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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 1 年 1 月 12 日 sc ic cen 杂志在新闻聚焦专

栏
,

发表了一组共 5 篇的 9 页长文
,

全面介绍了中国

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
、

现状和问题
。

首篇
“

精美的中

国化石增添了生命史书的新篇章
”

的开头这样写到
:

“

中国
,

四合屯村— 周忠和是因为化石而回到了中

国
。

3 6 岁的他凝视着这片曾经是浅水的湖泊
,

曾经

到处是鱼类
,

鸟类和恐龙生活 的地方
,

心中暗想
,

对

于一位古鸟类学家来说
,

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一

个比这个中国东北农村的小山丘更好的工作地点

了
” 。

在同期的另外一篇题为
“

度过艰难险阻
,

研究

驶人快车道
”

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
: “ 19卯 年

,

当周

忠和在堪萨斯大学获得古脊椎动物学博士学位的时

候
,

他己经发表了足够的论文
,

并能在美国开始他的

学术生涯
,

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却用
`

百人计划
’

把他吸引了回来
” 。

其实
,

作为该研究群体的学术带头人周忠和回

国的决心早在出国前就已经下定
,

此时他只是未改

初衷而已
。

作为研究所的第一个
“

百人计划
”

获得

者
,

他没有让人们失望
,

更没有浪费历史赋予的千载

难逢的机遇
,

回国的短短 4 年里
,

他带领一群与其年

龄相仿的年轻人
,

开辟出一番天地 ;热河生物群研究

课题组也取得了一项项引人瞩目的成果
。

他们从

1望刃一 2X( 又 年
,

仅在 从“。 和 反 ic二 上就发表了 17

篇论文
。

刀山 , 和 反 ic二。
杂志多次对他们的成果进

行专文 介绍 和评述
。

例如
,

他们于 2以X)
、

2加2
、

和

2X() 3 年分别在 刀山 u er 发表了赵氏小盗龙
、

原始热河

鸟和顾氏小盗龙的研究成果后
,

反ic二 进行了及时

的详细报道
。

2X( 刃 年
,

周忠和作为大会秘书长
,

以

课题组骨干为主要依靠力量
,

成功地在北京组织了

首次在亚洲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古鸟类大会暨热河生

物群研讨会
,

Na
t
uer 和 cS

~
均到会采访

,

并随后发

表了会议的报道
。

2X() 2 年
,

周忠和还被特邀在 23 届

国际鸟类学大会上作大会报告
,

这对我 国学者来说

尚属首次
。

2印 3年
,

周忠和等人应邀在 八h ￡
* 上发

表了有关热河生物群研究的长篇综述
,

充分显示 了

该课题组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和地位
。

该群体除学术带头人周忠和外
,

还聚集了一群

优秀的年轻学者
。

今年才 35 岁的徐星在 1望珍- -

2X() 3 年在 刀山uer 发表了 8 篇第一作者的论文
,

在国

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

也引起了世界各地媒体的

广泛关注
,

其中包括英国的 B B c
、

美国的 iD sc voe yr 频

道
、

sc
~

、

八h `初砚Z 晓醚卿明hy
、

八映` oY kr 矛沁吧 ,
等

。

iD s c o v e yr 制作的有关节目
,

称徐星为
“

最有前途的新

一代古生物学家之一
” 。

2X() 1 年徐星获得了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该群体里
,

在 八乞￡“ 阳 或 & i
-

~ 发表过第一作者论文的还有研究哺乳动物的王

元青
、

胡耀明
、

学习现代鸟类学出身的张福成及学习

地质学出身的汪筱林等人
。

值得一提的是
,

这些文

章很少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
,

大多数是课题成员们

合作的结果
。

汪筱林由于出色的野外工作能力和坚

实的地层学基础
,

被大家推为野外发掘工作的总负

责
。

今年 34 岁的王原已经是 4 种学术和科普专著

的副主编
。

1 + 年一剑成功路

198 8 年
,

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周忠和第一次

来到了辽 宁朝 阳的北票地区采集鱼类化石
。

1塑X )

年他加人到由该研究所金帆带领的
,

包括张江永在

内的一个研究小组 (也就是最初的辽西课题组 )
,

专

门研究辽宁阜新和朝阳地区中生代鱼群和相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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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他们踏勘了几十个鱼类化石地点
,

