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饰是一类有着悠久历史的装饰品。 珠

子具有较好的耐久性， 常被看作是 “文化的

微小变化” 体现者。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 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大量风格多样、 材质

丰富的珠饰。 这些珠饰流传时间长、 分布和

传播地域广泛， 是海上丝绸之路古代贸易、
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系统研究古代

珠饰， 犹如揭示古代社会面貌多样性的一面

镜子， 诉说着昔日芳华。
据 《汉书·地理志》 记载， 汉武帝时起，

我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交通贸易相当发达，
今广东省徐闻县和广西省合浦县， 是我国汉

代同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 交流文化和技术

的窗口。 中国商船 “入海市明珠、 璧流离，
奇石异物， 黄金杂缯而往”。 其中， “明珠”
和 “璧流离” 指的就是各类宝石和玻璃 （俗
称 “琉璃”）， 多为装饰用的珠子———当时玻

璃也是被视为宝石的。 岭南地区出土了数量

众多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器物， 其中宝

石珠饰数量最多、 品种最丰。
现代分析技术， 尤其是无损分析技术的

发展， 可以大大弥补肉眼观察之不足， 可以

对珠饰制作工艺、 原料的质地和来源、 流行

与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科 技 考 古 中 心 一 直 关 注 古 代 玻 璃 器 的 研

究 。 近 年 来 ， 随 着 分 析 技 术 手 段 的 进 步 ，
该中心通过与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和广东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 ， 通过携带多种

高精度无损分析设备 （如能量色散型 X 射

线荧光分析仪 、 拉曼光谱仪 、 显微镜 ） 赴

合浦和广州进行现场分析 ， 以及携带珠饰

到上海进行实验室分析的形式 ， 多次对合

浦和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进行多方法科学

分析。

研究发现 ， 从原料质地上来看 ， 这些

珠 饰 主 要 由 琥 珀 、 煤 精 、 透 闪 石 、 黄 金 、
石英 、 绿柱石 、 石榴子石 、 釉砂及各种玻

璃 等 制 成 。 不 少 珠 饰 在 外 观 上 极 为 相 似 ，
但材质完全不同 ， 肉眼观察很容易误判 。

根据我国两广地区 、 东南亚和南亚等

地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知道 ， 古

人加工珠饰的原料多为宝石 、 半宝石和玉

石 ， 最初往往是就地取材 ， 选择精美的天

然矿物晶体直接加工 ， 由于地域风俗和矿

物 原 料 的 不 同 ， 珠 饰 的 造 型 也 丰 富 多 样 。
出 于 对 具 有 完 美 晶 型 天 然 单 晶 矿 物 的 喜

爱 ， 古人常常采用其它矿物或人工材料进

行仿制， 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后来 ， 随着高温烧制技术的进步 ， 古

人 又 采 用 天 然 矿 物 原 料 ， 经 过 一 定 的 配

比 ， 探索烧制出各类玻璃制品 ， 通过提前

预制造型和烧制后简单加工 ， 成功仿制出

具有天然宝石外形 、 色泽和透明度多面体

珠饰 。 玻璃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类的一个重

要创举 ， 它可以做到形制 、 色泽 、 透明度

等特征可控， 又可以量产。
从珠饰的材质、 造型风格、 玻璃的成分

体系和着色剂， 可以看出岭南地区出土的汉

代珠饰是多来源的， 既有我国本土制作， 亦

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 这些玻璃和石

质珠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自地中海沿

岸地区、 西亚、 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和我国岭

南之间， 以及岭南与内地之间的贸易、 技术

和文化交流 ， 也反映了岭南地区的区域性

特色。
此外 ， 从多面体珠饰 、 蚀刻石髓珠等

珠饰制作微痕分析中 ， 科学家可以了解珠

饰的钻孔 、 琢磨与抛光等加工工序 。 这为

了解玻璃和石质珠饰在风格和制作工艺方

面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 而通过对

黄金珠饰的科学分析 ， 科学家们对黄金的

纯度 、 鎏金工艺 、 焊接工艺有了科学的认

识 。 岭 南 出 土 的 有 一 部 分 珠 饰 外 形 相 同

但 质 地 不 同 ， 如 广 州 出 土 的 大 量 钾 玻 璃

采 用 了 多 面 体 、 对 钻 孔 的 宝 玉 石 加 工 工

艺 ， 是 对 宝 石 加 工 工 艺 的 借 鉴 、 创 新 与

发 展 。
珠饰是重要的海上贸易品之一， 特别是

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开通后， 岭南与内地以及

东南亚 、 南亚乃至西亚地区的交流日益密

切。 系统研究两广地区汉墓出土珠饰， 对于

明确汉代岭南与内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的东南亚、 南亚等地区的早期交流具有重要

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精密光学机械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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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静舒 周忠和

