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噶尔盆地发现

珍奇古鸟类足迹化石
中 美 两 国 研 究 人 员

近 日 公布 ，通过对新疆准

噶尔盆地边缘发现 的 鸟类足迹化

石研究分析 ，确定 了 它们分别属于
道 氏韩 国 鸟 、强壮魔鬼 鸟 ，以及未
定种的高城鸟和其他水生鸟类 ，并

依此复原 了 距今约 1.2亿年前魔

鬼城地 区 多样 的 古生物群与湿润

的古气候环境 。

这项研究成果是 由 美 国犹他

州迪克西州立学院的哈里斯教授 、

加拿大 阿尔伯塔大学生物科学系

的邢立达博士 以及新疆油 田 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 院地层古生物研究

室研究人 员 贾程凯等古生物研究

学者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得出的 。

2009年 7月 间 ，中美两 国的古

生物研究人员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准

噶尔盆地魔鬼城附近考察时发现了

大量鸟类足迹和数十个恐龙足迹化

石 。

研究人员 认为 ，这些化石上的
足迹大 多数属于鸻鹬类足迹 。它

们最大体长约 70厘米 ，体重400余

克 ，为小型涉禽 ，
主要栖息于各种

湿地 ，如滩涂 、淡
水湖 、咸水湖 、湿

润 的 田地沼泽等

地域 ，以 软体动物和 节肢动物为
食 ，喙较细长 ，绝大多数种类有迁
徙习性 。

4 月 20日 ，记者跟随贾程凯以
及新疆克拉玛依魔鬼城恐龙奇石

馆馆长安建福一起 ，前往发现这些

珍贵化石的区域 。

“ 你们看 ，这些脚印就是原始
鸟类 留下的 ！”记者留心观察发现 ，

在 一块 已经开裂的岩坂上清晰的

印着杂乱的脚印 ，就好像一群大大
小 小 的 鸡 刚 在 泥 地 里 觅 食 后 留

下 。不 少石板上都有类似鸟类 的
脚印痕迹 ，一些化石坂上还布满密
密麻麻的鮞状颗粒 。但 由 于历经

日 晒风吹雪覆 ，化石表面已经严重

碎裂剥落 。

研究人 员 在这 片 区域的重大

发现是 ，这些鸟类足迹分别是新属
新种的强壮魔鬼鸟足迹 、新种的道
氏韩国鸟足迹 ，以及未定种的高城
鸟足迹和其他水生鸟足迹未定种 。

“ 这是克拉玛依地 区 ，乃至准
噶尔盆地西北缘存在过 古 鸟类 的
首个确凿证据 ，对于古生物地理分
布 、古环境复原等方面都有着重要

的 意义。”贾程凯说 。

美国研究者哈里斯认为 ，作为
新物种 ，强壮魔鬼鸟足迹非常独特 ，
它们又短又粗 ，完全不同于以往鸟
类足迹纤细的趾痕 ，很可能是 由 那

些长有瓣蹼足的水鸟所留下的。所

谓 的瓣蹼足是指脚趾两侧具有叶状

瓣膜 ，这是水鸟脚部适应游泳的特
化 。

另 一个新物种是道 氏 韩 国 鸟

足迹 ，韩国鸟足迹最初发现于韩国
咸安郡 ，是一类非常典型的中生代
鸟类足迹 ，“这是在魔鬼城 区域首
次发现的新种属。”贾程凯说 。

通过分析这些鸟类足迹 ，研究
人 员 还推测 出 这 些 原始鸟类的生

活 习性 。如发现数量最多 的道 氏

韩国鸟足迹非常散乱 ，而高城鸟则
留下足迹规则的觅食行迹 。

对比 当地古地理环境的分析 ，

研究人员推测 ，准噶尔盆地魔鬼城
一带在距今 1.2亿年前应是一个
巨大的河 口 冲积平原 ，也称三角 洲

地带 ，气候温暖湿润 ，湖岸 的植物
高大茂密 ，一群群水 鸟在此嬉戏 ，

偶尔也有恐龙成单或成群来到
水源边饮水、觅食 。

迄今为止 的发现也 印证 了

研究人 员 的推断 。在新疆准

噶尔盆地的 吐谷鲁群 已 经

发现 了 角 龙类 恐龙——新

疆鹦鹉嘴 龙 ，晚期 剑 龙类

恐龙——平坦乌 尔 禾 龙 ，

大型蜥脚类恐龙——蒙古

亚洲龙 ，大型兽脚类恐龙
——石油克拉玛依龙 ，以

及大量的翼龙类化石等。

魔鬼城又称克拉玛依

乌尔禾风城 ，位于新疆准
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佳

木河下游 ，是典型的雅丹

地貌 区域 ，常年干旱 、大
风。据地质工作者考察 ，
大约在7000万年至 1亿多
年前 ，乌尔禾是一 巨大湖
泊 ，经过 两次大的地壳升

降变迁 ，湖水消 失 ，乌尔禾
湖泊变成了 夹沙岩和泥板岩

的陆地 。

