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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宋爱平
本报实习生 张雪

近来，三星堆文物、菏泽考古遗址挖出
“萌”兽，可谓又“出土”又“出圈”。一场
名为“文物可以有多可爱”的全国文物“大
战”多次登上网络热搜。“战火”一起，山东
博物馆也有一件文物备受网友追捧，同样“出
圈”。

时间轴拉回到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河
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汶口遗址。一种新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汶口文化从此被发现和
命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
业状况，表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
让后世惊叹的水平。尤其是造型色彩各异的陶
器等标志着手工业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山东博物馆馆藏红陶兽形壶就是大汶口文
化众多精美器物中的杰出代表。

这件红陶兽形壶高21 . 6厘米，夹砂红陶，
通体磨光，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器形圆
面耸耳，拱鼻，张口，耳穿小孔，四肢粗壮，
短尾上翘，背装弧形提手，尾根部一筒形注水
口，嘴可往外倒水，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
足立起可供加热，使用方便，造型生动美观，
逗人喜爱，集实用与仿生艺术于一身，是大汶

口文化独有的器形。
这件文物是站立的动物形象，头部和肥壮

的身体像猪，而四肢和上翘的尾巴却又像狗，
因此统称为兽形。全器构思巧妙，虽是实用
器，却不失艺术情趣，充满了创造性的灵感，
既浑然一体，又淳朴自然，无半点做作之处，
是新石器时代一件难得的陶器珍品。这表明大
汶口文化的先民们不但已经掌握了动物各部位
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而且陶器制作水平已
经非常高超，进入可以突破写实、进行自由创
作发挥的阶段。

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之间，前后
延续约1500年。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
大汶口文化时期进入了繁荣阶段，目前发现的
大汶口文化遗址达600余处，其分布范围包括
山东全省及苏北、豫东、皖北等地区。

据了解，大汶口文化的家畜饲养业无论是
在家畜的种类还是饲养技术方面都已经达到了
一个较高的水平。该技艺反映在人们的生活
中，就是出现许多模仿家畜的器物和雕塑艺术
品，而红陶兽形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再如
花厅遗址的猪形罐、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猪
形陶鬹、狗形陶鬶，与这件红陶兽形壶的造
型、质地和用途都非常相似，有异曲同工之
妙。

此外，大汶口文化红陶兽形壶的出现，也

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高超，具体表
现在玉石制作、骨角牙器制作和陶器生产等领
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制陶业，
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
出现了繁荣的彩陶艺术、精湛的陶器轮制技术，
陶器种类与器形更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实际上，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的
发展，粮食有了剩余，酿酒业逐渐产生并得到
了发展。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
鬶、壶、高柄杯等专门用于温酒、斟酒和饮酒
的酒器。这件红陶兽形壶，应该是用来盛水、
酒等液体的容器，而且根据其器形的独特性和
稀有性判断，很可能是用来盛酒的。

以红陶兽形壶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
诸多动物形状的器物对后世器物造型有着相当
大的影响。商周时期青铜器中许多禽兽形牺
尊，战国时期很多动物造型的器物，应该是承
袭大汶口文化兽形器物的源流而发展起来的，
无论其形还是神都非常之相似。

红陶兽形壶体量不大，却内涵丰富，不但
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承载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信
仰与心理需求，充满审美与艺术情趣，代表了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山东
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特色。从这件小
小的“萌”物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远古艺术的
独特魅力，看到了史前文明的灿烂光芒。

文物可以有多可爱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在校园里识别植物，在实验室里观察微
观世界；自制酸奶，手作琥珀吊坠；测定
ABO血型，鉴定人体性别……一门囊括
“趣味”“生物学”与“实验”的课程，让
教师往返于济南、青岛两地授课，让学生在
各校区之间奔波。这门学生眼中的“神仙课
程”究竟有何魅力？

一花一木，背后都有故事

每逢星期天，山大生科南楼6层的实验
室就变得热闹起来。特意从青岛校区赶来的
教师，与从洪家楼、千佛山、软件园等校区
赶赴中心校区的学生，在实验室里开启他们
的一周一会。

