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壁画上绘于
唐代的《出使西域图》，
反映的是开辟丝绸之
路第一人——张骞出
使西域的故事，也是中
国绘画作品上最早反
映这一重大题材的艺
术作品。

敦煌壁画是我国
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
这一幅唐代的《出使西
域图》，气氛庄严，场面
宏大，分为三个部分，
即“汉武帝甘泉宫拜祭
金人”“汉武帝送别张
骞”以及“张骞到大夏
国”的场景。

《汉书》记载：“张
骞，汉中成固人也。”是
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
外交家和探险家。公
元前 2 世纪，张骞从汉
长 安 城 出 发 ，历 经 20
年，凿空万里，两使西
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
之路，与西域各国建立
了友好关系，为中外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作
出了伟大贡献，被誉为

“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
界的中国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
西域，是建元三年（公
元前 138 年），张骞“以
郎应募，使月氏”。郎，
为皇帝的侍从官，没有
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
被选授重任。张骞出
使西域是为贯彻汉武
帝联合大月氏共同抗
击 匈 奴 之 战 略 意 图 。
他从长安率队出发，至
陇西一带，被匈奴截住，拘禁了10
多年。但张骞持节不失，始终保
持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
逼他娶当地女子为妻，可这丝毫
也没动摇他出使月氏的决心。终
于找到机会率部属逃离匈奴，向
西急行，越葱岭，经大宛（今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过康居（今哈
萨克国东南），抵大夏（今阿姆河
流域），最后来到大月氏国。但却
没有得到大月氏国联合抗击匈奴
的响应，他只好归国。谁知又被
匈奴截住拘禁了一年多后，在公
元前 126 年匈奴内乱时他才得以
脱身，历经千辛万苦返回长安。
他出使时率 100 多人，返回时只
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

这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目
的，但对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
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
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元朔元年，张骞随
大将军卫青出征，由于
他熟悉沙漠的地理环
境，“知水草处，军得以
不乏”，立下大功，被封

“博望侯”。
公元前121年骠骑

将军霍去病直捣匈奴
老巢，大败匈奴，形势
发生了大的变化。此
时张骞向汉武帝提出

“联络乌孙，再抑匈奴”
的 建 议 ，被 封 为 中 郎
将，第二次出使西域。
他率 300 人组团，每人
备双马，带牛羊万头，
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
万 ”。 并 联 络 乌 孙 成
功，他又遣副使持节到
大宛、康居、月氏、大夏
等国。元鼎二年（公元
前 115 年）乌孙王派数
十人护送张骞回到长
安 ，被 朝 廷 拜 为 大 行
令。第二年，即公元前
114 年，张骞在长安被
病魔夺去生命，葬回他
的故乡汉中城固。现
在城固有张骞墓，被列
入“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
文化遗产项目。墓前
有三通石碑，正中墓碑
隶书“汉博望侯张公骞
墓”，还有二尊石虎，经
千 年 风 雨 ，虽 剥 蚀 严
重，但仍雄奇威武，虔
诚地卫护着这位开辟
了丝绸之路的千古第

一人。
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张

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长安（今西
安市），很多地方都有“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绘画、雕
塑作品，以纪念这位烛照千秋的
不朽人物。

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
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
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
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这幅《唐·出使西域图》还两次
被中国邮政搬上有“国家名片”之
誉的邮票。第一次是1992年9月
15日发行的《敦煌壁画》邮票第四
组第4枚画面上“唐·出使西域”局
部图。第二次是 2012 年 8 月 1 日
发行的《丝绸之路》邮票上的小型
画面上是“唐·出使西域”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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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
张志飞课题组联合英国杜伦大学
马丁·史密斯，对寒武纪早期澄江
化石库中的澄江拟管虫化石进行
研究，发现该化石为地球已知最早
的隐居型环节动物（环节动物门多
毛纲下的一个亚纲）。该发现将环
节动物冠群类—蛰龙介虫目的化
石记录前推至少2亿年。

在生物谱系上，所谓“冠群”即
指所有现生类群成员的最近共同
祖先及其后裔。与之相对的则是

“干群”，即在冠群之外，但又与该
冠群有更密切谱系关系且已绝灭
的生物类群。

该研究还发现，有些现生动物
门类的大多数类型，如环节动物，
可能并不在特异型化石保存（指化
石保存状况好，一般生物的器官构
造和软组织都能保存）的环境中繁
盛或生活。因此，特异型化石库并
不能完全揭示地球生命演化的历
史过程，还需其他环境化石的约束
和补充。这为进一步探索现生动
物类群的化石空白提供了新思路。

