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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郑连斌老师初识于2006年秋天，那
时我刚到天津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虽
然本科是学理科的，但我对民族学和历史
学比较偏爱，正好郑老师的科研方向涉猎
这两门学科，选导师时，经过等待和争取，
我如愿以偿成为他的学生。
随着日常接触的增多，我对郑老师的了

解也逐渐深入。
如果从1981年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算

起，郑老师从事中国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已
有四十多年了，科研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
分。在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上，《中国八个
民族体质调查报告》这本书给了郑老师很大
的启发，他曾回忆道：“序言中有句话‘民族
体质调查研究意义的重大，不在人口普查之
下’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开始思索，这项
工作我也能做。”1989年，郑老师在内蒙古师
范大学组建了生物人类学团队。1991年，他
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内蒙古蒙古族、汉族、朝
鲜族和回族四个民族体质人类学与人类遗
传学研究”获批，当时经费只有8000元。郑
老师非常珍惜这笔经费，带领团队第一次离
开呼和浩特，去兴安盟的乌兰浩特市开展了
东北汉族、科尔沁蒙古族、朝鲜族的经典遗
传学指标的调查，使这些族群有了自己的上
眼睑皱褶、内眦褶等经典遗传学数据。那是
团队第一次赴野外工作，郑老师后来回忆说
当时自己心里是很兴奋的，但也有些迷茫、
忐忑，所幸首次野外调查还是比较顺利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第一个10

年，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比较艰难的阶
段。老一辈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已陆续退休，
加上微观研究、基因分析等技术的发展，宏
观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没有
经费，一部分年轻人的科研开始转向，一些
具备良好研究基础的体质人类学团队解散，
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呈现冷落、萧条之况。
然而郑老师却心无旁骛，带领团队坚持下
来。其间，他先后主持了“内蒙古7个民族18
项指标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僜人、
克木人等6个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
11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研究”这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第一个项
目的实施是郑老师1997年调到天津师大后
进行的，他带领团队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
（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调查了阿拉善
蒙古族等18个族群的舌运动类型、不对称行
为、头面部观察指标等25项人类群体遗传学
指标。2002年开始，郑老师带领团队完成了
布依族、京族、仫佬族等11个民族的头面部、
皮褶厚度等体质数据调查。2005年开始，他
又率队完成了莽人、克木人、僜人、布里亚特
人、图瓦人、云南蒙古族的头面部、围度等体
质测量工作。正是因为郑老师带领团队所
做的这些工作，使上述族群有了历史上第一
份完整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助力中华民族体
质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
我在跟随郑老师读研期间，参加了僜

人、图瓦人等族群的体质测量工作，深刻体
会到民族体质调查工作的艰辛与不易。第
一次跟郑老师出外做调查是去西藏，从跟当
地民委联系到入户测量，他都事必躬亲、全
程参与。在进行僜人的体质调查时，为了让

数据样本量多一些，我们一村又一村、一户
接一户地转，直至把能去的地方都跑遍。郑
老师对我们说，做科研就要有执着与坚守的
精神，始终初心不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有时车上不
去，大家就下车背着仪器徒步前行；年纪最大
的郑老师经常快速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不想
让村民们等待太久。
是否主持过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点）项目，是考验一个研究团队科研实力
的重要指标。1996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解
剖学会学术年会上，在内蒙古医学院（今内蒙
古医科大学）解剖学前辈朱钦先生的鼓励下，
郑老师提出开展中国汉族的体质研究，得到
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认可。会后，郑老师
连续两年申报关于汉族体质研究的面上项
目，均未果，后来把研究对象锁定为中国少数
民族，但他研究中国汉族体质的想法一直未
泯。2007年，郑老师拜访朱钦先生时又提起
此事。朱先生说，一个面上项目难以完成汉

族体质研究，不如干脆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来完成汉族体质的测量工作。
汉族体质研究课题很大，单凭天津师范

大学一个学校难以完成，郑老师决定和内蒙
古师范大学、辽宁医学院（今锦州医科大学）
的同仁们合作来申报项目。2009年，由上述
三所高校联合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获批，这是我国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立项
后，研究工作随即展开。团队跨越黑龙江省、
吉林省、辽宁省等22个省、自治区，对31个城市
汉族族群、36个乡村汉族族群开展了指标较齐
全、大样本量的人体测量学研究，共测量4.3万
多个汉族成年人的头面部与体部数据，通过大
量翔实的数据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也为
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基
础数据支持。该项目于2012年顺利结题，郑老

