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奇异的新物种

虽然我们生活的地球像是一个大的

动物园，但是它并不像真的动物园里的动

物一目了然。 据科学家估计，自然界至少

还有一半的物种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每年

生物学家都会发现数以千计的新物种，这

些新种生物的发现不但丰富了我们的认

知范围，还让我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如

何让我们生活的星球生机盎然。 最近，美

国《时代》周刊从数千个新物种中，评选出

了

10

种最奇异的新物种， 其中有

3

种是

已经消失了数千万年的古生物。

■

秘鲁夜猴

这种大眼睛

的灵长类发现于

秘鲁的丛林中 。

它们的行踪十分

隐蔽，白天休息，

夜晚出来觅食 ，

从一棵树跳到另

一棵树上。 它们

眼睛很大， 在黑

夜中也能看到隐

藏在枝叶中的小

动物，主要以树上的昆虫、蜥蜴和树蛙为

食。 这是一种很小的灵长类动物，体重只

有

0.9

千克，站立高度约

0.3

米。由于这种

夜猴行踪隐秘且体型较小，很难对它们进

行追踪和统计，生物学家目前难以估算秘

鲁丛林中究竟有多少头秘鲁夜猴。

■

巨牙跳蛛

所有蜘蛛都

有一对用于捕食

的螯牙， 生在头

部两个螯肢的末

端。与同类相比，

巨牙跳蛛的两个

螯牙特别巨大 ，

像是两把长长的

刺刀。 研究人员

发现， 巨牙跳蛛

的大螯牙不仅仅

是捕食的利器，而且是求偶的好工具。 在

繁殖季节，相爱的雌雄跳蛛会相互摩擦螯

牙，就像人类接吻一样。

■

非洲厚颚龙

这种新发现的恐龙生活在距今

1.9

亿年前的南非， 号称史上最小的恐龙，因

为它的个头和如今的家猫大小差不多，颠

覆了我们对恐龙一贯就有的巨大印象。这

种恐龙虽然很小， 却是一种重要的恐龙，

因为它身体构造很奇特，拥有鸟类般的体

形、与豪猪类似的背脊、嘴里长有獠牙。

■

秘鲁小耳鼩鼱

这种小耳鼩鼱以昆虫为食， 眼睛极

小，耳朵退化到几乎看不见。 这种鼩鼱是

在一次野外探险中发现的，是一项很有价

值的发现，因为生物学家目前对鼩类的了

解十分缺乏。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保育

状态中，鼩鼱属于 “研究数据缺乏 ”的一

类。 因此，每个新种的发现都非常重要。

■

长刺豪猪

这种新发现的豪猪发现于秘鲁的丛

林中。 那里生活着不少品种的豪猪，都和

其他地区的豪猪有些差异。长刺豪猪的差

异性更大，身上的刺特别长，体形也比一

般的豪猪大得多。长刺豪猪的皮毛通常为

黑色，而一般豪猪常为褐色、灰色及白色。

■

安第斯古栗鼠

从外形上看， 栗鼠和牛的差别实在太

大。 但是在三千万年前的智利安第斯山脉，

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却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即如何在咀嚼坚硬的草叶时， 保证自己的

牙齿不受损伤。 根据对化石的研究，科学家

确定了这种已经灭绝的安第斯古栗鼠比牛

羊更先进化出应付粗糙食料的抗磨损牙

齿。 这种牙型被称为高冠齿型，它意味着动

物对草原环境的适应。 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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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参观人数创纪录

