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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期刊《自然》在1869
年的创刊号就提及了中国，但中国
成为这本顶级学术刊物日益关注
的焦点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随着中国科研产出快速增长，
无论是《自然》的中国新闻专题报
道，还是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数量
都屡创新高，中国愈加频繁地成为
封面文章的主角。梳理《自然》封
面上的中国主题，也为观察中国科
研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别样视角。

从“四海总图”到“鸟巢”

《自然》是科学界普遍关注的、
国际性、跨学科的周刊类科学期
刊。杂志除刊发经过严格同行评
审的论文外，也刊发社论、新闻、专
题等文章，主要报道科研人员关心
的话题，包括科学界最新动态、研
究资助、商业情况、科学道德和研
究突破等。

在《自然》创刊150周年研讨会
上，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
科学总监杨晓虹展示了 1985年 11
月 21日的《自然》封面——一幅清
代总兵陈伦炯编撰的《海国闻见
录》中的插图“四海总图”。封面文
章聚焦中国科学发展状况，题为
《科学在中国》的报道探讨了中国
科研的运作机制和政策，列举了中
国当时在高能物理、空间探索、地
震预测等领域的科研水平。文中
还提到清华大学的自行车“停车
难”问题，以及校办工厂和发电站，
向世界描绘了中国顶尖院校的蓬
勃生命力。

20年后，更加现代化的中国登
上《自然》封面。2005年6月29日
刊的封面是一幅上海闹市区街头

熙熙攘攘的图景，东方明珠电视塔
隐约可见。封面文章《中国在世界
中的位置》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
环境问题，文章肯定了中国应对环
境问题的决心，也提出了建议。

2008年7月24日的《自然》中
国特刊封面上，展示了夜色中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
巢”。特刊聚焦中国科学发展，并
评论说：“中国目前论文发表数量
比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要
多，在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上排名
第三。中国科研的蓬勃发展意味
着将在一个更加多样化、没有国家
主导的全球科研界扮演一个显著
角色。”

2016年 6月23日的《自然》中
国特刊封面绘制的是青花瓷纹样
的试管和烧瓶，当中培养着火箭、
卫星、海洋生物等。特刊描述了中
国科研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里飞速
崛起”，探讨了中国创新面临的挑
战，还评选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

“神奇动物”研究显优势

《自然》科研中国办公室近日
整理出2000年后登上封面的一些
重要中国研究成果，其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都是中国学者，且来自中
国研究机构。

数量最多的研究当属“神奇动
物”，即对珍稀古生物的研究，体现
了中国研究者在进化研究方面的
优势。比如2003年 1月23日刊的
封面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恐龙。
这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徐星等人对“顾氏小盗龙”
化石的研究成果，为鸟类的恐龙起
源说提供了证据。

时隔两年，中国科学家对恐龙
演化的研究再次登上《自然》封
面。2006年12月14日，来自同一研
究所的孟津及同事报告了来自内
蒙古的一种中生代哺乳动物“远古
翔兽”，将哺乳动物滑行飞行的历
史向前推了至少7000万年。

此外，登上封面的其他古生物
还有长有类似蝙蝠膜翼的擅攀鸟
龙科恐龙、周口店北京猿人、距今
约1.24亿年的真双子叶被子植物大
化石“李氏果”。

此外，中国生物学和医学研究
也多次上榜封面，如大熊猫基因测
序、埃博拉病毒研究、造血干细胞
和祖细胞研究等。

中国科研迅速崛起

最新登上《自然》封面的中国
研究又一次提到了清华大学自行
车。这是去年8月1日清华大学施
路平教授团队发表的关于人工通
用智能芯片“天机芯”的研究，也是
中国人工智能研究首次登上《自
然》封面，反映了近年来中国该领
域科研力量的迅速崛起。

研究团队将“天机芯”用作一
辆自行车的“大脑”。在清华大学
操场上，无人操控的自行车稳步
前行、转弯、避障，场面颇有些魔
幻色彩。

“论文作者将人工智能中的
计算机科学研究与神经科学研究
结合起来，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
要里程碑。”《自然》总编辑玛格达
莱娜·斯基珀此前接受记者专访
时说。斯基珀说，1997 年时《自
然》发表的原创科研论文中只有
0.4%涉及中国作者，2017 年已增
至约15%。

“我们在衡量科研质量时，会
考虑科研对特定领域、科学界和社
会的潜在影响，科研诚信等因素。
我们在观察中国科研工作时，发现
所有这些衡量尺度都有提升。”斯
基珀说。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 王学涛）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日前公布2019年山西重要
考古发现，其中考古工作者在吕梁地区首
次考古发现北宋“柿色彩”瓷器，填补了吕
梁陶瓷考古的空白，为这类极具山西地方
特色的瓷器产品证实了又一个产地。

2019年，考古工作者根据线索，在吕
梁市兴县北部魏家滩镇西磁窑沟村北的
山谷中发现了古瓷窑址，并于5月至10月
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窑炉、作坊、灰
坑、澄泥池等遗迹，12月底前对出土的瓷
片进行了初步拼对。

据介绍，西磁窑沟瓷窑址时代在北宋
至金代初期，呈现出一种小而全的小作坊
式生产面貌。出土瓷器产品以日用粗白瓷
为主，器形有碗、盆、盏、盘、罐、执壶、盒、盖
等，另外还有少量粗胎黑釉、褐釉产品。

瓷器产品素面居多，目前所见装饰以
釉下白釉褐彩、白釉赭彩为主，烧成后产
品呈现鲜艳浓厚的“柿黄色”或“柿红
色”。装饰手法以软笔点顿、勾绘为主，笔

法粗犷、线条流畅。
装饰题材多为抽
象线条花卉纹，风
格质朴、活泼，富有浓
郁的民间气息。

“无论是产品器形、装
饰题材，还是色彩呈色，这
次发掘的瓷器明显有别于其
他省份生产的类似装饰手法的
产品，极具山西地方特色。”西磁窑
沟瓷窑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岩说。

刘岩介绍，西磁窑沟瓷窑址的发掘
是吕梁地区古代瓷窑址的第一次考古发
掘，从发掘结果看，虽然这里地势局促，
生产规模较小，产品面貌相对单一，但为
探讨中原、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技
术传播、吕梁地区陶瓷生产传统来源、生
产经济模式研究以及北宋与辽、西夏关
系等方面都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具有重
要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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