师领衔编著出版了《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
究》，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汉族体质
的专著，为后世留下了21世纪之初中国汉族人
比较详细的人体数据。
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面对的是严峻

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但郑老师很
少有感到疲惫的时刻，对科研总是充满热情，
如同科研道路上的“愚公”。2013年开始，他
又带领团队开展了“中国革家人、摩梭人等9
个族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项目，对贵州
革家人、西双版纳州傣族、川滇边界泸沽湖畔
的摩梭人、新疆维吾尔族、西藏喜马拉雅山区
的夏尔巴人、海南临高人、五指山下的黎族、
甘川边界大山中的白马人、四川阿坝州的羌
族等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
2015年，郑老师团队参加了复旦大学金

力先生主持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
各民族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主持课题
“藏缅语族等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基础表型
特征调查”，完成了哈尼族、基诺族、白族、拉祜
族、彝族等16个族群的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
调查。除了头面部与体部测量工作外，还有
民族语音、头部人像、生化指标、遗传样本、身
体成分等项目采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
项工作为中华民族表型数据库的建立作出贡
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几年
间，团队转战于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的大山
里，辛苦甚于往常。郑老师几乎参加了所有
的野外调查工作，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团队成
员都劝他不用亲赴采样地，在后方坐镇指导
就好，但郑老师为了确保调查顺利开展，总是
和团队一起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
冲在田野调查的最前头。
郑老师常说，他在科研上取得的

成绩离不开前辈的无私帮助，特别是
朱钦和杜若甫两位先生的精心指点，

他一直铭记于心。而他也以两位先生为榜样，
对学界同仁，尤其是新人总是给予有力的扶
持。几年前，当徐飞教授团队因为教学任务重，
难以完成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体质调查工作，
向项目组求援时，郑老师二话不说，带领团队接
下这个任务，第二次深入怒江大峡谷，克服重重
困难，圆满完成了这3个民族的体质测量工作。
在郑老师身边工作，收获的不仅是科研成

果，更有精神层面的激励和振奋。郑老师带领
团队外出调查，少则二十天，多则一个多月，完
成了一个个族群的体质测量，我们一起走过祖
国很多地方，汗水洒在了一片片的热土上。多
年来，郑老师培养的一届届研究生，接力耕耘
在体质人类学的沃土上，在野外年复一年、一
次又一次的奔波中，在辛苦工作的同时，接触
到乡土的自然气息，领略到少数民族的多彩风
情，也欣赏了祖国山河的壮丽。这些经历是学
生们一生难以忘怀的。
郑老师到天津师大工作后，担任过生物系

系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建立了遗传学硕士点，
迄今已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大部分毕业后投
身于科研和教学一线。他还一手建立了天津师
大体质人类学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内民族体质
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四十余年如一
日，郑老师带领团队通过观察、测量以及生物分
析等方法长期研究我国各民族人口的体质特
征，目前已开展了38个少数民族和22个省的汉
族体质研究，获得了超过6万人的400多万个有
效体质数据，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体质人类学数
据库，解决了我国没有系统的民族体质表型记
录问题，原创性地勾画出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
表型“地图”，使天津师大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
宏观研究的“重镇”。
郑老师带领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从体

质人类学角度证实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
中不断融合发展，印证了我国各民族骨肉亲
情不可分割；通过民族体质数据数十年的前
后对比分析，为国家民族扶持政策提供了体
质数据支撑；展现了中华民族体质特征的共
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体质人
类学依据。正因为对体质人类学的突出贡献，
郑老师于2020年在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
上荣获业界最高荣誉“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即
“金琮奖”）。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学人小传】

郑连斌，1948年生人，江苏淮阴人。天津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体质人类学

家。1978年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

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7年调至天津师范大

学生物系工作。培养了天津师范大学与内蒙古

师范大学两支体质人类学科研团队，科研能力

在国内民族体质人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2019

年获天津市道德模范提名奖。2020年获人类学终

身成就奖“金琮奖”。2021年获天津市最美科技工

作者、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带领科

研团队相继出版《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中

国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等专著。

测绘中国民族体质地图
——记我国体质人类学家郑连斌教授

张兴华

上世纪20年代初，就职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
傅泊川，结识了时任南开学校校长、中国奥林匹克
运动先驱张伯苓先生。二人志同道合，交往甚密，
如何发展中国的体育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在
“体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傅泊川萌生了创建一家
体育用品生产厂的想法。1922年，在张伯苓的帮助
下，傅泊川等兄弟六人凑得资金800元，在天津南开
学校对过租得门面铺房两间，6月15日，前店后厂正
式开张，即“春合制球厂”，傅泊川任总经理。
建厂初期，由于缺乏市场经验，销路并不理想，

