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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8日，随着
“盛世吉祥——— 潍坊
象化石展”在潍坊市
博物馆开展，万众期
待的“潍坊象”揭开
了神秘面纱。此次是
“潍 坊 象”化 石 自
1979年出土以来首次
展览，不仅是一场关
于远古巨兽的精彩展
览，更是一次具有特
别意义的弘扬潍坊城
市精神、打造潍坊文
化旅游新地标、助力
更 好 潍 坊 建 设 的
展览。

□文/图 本报记者 隋炜凤

       (署名除外)

“盛世吉祥——— 潍坊象化石展”在潍坊市博物馆首展

终于见到你 这场约会跨越了20万年年

　　12月28日，走进潍坊市博物馆腾云阁
展厅内，一具令人震撼的象复原骨架矗立
在展厅中央，肩高4.83米，体长8.5米，体
宽2.2米，单门齿长就有3.7米，是目前已发
现的世界上最大的象。站在它面前，人们
仿佛穿越时光，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上，成
群结队的大象在此繁衍生息，叫声震彻
长空。
　　“哇，大象的腿骨好长！”在“潍坊
象”股骨化石展柜上，写着“比比谁是大

长腿”，这根长1.29米的股骨化石，引来
观众的惊呼。“潍坊象”头骨化石、门齿
化石、肱骨化石……展览共展出64件古生
物化石实物，每一件展品都是一扇通往知
识新世界的大门。
　　展览还通过考古现场还原、生存环境
再现、多媒体展台等形式，全面展示了
“潍坊象”的体型结构、生活习性和生存
环境。
　　化石展的二楼是互动研学区，精彩纷

呈的互动环节，新奇有趣的探秘活动，让
大朋友、小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
知识。该区域还融入了临朐山旺化石、诸
城恐龙化石等珍贵发现。
  “研学区通过科研的方式对‘潍坊
象’进行延伸，讲述大象的演化过程，
‘潍坊象’与城市发展、生活环境的关系
等，让人们在参观体验的过程中得到思维
启发、能力提升。”来自北京的专家关键
表示。

“潍坊象”化石“重见天日”，参观者与远古生命对话

　　“潍坊象”生存于距今约20万年前，
作为唯一以中国地名命名的猛犸象新种，
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科普古生物门类资
源的研究价值，展览吸引了众多古生物专
家前来参观。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国际第四纪亚太地区地层委员
会主席金昌柱，当年主持“潍坊象”挖掘
工作并为“潍坊象”命名，从北京远道而
来，一睹“潍坊象”风采。“大象是大人
小孩都喜欢的形象，也是吉祥的象征，数
十万年前大象曾在这里生活，而且体型硕
大，说明潍坊是风水宝地，生态环境很吉
祥。”金昌柱表示，在全球发现的400多种

象中，“潍坊象”是独一无二的，是目前
已发现的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象，通过“潍
坊象”化石展览，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潍
坊象”的历史文化和科研价值。
　　时隔多年再次来到潍坊，金昌柱感
慨：“潍坊历史文化深厚，名人辈出，自
然环境好，潍坊人热情，仰头风筝满天
飞，地上有‘潍坊象’。‘潍坊象’将为
潍坊的经济、文化发展助力。”
　　“很激动，45年后‘潍坊象’复原，
重见天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教授王元表示，第一次看到复
原后的“潍坊象”非常震撼，他希望“潍
坊象”不只在潍坊展出，也能够走进省

级、国家级博物馆，吸引更多古生物专家
来到潍坊，进一步研究“潍坊象”的价值，
让“潍坊象”这张潍坊名片能够立起来。
　　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走进展览现场，开
启一场充满惊喜的科普探秘。从事地理相
关工作的市民尹文青一家三口前来参观。
“孩子非常喜欢大象，带孩子来展览上见
识下化石实物，让孩子对‘潍坊象’的认识
更加生动、形象。”尹文青说。
　　“震撼、壮观、雄伟！”在“潍坊
象”复原模型前，市民曾抗表示，通过展
览，对“潍坊象”相关知识以及当时潍坊
的气候、自然资源都有了进一步了解，同
时对潍坊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

展览热度高人气旺，专家和观众赞誉不断

　　本次展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山东博物馆、山东大学博
物馆为学术指导，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潍坊市文物局共同
主办。
　　认识地球历史，才能更好地保护现在
的环境。潍坊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潍坊象”化石展，让市民特别
是青少年加强对不同地质年代潍坊区域生
物多样性以及气候与生物的协同演化进程

的了解，让群众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守护好
万物和谐的地球家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因与
“祥”谐音，被赋予了吉祥、和谐、繁荣
的美好寓意，承载着“太平有象”“万象
更新”等深厚的文化寓意，与潍坊城市精
神高度契合。作为潍坊文博史上的一件盛
事，本次展览将进一步丰富市民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拓展文化传承