从在国际学术界掀起巨浪的北京猿人化

石 ， 到寒武纪澄江生物群昭示生命大爆发 ，
再到热河生物群中飞出带羽毛的恐龙……中

国古生物学的多项重大发现与研究频频刷新

人类对于生命演化的认知 ， 为我国在公共领

域赢得了知名度、 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这种良好局面之所以能在百年前的中国就被

开 启 ， 离 不 开 “只 为 担 当 少 数 人 的 责 任 ”
“不怕无公道 ， 只怕不努力 ” “只管拼命做

工” 的丁文江。
丁文江 （1887-1936）， 字在君， 江苏泰

兴人， 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和早期科学界的领

袖 。 民国初期 ， 他在创立中国地质事业的同

时， 为我国古生物学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他为古生物的研究队伍在世界范围内 “招兵买

马”， 为丰富中国古生物材料在危险与艰苦并

存的野外实践中 “夯基垒台”； 他自嘲像 “沿
门托钵和尚” ,获取到的经费保障了研究的连

续， 他在地质调查所、 地质研究所、 北京大学

培养出的古生物研究人才， 更是成为了中国古

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者 。 在他诞辰 130
周年之际，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为我国古生物

学奠基的历程。

中国古生物研究百年 “夯基垒台”， 重大发现屡屡惊艳世界———

丁文江：“只管拼命做工”的科学拓荒者
“明珠”“璧流离”
印证海上丝路

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描述

过的 “性情懒惰” 的中国儒弱书生不

同， 从 1911 年留学回国后， 丁文江

不怕吃苦、 不畏艰险， 开启了中国学

者独立的野外调查之路。 他 “登山必

到峰头， 移动必须步行” “近路不走

走远路， 平路不走走山路” “上山不

骑 马 ， 下 山 马 不 骑 ” …… 数 年 间 ，
他深入多个地区进行考察， 足迹遍布

云南、 贵州、 广西、 湖南、 安徽、 山

东、 山西、 辽宁等省， 仅从对中国西

南地区的考察中， 就获得了大量化石

材料。 比如， 在云南宣威、 东川， 丁

文江采集了许多大羽羊齿植物化石；
在云南曲靖， 丁文江首次发现了早中

泥盆世植物化石和无颌类鱼化石， 以

及我国能称得上志留纪的地层， 并在

其中采集到大量个体微小而保存完好

的石燕———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将

其命名为 “丁氏石燕”， 它也由此成

为地质界识别上志留纪的标准化石。
丁文江不但是我国原始陆生植物

化石的第一位采集者， 还是中国人进

行标准研究的典范。 他用统计学比较

了 “丁氏石燕” 与 “谢氏石燕” 的异

同， 是统计学在中国古生物研究中的

首次应用。 在他的努力下， 古生物学

研究中的几大分支领域， 包括生物地

层学 、 演 化 古 生 物 学 、 古 生 物 地 理

学 、 定 量 古 生 物 学 等 的 发 展 初 见 端

倪。 而他重视野外调查的工作方法，
也为后来的古生物学者树立了榜样。

1913 年 ， 丁文江 获 得 “格 致 科

进士”， 后进入工商部地质科任科长。
这个被贴上 “进士” 与 “科长” 标签

的 26 岁科学家， 立即着手与章鸿钊、
翁文灏筹建地质调查所 （中国最早的

科学研究机构） 并任所长， 亲自起草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 从经

费和人才两方面努力， 不足十年就将

其建成中国第一所完整的科研机构，
对中国古生物学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1929 年 ， 翁文灏 、 丁 文 江 和 步

达 生 等 经 过 多 次 商 讨 后 ， 决 定 建 立

专 门 研 究 新 生 代 地 层 和 哺 乳 动 物 化

石的研究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 丁

文 江 兼 任 名 誉 主 任 。 在 该 研 究 室 成

立 之 初 ， 丁 文 江 为 名 誉 主 持 人 ， 从

事 周 口 店 遗 址 的 发 掘 及 化 石 研 究 。
在 研 究 室 建 立 五 个 月 后 ， 古 人 类 学

家 裴 文 中 发 现 了 第 一 个 北 京 猿 人 头

盖 骨 ， 打 破 了 学 术 界 的 沉 静 ， 直 立

人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地 位 从 来 没 有 像 那

时 一 样 受 到 世 界 学 术 圈 瞩 目 ， 由 此

国 际 科 学 界 对 于 中 国 古 生 物 研 究 的

重要性也几乎无人不晓。 直至今日，
该 研 究 所 （现 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仍然是

我国古生物研究的重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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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制玻璃珠样品表面拉制痕迹显微形貌