这门课大部分的授课场景是在实验桌
前，但山大生命科学学院贺同利老师参与的
趣味生态学模块，主要在室外进行。偌大的
校园里，贺同利老师带着学生四处逛，碰到
花草树木，就停下来，讲解其名称、习性、
特点，连带着介绍经济、药用和观赏价值，
以及植物之间的相似点与不同点等。

贺同利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都在山大
度过，博士毕业后又回山大任教，在校园里
总共待了二十多年，对这个园子的感情颇
深，一草一木都了然于胸。学生时代，贺同
利跟着老教授，识别校园里的植物，现在他
开始为学生们讲每一朵花、每一棵草背后的
故事。

“这个园子有60多年的历史，植物的种
类不胜枚举，而且都有一定的年岁，就像百
草园一样。”提起校园里的花木，贺同利如
数家珍：“从学校正南门进来，有一片梅
园，梅花都是伴着大雪开放，花落后会结梅
子果，酸梅子可以制醋，熟透之后就跟杏子
一样……”

“头一次知道玉兰还有这么多品种，白
玉兰，紫玉兰……”“楸树的树皮可以入
药，不少人因此剥光树皮，只剩下光秃秃的
树干，想起就觉得十分痛惜”“皂荚树上结
的皂角，可以当肥皂用”，很多同学在这门
课上，第一次真正地认识这个朝夕相处的园
子。

齐鲁交通学院2020级本科生李剑凡讲起
自己在课上看到的一个情景，“当时，贺老
师带着我们走到一棵名为‘稠李’的树下，
发现一朵花上停着一只‘蜜蜂’。没想到贺
老师竟然一把抓了上去，我们非常惊讶。后
来老师才神秘地告诉我们，这不是蜜蜂，而
是一种叫作食蚜蝇的昆虫。”

在听完贺老师的解释后，对生物学一向
很感兴趣并颇有研究的李剑凡突然明白了，
“食蚜蝇属于双翅目，但从外观上看只有一
对翅膀，它的前翅比较大，后翅则退化成了
平衡棒，肉眼很难看见。而蜜蜂是膜翅目
的，能看到两对翅膀。”这次经历，也打破
了他对这些昆虫的固有认知。

这节课的名字叫“校园植物识别”，属
于山大生命科学学院《趣味生物学实验》通
识课程的其中一讲。该课程由8个模块组
成，涵盖动物、植物、微生物、人体生理、
生化、遗传、分子、生态等生命科学领域的
基础学科，采用专题的形式，设计兼具趣味

性和科学性的实验，带动学生对相关生物学
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打破认知，感受实验魅力

自2015年以来，《趣味生物学实验》课
每学期都如期开展。

最早的时候，浙江大学开设了一门《生
命科学导论实验》课。山大生命科学学院副
院长郭卫华深受启发，便集中利用生命科学
学院的师资和实验资源，在山大开设了《趣
味生物学实验》这样一门通识课程，让非生
物学专业的学生也拥有进入实验室的机会。

“很多同学从中学阶段就开始上生物
课，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有很好的实验条
件，所以他们能够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并不
多。”郭卫华说，“通过开展这样一门通识
教育课，让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可以进入
实验室，进行科学探究，这样能够培养同学
们的科学兴趣。”

这门面向全校同学的通识实验课，迅速
吸引了来自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各个学
科专业的学生。由于实验室场地的限制，班
额固定在30人以内，最多的时候能开到十几
个班。能不能抢上，全靠手速和运气。

软件学院2020级本科生安文洁，从学长
学姐那里了解到这门课程，“最初是奔着名
字去的，感觉会非常有趣，结果确实给了我
很大的惊喜。”安文洁说。

选上这门课后，她每周都要乘校车在软
件园校区和中心校区之间往返。“快的时候
要 2 0分钟，慢的时候路上得花费 5 0多分
钟”。路上的辛苦，对她来说却是十分值得
的。

“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所谓的实
验，可能就是抱着笔记本去实验室，用电脑
敲代码。”但在《趣味生物学实验》的课堂
上，她不仅能制作植物标本，还可以手工制
作酸奶，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实验
魅力。