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提升城市文化软实
力和综合竞争力，对于助力建设更好潍
坊，诠释、践行潍坊城市精神具有重要的
意义。
　　潍坊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持续做好
“潍坊象”化石的保护修复、展览展示、
研究利用和宣传推广等工作，深度挖掘
“潍坊象”化石的多重价值，真正用好用
活“潍坊象”这一城市名片，助力提升更
好潍坊文化软实力。

用好用活“潍坊象”城市名片，助力更好潍坊建设

展览再现“潍坊象”的生存环境。“潍坊象”的复原模型吸引了市民的目光。本报记者 张驰 长1.29米的股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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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郭超
　　自“潍坊象”化石复原工作启动以
来，以“潍坊象”为创意来源的文创作品
频频出圈。掐丝珐琅工艺诸城市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张芙慧等人以“潍坊象”为设
计原型，充分挖掘地域文化，制作掐丝珐
琅作品《太平有象》（右图），凭借精美的
造型、深刻的寓意，一举斩获2024“潍坊
好手艺”文创产品大赛金奖。
　　张芙慧介绍，掐丝珐琅又名景泰
蓝，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6年被
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
作上融入中国传统绘画、吉祥图案等艺
术表现形式，是传统宫廷掐丝、点蓝和
宝石镶嵌等多种技艺的融合。
　　“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祥’谐
音，被赋予吉祥寓意，同时是掐丝珐琅手
艺人热衷的吉祥图案。”张芙慧表示，象
本身就是掐丝珐琅工艺不可或缺的存
在，作为掐丝珐琅工艺非遗传承人、潍

坊市工艺美术大师，她希望通过这门手
艺让“潍坊象”被更多人熟知。
　　作品以铜作胎，底部为多边形莲纹
台座，上有铜錾刻镀金护栏，顶部平面
为福、云吉祥图案，上饰掐丝水波纹为
象身的肌理，象身披长方形被毯，毯上有
多种吉祥图案等。象驮宝瓶寓意“太平有
象”，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
时也表达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

掐丝珐琅遇上“潍坊象”

潍坊市博物馆展出的“潍坊象”复原模型。

□文/图 本报记者 郭超
　　新年将至，富有浓郁乡土气息和鲜
明艺术风格的杨家埠木版年画迎来销售
旺季。12月27日，由杨洛书木版年画艺
术陈列馆馆长张大功设计制作的“潍坊
象”木版年画（右图）正式完成。
　　走进杨洛书木版年画艺术陈列馆，
张大功正忙着印制木版年画，他创作的
“潍坊象”木版年画格外醒目。记者看
到，这幅作品以“潍坊象”为设计原型，上
下左右各有一个“福”字，表示来自四面
八方的祝福。作品加入传统纹样“如意
纹”，象征平安如意。整体以中国红为主
色调，造型大气美观，色彩鲜艳明亮，将
新年祝福和“潍坊象”完美融合。
　　“潍坊象”木版年画从构思到创作历
时近一个月。特别是绘稿环节，它关系
着作品的整体脉络走向，十分考验技艺

和水平。“绘稿是木版年画创作的第一
步，也是最费心思的。创作一幅好的作
品往往几易其稿，直到满意后才定稿上
版、开始刻制。”张大功说。
　　“希望通过这件作品，祝福潍坊市民
新年吉祥，祝福潍坊的明天越来越好。”
张大功说。

“潍坊象”木版年画来了

□文/图 本报记者 郭超
　　近日，山东吉相宝宝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负责人于茂津带领团队设计的“潍
象宝宝”系列文创作品，让传统文化焕发
新活力。
　　12月27日，记者走进于茂津的公
司，见到了“潍象宝宝”系列文创作
品，包含木版年画、手提袋、玩具、木
雕等。其中，刚刚推出的“潍象宝宝”
陶瓷（右图）让人眼前一亮。
　　这对“潍象宝宝”陶瓷通身采用亮
丽的玻璃蓝，釉色浑厚斑斓，美观又大
气。近看面似萌娃，耳朵立体生动，可
爱又吸睛。鼻子微微扬起，象征潍坊人
民积极向上、勇攀高峰。值得一提的
是，作品还融入了潍坊传统文化元素鞍

垫，文字采用杨家埠年画老宋体，左侧
为“潍坊吉象”，右侧为“更好潍
坊”，周边环绕年画中的牡丹，又有
“吉人自有天相”之意。作品轻薄通
透、釉水肥腴，触之光洁如脂如玉，兼
有生活趣味和艺术品位。
  于茂津表示，“潍坊象”是潍坊市
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潍坊人，自
己有义务宣传家乡。

“潍象宝宝”陶瓷

可爱又吸睛

“潍坊象”考古现场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