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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
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近日亮相国家
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
研究中心同日揭牌。

展览分为“大典犹看永乐传”“合
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
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5个
单元，精选包括善本、舆图、手稿等在

内的馆藏精品60余种70余册（件），全
面展示了《永乐大典》的编纂经过、版
式外观、聚散流变、辑佚影印，重点讲
述了《永乐大典》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明珠还于合浦”的过程。
本次展览有9册《永乐大典》嘉靖

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同时配合展
出还有明抄本、明刻本、明拓本等40余

册（件）古籍精品，以及入藏《永乐大
典》的相关档案复制件。

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
验，展览运用了沉浸式环幕、互动游戏
等手段。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查阅
《永乐大典》回归图表和数据库，观看
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
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图像。

据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乐
大典》研究中心的成立，旨在联系组
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永乐大典》进
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展示推广
其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
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应有的
贡献。

探索古代大象“消失”之谜
■ 李 鹏

“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
展览亮相国图

新华社记者 周玮

气候转冷
大象生存受限

既然三四千年以前中国大地上普遍
分布着大象，为何后来它们都消失了呢？

林景星说，这与地球的整体气候变
化及对中国地区带来的环境改变有很
大的关系。在“大暖期”时，中国北方地
区除了大量的冰雪融水，降水也非常丰
沛，因此亚热带植物生长茂盛，大象拥
有十分充足的食物来源。

但在商末周初，全新世大暖期结
束，很多动物也跟着遭殃。气候研究表
明，西周时期我国气温有所下降，这是
近5000年来第一个寒冷期（持续了200
多年），环境的变化导致黄河流域越来
越不适宜大象生存。到了战国至西汉
初年，随着气候的再次转冷，中国北方
大象的生活区域开始急剧收缩，很多地
方已经看不到大象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
表示，人类活动的增加也是大象数量显著
减少乃至在广阔地域消失的重要因素。
大象原有的栖居地，不断被开拓成为人们
耕作的田地，导致了很多地方的大象向当
时人类活动相对更少的南方迁移。

如今岭南已经没有野生大象，其从
岭南绝迹的具体时间依旧无法知晓，但
学术界认为应该是发生在20世纪早期
的事情。今天两广地带和福建的气候
依旧能够适应大象野外生活，但是人类
的活动让这些地方的大象已经完全没
有了生存和繁衍的空间。

就这样，如今中国只有云南的西双
版纳、普洱等地还残存着为数不多的野
象了。亚洲象如今被列为中国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并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

全球的气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也许在未来的某段时期，北方又会出现
类似历史上“大暖期”的气候环境。即
便如此，人类也要留给大象足够的生
活、繁衍空间，它们才有可能重新踏上
故土。

三星堆象牙
很可能来自三星堆大象

截至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遗址在
今年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近200
枚象牙。此前，在50多公里外的成都金
沙遗址也发现了数以吨计、上千根象
牙。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象
牙经过鉴定，被证实来自雄性亚洲象。
然而，当代亚洲象主要栖息于热带，而
四川的气候环境无法适应亚洲象的野
外生存。这些象牙是从哪里来的？

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种是大象通过贸易，从云南甚至
是东南亚或者南亚的印度、孟加拉等
地而来，因为三星堆发现大量只有印
度洋才会存在的海贝制品，表明古蜀
可能与这些地方存在贸易往来，象牙
只是他们对外贸易时采买回来的贵重
物品；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大象来自
四川本地，从考古出土的材料，以及一
些古文献的记载中，都能够找到相应
的证据。

有专家认为，当时成都的年平均
气温高于现在约2℃，环境适合大象生
活。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
刘诗兴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的分析，认
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拥有的板
状根和气根等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

高温高湿环境树木的典型特征。另
外，对古蜀广汉地区的植物学孢粉分
析，也表明当时的气候完全适合大象
生存。

其实，除了大量的象牙，三星堆还
出土了不少大象臼齿，因此有学者认
为当时三星堆地区有大象栖息。后来
因为气候变冷，四川地区才变得不适
合大象生存。

“全新世大暖期”大象
曾遍布中国

1935年，殷墟王陵东区1400号大
墓附近发现过象坑，埋着一头成年象
和一名大象饲养者。1978年在殷墟王
陵西区东南发掘的祭祀坑M35中就埋
着一头戴着一个铜铃的幼年亚洲
象。铜铃、饲养者的存在显示，这些出
土大象不是野生象，而是“殷人服象”
的结果和证明。根据历史记载，商朝
人甚至还训练大象作为军事用途。如
果没有为数众多的大象来源，大象在
商朝被用于军事就无法实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
员林景星曾经专门研究过古代大象在
中国的分布，他认为根据出土化石及气
候资料等方面的信息，大象在4000—
3000年以前在中国的分布极为广泛，它
们不仅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长江中
下游等广大区域都有分布，在淮河流
域、黄河流域也有分布。近些年来，这
些地方的考古材料也予以了印证，学者
甚至在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
发现了人工饲养象的遗骸。

林景星表示，当时中国北方比现
在要温暖湿润得多。自11000年前，地
球由极寒的冰川时代进入温暖的全新
世时代。我国科学家根据各地区的生
态环境研究资料，将中国地区在全新
世的气候变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其
中在距今10000—8500年的早期为升
温期，气候温和而干燥，而距今8500—
3000年的中期则是明显的高温期。

近日，原本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
州勐养子保护区的15头亚洲象向北
迁徙，一路“游山玩水”，经过了普洱
墨江、玉溪元江、红河石屏。如果我
们现在要在国内看大象，除了部分条
件和设施较好的动物园，只能去云南
的西双版纳等边境区域。事实上，有
科学家认为中华大地曾经四处分布
着大象，那么它们为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