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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热潮中，人文美学渐渐苏醒
随着国内博物学主题图书不断升温，这门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学问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从英国植物学家约翰·西布索普的博

物学名作 《希腊植物志》、“美国鸟类学之

父”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国鸟类》，到英

国博物学家约翰·乔治·伍德的第一本著

作《自然图志》……日前，大型影印文献丛

书“寰宇文献·西方博物学大系”首批12种

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立项50

种，未来计划陆续出至百余种。

所谓博物学，简单来说，就是认识大

自然、欣赏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学问。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西方博物学大系”

总主编江晓原介绍说， 博物学谈不上有

特别复杂的理论结构， 专业训练也相对

容易，因此，海内外不乏博物学者。 国外

博物学出版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

系，如今，随着国内博物学主题图书不断

升温， 博物学这门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

的学问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记者注意到， 除了华东师大出版社

的这套丛书之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

然文库”“博物之旅”等丛书，北京大学出

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也推出多种

博物学普及读物。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商务印书馆艺术与博物学总顾问薛晓源

看来，博物学频频进入大众视野，对人文

美学的苏醒大有裨益。 “孔子说‘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看似小众的博物学在公

众层面的复兴，彰显了深度求知、艺术鉴

赏、科技人文融合的多元欲求。 ”而当越

来越多读者重新思考自身和自然的关系

时， 现代人的心田也以更广阔的维度获

得润泽。

没有影像技术的时代，

博物学者以逼真绘图留存
花鸟风姿

“寰宇文献·西方博物学大系”计

划推出的超百种西方博物学著作，时

间跨度为15世纪至1919年， 作者分布

于16个国家，写作语种有英、法、拉丁、

德、弗莱芒语等，涉及对象包括植物、

昆虫、软体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哺乳动物、鸟类等。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西方博物学

大系” 是超大型世界文明原版图书出版

工程“寰宇文献”子丛书，理念源自德国

哲学家莱布尼兹“环球图书馆”。 为重现

博物学研究走过的漫漫长路，“大系”编

纂团队和西方重要图书馆合作，目标是

将西方博物学重要著作“一网打尽”，也

为中国的基本文献储备与文化传播作

出贡献。

“大系”中不乏篇幅厚重的书，比如

第一批里约翰·西布索普名作《希腊植物

志》多达2100页；第二批在印的，有4200

页的《动物志·动物图志》、6000页的《爬

行纲通志》；已列选的篇幅最大的，当推

瑞典著名科学家林奈《植物种志》，达到

惊人的7400页。

书页翻飞间， 每一片羽毛和翅膀的

光泽、 每一处叶子的纤毫毕现、 每一次

蝴蝶与枝叶的相依偎……逼真的原版绘

图， 栩栩如生再现花鸟风姿。 华东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正寰告诉记

者， 早期博物学者开展自然调查时没有

现代影像技术， 所获生物标本的自然形

态必须通过绘画方式得以保留。 一次科

学考察必然要派画家随行， 甚至许多博

物学家本身就是优秀的画家。 当时的画

家原作完成后， 需要版画家进行二次创

作———按照原版画作创作版画用于制版

印刷。 因此， 经典博物学图书， 每本都

堪称文字和图像有机结合的艺术品 。

“早期十五六世纪著作使用木板雕刻 ，

到了 17 世纪后铜板蚀刻技术日臻完善

成为制版主流， 图片的精细程度也有了

质的飞跃。 读者可根据图书原版出版时

间， 比较技术进步对插画艺术的影响。

书中许多优秀插图原版仍保留在欧美各

大博物馆中， 成为先辈博物学家对人类

文明接触贡献的见证， 激励着现代博物

学发扬光大。”

在学界看来， 博物学者绘图的过程

能将不同标本中的共性凸显出来， 因此

有着照相技术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多

学科高速发展的今天， 博物学的重要性

或许不再像几百年前“大航海时代”那样

前卫和突出， 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过

时———即使在影像技术十分发达的当

下， 生物制图依然是大学生物学专业的

必修课。

“小众 ”博物学图书悄然
升温，现代心灵渴求博物文化
滋养

身处科技日新月异、 生活节奏越来

越快的今天， 总有人抱怨失去了欣赏自

然之美的时间和心境。 “寰宇文献”运营

人黄曙辉认为，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

打交道的一种古老的适应于环境的学

问，也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之一，它发

展缓慢，却稳步积累着人类的智慧。花花

草草的学问看上去似乎“无用”，但这种

“无用”恰是博物学的魅力。“人们的心灵

亟需博物学文化的滋养， 在观察和思考

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然，审视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 ”

