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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有一部发展的自然，人类有一部认识、利用、改造生物的科学史。
我国幅员辽阔，物种丰富，自古便是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人民不论是对生物的利用、改造，还是对生物与人类的和谐发展，都取得了令
世界注目的成就。
本书就是借助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物遗存及科学史资料，对我国传统的生物科学成就，作一生动、翔实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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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3亿年前是鱼类繁荣的时代。
除了已绝灭的甲胄鱼类、盾皮鱼类之外，各种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的祖先类型均已出现。
盾甲在身并有活动颌部的盾皮鱼类虽然一度兴盛，但盾甲也成了它们沉重的枷锁，限制了它们灵活行
动，在与具有纺锤形躯体和灵巧鳍部的各类软骨鱼及硬骨鱼的竞争中，终于败下阵来，归于绝灭。
盾皮鱼类残留的化石遗体，经过我们磨洗以后，才确认为鱼类前期历史的陈迹。
    在鱼类化石中，值得提及的还有一种介于软骨鱼和硬骨鱼之间的软骨硬鳞龟化石。
这类鱼的现生代表有我国长江流域著名的中华鲟。
它们体内具有发达的脊索及软骨，体表生有骨质的硬鳞，成为软骨硬鳞鱼这一古老鱼类的孑遗种或称
活化石(图1—7)。
在宏伟的长江截流工程中，为了保护这一珍稀的鱼类物种，人们正在着力进行人工引渡、放养及抢护
工作。
不久前，在我国新疆天山南麓还发现了这一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化石，定名为吐鲁番古鳕。
吐鲁番是我国内陆最低的地方，也是全国气温最高最干燥的地区，著名的火焰山便横亘其北部，每当
炎夏，阳光炙烈，大地蒸腾，火焰山赭赤的地层曲折变幻，酷似喷烟吐火之势。
然而就在火焰山之西，天山南麓一处名为樱桃园子的地方附近，竟然在地层中发现了数量众多，体长
约40厘米的古鳕鱼类化石。
说明这一地区曾经发生过多么巨大的沧桑之变，根据地层推算，古鳕类大约生存在距今2亿多年前的
二迭纪时期，表明那时的天山南麓有着广阔的水域，井与西方的古地中海联通。
    鱼类是最早出现的脊椎动物，虽然它们的脊柱有的尚未完全骨化，脊椎的构型比较单一，对生的偶
鳍十分柔弱，但是却为陆生四足动物的出现，空中鸟类的发展，以及林栖古猿与人类的诞生，提供了
原始的形态结构及员基础的进化机体条件。
    2．活化石“拉蒂曼”        3亿年前的泥盆纪是鱼类的繁荣时代。
正当鱼类兴盛发展的泥盆纪末期，地球大陆发生了巨变，在地下熔岩对流的冲击下，地球大陆有些地
段上升了，有些地段下降了。
我国北方大陆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地球表面的升降变化影响了地球水陆的分布，一些湖泊干涸了，一些陆地又厂降为新生湖区。
大片植物的毁灭与腐烂引起了水质污染及环境的恶化。
由于水中环境的变化严重影响了鱼类的生存，大批鱼类在环境压力下死亡了，但是也有一些鱼类在环
境逼迫下开始了新的陆地生活的尝试，    鱼类由水生环境进化为陆地生存，历程十分艰辛，它们必须
突破三大关键环境因素的压力与磨练，并使自身机体产生一系列适应性的改变。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空气。
鱼类用鳃在水中呼吸，而在陆地上必须具备可在空气中盲接呼吸的肺器官。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体重。
鱼类在水中可借助水的浮力用柔软的鳍条推动和平衡身体，作灵巧的运转，而在陆地上必须用坚强的
四肢作为支撑身体的行动器官。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干燥。
鱼类在水中靠体表的鳞片调节内外水压，而在陆地上必须用腺体分泌物或质皮肤保持湿润与防止体的
液的蒸发。
    4．鸭嘴龙——来往于北美与亚洲的“使者”    1950年春，山东大学地质系的学生到胶东莱阳进行野
外实习。
他们沿着莱阳地区出露的中生代晚期白垩纪绛红色地层，巡察到城南金刚口村西沟，发现了许多灰白
色的恐龙骨骼化石。
当时由于时间仓促，他们只挖出了—条粗大的后肢，便匆忙赶回学校了。
第二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室的研究人员便来到金刚门进行了人规模的发掘。
    这里的化石埋藏十分集中，但凌乱文错，已非整体原地保存，被科学家称作“袋状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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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遗体曾经被水流搬动冲积所致。
从此次挖掘出来的零散骨貉看，至少有七个以上个体，但经过拼凑组装，仍能装配出一具较完整的恐
龙骨架。
    这具恐龙全长6．62米，高4．日米。
两条后肢长而粗大，与身后粗大的长尾构成一个有力的三角支架，支撑着半直立形的身躯。
与后肢相比，前肢显得细小，颈部不长，头长约80厘米，颌骨前端展宽，形似鸭嘴，从骨面粗糙的痕
迹看，外面可能套有角质外壳。
另在鼻部上方有一奇特的棒状突起，约60厘米。
科学家便命名它为“棘鼻青岛龙”(彩图七、图l—18)，属于鸭嘴龙类。
    鸭嘴龙类化石，在我国北部地区曾多次发现。
如黑龙江省沿中俄边界的嘉阴县，早在1902年便有过发现，但被当时的沙俄盗运至圣彼得堡，至今仍