傅泊川决定从技术上入手帮助企业摆脱
困境，他将春合的产品提供给南开学校
体育活动使用，征求师生在使用过程中
的体验感受，从而不断改进产品工艺，提
高技术质量，产品销路由此逐渐打开。
1924年，随着制革科、球拍科、靴鞋

科的设立，企业更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制
造厂”。到1929年，春合厂产品已延伸到
体育运动服装，并于同年取得“醒狮”与
“春合”两个注册商标，商标名寓意国人
觉醒、民族振兴。“醒狮”商标用于球类和
皮制产品，“春合”商标用于运动鞋、运动
服产品。此后多届华北运动会和全国运
动大会，均采用春合的产品，春合声名大
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并远销东南亚、
日本、英国、美国。上世纪30年代后期，
正当春合的发展蒸蒸日上之际，七七事
变爆发，国家蒙难、春合停产。直到1949
年，春合与祖国一起迎来曙光和希望。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迎来新

生。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春合迅
速招兵买马重整旗鼓，生产规模不断恢
复和扩大。到1952年初，已基本恢复到
抗战前鼎盛时期的水平。1954年5月，通
过前期积极筹备，春合成功改制为天津
市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后按照政府要求重新对行
业进行划分，春合与1921年建厂的利生合并重组，把
春合制球和制革车间并在利生，利生所有器材生产并
入春合，形成北方两个专业厂：利生专业制革，春合专
业制作器材器械产品。1959年举行的首届全运会
上，春合提供了全套的专业体操器械。
岁月记录了“春合”的前进履历，展示了“春合”

老字号从幼小起步到健步如飞的发展历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首都体育馆

观看体操表演。承制全套体操器械的春合，特意启
用“中华牌”商标，一展中华民族崛起之魂。“中华”
牌体操器械伴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一路奋发
向上，陪伴着李宁、童非、李小双等一代又一代体操

运动员从训练场走向赛场，见证了五星红旗一次次升
起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
1999年，第3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来到天津，赛事筹

备工作会议确定由春合厂和美国体育公司合作提供本
次赛会的全部器材。其中单杠、双杠、高低杠、吊环和
踏跳板5种器材，由春合厂与美国“AAI”公司合作生
产，其余均使用春合生产的“中华”牌产品。国际体联
对世锦赛专用器材的质量要求非常严苛，为了达标，
春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自筹资金200多
万元，全部用于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添置最新型质
量检测设备。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厂上下全部心血都
扑在新器材的研制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华牌”比赛
器械经检测全部达到国际体联规定标准的上限，并如期

交付给大赛组委会。在本次锦标赛上，中
国体操队夺得4金，打破历史纪录；春合体
育也蜚声国际，打开了海外市场之门。
2001年，春合与美国波特公司达成技术合
作协议，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弥补自身不
足，加强了设备改造和车间整体规划，增添
最新型篮球架及篮板生产流水线车间，改
建 800 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生产车间。
2002年底，春合与波特公司签订协议，由春
合独家承担所有波特公司NBA篮球架订
单。从此，由春合制造的篮球架走进美国
NBA赛场和世界市场。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春合一直寻求突
破和创新。2016年，春合厂完成公司制改革，
更名为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随后
推行了职业经理人和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
制度改革，通过调整结构激发内生活力。一
方面继续稳固在体育赛事产品方面的优势地
位，如为第十三届全运会提供挡帘及篮球架
产品，2019年成为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举重和轮椅篮球比赛器材产品及服务供应
商；另一方面，春合也瞄准普通级、民用型体
育产品，带着高端产品线的先进设计理念和
专利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如儿童体操器
材、少儿篮球架、社区健身器材、AI智能体测