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对博物

学早有探寻。 比如，中国园林历史悠久，

传统花鸟文人画也倾向于表现大自然的

灵动，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 那么，中西

方“博物”传统及观念有何异同？ 江晓原

说，“搜集植物、动物，或给它们画图谱，

或记载它们的特性， 中国古代和西方是

一样的。 不过中国古代的图谱绘制规模

没那么大，这是中西差别之一。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近年来

参与了多种博物类丛书的策划编撰，他

告诉记者，观照万千动植物、洞窥天地大

美的“博物学热”，不仅仅是观察和开列

珍品清单，也愈发体现了城市人文情怀，

是对自然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补

充。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博物学图书

都在大量出版，拥有海量读者。 走进美、

英、德、法、日几乎任何一家大书店，博物

学图书都占据相当的货柜面积， 通常会

有博物学专架。 与其说博物学这门学科

太小众，不如说它经过了变形，以更为接

地气的方式渗透于整个社会的阅读谱

系，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休闲方式、认知

方式，也对大众的自然观、世界观产生着

实实在在的影响。 ”

■本报记者 许 旸

“WiFi之母”的传奇人生
将被拍成迷你剧

日前有外媒报道称， 美国女演员、

发明家， 被称为 “WiFi之母” 的海蒂·拉

玛的传奇人生将被拍成迷你剧， 或将由

“神奇女侠” 盖尔·加朵出演。

自从 《神奇女侠》 在去年火爆全球，

以色列女演员、 模特盖尔·加朵如其所塑

造的神奇女侠一角， 是不少影迷心中智

慧、 美貌和力量的化身。 而海蒂·拉玛

也曾被称为真人版 “神奇女侠”。 1933

年， 不满 19 岁的她就因出演 《神魂颠

倒》， 成为全球第一位全裸出镜的电影演

员。 生来有着傲骨的海蒂曾说过： “我

痛恨所有的传统， 即使是艺术也一样”。

在 《神魂颠倒》 中， 她一丝不挂地在银

幕上奔跑和游泳， 虽然当时该片在欧洲

许多国家被禁播， 但海蒂那份放荡不羁

的美却惊艳了世人 。 上世纪 40 年代 ，

她曾出演 《参孙和达莉拉 》 《心有所

属》 《真情流露》 等好莱坞电影。

相较于电影上的成就， 海蒂对于科

技的贡献更值得一书。 二战初期， 她与

作曲家乔治·安太尔合作发明了一种无

线频率跳变技术 ， 后来催生了 WiFi、

蓝牙 、 GPS 等技术的诞生 。 2014 年 ，

海蒂和安太尔因此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

堂。 去年， 关于海蒂的纪录片 《尤物：

海蒂·拉玛传》 上映于美国， 也让人们

再次注意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海蒂·拉玛出生于奥地利， 父亲是

犹太银行家， 母亲是钢琴家。 海蒂自幼

受到良好教育， 各科成绩优异， 尤其是

数学。 貌美如花、 大胆自信的 “学霸”

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原本就读于通讯专

业的她突发奇想地想做一名演员， 并毅

然跟随戏剧导演马克思·莱因哈特到柏

林学习表演。

从演员到发明家， 海蒂的人生戏剧

化地如同一部电影 。 19 岁时 ， 她嫁给

了奥地利军火商人曼德尔。 曼德尔向当

时的德国纳粹政府推销军火， 年轻貌美

的海蒂成为他讨好纳粹高层的法宝。 但

海蒂对纳粹持有坚决反对态度， 当某些

高层在与武器专家谈论相关技术时， 她

乘机获取了军事保密通信领域的众多前

沿科研成果。 海蒂离开了首任丈夫和奥

地利后， 在作曲家乔治·安太尔和其他

科学家帮助下， 开始研究扩频跳频， 展

现了自己深厚的数学和通信功底。 1942

年 8 月， 他们获得美国的专利， 这就是

CDMA 的前身 “扩频通讯技术”。 上世

纪 50 年代后期， 这一设计思想在军队

计算机芯片中得到运用， 也启发了许多

通信领域的科学家， 从而被广泛运用到

手机 、 无线电话和互联网协议的研发

上， 使很多人共同使用同一频段的无线

电信号。

1997 年， 当以 CDMA 为基础的通

信技术开始走入大众生活时 ， 当时已

83 岁高龄的海蒂被授予 “电子国境基

金” 先锋奖。 该奖项承认了她在计算机

通信方面的贡献。 但此时， 海蒂的专利

已失效， 所以她终生未能因此得利。 全

球电信和通讯技术行业著名工程师、 分

析师莫克则在 2005 年出版的传记 《高

通方程式 》 中 ， 如是描述这位天才人

物： “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 你就有

必要了解并感谢她。 这位性感女明星为

全球无线通讯技术所作的贡献， 至今无

人能及。”