（a） 蓝 色 瓜 形 珠 （b） 夹 银 珠 （c） 分 段 珠

（d） 蓝色领珠。

1916 年与地质研究所学员合影， 前排从左至右分

别为翁文灏、 章鸿钊、 丁文江。

在 《 对 中 国 地 质 学 者 的 忠

告 》 中 ， 丁 文 江 写 道 ： “ 科 学

研 究 是 没 有 国 界 的 ， 为 世 界 学

术 作 出 贡 献 是 中 国 学 者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 ” 丁 文 江 不 仅 鼓 励 其

他 学 者 将 中 国 的 研 究 发 表 到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 他 自 己 也 以 身 作

则 ， 用 英 文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成 果 ，
甚 至 与 葛 利 普 等 学 者 前 往 华 盛

顿 出 席 国 际 地 质 学 会 会 议 ，宣 读

来 自 中 国 的 研 究 论 文 。 正 因 为 丁

文 江 的 国 际 学 术 视 野 和 胸 襟 ，学

术 国 际 化 在 近 代 的 中 国 终 于 不

再 是 一 纸 空 文 。
虽 然 科 学 研 究 没 有 国 界 ， 但

是 科 学 研 究 和 爱 国 并 不 冲 突 ， 甚

至科学研究的发端本为救国。 在建

立良好的国内外合作关系的同时，
丁文江坚守着民族的良心。 他制订

了最早的中外合作研究规范： 在批

准安特生的中国早期化石采集计划

时， 丁文江在协议中明确道， 外国

学者对于中国化石的研究成果必须

在 《中国古生物志》 上发表； 送到

瑞典研究的化石标本， 研究完毕后

必须归还中国； 他还将部分中国学

者送到瑞典进修———这份合约首次

宣 扬 了 中 国 学 者 对 于 学 术 价 值 共

享、 但学术材料永远属于中国的坚

决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 建立和促进古

生物研究仅仅是丁文江 “天生能办

事” 的一片光影。 除了是一名科学

家、 一位科学领袖， 他还是参加过

巴黎和会、 积极为中国争取权益的

知 识 分 子 代 表 ； 他 又 是 “实 业 救

国” 的煤炭公司经理； 他同时又是

敢想敢为、 撤出 “会审公廨” 的上

海总办……
为了施展自己的爱国抱负， 担

当起 “少数人的责任”， 即受过高

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救国责任， 他

奔走于学界、 商界与政要之间。 他

的 “出山要比在山清”， 激励了多

少有识之士投身政治洪流， 成为有

担 当 的 知 识 分 子 ； 他 为 其 创 刊 的

《努力》 周报和 《独立评论》 撰写

大量政论文章， 为科学辩护， 使得

“科学观” 等理性思维深入普通民

众心中。
1936 年 1 月 ， 他 在 湖 南 考 察

粤汉铁路沿线的过程中， 因为煤气

中毒遽然长逝， 年仅 49 岁。 尸检

报告显示， 他的血管早已因过度疲

劳而硬化， 甚至还可能突发过多次

脑溢血。 丁文江生命之火的熄灭是

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英国 《自然》 （Nature） 杂志在为

丁文江发布的讣告中， 肯定了他为

世界地质学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并誉其为 “中国地学奠基人”。 丁

文江理应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

上被永远铭记的巨擘。

当今中国， 科技创新已成为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驱动力， 一批批优秀的留学归国学者在祖国崛起的历史大潮

中， 用自己的才情与激情， 在祖国大地上书写着创新创业的种种传奇。 回首百余年前， 在长衫与西服之间， 中国

第一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 用自己的一生， 追求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的梦想， 并将 “赛先生” 带入中国。 在现

代科学的一片荒芜之地， 他们成为中国科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 胡先骕、 秉志、 熊庆来、 叶企孙、 李四光……每一个名字背后， 都是一段中国自然科学学科从无到

有、 白手起家的奠基史。
正如胡适所说， 他们 “那种耐性， 那种毅力， 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 那种 “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

求真理， 来控制自然， ……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 迷信里解放出来” 的追求， 是绝大多数同时代人难以想象和无

法体会， 也更是难以企及的。
他们是志士， 更是斗士。 在一片荒芜与荆棘之中， 纵横开阖， 闯出一片天地。 他们既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

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 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强强联合。 翻开创刊于 1915 年

的 《科学》 月刊， 其作者阵容惊人， 几乎囊括各门科学的第一代科学家。 当时，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给 《科学》
月刊写信道： “它们证实了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坚信的观点， 那就是全世界正见证一个最伟大的现代奇迹———觉

醒的中国认识到了充分而自由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以识才的慧眼、 爱才的诚意、 用才的胆识、 容才的雅量、 聚才的良方” 汇聚各路优

秀人才， 让各类人才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当我们跨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再回望百年

前的科学先驱， 他们身上那股喷薄的力量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丁文江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他诞辰 130 周年。 他是中国第一批地质学家， 又兼具管理才能。 其实， 他在古