中华艺术宫成热点

春节长假

7

天， 中华艺术宫的参观人流

出现“井喷”，日均接待观众

12846

人，最高日

接待

18770

人， 均突破了此前单日

10623

人

的接待纪录。 中华艺术宫已成为上海节假日

文化新热点。

针对中华艺术宫迎来的首个春节， 馆方

总结开馆三个多月来的经验，在票务政策上，

坚持执行“网上预约，优先入场，现场限额，发

放余票”的参观方式，并备足现场票额，

7

天

日均现场发票

9200

张 ， 最高日发票量达

12500

张。

累计有

202

位志愿者在馆内适时为观众

讲解、指引，帮助大家充分了解展览内容。

林明杰

“

2012

年巩固提升了文化旅游业，

2013

年将

继续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 刚刚过去的焦作两

会上，市长孙立坤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文化

旅游业”时如此阐述。 文化旅游是旅游转型升级

和旅游产业化的必然选择，对焦作建设经济转型

示范市和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具有重大的战略和

现实意义。 我市的文化与旅游已密不可分，齿唇

相依。 此次两会上下响起了“文化旅游，关键在文

化”的呼声。

有着“太极故里、山水云台”之美誉的焦作，

首先让人想到的文化是太极文化、山水文化。 市

人大代表、新华书店经理王长根说，人们现在越

来越注重养生，太极文化可以借此走向全球。 但

太极养生文化，也不能仅仅在武术层面，要和山

水养生、怀药养生、竹林七贤等，进行配套整体开

发。 竹林七贤、李商隐、司马懿等都是与焦作有关

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请文化专家学者来焦作举

办论坛演讲，或者到外地高校举办相关论坛。

市政协委员、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人

文与社会科学系主任刘宇认为，少林寺有音乐大

典，我市也可以开发以太极文化为核心的实景演

出。自然山水是静态的，文化是动态的。 《少林寺》

捧红了少林寺；《叶问》 捧红了咏春拳；《功夫熊

猫》植入了太极拳，却是青城派的，与焦作关系不

大。 最近的《太极》电影讲述了主人公到温县陈家

沟学拳的故事，影片非常尊崇陈式太极拳，应是

焦作难得的文化旅游营销机会，但我们似乎没有

进行很好的互动。

市政协委员、焦作市易恒贞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成智说，太极大师陈小旺走进湖南卫

视挑战大力士， 该视频在网上被点击上万次，无

形中对焦作的文化旅游业也是一种推动，应该多

多鼓励这样的人才走出焦作、宣传焦作。 请市政

府加大文化市场建设和宣传力度，多组织文艺演

出，请有声望的演艺人员来焦作演出或者代言景

区。 比如浙江乌镇由于刘若英的代言，而为更多

人熟知。 只要能弘扬焦作文化，不必拘泥于形式，

可通过多元化的营销手段，小说、电视、电影、动

漫游戏、网络游戏等，都可以成为开发焦作文化

旅游的手段。 大型原创舞剧《太极传奇》和动漫剧

《太极蝌蚪成长记》的开发就是很好的探索。

据了解，《太极蝌蚪成长记》及相关项目在国

内已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我市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

新兴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

20

世纪后

期，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 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

擎， 成为新经济时代城市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河南省创意产业协会成立

4

年后，焦作市创意

产业协会已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成立。

2013

年，我市将继续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开

展舞台艺术送农民等文化下乡活动，完成山阳故

城保护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做好第七批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推进太极拳申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

