并完成时长

至少 8 小时的视频访谈。 张藜说，

采集工程开展 15 年来， 随着资料

收集量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保存

这些资料，并最大程度发挥出它们

的价值， 就成了更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也正是在此基

础上成长起来的。

“和科学家故居、纪念馆或是

行业性的收藏博物馆不同，中国科

学家博物馆的建设，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一个创举。 ” 张藜说，目前，采

集工程已经完成 674 位科学家的

学术成长资料采集，获得实物原件

资料 14.7 万件、 数字化资料 34.5

万件、视频资料 47 万分钟、音频资

料 56 万分钟。 “这些珍贵的资料，

都可用于学术研究、科学家精神宣

传和科学文化建设，一定要把它们

用起来！ ”

哪怕只是一位科学家的幼儿园

毕业证书， 也能揭示在 100 年前，

我国的启蒙教育是一种怎样的形

态。张藜表示，这些静态的资料展现

出的是高度的史料价值， 观众也可

以在观展过程中看到， 在日复一日

的科研日常工作之中， 科学家难免

会有失败， 但他们依然坚持用严谨

的态度开展工作。 “科学家也有喜

怒哀乐，有属于自己的爱好，也有每

天要完成的任务。 遇到困难他们也

会沮丧，但终究要想办法去解决。这

些细致、 鲜活的资料就是科学家精

神的具象。 ”

刘苏雅 / 文 王海欣 / 图

观展·解码观展·解码

� � � �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收

集的实物资料———曾庆存获得的“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 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合影。

钱学森获得的“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

观众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参观展览。 新华 /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