陈列在该城的博物馆内。
以后在内蒙古地区的二连也曾发现过属于鸭嘴龙类的恐龙化石。
1951年在山东的发现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发现完整的鸭嘴龙骨。
山东是一个恐龙化石遗址较多的地区，发现棘鼻青岛龙之后，又在诸城县吕标乡的龙骨涧发现了另一
具更为巨大的山东龙化石。
龙骨涧便因山中常有龙骨出露而得名。
此后经过1964年到1968年的四次大规模发掘，所得化石装运近30吨，又经多年室内修理装架复原，一
具身躯更为高大的鸭嘴龙完整地层现在我们面前。
这具恐龙身长15米，头长2米，站立时，头高距地面8米，属于世界上发现的鸭嘴龙类中体型最大的一
条，所以被定名为“巨型山东龙”(彩图六)。
它与棘鼻青岛龙明显的不同，是头顶鼻部没有了棒状突起。
鸭嘴龙最特殊的地方是前齿骨扁于似鸭嘴，在其颌骨上生长着许多菱柱形牙齿，一排排密如覆瓦，前
排已磨蚀掉，后排萌出，又继续磨蚀，以适应大量进食植物的需要。
鸭嘴龙是素食性恐龙，并可咀嚼水边如木贼等一类坚硬的茎叶。
山东龙的颌骨，上下两侧各保存着磨蚀和未经磨蚀的牙齿近500枚，估计全部牙齿总数约有2000枚。
在巨型山东龙粗大的后肢上，每足三趾，足尖钝圆，趾间生蹼，是其水生或半水生生活的证明。
    棘鼻青岛龙头上生有棒状突起，也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及各种争议。
有的说这是雌雄个体差异的标志；也有的说是鼻腔的延续，以适于潜水时露出水面呼吸；还有的说是
嗅觉发达的结果，或者是发音的共鸣腔等。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
    鸭嘴龙荐部具有前后伸展近似长方形的“腰带”结构，属于恐龙系统分类中的鸟龙类。
在距今1亿年前后的地球中生代白垩纪，鸭嘴龙类一度繁盛。
它们种类多，分布广。
从我国北部一直到美洲北部，都有这类动物化石不断发现，说明那时在亚洲与北美两大洲间曾有陆桥
相连，鸭嘴龙便成为在亚洲与北美之间往来迁徒的“使者”。
    除了鸭嘴龙外，还有剑龙、甲龙以及角龙等，共同构成了鸟龙类恐龙的巨大分类体系。
鸟龙类恐龙几乎全部属于食植性恐龙；而食肉性恐龙如我国发现的永川龙，以及后期出现的凶暴的霸
王龙等，皆属蜥龙类中之兽脚类。
    在中生代，恐龙动物曾经盛极一时。
它们身躯庞大，种类繁多，形态迥异，但是它们在一定环境下向高度适应特化发展的同时，也隐伏着
一旦环境突然发生变化，是否能继续适应生存的危机。
    2．二千万年前的“生物园”    在我国山东临朐县城东约20公里的山区，有一座小山村，名为解家河
。
在村南有一个小型硅藻土露天开采矿区。
硅藻土是昔日湖底藻类的沉积物，它质地细腻，层页如纸，色彩灰白，揭开硅藻页岩层面，便可见
到2000多万年前的植物叶片、动物遗体，依然十分完好，甚至连叶片中细小的叶脉，昆虫的须脚膜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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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的09条，都清晰可见，栩栩如生。
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发现便已引起我国古生物学界的注目。
人们把它称作用化石谱写出来的地层“万卷书”，记录了山东半岛2000多万年来的沧桑变化。
原来，在新生代中新世时期，这里曾是一个温暖的内陆湖区，湖边有茂盛的森林和水草，湖中深水处
有大量的硅藻(图l-30)。
在藻类沉积、湖水变浅过程中，不断有从岸上飘来的树叶、花朵、小昆虫及鱼类、龟类等生物遗存物
，夹藏于藻类沉积形成的硅藻土页岩地层中，并在与外界环境隔绝下得到了长期完好的保存。
    1964年，在硅藻土开采过程中，又有了重大发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鹿类完整个体的连续出露
。
这些古鹿骨骼完好，肌肉外形印迹清晰；与内蒙古发现的古鼷鹿祖先相比，身体已向大型化发展，在
头顶上出现了用于格斗的角，但不像现代鹿那样进行季节性脱落与更换，而是有着较氏的固定角柄，
是古鼷鹿祖先进化到现代鹿类的中间类型代表。
    现代鹿类十分繁盛，是大型反刍类动物之一。
它们遍及我国南北、草原、山区、林地、平原，分布十分广泛。
其中员著名、化石分布最广的，便是我国特有的麋鹿。
麋鹿是一种大型鹿类，因它“角似鹿，颈似驼，尾似驴，蹄似牛”，又被称为“四不象”(图l-31)。
在距今300万年前曾生存于我国北部广大地区，并成为人类早期狩猎与驯养动物之一。
在我国商代遗址内便有大量麋鹿遗骨出土，直至清代末期还被圈养在皇家鹿苑内。
大约在20世纪初，战乱使之逐渐在我国绝迹，但有一批被养在国外动物园。
现在，野生的麋鹿已经见不到了，驯养麋鹿成为珍贵的活化石。
1982年，英国贝福特公爵将私人苑囿养的一批麋鹿共22只归还中国。
这批“海外游子”遂得以重返故里，现被养在北京南苑原来的清代苑囿内，生活欢畅，家族兴旺。
1991年开始重新被放养到湖北石首的天鹅洲自然保护区里。
麋鹿绝处逢生，重返自然，这是人类与生物和谐发展的一次重大的成功实践。
古动物化石固然可贵，但现生的活化石也十分重要。
现今麋鹿已被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公布为我国特有珍稀动物，与国宝熊猫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山东临朐的解家河硅藻土内，近些年来又有了一系列更多的发现。
除了大量的植物叶片如五角形的槭叶，宽大的栎叶及朴叶，细长针形的杉叶之外，还有属于鲤科鱼类
的魜鱼，属于两栖类的宣武蛙，中新螈，属于爬行动物的蛇类，鸟类中似鸽般大小的山旺鸟，原始的
柄杯鹿，犀牛类等许多重要发现。
据统计，动植物种类总数多达180余种。
这一丰富的占代生物遗址，不仅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成为可供人们游览的一座2000万年前的远