明星剧照进课本引争议

业内：编者应严谨科学

“港剧剧照入选内地小学生《品德与社会》

教材，流行文化对教育的渗透可真厉害！”前天，

有人在微博发帖称，港剧《天涯侠医》中，演员卢

巧音和马国明着民族服饰参加婚礼的剧照，出

现在内地一本小学五年级 《品德与社会》 教材

中， 要求学生指出他们两人服装所属的民族及

其民族聚居地区。 而马国明在《公主嫁到》中身

着唐装的剧照， 也曾经出现在介绍传统礼仪知

识的教材里。

印象中娱乐化的港剧， 被品德与社会课引

用，引发了“明星脸”能否走进教材的争议：有人

觉得照片虽来源娱乐，但问题并不“八卦”，大可

不必“拍砖”；反对的声音则说，把明星身上的

“道具”当成传统文化，态度并不严谨。

引用“流行”，教材可以很“欢乐”？

原发微博提供了《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

的封面，以及刊登剧照的页面。 记者发现，教材

中并没有说明图片来自电视剧， 而是直接要求

学生“看图答题”，填空回答相关问题。微博发出

后，很多人一笑而过，丢下发出“难道编教材的

老师是港剧迷”的疑问，也有“较真”的人发出意

见对立的评论认为争议“明星脸”是否有资格进

入课本。

支持“明星脸”进教材的人认为，教科书采

纳电视剧剧照，使得课本变得不那么枯燥，有网

友感叹自己没能赶上“很潮很欢乐”的时代，说

“如果我读书那阵看到会很激动，涉及的知识点

一定记得牢牢的”。 还有自称学生家长的人说，

教材就应该让孩子更有兴趣学习， 如果 “明星

脸”效果好，进入教材又有何妨？

反对者则强调，教科书要有权威感，要让学

生读者静下心来，“明星脸”不适合进入课本。同

时， 有人觉得电视剧的道具， 并没有严格的考

据，当作教材显得有些轻率，并戏称“原来香港

无线电视台在拍摄剧集时，还考究历史，教科书

还为电视剧制作方提供了证词”。

权威和娱乐来源不矛盾，编审需严谨

教科书配图的正确性， 一直是家长和教育

界关注的问题。 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指穿反、

战国时期的孙膑坐上轮椅、 荀子坐凳子读装订

好了的纸质书……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 “小错

误”，逃过了选取、编写、审核、校对等多道程序，

屡次出现在课本上。

“教材的权威性和图片的‘娱乐’来源并不

矛盾， 但是其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必须严格审

核。 ”上海一位资深出版人告诉记者，教科书是

培育科学精神的平台，选择采纳“虚构”图片，应

当说清来源。 “传递科学观念的不仅是教材内

容，还有编辑教材的思路”。

比如，古人的相貌、风俗习惯，只能靠画作

流传，某些历史故事、古代形象极难被还原。 这

时，教材就应该注明图片来源和出处，告知学生

这些图片是有历史典籍依据， 还是增加了现在

人的合理想像。 “维护教材的权威性，培养学生

的科学精神， 编者自己得把好严谨科学的第一

关。 ”

光 明

压岁钱成千上万

,

群发上百

条短信拜年

,

家庭聚会不忘玩手

机……

21

日文化部主办的 “传统

节日文化论坛”上

,

专家学者们对节

日中出现的这些新现象进行了一

番讨论

,

很多观点引人深思。

“年”被科技成果“绑架”了

提到春节期间全国短信发送

达到

300

多亿条

,

民俗专家刘魁立

说

:

“群发的时候

,

你平均给每一个

人的情感有多少？ ”

刘魁立认为

,

我们得益于社会

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

享受了它给

我们的恩惠

,

但同时科技的成果也

绑架了这个时代

,

绑架了我们的

“年”。在被绑架的过程中

,

我们还觉

得很好、觉得离开它已经不行了

,

这

是一种虚假的需求。

警惕城镇化进程中传统

文化的断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所长田青担心的是

:

“我们今天所谓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农

业文明的产物

,

是乡土文化和草根

文化。城镇化进程中

,

被城镇化浪潮

裹挟着的这批人

,

出现着和自己乡

土文化的断裂。 ”

田青提到了电视里经常出现

的“大衣哥”“草帽姐”等已经城镇

化的新明星

:

“如果碰到他们我会

问

,

你老家的民歌你会不会

,

当地的

地方戏会不会？ 我相信他们会唱也

唱不好。 ”

田青提醒，各地在城镇化过程

中要避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

,

要设

法保留或者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

的文化环境里有生存之地。 “不能

让现在城市的这种统一的文化成

为唯一的文化……要更多注意历

史、注意记忆、注意感情的东西。 ”

失去信仰

,

这个节日就名

存实亡

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

,

觉得过

年、过传统节日味道越来越淡

,

越来

越没意思。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李荣启认为

,

探究这些抱怨声的背

后会发现

,

是传统节日被过度物化

了。 这种物化表现在每到传统节日

商家的打折促销、 礼品的过度包

装、奢华的餐饮消费

,

还有红包的水

涨船高。对于一些人来说

,

他们过节

没有享受到欢愉

,

而是患了恐惧症

,

明年不知道怎么过这个节。

节日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中央

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认为是仪式

,

节日是一种典型的仪式文化。 以春

节为例

,

怎么过是有一套严格的仪

式的。 除夕夜要敬神

,

要祭祖

,

要吃

年夜饭

,

要拜年、给压岁钱守岁；大

年初一要迎喜神

,

初二回娘家拜年

走亲访友

,

初五以后闹社火

,

闹到正

月十五。每年都是如此

,

但每年大家

都不觉得它陈旧

,

都觉得很新鲜。没

有仪式就没有节日。 现在很多节日

徒有虚名

,

光剩下吃了。

“节日和人一样

,

都是有灵魂

的。”陶立璠说

,

“所以在节日文化里

要讲信仰

,

失去信仰

,

这个节日就名

存实亡。 ”

新 通

发展文化旅游业关键在文化提升

本报记者 方家禾

失去了文化信仰 节日就名存实亡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