（ 毛咏　白 志 强　刘 杰 ）

4300年前已有两室一厅会议室
近 日 ，一组距今约4300年前 的大

型公共建筑遗址现身成都新津县宝墩

村宝墩遗址中心 区 。

可能是议事聚集场所
6 日 下午 ，记者来到宝墩村 ，一处

平地呈现在眼前 ，地面上标注 了 39个

白 色方框 。成都文物考古队工作人员

说 ，这 些 方框是本次发掘 出 的建筑立
柱基址 。

这些立柱的排列具有明显的规律

性，26个立柱勾勒出 一个长方形的 “大
厅”。由 于大厅面积较大 ，中 间还有 3
根立柱辅助承重 。两侧 ，10根立柱组

成 两 处 “厢 房”，组 成 一 套 具 有 规 整
“ 品 ”字形结构的“两室一厅”建筑 。

“ 如此宏大的古建筑 ，可能是古人
议事或举行重大活动的聚集场所。”考
古人员 说 ，这处建筑遗址距今约4300
年前 ，面积超过 300平方米。可以基本
判断是新石器时期的重要公共建筑 。

本次发掘 中 ，确定这些立柱的具
体位置 ，首要的判断依据是地面上残
存 的原始柱坑 。每根立柱下 ，均铺设
有承重用的鹅卵石 。

地势较高古城保存完好
在大型建筑附近 ，考 古人员还发

掘出 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虽然并

未 出 土随葬器物 ，但骸骨却保存得相

当完整 。

考古人员说 ，

从宝墩遗址 目 前

残存 的城墙和遗

迹来看 ，经过4000多
年岁 月 侵蚀 ，这座古城
仍保存得相对完好 ，最
重要的原 因应归功于遗址

所在 的地势较高 。在五河

汇集 的 新津 ，自 古洪灾不
断，“但高地势让这座古城在历
次洪灾中幸免于难。”

随着时 间推移 ，古城沉睡于
地下 。本次发掘 中 ，城墙遗址之
上发掘 出 不 同朝代 的墓葬和 民居 ，表
明 世代有人居住其上 ，这也为 遗址的

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 。　（桦希 ）

大脑确实可以“半睡半醒”
人 们 常 常 用

“ 半 睡 半 醒 ”形 容

犯 困 时做事准确度
下降的情况 。而 一项

最新研究显示 ，实验鼠
的大脑的确可以 出现这

种状态 ，当 大脑总体上还
处 于清醒状态时 ，某些 局

部 区 域脑 电 波 的 测量结果

却表现出睡眠的特征 。
新一期英 国 《自 然 》杂志

刊登研究报告说 ，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机构研究人

员让一些实验 鼠较长时期处于清醒

状态 ，直 到 可 能开 始犯 困 的 时候 。

这时虽然可以明显看到它们仍在活

动 ，其脑 电波在总体上也表现 出 清

醒 的特征 ，但用 探针在其大脑 中 某
些局部 区域测量到的脑 电波特征却

显示其已睡着了 。

研究人 员 托诺尼说 ，多次实验
显示 ，这些 睡眠 区域 出 现的位置是
随机的 。在实验鼠仍总体清醒但 已

犯 困 的 时候 ，其大脑 中 一 些 区域开
始随机地局部入睡 。

这 些 局 部 入 睡 的 大脑 区 域可

能 与 活动 能 力 有 关 ，这较好地解
释 了 在 “半 睡 半 醒 ”状态下 做事

准 确 度 下 降 的情 况 。本次研 究 也

显 示 ，那
些 半 睡 半

醒 中 的 实

验 鼠 ，用

爪子 获 取

食 物 的 准

确 度 明 显

下降 。
（ 黄方 ）

特定基因长度决定幸福感
由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行为经济学

家扬一伊曼纽尔 ·德 内弗带领的研究

人员首次发现 ，人们的幸福感与人的

一种基因直接相关 ，而且这种基因的
长度决定幸福感的程度。由于人们体

内的这种基因结构有差异 ，人们对生
活的满意程度才不相同 。

伦敦政经学 院研 究 人 员 日 前发

表报告说 ，他们的研究主要针对一

种名为 5—HTT的基 因 。这种基 因

能 帮 助 管 理 脑 内 血 清 素 的 输 送 ，

血 清 素 被 认 为 是 与 人 类 情 绪 密 切

相 关 的 化 学 物 质 。研 究 人 员 对

2500多 名 参 与 实 验 者 的 基 因 数

据 进 行 了 分析 ，特别 注 意 了 他
们 携 带 5—HTT基 因 的 那 种 变

体 。因 为 5—HTT基 因 存 在 “长 ”