采集了数百

条鱼类化石
。

其中的一些种类属于以前从未发现过

的类型
,

后裔一直活到了今天的原始的鳃鱼化石
。

这一发现引起了周忠和 的浓厚的兴趣
,

19 9( ) 年 9

月
,

他又单独来到朝阳波罗赤寻找这种化石
,

没有想

到
,

却意外发现了当时早白垄世最重要的鸟类化石

地点
。

这一年的野外工作不仅确定了周忠和今后十

多年的研究方向
,

而且也同时改变了他的研究兴趣
,

从此专心研究古鸟类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课题组的队伍逐渐扩大
,

鸟化

石发现不久
,

古鸟类学家侯连海加人了课题组
,

199 5

年
,

他和周忠和等一起报道了孔子鸟的重要发现
。

美国 加
`沉℃理 杂志把这一发现评为 199 5 年世界一

百条科学新闻之一
。

随着张和兽等哺乳化石的发

现
,

古哺乳动物学家李传夔以及他的二位学生王元

青
、

胡耀明也加入了课题组
。

199 5 年开始
,

课题组

的队伍里又增加许多新的成员
,

包括徐星
、

汪筱林和

张福成
。

199 7 年王原从美国学习两栖类并获得生

物学硕士学位回国后
,

加人课题组从事两栖类研究
。

到了这时
,

一个以 30 多岁年轻人为主体的
,

阵容强

大的学术群体已经基本形成
,

他们发现和研究的化

石的门类也不断丰富
,

由最初的中生代鱼类和地层
,

已经逐步扩大到包括鸟类
、

哺乳类
、

恐龙
、

翼龙
、

龟鳖

类
、

晰蝎
、

水生爬行动物
、

两栖类
、

鱼类以及地层学等

诸多领域
。

最近几年
,

他们立足辽西
,

发现并研究的重要化

石丰富多彩
,

硕果累累 ;从原羽鸟
、

长翼鸟
、

燕鸟
、

热

河鸟
,

到中国鸟龙
、

北票龙
、

锦州龙
、

小盗龙
、

尾羽龙
、

中国猎龙
,

再到爬兽
、

戈壁兽
、

郝氏翼龙
、

热河翼龙
、

中国翼龙
、

潜龙
、

三燕丽蟾等等
,

每一种化石几乎都

可 以讲述出一段生物进化的精彩故事
。

由于热河生

物群课题组以辽宁西部的热河生物群为主要研究对

象
,

一年几个月在辽西地区进行野外工作
,

所以在研

究所通常被人们简称为
“

辽西队
” 。

现在
,

这支
“

青年

突击队
”

在
“

领头雁
”

周忠和的带领下
,

已在科研的

竞技场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

2 标新立异满园春

中国人聪明
,

但比较含蓄
,

这和西方人的性格是

不同的
。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
,

周忠和在美国留学的

时候就深有体会
。

由于我们的基础科学比较落后
,

他觉得中国人必需有表达不同观点的勇气
,

如果跟

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
,

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

位
。

199 3 年有人在 从材“ 陀 发表了一个争议很大的

化石
,

199 5 年他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完全

不同观点的论文
,

引起同行们刮目相看
。

他的这种

独立思考的态度早在 199 3年第一次访美的时候
,

便

给他的导师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

直到现在
,

他和他

的导师在鸟类起源上的观点也大相径庭
。

该群体在科学研究中
,

积极鼓励和倡导
“

自由之

思想
,

独立之精神
” 。

例如
,

在鸟类飞行起源的研究

方面
,

国际学术界存在两派主要观点
:
一是在鸟类恐

龙起源说前提下的地栖起源说 ;而另一是鸟类非恐

龙起源的树栖起源说
。

前些年
,

他们从古鸟类的证

据出发
,

一方面支持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
,

另一方面

又赞成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说
。

当时持这种观点的

人很少
。

2仪X) 年
,

徐星
、

周忠和等人研究赵氏小盗

龙后
,

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恐龙具有树栖习性的证据
,

并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

2X() 3

年徐星等人再次在 N山 u er 发表了顾氏小盗龙的论

文
,

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翅膀恐龙的概念
,

而且进

一步支持了他们的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说
。

他们的

这些工作
,

在地栖起源说 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界掀起

了一股不小的波澜
。

反ic二 杂志两次对他们的文

章进行了积极的评述
。

2X() 1 年
,

张福成等人还发表

了另外一种重要的树栖的澎龙— 树息龙
,

从而进

一步支持了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说
。

在大胆挑战权威观点的同时
,

该群体还积极支

持百花齐放
,

鼓励不同观点的共存和争论
。

例如
,

徐

星等人根据中国鸟龙原始羽毛的研究
,

提出羽毛的

最早出现和鸟类的飞行没有直接关系
,

从而对传统

的羽毛的飞行起源假说提出了挑战
;而张福成等在

反
~

发表了原羽鸟的原始羽毛
,

提出了不同的羽

毛起源的模式
。

热河生物群的地层时代问题历来是学术界争论

的焦点所在
。

汪筱林等人通过与国内外同位素实验

室的多次合作
,

利用40 A川 39
沁 等方法

,

测定了义县组

及下伏土城子组的精确年代
,

从而确立 了热河生物

群的时代为早白奎世
,

有关测年的结果在 八b 忿uer 等

刊物发表后
,

为国内外学者广为采用
。

然而
,

目前对

于内蒙古道虎沟的一套含化石地层
,

他的观点不仅

和国内许多学者不同
,

甚至在同一课题内
,

也具有彼

此不同的观点
。

关于热河生物群的性质
,

国外学者曾提出这是

孑遗生物的避难所
。

周忠和等在他们的 八乞忿“柑 综

述中
,

对此基本给予了否定
,

提出了热河生物群是许

多生物发祥地和辐射中心的观点
。

他们的这些看法

不仅基于我国最近发现的大量的化石证据
,

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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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了古地理的资料
。