经济学院2020级本科生李双亚有同样的
感受，生物一直是她很喜欢的学科，但中学
时候能进入实验室的次数少之又少，而且出
于应试的目的，在实验课的大部分精力要消
耗在苦记各种操作的细节上。

“大学里能有一门开在实验室里的通识
课，真是十分难得”。摒弃了外在因素的干
扰，李双亚能够单纯地投入其中，感受科学
实验的纯粹魅力。

如今，该课程的面向群体也在不断扩
大。2018年3月，《趣味生物学实验》课程
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线，是平台上第一
门生物学通识教育实验课程，2020年入选国
家级线上一流金课。目前已在线开设7个学
期，选课学生超过2万人。

从有趣到拥抱科学思维

作为一门趣味课程，郭卫华认为其
“趣”有二。

实验室的课堂氛围有趣。“每个实验的
设计，都是从同学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导
入。”郭卫华说。

检测水果蔬菜农药残留，培养酵母菌、
动手制作酸奶，测定ABO血型……高深精
专的生物学理论知识，不再是仅存在于教材
里的术语名词。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理论
走出了书本，贴近了与生活的距离。实验成
果也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甚至能够在日常生

活中应用。
实验的结果有趣。日本弓背蚁、满天

星、勿忘我花，与滚烫的松香相遇，凝结成
小小的琥珀吊坠；细若秋毫的植物愈伤组
织，在迷你的培养瓶中一点点萌发，从组织
蜕变成植株；利用大肠杆菌诱导发光，绘制
出一幅幅充满个性的荧光图画……艰涩难懂
的生物学课堂充满诗情画意，不少学生感叹
“原来科学也可以如此艺术”。

作为一门以实验教学为主的通识课程，
《趣味生物学实验》课却并非“有趣”这么
简单。

“在综合性大学里，开展通识教育是非
常重要的。通过《趣味生物学实验》课，学
生们不仅能了解到必要的生物科学知识，掌
握实验技能，而且能够培养自身的科学素
养。”郭卫华说。

通识教育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
教育者提供了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
价值观。郭卫华认为，对于通识教育而言，
在课堂上收获的知识多少或许还在其次，关
键在于对思维的培养和锻炼。

生命科学，是一门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的学科。然而，单纯关于抽象理论的讲
解，导致许多人失去了认识这门学科的机
会。从理论中抽离出来，借助与日常生活紧
密相关的实验，学生们得以回归科学本身，
唤醒一度被压抑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如何打通“专业”与“通识”之间的壁
垒，是每一门通识课程在进行课程设计时都
要面临的思考。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不少通识课程只是
“专业课的精简版”，或者“讲座课的‘改
头换面’版”，这非但不能满足学生对通识
教育的需要，还有沦为“水课”的嫌疑。对
于通识课程而言，“干货”自然必不可少，
但如何让学生更好地吸收，不致囫囵吞枣甚
至难以下咽，更是需要思考的方向。

用实验搭起“专业”与“通识”之间的
桥梁，在理论中注入活水，是《趣味生物学
实验》课选择的策略。郭卫华说，“面对不
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要深入浅出地介绍
实验原理，在实验类型的选取上，
也尽量遵循兼具科学性与趣味
性的原则，实验步骤也要相
对 简 单 ， 比 较 容 易 上
手。”

一个个看似简单的
实验，却连接着经历了
深厚积淀的生物学知识
富矿。它们就像一个个
豁口，散射出些许的微
光，只有靠近才能看清
背后的广阔世界。

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实验，却连接着经历了深厚积淀的生物学知识富矿。它们就像一个个豁口，

散射出些许的微光，只有靠近才能看清背后的广阔世界———

山大“神仙课程”带你领略科学之趣

蔬菜水果
农药残留检测

据光明日报，日前，有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
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为351 . 6亿，数字阅读用户
规模达4 . 94亿，中国人均电子书、纸质书、有声书
阅读量分别为9 . 1本、6 . 2本、6 . 3本；80后偏好时尚
类图书，90后喜欢旅游旅行类图书，95后则对漫画
绘本情有独钟；日均数字阅读时长29分钟。

中国人均纸质书阅读量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
阅读量增长明显，数字阅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青年人日益成为中国数字化阅读的主体，他们正在
改变出版业的传统格局。

