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龙研究员徐星：

“恐龙化石让我爱上潍坊”
本报记者 王琳

“蓝宝石迷”孙丽雅：

着迷于宝石的纯粹和深邃
站在昌乐境内最高的方山

上，眼前能看到一个个披着植

被、起起伏伏的山包，它们是
1800 万年前火山活动时形成的

山头。

壮观神奇的蓝宝石，正是产
自这些火山群中。

昌乐境内，蓝宝石储量足足

有数十亿克拉。

“我喜欢上蓝宝石，是因为

它的纯粹和深邃。”虽然已至中

年，孙丽雅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蓝宝石迷，周围的亲朋好友了解

她，每每送礼物都离不开蓝宝

石。

“十年前拥有了第一条蓝宝

石手链，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

孙丽雅说，那是她第一次接触蓝

宝石，丈夫打开首饰盒的一瞬间

她便着了迷，“它的美不同于钻

石的耀眼，而是深邃、神秘、安

静”。

“从二十几年前的每块三五

元，到现在的每克 3000 元，其身

价已经涨了成百上千倍。”昌乐

宝石城管委会岳雪说，蓝宝石渐

渐“崭露头角”，价值得到肯定。

现在昌乐已是中国最大的

蓝宝石产地，每一天都在为世界

送出新的美丽，每一天都在上演

着中国文化与世界之美的交流

融合。

建筑是城市的外表，文化是城市的

心灵。

文化遗产则是城市心灵成长的见

证。

亿年前的恐龙化石，来自火山的蓝
宝石，通往古生物世界的植物化石……

置身潍坊，就仿佛置身在一座活的博物
馆中。

在其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个千面之
城的心灵成长之路。

这些温暖的记忆符号，不可复制，进
而让潍坊与众不同。

这些记忆，让潍坊有了纵深、有了底
蕴，有了古今相承的文脉。

凭着这些记忆，潍坊渐渐有了世界
吸引力。

山旺化石

通往古生物的世界

提及临朐，恐怕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山旺

国家地质公园。

这里蕴藏着大量的硅藻土页岩，因其质地

细腻，层薄如纸，稍经风化即可层层翘起，宛如

张张翻开的书页，被形象地称为“万卷书”。

自 1935 年 5 月，“万卷书”揭开第一页至今，

山旺化石已发现的有十多个门类 700 余属种，

被中外学者称为“化石宝库”。或许在多数人印
象中，化石是呆板的存在，但置身“万卷书”中，

感受更多的是盈动与神奇。

正如专家所言，山旺化石的发现是识别古

代生物世界的窗口，为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研究

提供直接的证据。同时，它也为探索华东北部中

新世生物群、古地埋、古气候以及地层对比提供

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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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周读

一座小城，每年却总能吸

引国内外的顶级专家汇聚，这

便是诸城恐龙化石的“魔力”。

因为恐龙，20 世纪 60 年

代，诸城市一个叫“恐龙涧”的

地方，仿佛一夜间，变成世界

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这毫不起眼默默无闻

的山涧里，陆续出土了迄今为

止世界上最大的鸭嘴龙化石

和规模最大的恐龙化石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著名恐龙研

究员徐星记不清多少次到诸

城了，因为恐龙化石的缘故，

他深深迷恋上了这个城市。

在他眼中，文化遗产是不
可复制的稀缺资源，也是一个
城市的灵魂。潍坊因为这项遗

产而富有内涵，备具吸引力。

“亚洲地区发现的两个纤

角龙新属种全部出自诸城”，

言语中，徐星难掩自豪之情。

2010 年 12 月，在诸城举

行的“国际白垩纪陆相生态系

统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

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权威专

家，毫不吝啬对龙城的赞美：

诸城恐龙化石群是目前世界

规模最大的白垩纪恐龙化石

遗迹，又有规模庞大的足迹化

石，完整地保存了白垩纪陆相

生物链生态系统，不愧是恐

龙研究的宝地……

时至今日，诸城市已探

明恐龙化石点多达 30 处，曝

露化石 2 万多块，发现了鸭

嘴龙类、角龙类、暴龙类、

甲龙类、虚骨龙类、蜥脚龙

类等 1 0 多个属种的恐龙化

石。

“诸城恐龙化石已经成

为 山 东 乃 至 中国的一个标

志。”在徐星的眼中，诸城

恐龙化石是沉睡了 6500 万年

的奇葩。

他说，它们突出的典型

性、稀有性及代表性，对于

进一步探讨晚白垩世恐龙的

分布、演化及古气候、古环

境变迁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正因为如此，诸城成了

国内外专家向往的研究恐龙

化石的“风水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