该研究群体的研究工作与成

果不仅打破了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在特异生物群研

究方面以特异化石的发掘为主的局面
,

而且在理论

与实质性创新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

科学研究

的精髓在于创新
,

而创新就意味着敢于向传统理论

挑战
。

该群体的科研工作经历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

是
:
只要我们言之有理

, “

人微
”

未必
“

言轻
” ; 只要我

们踏实工作
, “

位卑
”

也能报国 !

3 科普园里一奇葩

古生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

给生物进化论提

供了重要佐证
。

化石的独特魅力
,

也易于引起公众

的广泛兴趣
。

因此
,

古生物学常常在科学普及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

该群体研究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很大

的社会影响
,

因此
,

其研究成果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已

经发表的多篇高水平研究论文方面
,

也表现在广泛

的科学知识传播与社会效益方面
。

他们的研究成果

曾经人选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 ( 199 9 年 )
,

中

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 2仪X) 年
,

2X() 1 年 )
,

和中国

十大科学进展 ( 2X() 3 年 )
。

他们认为
,

科学家既要能

在象牙塔里耐得寂寞
,

也要能在大千世界中
“

潇洒走

一回
” 。

科普应是科研工作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

该

群体里有不少的科普能手
。

例如
,

徐星
、

张福成等都

发表过科普的专著
,

而且还得到过很多的奖励
。

王

原担任副主编的《史前生命历程》是解读生命丛书的

第一本著作
,

书中的内容有一半又是这个课题组的

成员完成的
。

这套丛书 2田3 年获得了第五届全国

优秀科普奖图书类仅有的三个一等奖之一 ;同时
,

汪

筱林和周忠和合写的一篇文章
,

获得了报刊科普作

品类二等奖
。

此外
,

他们还协助拍摄了许多国内外

的电视节目
,

其中还有不少也得到相关领域的奖励
。

2X() 1年
,

以课题组为主体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研究所还举办了一次海峡两岸大学生古生物夏令

营
,

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周忠和担

任副营长
,

他的课题骨干们一个个成为了夏令营的

老师
。

在大力进行科学普及的同时
,

该群体还不停地

呼吁对化石的保护
,

谴责化石的走私
,

以不同的方式

向国内外的同行和新闻界宣讲中国的文物法和化石

保护法
。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

他们曾经成功地将

走私到美国的
“

古盗鸟
”

化石追回国有
,

让中国的法

律在国际上赢得了尊严
。

他们也曾经努力地呼吁德

国的一家博物馆归还从我国走私出去的一件珍贵的

鹦鹉嘴龙化石
,

虽然最终没有成功
,

却在国外引起较

大的正面影响
。

从“
, 和《明镜周刊》等国外杂志对

此事进行了报道
,

走私化石的不光彩行为得到了有

效的遏制
。

对于周忠和和他的群体来说
,

与媒体打交道
,

如

同一把双刃剑
。

科学普及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

他

们对此并不陌生
。

作为地质工作者
,

他们特有的那

种无拘无束的风格赢得了许多记者
、

编辑的理解和

信任
,

有的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

然而
,

有时他们又

是那么的谨慎
,

不愿意在这一方面花费过多的时间
。

他们最担心的是有些媒体在报道中不负责任的故意

夸大
。

群体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

凡是涉及到

收费的报刊宣传或约稿等
,

无论来头多大
,

一概拒

绝
。

他们不愿意社会上一些不 良的学术风气破坏了

他们专心科研的心境
。

周忠和率领的研究群体虽然已经取得了创新性

成果和荣誉
,

但他们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
。

他们

知道所有这些离不开他人前期的工作和长期的积

累
,

而且也得益于中国的地大物博和资源 的优势
。

然而
,

有许多方面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

如
:
如何加

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

对热河生物群的总体演化规

律和形成的地质环境背景提出新的见解
,

这是周忠

和与他的同事们目前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

我们

坚信
,

这一年轻的科研群体
,

已经在近十多年的摸

爬滚打中成熟起来
,

春华过后迎秋实
。

我们殷切地

期待着他们会以更丰硕的科研成果来贡献人类
,

服

务社会
,

报效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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