“ 短 ”两 个不 同 结 构 ，而 较长 的那

一组决定人们幸福感的程度 。

研究结果显示 ，从父 母那里遗

传 了 两 个 “长 ”5—HTT基 因 的

人 ，有 35%对 生 活 非 常 满 意 ，有
34%感 觉满 意 ，只 有 20%的 人 感觉
不 满意 。而 遗 传 了 两 个 “短”5—

HTT基因的人 ，只有 19%有 幸福感 ，
感觉不满意者达26%。

德 内 弗表示，5—HTT基因 的不
同组合方式决定了 人的幸福感程度 ，
“ 当 然我们的幸福感不是完全 由 这一

基因决定的 ，其他基因以及我们在生
活中的体验也是个人幸福感不同的重

要原因”。　（李 文云 ）

澳大利亚发现艾滋病病毒抗体
澳大利 亚墨尔本大学 目 前

宣布 ，该校研究人 员 在一 些 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身上识别 出 一

种艾 滋病病毒抗体 ，并且 有

望在此基础上研发出预防艾

滋病的疫苗。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

1 00名 艾 滋病病 毒 携

带 者 血 液 样 本 时 发

现 ，这些人感染艾滋
病病毒之后体 内

便会产生一种抗

体 ，这种抗体可 以促使人体免

疫系统找到并 且 攻击艾滋病病

毒 ，从而使人不会发病 。
领导这项研究的墨尔本大

学教授史蒂芬说 ，这种抗体并

不 能起 到 治 疗 艾 滋病 的 效 果 ，
但是如果人们在感染艾滋病病

毒前获得这种抗体 ，则可能遇

到预防 的效果 。他们说他们下

一 步将在此基础上研发预防艾

滋病的疫苗 。
（ 钟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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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日 是 世界红十字 日 ，5月 12

日 是中国防灾减灾 日 。在这两个纪念
日 到来之际 ，如何防灾避险 、保护生命
的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由 日 本
大地震 引 发的 “灾难书 ”出 版渐成气
候 ，呈现 日 本大地震真相 ，应对核辐射
和海啸的图书成为一股出版潮流 。

纪实呈现 日 本大地震

今年 3月 11日 13时46分 ，日 本东
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 ，并引发
海啸 ，导致福 岛 第 一核 电站发生核泄
漏事件 。日 本政府 、媒体和 民众的表
现 ，都让网 民十分关注 。近 日 ，市面上
出现了 两本同名 的 《日 本大地震启 示
录》。其中 ，社科文献出版社救护部编
著的 《日 本大地震启示录》，不仅有客
观报道 ，还有微博评议 ；不仅有中国人
的视角 ，还有 日 本人的感受 。本书并
不仅仅关心核泄漏对个人生活 的 影
响 ，而且希望以邻为鉴 ，努力从 日 本的
灾难应急中获得经验与教训。金圣荣
著 ，中 国商业 出版社 出版的另 一本同
名书 ，则偏重于纪实性 。

而搜狐总编辑于威主编的 《大头
条：“3.11”日 本大地震搜狐微博全纪
录》，所有 内容来 自 网友在搜狐微博上
发布 的 关于 日 本大地震 的 消 息和见
解 ，并配 以现场 图 片和背景资料 。搜
狐总裁张朝阳在序言中强调 了微博传
播 日 本大地震相关 资 讯 中 的重要作
用 ，他还提到 ，抢盐的时候 ，自 己立 即
辟谣 ，导致微博上对此行为一片嘲笑 ，
“ 后来那些 囤积盐就卖不 出 去 了。”而
马泰泉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大地的
震撼 ：揭秘中 国地震预报 》等等 ，本书
直接将 目 光瞄准了 国 内发生的几次大
地震 。

理性 、科学地防辐射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件

后 ，曾在多 国 引发谣言和恐慌 ，我国 出现了 民众抢购食盐
以 “防止 ”核辐射的现象。黄 山书社迅速 出版了核辐射知
识科普图书 《核辐射普及读本》，该书是核物理与核医学
等多学科专家合作撰写的一部跨学科科普读物 ，全书分
核辐射基础知识 、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等六大部分 ，同时
附录有关国际性组织和机构 、历史上几次重要的核事故
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等 。其 内 容通俗 易懂 ，深入浅 出 ，
获得了 良好的市场效应和 口 碑。同类书还有 中国工程院
组织 、中 国科学院支持 ，科学出版社策划 出版的 《核与
辐射防护手册》一书 。

