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地处五大道周边的北疆博
物院成了游客打卡热门博物馆。近半
年，北疆博物院已经接待观众约20万
人。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目前，北疆
博物院通过数码技术完成了对1.9万
多件藏品的数字化，正在对有重要价
值的化石标本进行复制，让大家了解
更多文物故事。

每周一次的头脑风暴都要在天
津自然博物馆科普宣教部办公室内
进行，讲解员们要从北疆博物院历
史、建筑、科考、展品等多方面入手，
挖掘场馆的藏品特色和人文价值，从
而寻找出更适合孩子的活动方案。
高姗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科普宣教部
讲解员、活动策划，这座百年老馆对
于工作 15 年的她来说意义非凡。“这

两年，博物馆非常的火爆，我们希望
就着这个热潮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北
疆博物院。”

尽管现在说得头头是道，高姗和
她的同事们在刚开始策划活动时也是
摸不着门路，来自不同专业的他们，要
在短时间内以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们
了解北疆历史、学习动植物以及古生
物等方面的知识。“我们结合桑志华的

科考路线，给孩子们设计活动，让他们
参与其中，自己‘考古’。”高姗有个小
团队，成员有4个人，需要设计不同种
类的活动，加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讲
解任务，每一次的活动策划，对于他们
来讲都是时间短，任务重，经常需要加
班到深夜。

此外，博物馆百年的变迁，蕴藏着
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而小朋友们是

活泼好动的群体，如何一动一静相得
益彰，也是高姗和同事们要考虑的问
题。“我们选择在晚上让孩子们探秘，
这样既不影响白天博物馆的对外开
放，又给孩子的活动增加了神秘感。”
高姗告诉记者，眼下，天津自然博物馆
科普宣教部正在联合馆内其他部门，
如动物部、植物部、古生物部，共同把
实验的部分也融入活动中，从而激发
观众的好奇心。

百年北疆，风采依旧。今年，是北
疆博物院建馆 110 周年，也是中法建
交60周年。为了传承历史文脉，工作
人员力求将科学精神融入活动中，让
参观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百
年老馆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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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有一

个博物馆，位居世界一流之列，它

就是北疆博物院，中国北方地区创

建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它填补了

以黄河、海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

方古生物领域考察的空白，出版的

刊物、著作被列入世界动物学、植

物学、古生物学文献数据库，是中

国北方地区考察生物各学科早期

科学记录的重要依据。那么，北疆

博物院从何而来？创办者桑志华

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今，院里的工

作人员又是如何从桑志华手中接

过传承棒，将更多的故事传递出

去？近日，记者走进北疆博物院，

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穿越百年时空走进“北疆”故事

文脉传承

说起北疆博物院，就不得不提桑志
华。 桑志华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是
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
家。来到中国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
国名字，叫桑志华。

1914年，桑志华来到天津，在中国
北方从事科学考察事业25年，行程5万
多公里，采集大量地质古生物、动物、植
物、人类学等藏品，创建了北疆博物院。
他在甘肃庆阳、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北泥
河湾以及山西榆社四大地区发掘了古哺
乳动物化石，第一件旧石器，第一件古人
类化石，第一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复制
模型……这些科考发现，开创了中国古
哺乳动物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
类学研究的先河，也奠定了北疆博物院
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实际上，早在1912年获得动物学博
士学位后，身在法国的桑志华，对历史悠
久、幅员辽阔的古老中国充满了向往，便
提出了考察中国北方腹地和建立北疆博
物院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外交
部和教育部的资助。1914年，在来华的
各项筹备工作完成之后，桑志华乘火车
沿西伯利亚铁路线到达中国，3月25日
抵达天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在
华科学考察工作。

在中国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上，
萨拉乌苏河宛如一条蜿蜒的长龙，深藏
于毛乌素沙地南端。黄沙碧水，深谷清
流，交织交融。100多年前，桑志华的到
来，使萨拉乌苏从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

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考古遗址。
考察之路多艰，在那样一个交通不

便的时代，桑志华第一次踏上了萨拉乌
苏这片土地。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
副研究馆员许渤松告诉记者，“桑志华在
萨拉乌苏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地层，他
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会有所斩获。但当时
没有设备，他就把这个地方记录下来，列
入将来的计划之一，然后就回天津了。”

1922年5月，桑志华开始着手进行
赴萨拉乌苏发掘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
重要的是他解决了发掘的通行证和执照
问题。6月19日，他从天津出发，穿越五
台山、宁武森林一带，到达陕西榆林地
区，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7
月底再次来到萨拉乌苏。在邵家沟湾，
桑志华遇到了牧民旺楚克。旺楚克对采
集化石特别感兴趣，因此，他和家人一起
加入了桑志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

桑志华把营地安置在旺楚克家北
侧的山坡下，正式开始发掘。旺楚克和
他的家人都加入到发掘队伍中，成为了
桑志华的坚定伙伴和得力助手。当年的
发掘涉及具体的地点共有18处，桑志华

在行程和发掘日记中分别用字母A至R
来表示。在旺楚克的引领下，他们在萨
拉乌苏河畔的土层中采集到许多哺乳动
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和3件人类股骨
化石。在整理过程中，桑志华意外发现
一枚儿童左上侧门齿，经当时加拿大人
类学家步达生鉴定，称其为“鄂尔多斯牙
齿”。从而掀开了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那段时
间桑志华白天探查采掘、摄影绘图，夜间
则在微弱的灯下奋笔疾书，记录所得。

1922年的回程之路很凶险。桑志
华本想按原路返回，但当时正赶上军阀
混战。“桑志华几次遇到土匪，所以，他一
边发掘一边随时打包行李临时存放在小
桥畔，然后集中运回天津。”许渤松说。

那段时间，萨拉乌苏河水上涨，无奈
之下，桑志华只能取道宁夏，绕路而行。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绕路，桑志华才
得以路过宁夏水洞沟一带，为后来水洞
沟旧石器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虽然历
经险阻，但收获很大，化石、石器和动植
物标本整整装了52箱。尽管如此，在桑
志华看来仍有遗憾。“当年准备不足，经

费没有准备太多。另外，桑志华苦于自
己的专业背景，他是动物学和昆虫学方
面的专家，对于地质学古生物学这方面，
实际上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科学训练，
他觉得不能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胜任
科考工作。”许渤松告诉记者。

桑志华迫切地需要法国方面的协
助，他写信联系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古
生物部主任布勒。布勒决定派他的学
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赴中国跟桑
志华一起来发掘。

1923年，德日进到达天津，桑志华
迎来了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两人相见恨
晚。他们组成了古生物考察团，在萨拉
乌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从理论、方法
到实践等各个方面兼具国际视野和世
界水平，与当时在其他地域取得的科考
和研究成果一同构建起中国古人类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
哺乳动物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石。而桑
志华在25年间行程更是达到了5万公
里，他记着笔记，随身携带观测仪器和
博物学家的工具，进行着年复一年的漫
长野外工作，他因此患上风湿病，发作
起来疼痛难忍。

桑志华在野外考察时，每到一个地
方都会结合现场情况，手工绘制详细的
地质地貌、遗址分布等各类平面图，在遗
址发掘过程中，他还会亲手绘制符合学
术规范的地层剖面图。他把自己在中国
北方多年科考活动的绝大部分材料和成
果都留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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