古动植物园，一个天然的古代生物标本宝库。
而今，它已被政府批准公布为国家第一个古生物化石重点保护区。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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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通常都说文物是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这是因为古代的文物，以它的形象、性能、用途、制作
，甚至名称、归属等等，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且体现了古代人在生活实践中所发挥
的聪明才智。
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陈列着的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文物，也能直接感受到文物本身的魅力。
尽管这些感触，较多的是感性的认识，还没有深入到器物的内涵去进行思考，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展品，证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足以激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文物考古新发现。
过去，在历史、科技、艺术等方面存在某些尚不清楚的问题，如事物的考证、溯源以及器物的产地、
质地等问题，由于缺乏实物资料，一直得不到解决。
现在，有了使新的更多的出土文物，通过分析和比较，化验和测定，得到了不同程度地令人信服的解
答。
这样，那些距今已有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古代文物，完全有理由使我们相信，它们曾是当时人们物质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甚至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
我们将一些同类器物综合起来，还能发现它们在不同时期之所以产生演变，正是为了适应某些制度和
需要的变化，这中间，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文化习俗的因素，同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对文物内涵的发掘。
当然，这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
同样，也可以从科技的角度去研究。
举一个物理学的例于。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提高生产力，是自古至今人们追求不懈的目标。
而提高生产力，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劳动操作时能够做到省时省力。
我们的先人在劳动实践中确也摸索并总结出一些省时省力的操作经验。
他们决不会懂得近代物理学的原理，却能制造出符合科学原理的简单机械。
较典型的便是井上的汲水工具，一种是桔槔，另一种是辘轳。
桔槔在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刻画得很清楚，辘轳在汉墓中出土的陶井模型上常有安装。
根据物理学分析，前者利用了杠杆原理，后者利用了轮轴原理，这是多么使人惊叹不已。
然而，我们参观博物馆，看到画像石上的枯槔和陶井模型上的辘轳，不一定会从物理学角度去理解古
代人的发明创造。
    因此，几年前，我便开始考虑：如果按照学科来介绍古代文物，即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开掘
了文物本身的内涵。
对文物价值的浅近阐述，可以便我们懂得为什么古代文物到今天还值得大家去研究和了解，值得大家
百倍干倍地爱惜和保护。
我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对文物研究感兴趣的专家朋友们，立刻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
于是，我们共同编写了这套“中国文物与学科”丛书。
    “中国文物与学科”丛书，分为《文物与语文》、《文物与数学》、《文物与物理》、《文物与化
学》、《文物与生物》、《文物与历史》、《文物与地理》、《文物与音乐》、《文物与体育》、《
文物与美术》共十种。
每种书在编写过程中要突出学科特点，又不能写成某门学科的历史；要照顾到学科知识，又不能脱离
文物资料。
例如，《文物与数学》中介绍古代度量衡器物的同时，还要说明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在《
文物与物理》中介绍古代取火器物阳燧所运用的光学原理的同时，还从制作特点加以剖析；《文物与
语文》以实物资料说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演变与文具的使用、改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物与历史》
则通过对古代遗迹的分析，阐述我国文明的起源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帮助读者对
古代文物产生兴趣，正确认识古代文物，消除神秘感，防止盲目崇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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