此外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在灾后短短数 日 内即推
出 了 小册子《核辐射 ·地震 ·海啸 120问》。该书以 问答形
式 ，分核辐射 、地震 、海啸三个篇章 ，从基本知识 、灾害预
报 、灾害防护等角 度 ，向广大公众介绍相关地质灾害和核
泄漏事故中防护与 自 救的基本方法 ，用科普知识帮助广大
读者架起一面 自 我保护的 “盾牌”。

同类书还有 中 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核与辐射
应对 防 护 99问》，广 东经济 出 版社 出 版的 《地震 与 海
啸》，广东科技 出版社 出 版的 《核辐射安全防护知识 问
答 》等等 。　（张 弘 ）

《南塘》：身任红尘心存隐 逸
洪放先生的散文集《南塘》是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中的

一本。书的封底有关于这本书的
文字 ：“这 是 一本一个人 的 心 灵

史 。从青春到秋风 ，从苍茫到澄
澈 ，从张扬到 内敛 ，渗透了作者对
生命 、自 然与 高远的天空 以及悲

悯的大地的观照。”我很喜欢这几

行字 ，因为 它十分准确地概括 了
这本书的精髓 。

生命是美好的 ，然而 ，每个个

体的生命只是整体生命长河中的

一滴水滴 、一粒沙子 ，个体存在的
时 间 也有长有短 ，但与 自 然界的
永恒相 比 ，都显得脆 弱和渺小 ，

《 南塘 》一 书弥漫着 这种光 阴 如

梭 、年华易逝的感叹。譬如《纪念

落 日 》一篇 ，作者写道：“谁又不面
对落 日 感到无奈？我想起早年故

去的祖父 ，想起现已苍老的父亲 ，

一抬首 ，又在落 日 渐渐黯淡的光
影里 ，看出 了我 自 己。”

《 南塘 》有 着 一 种淡 淡 的 感

伤 ，但绝不悲凉 。因为个体 的生
命 虽然短暂和渺小 ，但通过 自 己
点滴的努力仍然可以聚沙成塔 ，

甚至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事物。《南

塘》一书娓娓地 向 我们倾诉 出作

为生命个体“虽然平常 ，但绝不应
平庸 ”的情愫 。譬如作者 写 道 ：
“ 我经过了 一朵花 ，我听懂了她们
为什 么不再拒绝春天 ，为什 么备

受痛苦还要绽放 ，为什 么终将成
泥还要灿烂的声音。（《花开》）”诠

释 出 生命之花虽然短暂 ，但却要
开得灿烂的豪迈情怀 。

《 南塘 》一书 的语言清新 、淡

雅 ，且善于以诗入文 ，写景抒情不
时跳 出 一些诗意的句子 ，需要读
者用心来领悟。譬如：“一万朵菊

花其实只是一朵 ，一万种幸福其

实只是一种幸福。（《澄明》）”这样

的句子已经触及到哲学上的“名 ”

和 “象 ”之争 ，与 著 名 的 “白 马 非
马 ”的 命题颇类似 。再加 上 《南

塘》一书所收的篇 目 ，皆为作者本

人平常所见 、所思和所悟 ，作者将

个人的所思 、所悟和谐地融入到 日

常景物的描写中 ，所以 ，文风雅洁
而不晦涩 ，读来令人感到很亲切。

我从《南塘》一书中还读出 了

作者只 问耕耘 、不 问收获——一

种旷达随之的人生态度 。如 ，他

在《南塘》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本

来 ，我觉得这集子出版时 ，应该有
一 篇 序 。但后来否定 了 ，也许连

这个后记也没有必要。”而“想要找

一个可以让 自 己心安的地方 ，却又

还得在红尘中奔走（《掸一身灰 ，且

吃茶去》）”一句 ，表明了 作者在滚

滚红尘中 ，存一颗出世的心 。

也许正是 因为 有这种情怀 ，

所 以作者在观照 自 然界时 ，心境
才能宁静 、澄澈 ；才能从 自 然中见
宇宙之道 ，见生命之道 ；才能在纷
繁复杂的世界 中 ，守住 “南塘 ”的
一片安宁 。