好莱坞曾将海蒂誉为 “世界上最美

丽的女人”， 因为她在爱情悬疑片 《海

角游魂》 中以黑发美女形象， 打破了金

发美女统治银幕的传统。 而她的后半生

却过得令人唏嘘。 海蒂有过六段婚姻，

每段都很短暂。 她把这些归咎于自己的

脸： “我的面孔是我的不幸， 它吸引了

六段失败的婚姻对象。 它吸引了错误的

对象来到我的闺房中。” 2000 年， 孤身

一人住在老年公寓里的海蒂， 在自己的

床上去世。

有影评人认为， 海蒂的人生历程充

满传奇色彩， 如何塑造出一个丰满、 可

信的角色， 无疑充满挑战性。 “神奇女

侠” 若想要完美诠释 “WiFi 之母”， 在

美貌之外更需要在演技上下一番功夫，

才能经得起观众的检验。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姜 方

古筝改良，一场与“走红”比速的赛跑
推动中国民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 30 年前全国能演奏者寥寥数

千人， 到如今多地考级琴童过万， 报

考热度超越小提琴———“古筝已是中

国民乐第一大类”， 在演奏家王中山

看来， 在众多民族乐器厂牌中， 凭借

技艺的不断改良和丰富的文化活动，

上海敦煌古筝俨然成为民乐界的 “施

坦威”。

去年举办的首届澳门国际古筝音

乐节上， 2520 人同台弹奏敦煌古筝，

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款短筝销

售一空。 在近期由上海品牌国际认证

联盟颁发的首批 “上海品牌 ” 名录

中，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老字号乐

器制造企业， 光荣上榜。 厂长王国振

兴奋但并不知足： “中国民族乐器的

发展离不开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 活

跃的民族音乐市场， 让国人享受音乐

之美 ， 也能反哺民族乐器制造业 。”

在他看来， “比起钢琴的影响力， 古

筝还不够流行”， 如何推动中国民乐

文化 “创造性转化 ， 创新性发展 ”，

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把古筝推向

全世界， 是摆在上海民族乐器制造业

面前的新课题。

古筝制作，材质到工艺
改革势在必行

在青少年聚集的视频网站上， 不

少流行曲目的古筝改编版， 以令人眼

花的速度走红， 播放量达到千万； 这

让民乐器中的领跑者———古筝， 以全

新的时尚面目， 呈现在各个年龄段的

民乐爱好者眼前 。 但在业内专家眼

中， 围绕古筝的乐器改良， 在与 “走

红” 的速度赛跑。

“古筝原材料从上世纪 70 年代

到 90 年代逐渐定型， 当时产量不大，

竞争企业也不多。” 古筝制作大师徐

振高传人李素芳说， 近年上海更换部

分古筝木材、 机械化生产环节都遭受

过业内质疑。 但木材进口日益困难，

寻找替代材料并变革技术标准势在必

行。 如烘烤面板可使木质更为松透利

于发音共鸣， 是古筝音色音量的决定

因素。 但每块面板材质和纹理各不相

同， 厚度也不均匀， 火候大小、 烘烤

时间都考验师傅的手艺水平。 李素芳

认为， 手工业需要多年经验累积， 二

三十年才出人才已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 加强传承队伍的培养， 分解古筝

制作工序， 流水线生产是古筝制造的

趋势。 “在煤球炉上烘的传统方法不

符合环保标准 ， 借鉴传统工艺的数

据标准后 ， 电炉数控烘烤提高了产

品质量和标准化程度 ， 也减轻了工

人的负担。”