据介绍，地球生命有 38 亿年
的历史。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认为
寒武纪生物大爆发诞生了地球动

物树的基本框架，衍生了现代动物
门类的根，至4.8亿年后的奥陶纪，
各门类的纲、目、科、属、种不同动
物类群才大量出现，地球动物树才
开始枝繁叶茂。目前地球上的动
物大概有38个门类。

这其中，环节动物作为现代重
要的动物门类，在海洋和陆地上都
十分常见，比如大家熟知的蚯蚓、
沙蚕和蚂蟥。

之前有研究认为，环节动物出
现在寒武纪早期，主要隶属环节动
物干群或者古环节动物亚门。据
最新研究，环节动物门存在或起源
于隐居纲祖先，现代的扇毛虫（俗
称笼头虫）就属于这个类群，但缺
乏早期化石记录。

澄江拟管虫 1997 年被发现于
我国云南澄江化石库。由于其身
体前部有成圈的刺状结构，澄江拟
管虫被认为是最早的帚虫动物，但
一直缺乏系统描述和研究。

利用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
所长期积累的 15 枚标本，张志飞
团队对澄江拟管虫化石进行了重
新研究。他们发现，该动物呈蠕虫
型，包括圆柱形的躯干和可伸缩的
前区，即吻部。吻的基部周围长有

束状长刺，绕躯干前部周围环状分
布。吻部可收缩和膨胀。膨胀时
表面有明显的瘤突，收缩后瘤突通
常不可见。

澄江拟管虫因为身体前边发
育成圈的刺而被解释为最早的帚
虫，新的研究发现这些刺与帚虫的
触手不同，是束状和栉状分布的，
可以伸缩，并内卷到身体前端。身
体前端有发育伸缩的吻部，吻部上
长有成对的瓣鳃用于取食。这些
与现代扇毛虫类最为相似。

张志飞介绍，现代的扇毛虫在
海底表面沉积取食，其肠道分布与
澄江拟管虫的肠道形态比较一致。

除了化石形态上的对比外，该
研究还整合了现代环节动物的形
态和分子数据进行支序分析。所
有分析都高度支持澄江拟管虫+
扇毛虫分支，表明该化石代表地球
已知最早的扇毛虫。

“对扇毛虫类的分析结果表明，
澄江拟管虫属于高度演化的冠群环
节动物，隶属于隐居型的丝鳃虫中
的扇毛虫。”张志飞表示，因为扇毛
虫系统位置较高，其他谱系类群在
它们出现前应该已经发生辐射，据
此推测，环节动物的诸多类群在澄

江动物时期已经高度多样化。
张志飞表示，如果推测冠群环

节动物在寒武纪多样性已经很高，
但其化石却十分稀少，这似乎存在
矛盾。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冠群
环节动物生活的环境并不适宜特
异型化石保存。若果真如此，那么
证明寒武纪特异型化石库保存的
化石类型并不能完全代表寒武纪
全部的生命群落面貌。

此外，对澄江拟管虫的研究将
环节动物的辐射从分子生物学研
究推测的奥陶纪，前推到地球显生
宙的起始——寒武纪大爆发时期，
表明环节动物冠轮类原口动物在
寒武纪第三阶之前已经大量出
现。该研究首次将环节动物亚门
的祖先前推至寒武纪早期。

该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地球动物
树三幕式成型新假说，即地球动物
三大亚界、四大超门在5.6亿至5.2
亿年的前寒武纪—寒武纪界限附
近以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和后口动
物三幕式依次出现的过程，显现了
寒武纪大爆发的突发性和阶段性
的特点。

（据《中国科学报》）

澄江动物群发现现代环节动物澄江动物群发现现代环节动物

依据气候规律，每年的 4—9
月是我国的主汛期，也是雷暴天气
的高发时段。据统计，全世界每天
大约有 44000 场雷雨，800 多万次
雷电，每年约有 4000 人因雷击而
丧生，至于因雷击而引起的财产损
失，数目则更为惊人。

雷击是“天灾”。我国自古就
有“雷公”的传说，以为雷击是老天
发怒所致。事实上，雷电不过是大
气中的放电现象，雷电如果产生在
云地之间就是雷击，如果人处于雷
击范围，又没有避雷措施，那么雷
击事故就很难避免。