“ 南塘”——好美丽的一个名

字 。　（俞胜 ）

四川诗人姜明 以诗为汶川英雄树碑立传
“5.12”汶川 特大地震三 周 年前 夕 ，

四川 诗人姜明创作的 诗 集 《万物 生 长

— 汶川 地震人物 志 》由 四 川 出 版集 团
四 川 文艺 出 版社 出 版 。这是一部 以 诗

歌为形式 ，为 汶 川 特大地震抗震救灾
和灾后重建英雄群体画像 、树碑 、立
传 的文艺作品 。

诗集 《万物生长——汶川 地震人物

志》系作者精心酝酿两年 ，为汶川特大地
震三周年特别奉献的英雄颂歌。全书以

抗震救灾 、对 口 援建和灾 区坚强崛起为
重大事件背景 ，以三年来涌现 出 来的各
类著名英雄或具有英雄精神的典型人物
为主角 ，全面 、形象 、小切 口 、多层面展示
四川从悲壮走向豪迈的光辉历程 。

这是一部为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

灾后重建 中 的 英雄群体画像 的 文学作

品 ，全书共分三辑 ，每一首诗均写给某一
位英雄或某一类英雄群体 ，时而温婉细
腻 ，时而宛如大江奔腾 ，字里行间流淌出
诗人对英雄人物的感恩和敬畏 。

其中 “爱很大”是写给对 口 援建的英

雄。援建让灾 区面貌焕然一新 ，结合各

省市的援建特色 ，诗人为 18个援建省市
分别量身定做了 一首 感恩诗歌 ，表达灾

区人 民对援建者们的真挚情感。作者视

其为 “灾区人民回馈全国的感恩组歌”。

诗人为 四川 日 报记者 ，三年来采访
了 大量灾 区人物 ，本书的众多英雄均系
诗人的采访对象 ，故本书情感真挚 ，宛如
大江奔腾的字里行 间 ，闪烁着诗人与英
雄们心灵对话的温婉和细腻 。　（周 迪迪）

《生命如歌》讲述非洲男孩死里逃生
普利策奖得主特雷西 ·基德尔的新

作 《生命如歌 》近 日 引 进 出版 ，该书 曾获
亚马逊年度好书、2009年美国 国家书评
人文学奖等奖项。基德尔耗费七年的时
间 ，跟踪采访 了 从两次大屠杀中死里逃
生的非洲男孩德奥 ，并 由此讲述信仰 、善
意与生命的力量 。

书 中讲述德奥的整个世界被一场席
卷布隆迪和卢 旺达的大屠杀彻底粉碎 。

六个月 残酷的逃亡 ，死神无处不在。德奥
身无分文地来到了纽约。语言不通 ，他无
法与人交流 ，但他却从未忘记微笑 ，从未
放弃 自 己的梦想。他尽最大努力去做任
何与 医学有关的事情 ，想要在支离破碎
的祖国建立医院 。据 了 解 ，该书作者基
德尔毕业于哈佛大学英文系 ，代表作《新
机器 的灵魂》荣获 了 普利 策非虚构类大
奖 ，《生命如歌》是他的最新著作。（刘 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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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爱好文学的读者们惊喜地发现 ，
在路边的书报摊上 、邮局的小书亭中 、馨香

的茶室和咖啡厅里 ，出现了 《人 民文学 》的
身影 。

4 月 起 ，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原创文
学杂志，《人 民文学》在南京 、西安 、武汉 、长
沙 、石家庄等城市试水零售市场。“我们 ‘放

’ 出 去的期刊 ，售 出率大概在 70%以上 ，这
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不仅是为 了 看看 ‘皇

帝的女儿 ’有没有人要 ，更重要的是 ，希望
纯文学能够增加 自 身的沟通和应变能力 ，
走进生活 、走进受众 ，赢得市场 、赢得喝彩 ，
同时努力寻找支持中国文学走向未来的力

量。”中 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人 民文

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说 。

创刊 62年 、被誉为文学 “国刊”，《人 民
文学》这次主动靠近市场 、走进街头巷尾的

举动 ，或可看做纯文学期刊面 向市场 、重新
定 位 自 身 角 色的一个风向标 。

《 人 民文学》创刊于

1 949年 ，主要发表中短篇
小说 、散文 、随笔 、诗歌与

报告文学作品 ，60余年来影响了数代

读者 ，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国家队”，上
世纪80年代曾创下 186万份的发行纪

录。如今 ，文学大潮随着商品大潮的
兴起而退场 ，文学期刊饱受市场冲击 ，
《人民文学》的印发量 目 前保持在5万

份左右 ，虽仍居原创类文学期刊单月
订数第一 ，但辉煌不再 ，发行量一度
跌到 2万份以下 。　（李舫　赵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