生物研究领域， 也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古生物学家周忠和的指导下，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栗静舒博士撰写了这篇文章， 介绍丁文江在古生物领域做出的贡献， 让读者从一个特

别的视角， 来领略那一代科学家的风采。

他们， 为中国科学奠基

在 我 国 古 生 物 教 学 史 上 ， 丁

文 江 是 第 一 位 开 讲 人 。 除 了 在 地

质 所 授 课 ， 他 还 在 北 京 高 等 师 专

和 北 京 大 学 担 任 过 教 授 ， 主 讲 古

生物学研究的经典理论———《物种

起源》 中阐释的生物演化的理论。
丁 文 江 所 受 到 的 教 育 直 接 来

自 进 化 论 的 起 源 地 、 “牛 津 大 辩

论 ” 的 故 乡———英 国 。 他 在 青 年

时 代 深 受 赫 胥 黎 的 影 响 ， 可 谓 当

时 最 懂 进 化 论 的 学 者 。 在 其 编 撰

的 《动 物 学 》 中 ， 丁 文 江 指 出 严

复翻译的 《天演论》 中存在问题，
并重新阐述了进化论的真实内容。
这 本 教 材 被 指 定 为 民 国 新 教 科 书

系 列 之 一 ， 供 中 学 和 师 范 学 校 使

用 ， 并 被 重 新 印 刷 多 次 ， 为 国 民

重新认识进化论奠定了基础。
丁 文 江 教 出 的 学 生 不 仅 具 有

与 西 方 接 轨 的 专 业 知 识 ， 还 兼 备

扎 实 的 野 外 调 查 技 能 。 在 毕 业 典

礼 上 ， 他 展 陈 了 学 员 所 写 报 告 、
所 测 绘 图 件 、 所 采 标 本 等 ， 一 些

外 国 专 家 惊 叹 道 ， “实 与 欧 美 各

大 学 无 异 ， ……为 中 国 科 学 上 的

第一次光彩”。
他 参 与 培 养 出 一 批 优 秀 的 年

轻 古 生 物 学 家 ， 如 赵 亚 曾 、 谢 家

荣 、 李 捷 等 ， 其 中 赵 亚 曾 提 出 过

“以贝体形态、 外表装饰、 内部构

造 为 依 据 的 石 炭 、 二 叠 纪 长 身 贝

类的分类原则”， 这比当时世界流

行 的 分 类 法 前 进 了 一 大 步 ， 其 专

著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作 为 一 名 地 质 学 家 ， 丁 文 江

深知自己对古生物研究不够精深，
所 以 一 直 在 四 处 为 古 生 物 教 学 网

罗 人 才 。 除 了 吸 纳 身 在 国 外 的 李

四 光 等 回 国 工 作 ， 丁 文 江 还 不 畏

当 时 时 代 压 力 ， 邀 请 国 外 专 家 来

中 国 进 行 教 学 和 研 究 ， 如 美 国 古

动 物 学 家 葛 利 普 、 瑞 典 古 植 物 学

家 赫 勒 和 瑞 典 古 人 类 学 家 安 特 生

等 ， 为 培 养 古 生 物 人 才 、 促 进 中

国古生物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中 国 古 生 物 志 》 是 我 国

第 一 本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科 学

刊 物 ， 而 丁 文 江 则 是 它 的 创 办

者 。 该 刊 物 于 1922 年 创 办 ， 专

载 中 国 古 生 物 学 研 究 成 果 ， 按

生 物 门 类 分 刊 ， 包 括 甲 乙 丙 丁

四 种 ： 甲 种 为 古 植 物 学 ， 乙 种

为 古 无 脊 椎 动 物 学 ， 丙 种 为 古

脊 椎 动 物 学 ， 丁 种 为 古 人 类 学 。
丁 文 江 担 任 主 编 达 十 五 年 ， 直

到 他 1936 年 去 世 。
为 了 克 服 办 杂 志 的 经 费 困

难 ， 丁文江曾四处筹措资金 ， 甚

至 争 取 到 了 瑞 典 火 柴 大 王 的 捐

赠 。 在丁文江的努力下 ， 该杂志

及时刊登了大量的古生物研究成

果 ， 如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

学专著 《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

石 》 （葛 利 普 著 ） 、 中 国 古 生 物

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著作

《 中 国 北 部 寒 武 纪 动 物 化 石 》
（孙云铸著 ）、 中国学者发表的第

一篇古脊椎动物学作品 《中国北

部 之 啮 齿 动 物 化 石 》 （ 杨 钟 健

著 ） 等 ， 都发表在 《中国古生物

志 》 上 。 该杂志在促进中外学术

交流的同时 ， 进一步推动了古生

物学科的发展 。 截至目前 ， 该杂

志仍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学术出版

物， 已发行 197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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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梁启超 （前排中）、 丁文江 （后排左二） 等在法国巴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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