令人惊奇的是，我国古代建筑
就考虑到了避雷装置。《淮南子》

《左传》等书里都有关于避雷的详
细记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古代
建筑的避雷，采取的是一种绝缘避
雷和自然消雷相结合的绝妙方
法。建筑物台基使用的主料为砖
石，灰浆由白灰、糯米、白矾等合
成，地下则铺有厚达一尺的焦炭，

墙体主料也是木材、砖石、灰浆等，
整个建筑物如同一尊良好的绝缘
体，而点缀其间的金属材料或装饰

品则相当于现今的避雷针、避雷
网、避雷球，起的是引雷入地、自然
消雷的作用。

要避免或减轻雷电灾害，就必
须合理安装避雷设施，并做到定时

检测，及时消除隐患。除此以外，
准确、及时地做好雷电预报也是变
被动为主动的良策之一。

《吕氏春秋》载，春雷震响的前
三日，官府要遣专人摇铃告示百
姓：“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
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似乎古人已
有预报雷电的意识，只是这预报的

时限和时效太模糊了，“告示”本身
也充满了迷信色彩。

如何准确地预报雷电？我国
这方面的工作一般是通过对天气
系统的分析，在作雨量预报时顺带
报出雨的性质是否为雷雨，如是雷
雨，当然就得注意防雷了。

其 实 ，雷 电 也 可 以 单 独 预
报。科学家已研究出一套雷电预
报系统：先在预报台站安装一部
大的天线和无线电接收机，每个
预报台的计算机都与中心站的大
计算机相连，当使用天线和无线
电装置收听到雷电轰击地面的声
响时，计算机则记录下雷电轰击
的地点，各台站则将已做过分析
处理的雷电数码汇报给中心站，
中心站的大计算机再汇总各台站
的情况绘制雷电预报图，标出雷
电将发生的位置。人们就可以利
用这张图，事先避开危险的雷电
区，或采取一定的防雷措施，从而
达到避雷、减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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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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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讲台为国育才立德树人守初心

“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在陕西
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厅，镌刻着一代
学术宗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
林教授手写的八个大字。这是霍先
生的人生写照，也是该校古代文学
教师团队的治学传统。霍松林先生
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长达半个多世
纪，用他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很简
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
书、写书三件事。”

“霍先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
教师团队的一面旗帜。”中国古代文
学教师团队负责人、文学院教授张
新科说，“团队的发展和学校历史同
步，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经过几代人
薪火相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
队伍和研究阵地。”团队现有25人，
其中不乏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
政府特贴专家、国家级特聘教授、陕
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教书育人楷
模等荣誉获得者。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
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这是学生
们对张新科教授的印象。“基础要
牢，眼界要广，思路要活”这 12 个
字，他时常挂在嘴边。“要去读原
典，要去读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
笨功夫，也是一个苦功夫，但也是必
须做的功夫。”那满是批注的书本，
重逾百斤的稿纸，奠定了张新科教
授学术殿堂的坚实基础。在张新科
心里，学生的事永远是第一位的。
近两年，因为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他不得不停下本科生的课程，但对

于硕博生们，他仍旧尽心尽力。
为人师表、敬业爱生是团队共

有的品质。
“我的一篇作业，140 字的摘

要，刘老师就修改了 5 处，并写下
大段评语。师母说老师常常批改
作业到凌晨一两点，高度近视的眼
睛经常充血仍不肯休息，我们都很
心疼。”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桂增
谈到导师刘生良教授时说。认真
和尽责，是刘生良两张公认的名
片。从教 40 余年来，刘生良一直
在一线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15
年 来 年 均 工 作 量 达 到 1000 余 学
时。2021 年，他被评为陕西省教书
育人楷模。

“团队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激发
活力，注重新技术、新理念的创新推
动，适应国家新文科发展趋势，把传
统教学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相结
合。”张新科教授说。

八水绕长安，永兴坊、昌明坊等
唐长安城110坊，白居易、王维等唐
代文人坊中居所，玉门关、楼兰等丝
绸之路文化名地……古代文学作品
中的文字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
重现——唐诗话长安城虚拟仿真实
验”中得到惟妙惟肖的展现，“我们
利用VR与AR技术，在虚拟仿真世
界中还原唐代长安城核心格局，让
学生更好领悟唐代文化，感悟文化
自信。”课程主持人、文学院教授柏
俊才说。潜心钻研教学、用心打磨
课程，团队打造了一系列深受学生
欢迎的“金课”。张新科教授主持的