设备等一系列产品，都是目前春合重点发展的新产品。
向新发力、向智而行，百年“春合”在自我革新中不

断淬砺。近年来，春合以打造精品制造业为核心，持续
优化产品工艺，针对市场认可度高的双杠、跳跃平台、
助跳板等主打产品，加大改造升级力度，从原材料供应
体系和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升级。2023年，春合销售
额同比增长20%；目前正在研发全新数智化产品。百
年老厂，重新出发，春合的进取之心从未减退，未来我
们将打造全产业链式的发展链条，聚焦高品质器材制
造、特色体育培训、精品赛事服务等，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为老字号招牌注入新动能。
（作者系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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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上映的《谍影重重》，
颠覆了以往谍战片的固有模式，
比起传统谍战片中自带主角光环
的特工们，本片中的主角杰森·伯
恩开局就是地狱难度——女友身
亡，他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卷
入刺杀行动，还被反派嫁祸背黑
锅。一路的追杀逃亡，杰森·伯恩
完全靠个人实力斩荆披棘。一个
如此低调的特工，主演马特·达蒙事先都不觉
得影片会红。不料，第一部上映后，全球票房
和口碑大获成功，后续做成了系列电影。
“谍影重重”系列影片至今共上映了五部，

其中前三部根据作家罗伯特·陆德伦的小说改
编，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谍影重重”三部曲。
本周推介的就是三部曲中的完结篇，上映于
2007年的经典动作悬疑影片《谍影重重3》。

唯有外貌寻常，才能大隐
隐于市；唯有内在非常，方可一
人抵千军。马特·达蒙能出演
杰森·伯恩，凭借的是他与伯恩
贴近的那一份平民气质。拍摄
前，他接受了长达三个月的武
器、拳击和格斗训练，亲自完成
了片中大部分特技动作，他对

伯恩的诠释得到了原著作者的首肯。
虽然外貌要低调，但是能力绝对不普通，

杰森·伯恩具备怎样的特工素质？
首先是观察力。杰森·伯恩没有全知全能

的主角光环，逃生全靠硬实力。在第一部中，
伯恩逃出大使馆就是其中的经典案例。匆忙
而行的伯恩，在走廊里瞥到一张消防地图，立
马揭下来，并以此计算逃脱路径。在第二部
里，伯恩查看地铁时刻表，合理布局，虚晃一枪
获得最优逃生路线。其次是高超的车
技。秀车技算是特工片的传统技艺，
伯恩仅凭一辆老旧小型汽车，开出了
超跑的气势，而且飙车戏已经成为“谍
影重重”系列必备的招牌场面，在之后
的每一部中都有创新升级。再有就是
顶尖武力值。伯恩的格斗主打一个务

实，没有高科技武器的支援，有时
甚至连枪都没有。赤手搏击主
打一个什么拿着顺手，什么就是
武器，圆珠笔、毛巾、书本都能成
为攻击利器。在第三部里，伯恩
在摩洛哥上演房顶大追逐，成为
该系列的最佳打斗场面。

作为“谍影重重”系列三
部曲的收官之作，失忆特工杰

森·伯恩的记忆拼图即将在本片中拼凑完
整，他的行动也更加国际化，足迹遍布三大
洲。从莫斯科的脱困、伦敦的反跟踪、马德
里的调虎离山、丹吉尔的房顶追逐，一直到
纽约的亡命追车，杰森·伯恩的真实身份即
将在《谍影重重3》中最终揭晓。

8月10日22:22CCTV—6电影频道与您

相约《谍影重重3》，8月11日15:32“佳片有

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谍影重重3》：
不走寻常路的谍战片

何映晖

沽上

丛话

全钢直沽桥（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直沽桥（原名奉化桥）全长257.3米，是天津市首座中承式全钢结构拱

桥，全桥27道飞跨拱、夹在三道拱之间68片钢结构“花瓣”和296根吊杆，

再加上钢桥面，共计使用7500吨钢，为我市用钢量最大的跨海河大桥。我

的这幅水彩画，技法上将天空、河堤及建筑群统一色调并虚化，突出展现直

沽桥梁曲线之美及镶嵌的“花瓣”钢板的轻盈灵巧，力图绘出一座具有强烈

时代感的新型桥梁。桥梁主体上、下游两侧分别设置人行桥及景观步道，

行人徜徉桥上，俯仰赏景，桥水对照，相映生辉。

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河、海之间的自然条件与天津
城市发展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关系：是通河达海的自然地理与
人文坐标，最初界定了天津的城市属性、空间布局、历史地位、文
化特征，最终形成天津直至今天的“海河—津滨”城市发展轴
心。“河海之间”加上“海河—津滨”的时空轨迹、城市轴心，是探
讨天津城市发展和文化构成的主要参照系，其中蕴含了天津城市
历史文化的底层逻辑。作为天津的“母亲河”，“海河”的名称本身
也很好地标示了这种“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的基本特色。
不过，这里“河海之间”的“河”，首先是指京杭大运河。运河实

