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博物 聚焦天津

叩开大门
追寻“桑志华之谜”

“22年前，我在研究天津城市文
化特点时，得知坐落在马场道117号
的北疆博物院，当时已经有了80多年
的历史。”于树香翻阅了尘封久远的桑
志华在华期间科考探险的一些资料，
并在2002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历史
教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研究的文
章，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她却愈发
对这个课题感兴趣。

两年后，于树香的一篇图文并茂
的《享誉世界的北疆博物院》在《天津
日报》发表。首先，受到了当时在自然
博物馆工作的黄为龙老先生的感谢，
黄老是1963年从北京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研究所调到天津的。“他邀请我到
北疆博物院来参观。”2004年12月的
一个早上，于树香第一次走进还作为
标本仓库的北疆博物院。

当时，由两个工作人员掌握钥
匙，两人同时才能开门。于树香踏
进去的第一步就感觉：迎面扑来的
樟脑味，以及——冷，以至于工作人
员给她拿来一件军大衣，才稍稍能
抵御寒气。在这里，黄为龙和当时
的自博馆长向她介绍，这些都是当
年桑志华留下的原件。

震撼之余，于树香深觉这些资料
需要进行系统地整理甚至抢救，“桑志
华绘制的地图，很多已经很脆了。”在
于树香的帮助下，自博获得一笔拨款，
成立小组专门扫描地图。同时，于树
香积极呼吁，希望原北疆博物院的南
楼能重新为博物馆使用，“2016年，终
达成共识，南楼移交自博。”

在国际上也引发一系列反响。此
后8年的时间里，于树香接待了100
多位法国专家学者，尤其是2012年6

月19日，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带领
一行人，专程从北京到天津来与于树
香晤面，一同参观北疆博物院，详细了
解她研究桑志华所取得的成果。从
此，于树香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连续几年被法国驻华大使馆邀请参加
法国一系列重要交流活动。

这些，都促成了于树香在2015年
远赴桑志华的家乡法国的罗别镇之
旅，她要去寻找答案：“一个法国人，为
什么花了25 年时间在天津创建了一
座博物馆！”

在罗别镇，当时的镇长居伊·于阿
高兴地对于树香说：“你是访问我们小
镇的第一个中国人，法国和中国很友
好，见到你很亲切”。

于树香也了解到，成就斐然的桑
志华在当地却显得相当籍籍无名。

故乡寻源
幼年晚年的故事

“他没有留下后代，连房子也易主
他人。”但镇长为于树香准备并介绍了
桑志华及家人的资料与图片，还召开
座谈会讲述桑志华及家人的故事：桑
志华的父亲曾是当地小学的老师，去
世前还做过教区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司
库，母亲是农场主的女儿，桑志华的哥
哥还曾担任过这里的镇长，“在中国25
年的时间里，桑志华就只因为母亲去
世回法国一次。”

在桑志华的旧居前、小学里以及
镇里小河流旁，于树香徘徊许久，一些
之前未解之谜，渐渐有了答案。

桑志华从小就对动植物产生兴
趣，常在田野中捕捉昆虫，并装到瓶瓶
罐罐中观察；小镇的河边有一个古老
磨坊，100多年还能工作；这里的气候
宜人，与中国华北地区相似……这是
他将来选择科考的起因？他在中国

25 年考察中拍摄了各地磨坊的渊
源？他选择天津的原因之一？

离开罗别镇，于树香拜谒了桑志
华的墓地；还走进他晚年在巴黎的公
寓，“工作人员告诉我，桑志华几次申
请回中国，都被所在机构拒绝，于是，
他每天都看报，想在字里行间找到北
疆博物院的消息。”……一些散碎却之
前在中国尚未获得的资料，逐渐汇总
到于树香手中。

1914年之前，他向往东方，并立
下“军令状”，要去黄河以北进行科考，
要建立一座博物馆；1938年，因为日
本侵华被迫停止工作回法国，之后，他
一直想回中国，他已把天津当做自己
的家，那里有他的孩子——北疆博物
院。为此，他献身科学、不畏艰险、百
折不挠，“他在中国逐梦、圆梦，他最终
也遗憾未曾再回中国。”

到了罗别镇第二天，当地《北方之
声》用三个版报道于树香访问桑志华
家乡的活动。也因为这次访问，于阿
镇长组织成立了桑志华古生物学研究
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2020年，集合于树香18年研究
心血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
1914—1938年桑志华来华科考探险
记》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史学界引发
轰动。她还把书邮寄到法国。今年，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到罗别镇拍摄，现
任女镇长拿出这本书给记者做介绍，
而且于树香也得知，桑志华曾就读的
小学二楼，增设了一个展台，上面的照
片是根据本书中桑志华及家人图片收
集来的。于树香对记者说，自己很欣
慰：“中法民间人文交流就是这样‘润
物细无声’，友谊的种子播撒了，就会
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新报记者单炜炜王轶斐
图片由天津自然博物馆、《探秘北

疆博物院》摄制组及于树香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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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视野下，以桑

志华逐梦东方所引发的中法科学文化交流、民间人文交流一定会越来越密

切，并不断向广度深度发展。

央广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探秘北
疆博物院》制片人张越佳，在接受记者采访
介绍相关拍摄情况时表示，纪录片将以电
影化的质感和细腻的叙事，来讲述北疆博
物院的动人故事。

张越佳介绍说，摄制组已经完成与北
疆博物院专家团队赴法探访桑志华以及其
他重要人物的旅程，进行了跟踪拍摄；也在
北疆博物院和天津自然博物馆完成大量的
空镜、藏品、研究成果、工作纪实等内容的
拍摄和制作，“目前看到的先导片就是这些
工作的成果。”

《探秘北疆博物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合作拍摄的
系列纪录片，共有4集，每集25分钟。

下一步，摄制组将继续推进拍摄。张
越佳告诉记者，会沿着当年桑志华的路线
和重要地点回访和探寻，以电影化的质感
和细腻的叙事来展现当年他科考历程的艰
辛，科考成果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也会大规模拍摄与北疆博物院
相关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等，会积攒大
量丰富的素材配合风格化的影像视听方式
打造一部纪录片精品。”张越佳表示，在当
下这个时代，为广大观众展现北疆博物院
这座独具特色的博物馆的动人故事，同时，
从科学和学术的角度展现中国自然历史研
究的发展历史和重要成果，去激发大众对
这一领域的关注和支持。

《探秘北疆博物院》纪录片现场拍摄情景

在本次天津自然博物馆
（北疆博物院）创建110周年
国际研讨会上，由天津市委
宣传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策划拍摄的主题纪录片

《探秘北疆博物院》先导片也
在开幕式上发布。

《探秘北疆博物院》
先导片正式发布
新报专访制作人

电影化的质感
讲述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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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政府工作的历史学博士于树香，22年

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桑志华和北疆博物

院”。在溯源了桑志华的人生经历中，于树香本

人，也成为了中法民间人文交流的使者。

桑志华的护照

于树香（右3）在罗别镇桑志华的家门前留影。桑志华没有后代，房屋也已易主。

在桑志华生前住的公寓《北方之声》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