在读屏时代，人们可以更加便利地借助电子设
备进行深度阅读，不少青年人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
理论著作，在微信阅读中品读老庄，在有声书的世
界中回味《红楼梦》的精妙之处。青年人在数字阅
读时，并非只选择时尚类、旅行类、漫画类书籍，
他们同样还会选择内容精深、趣味高雅、富于深度
的书籍。

网红书店入眼更要入心

据科技日报，网络购书低价便捷、电子读屏方
便可及、实体店铺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步入网络时
代，究竟该如何生存成了实体书店不可回避的问
题。抛弃千篇一律的书架式布局，凭借风格鲜明的
装修设计吸引读者回到实体空间，许多书店不仅重
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也“出圈”成网红打卡地，
有时难免陷入打卡拍照的游客远多于读者的困境。

平心而论，用直观的美学形式吸引游客前来
“打卡”，不失为吸引更多人接触阅读的一条路
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到访者如果仅仅停留在
“到此一游”，满足于拍照、发朋友圈，书店所承
载的丰富内容也只能明珠蒙尘，再红的书店都难免
走向“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局。

读书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只有形成精神层面
的良性互动，才能“今年花胜去年红”。与线上购
书平台和阅读端口相比，实体书店的最大优势莫过
于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这就意味着实体书店可以
承载更多层次功能。今天的书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购书渠道，而是一个综合性文化空间，读者见面
会、文化沙龙、读书会，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读
书活动的韵味。

舞台艺术

“云演播”的更多可能性
据中国文化报，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演出行

业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基于互联网开辟的“云剧
场”“云演出”等“云演播”形式，则为舞台艺术
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众多演出机构试水线
上，“线上线下”融合共生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

把演出搬到线上，播放内容的版权是最核心的
资源。如何保护好版权，让艺术创作者在作品传播
中获得商业价值，是“云演播”面临的难题，也是
业内人士试水线上之初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官林提出，线上演出相关法
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尤其是以版权为代表的相关法
律问题的处理，是线上演出发展应注意的首要问
题。

有力的版权保护为实现线上演出作品的版权价
值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线上演出成为行业的有
力补充，但免费或者低价的收费模式以及仅依赖有
限的直播打赏，无形之中增加了“云演播”的盈利
难度。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在目前看来，刚刚起步
的线上演出需要更多地传播，但引导付费的探索是
至关重要的因素。

四川公共图书馆

将实现刷社保卡借书
据成都商报，记者近日从四川省人社厅获悉，

即日起，四川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将陆续启用社保
卡(含电子社保卡)作为读者借阅证，实现图书借
阅、图书查询以及馆外访问馆藏数字资源的读者服
务，并探索实现全省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图书通借通
还服务。四川省群众持已激活的社保卡至全省各级
公共图书馆均可实现“立刷立读”。

据悉，“社保卡读者证”是四川省人社和文旅
部门联合推出的便民惠民服务，对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借阅图书的便捷度、提高全川人民的阅读水平
有着重要意义。此举打通了部门间信息系统，通过
共享融合，充分利用社保卡“实人实名实卡认证”
功能，让群众使用实体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就可享
受图书借阅服务。这意味着，社保卡将成为读者走
进图书馆的身份凭证。

全国魔术、滑稽比赛

将举行
据中新网，记者近日从中国杂技家协会获悉，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全国滑
稽比赛”决赛将于5月1日至5月5日在深圳举办。

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由中国文
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业奖
项，是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项。

据介绍，截至2021年3月底，全国21个省份和
香港、澳门的53个杂技团(校)和新文艺群体的59个
节目报名参加魔术比赛，11个省份和澳门的24个杂
技团(校)和新文艺群体的26个节目报名参加滑稽比
赛。

中国杂技家协会方面强调，本次参加初评的59
个魔术节目中有44个节目属体制外杂技团体和个人
参赛，占比74 . 6%；26个滑稽节目中有13个节目属
体制外杂技团体和个人参赛，占比50%。单从参赛
节目数量上看，新文艺群体已经成为我国魔术、滑
稽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青年人数字阅读亦坦然

红陶兽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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