演奏家王中山则指出， 古筝制作

永远离不开 “手工的温度”。 人工调

整琴码、 琴弦、 岳山后， 同一台古筝

能产生完全不同的音色。 琴码加工、

古筝面板的精细制作目前也无法完全

机械控制。 “民乐乐器受制于传统制

作工艺， 改良无法一蹴而就。” 随着

民乐越来越受欢迎， 学古筝的人越来

越多， 爱好者的琴艺和鉴赏力也水涨

船高， 对古筝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也提

出更高的期待。

从低廉基础款到成为
高品质的文化名片

音质随着技艺精进而提高的同

时 ， 古筝的 “颜值 ” 也不断刷出新

高。 以 “敦煌” 品牌为例， 敦煌古筝

嫁接了扦雕、 银丝、 贝雕、 漆画、 景

泰蓝、 竹刻留青、 雕花螺钿等优秀民

间工艺。 成为既能演奏、 又能展示中

华传统文化的工艺品， 提升了古筝的

价值和形象。 “原来古筝卖到五六千

元已经算是高价， 现在高端古筝定价

数十万元， 也能被市场接受。 古筝乐

器的改良， 折射出中国民族乐器品质

的提升， 从低廉、 粗糙向成为高品质、

展示文化自信的产品转化。” 上海民族

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说。

也有人忧虑， 古筝 “颜值” 的提升

受到消费者热情追捧， 是否会让乐器厂

家丧失对乐器音色继续精进的动力？ 民

乐生产者认为， 古筝的文化创意开发并

非舍本逐末。 李素芳将民族乐器市场比

作金字塔： 新鲜感和外观设计吸引更多

业余爱好者走进金字塔， 才有更多专家

学者走上塔尖， 推动民乐进一步发展。

比如， 在 “双鹤朝阳” 款问世前，

古筝外观鲜有装饰， 只在表面刷黑漆，

两端一大一小， 看起来很肃然。 而徐振

高在观察太仓路、 城隍庙等上海古建筑

时受到启发 ， 发明以两只仙鹤穿过松

枝 ， 飞向太阳的图案装饰后 ， 这一款

“双鹤朝阳” 古筝大幅带动了乐器销量

的提升， 畅销至今。

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 近年

来， 一些海外品牌也打入了中国古筝的

高端市场， 有个别产品甚至卖出了上百

万元的天价。 如何使本土品牌更有竞争

优势？ 也是上海民乐生产商必须面对的

问题。 曾有演奏家提出本土古筝过于沉

重， 携带不便， “日本筝重约 7 公斤，

敦煌古筝重约 8.5 公斤， 能轻装上阵更

好。” 如何汲取日本筝的优点， 是古筝

乐器改良新的攻坚方向。

民族乐器制造业
和民乐传承的互融

古筝演 奏 家 王 中 山 至 今 难 忘 ，

1986 年首届全国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
上， 他以一曲 《打虎上山》 技惊四座。

助他一战成名的正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制造的敦煌古筝： “老家的古筝手工制
作， 成本只要几十块钱， 敦煌古筝一台
要八百多块钱 ， 当时很少人能负担得
起 。 但我一听音色 ， 就选定非它莫
属———音色中正平和， 体现了中国音乐
和静清远的传统审美 ； 高音亮丽 ， 中
音平和 ， 低音宽厚 ， 非常适宜独奏 。”

借来弹奏后 ， 王中山就此存下了 “敦
煌情结”。

几十年前， 全国各地古筝弦数、 弦
制、 岳山形状和内部结构均有不同。 上
海古筝以浙派为主， 采用音色柔和的丝
弦 ； 北方筝则声势张扬 、 演奏动作较
大， 采用穿透力强的钢丝弦。 北方演奏
家创作了大量高难度的现代乐曲， 但钢
丝弦余音绵长， 双手快节奏弹时混响过
大， 阻碍了复调技法探索。 而传统的丝
线则过于脆弱， 经常在演奏中绷断。 上
海民族乐器一厂寻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王巽之等专家意见后， 以尼龙缠弦的琴
弦改良， 融合了南北制琴的长处。

1988 年， 王中山考入中国音乐学
院，终于开始使用敦煌古筝。 “当时长江
以北还以营口生产的钢丝弦转调筝为
主。”王中山回忆，“但经过我们音乐院校
专业老师的大力推广后，无论南北方，人
们都开始喜爱 S 型岳山 21 弦的敦煌古
筝，它逐渐‘一统天下’，成为各地乐器厂
仿制学习的对象。”敦煌古筝的改良和推
广，恰逢王中山对古筝技法大幅改革，让
古筝一跃跟上了现代审美。 制造业与文
化业在古筝乐器改良中的互融， 赋予了
民乐古典传统新的生命力。

近期， 对古筝 “一见钟情” 的故事
也屡屡在海外上演： 美国明尼苏达州非
裔男子贾瑞尔·巴顿 13 岁从公共图书
馆的 CD 中听到 “天籁” 后， 就立志学
习古筝。 成为职业演奏家后， 他在美国
开设课程教更多人弹古筝。 外媒盛赞古
筝唤起了听众内心 “浮在云端的宁静”。

贾瑞尔认为， 古筝具有和吉他、 钢琴完
全不同的 “表达”： 按揉一根琴弦， 即
可奏出百万种不同的音符， 传递丰富细
腻的情绪。 古筝超越了文化边界和身份
标签 ， 正成为越来越多音乐爱好者的
“爱与生命”。

书页翻飞间， 每一片羽毛和翅膀的光泽、 每一处叶子的纤毫毕现、 每一次蝴蝶与枝叶的相依偎……没有影像技术的

时代， 博物学者以逼真绘图留存花鸟风姿。 （均 “寰宇文献·西方博物学大系” 丛书插图）

▲美国古筝演奏家贾瑞尔·巴顿

的演奏视频经媒体发布后， 收获了全

球众多网友点赞。 （资料图片）

荩 “敦煌牌” 一叶一菩提古筝。

茛“双鹤朝阳”款古筝，具有两只

仙鹤穿过松枝，飞向太阳的装饰图案。

（均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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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奇女

演员、 有 “WiFi

之母” 之誉的发

明家海蒂·拉玛

被 称 为 真 人 版

“神奇女侠”。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吴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