际上是内陆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一方面，运河及沿着运河
形成、兴盛的城镇，比如杨柳青等，代表着天津内陆河运文化和中
国传统文化的空间边缘与文化维度；另一方面，天津的海岸线和沿
海港口，比如军粮城，代表了天津作为海
港城市深具海洋文化这一文化历史特征
的另一维度。在这二者之间，海河作为
津滨双城之间的联络通道和城市发展主
轴，彰显了天津之所以为天津的根本要
素与文化特质。至少隋唐以来一千多年
的天津城市发展，其主要轨迹就是在这
条“海河—津滨”的轴心上移动：从唐代
军粮城作为海港城市的崛起，到港口沿
着大直沽、三岔河口逐步内移，天津逐渐
“沿海不见海”地走向内陆化；再到上世
纪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功能区域建设、新
世纪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津滨双城规划，
彰显了从“海”到“河”、再从“河”到“海”
的空间位移和历史波澜。
历史是照进现实的镜子，同时现实

也要求我们对历史作更加通透的认
知。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主城区或核
心区不断变动与迁移的现象不足为奇，
比如西安。今天的西安主城区，主要围
绕明代的西安府城垣地带发展、绵延开
来，但从西周镐京、秦咸阳城、汉长安
城、唐长安城直到今天，西安城市中心
地理位置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
程。这些历史城区与现在的西安主城
区都有远近不等的空间距离，但西安作
为“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历
史，在串联起半部中国史的
同时，也带给今天的西安以
更加开阔的空间格局认知
和文化厚度。今天津滨双
城的城市格局，可以说是全
面再现了天津“河海之间”
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构
成的本来面貌，体现了经济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应该是解释“津派文化”的历史成因、谋
划“津派文化”未来发展的主要参照。
因此这里所说的，不是简单地从历史沿革或行政区划出发，也

不是从线性历史观念和单一因素进行的推定，而是需要一种自然
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融通
视野和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的观念意识深刻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认
识层次与实践方式，反之亦然。对于“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的
特征与具体问题过去有过很多探讨，在今天需要的是面向未来，面
对“津派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就需要一个
更加全面、立体、客观并适应今天需要的文化历史认知坐标。“河海
之间”“海河—津滨轴心”的文化历史坐标，将天津城市文化的认识
视野延伸进中华文明的纵深时空，反映了中国大历史的潮汐，有助
于重新认识天津城市发展大势，也有助于融通历史文脉，吸收中外
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守正创新、古今交融、昂扬向上、面向未来的天
津城市文化，擦亮“津派文化”的金字招牌。
文化的力量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面对新世纪

新时代的发展前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天津也
迎来发扬光大“津派文化”深厚底蕴的重要机遇。在“河海之间”
与“津滨轴心”的文化历史坐标面前，需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
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在不断加大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
恢复、重建、研究、开发、宣传的力度的同时，建议由相关部门出
面，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梳理天津文化蕴含的
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层次与关
系，有序引导与深入推进古今中西文化元素，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融会贯通与综合创新，让“津派文化”实现
新的升华与新的发展，不断开拓“津派文化”新的文化实践领域，
服务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从“河海之间”“津滨轴心”的历史文化坐标

来探讨天津文化和“津派文化”，就不只是一项纯粹学理层面上
的研究工作，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一项具有观念革命与
现实导向作用的系统的文化工程。这一工程的核心，是重新构
筑“大天津”理念。“大天津”不只是空间和体量上的“大”，不只是
核心区域的区划与幅员的简单放大，也不只是天津自身的“大”，
而是契合着历史文化脉络，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视野当中，重塑
人们关于“天津”的开放性、延展性、立体性的文化时空观念与文
化地理意识，重建具有深广的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链接的天
津历史文化的认识坐标，借此大幅度地拓
展天津城市文化视野纵深与文化实践格
局，从中华文明的整体出发来重构天津城
市文化谱系，将“津派文化”带向新的时
代，力争为天津城市文化发展建设发挥某
些基础性的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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