“中国古代文学”获国家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柏俊才、刘生良、吴言生三

位教授主持的课程分别获得国家首
批一流本科课程，柏俊才教授“唐诗
与长安文化”被评为国家级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在张新科教授的带领
下，团队不断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中
的德育元素，守好“责任田”，获得
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

团队坚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张新科
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
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陕
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刘生良教授主持的“中
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背—摹—
赏—探’有效教学范式”获陕西省教
学成果一等奖。

立足长安守望丝路代代学人担使命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开创历
史！”1982 年，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
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霍松林教授
的这番讲话引发热烈掌声，台下大
学三年级的张新科听得热血澎湃。

“这是《史记》研究史上一次空
前的盛会。”1988 年，全国《史记》学
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已
留校任教的张新科在撰写的论文

《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综述》中
写道。

“希望将‘111 引智基地’建设
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2018 年，在教育部、国家外国
专家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陕西师范大学首个以人文学科
为主体，融合工科、艺术等学科的建
设基地——“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启动会上，
负责人张新科教授详细介绍着，他
对基地的未来充满期待……

细数走过的点滴，团队秉承“敢
为人先，追求一流”理念，不变的是
长安情怀、丝路使命。“西安是十三
朝古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研
究中国古代文化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我们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形成了几个研究重心。”张新科
教授说。

自 从 学 生 时 代 与《史 记》结
缘，30 多年的学术生涯，张新科围
绕《史记》这本大书，先后发表百
余篇学术论文，出版 10 余部专著，
主编 20 余种学术著作。《史记》以
其丰富的内涵给予张新科教授源
源不断的学术养分，张新科教授
也以对《史记》专注的热爱回报了
它，将当代“史记学”推向新的高

度。《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中
华学术”外译项目，《史记中的治
国理政智慧》被列入“丝路书香”
外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
之路》入选 2019 年度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张新科带
领团队在《史记》研究、长安文化与
中国文学研究等领域不断攀登研究
高峰，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近
5 年来，团队获批国家和教育部基
金重大项目 3 项、重点项目 2 项、一
般项目 9 项，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
科青年成果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奖等30多项。

心怀大爱凝铸师魂西部红烛闪光芒

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也是
学校“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的传
承者和践行者。

2013 年 至 2021 年 ，张 新 科 教
授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为学科

建设和学院发展殚精竭虑。2017
年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语 言 文
学”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
科，2019 年、2020 年汉语言文学专
业、秘书学专业先后入选国家一
流专业，2022 年“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顺利进入第二轮“一流学科”
建设期。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
科由此踏上了新的阶梯，成为我
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及发
展的中坚力量。2019 年以来，即
便张新科教授身患重病，但他依
然与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院圆
满 完 成 了 学 校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任
务，做到了教书育人和学院发展
两不误，实现了爱国之情、强国之

志、报国之行的高度统一，为教育
事业作出了贡献。

“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的
事无小事”，作为团队负责人，张新
科教授总是这样嘱咐青年教师。他
精心设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计划”，担任教学导师，帮助青年教
师提升教学能力，形成良好的职业
素养。“求学期间，我深受团队各位
先生和前辈的熏陶和濡染，作为青
年教师，我要用奉献和付出，照亮学
生思想，启迪学生智慧。”文学院王
伟教授说。

“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援疆，祖国
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刘生良教授
62 岁主动申请援疆，成为教育部第
九批援疆干部中年龄最大的同志。

“五百日在西域殚精竭虑有始有终
一心援疆无他念，八千里出阳关风
尘仆仆无怨无悔双手帮扶有真情”，
正是他援疆情怀和工作的写实。“我
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要用‘西部红
烛两代师表’精神，涵养激励学生尤

其是公费师范生的情怀和志向，希
望他们未来走上讲台，立足西部、教
育报国。”

春风化雨，嘉种萌芽。陕西师
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言传
身教、悉心培育，一代代年轻的教师
和学子们，追随着前贤的脚步接续
前行，两代师表，蕴积涵育、守中不
移，肩负起“教教人之人，育育才之
才”的光荣使命，书写着西部教师教
育的奋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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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

2022 年，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师
团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数十年来，团队践行
学校“西部红烛两代师表”
精神，始终把教书育人、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重中
之重，秉承“敢为人先、追求
一流”理念，聚焦国家重大
需求，不断攀登研究高峰，
积极服务社会……

避 雷 古 今 谈避 雷 古 今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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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张新科教授团队负责人张新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