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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2024 年是太原解放 75 周年，为讲

好党在并州大地的浴血奋战史，大力弘扬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和英雄精神，教育引导全市人民特别是青

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近日，太原市举

办纪念太原解放 75 周年音诗画“时代新人说———红

色的力量”活动。本次活动由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太原广播电视台承办。现场观众

沉浸其中、深受感染，激发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

主义的深厚情感和强国复兴有我的责任担当。丁园

纪念太原解放 75 周年
音诗画活动举办

姻 龙之朱

“背诗免票”的景区队伍眼见着越来越壮大了。江

西滕王阁背诵《滕王阁序》可免 50 元门票、四川剑门

关背《蜀道难》可免 105 元门票、安徽滁州琅琊山 5 分

钟内背诵完《醉翁亭记》可免 60 元门票入园……

记诵名篇，本来就是中小学生的基本功。在风景名

胜区来上一首，如同是一块“敲门砖”———和景区的收

费之门一同打开的，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门扉。

这与当下中国风景名胜区多文人骚客足迹有

关。几乎每一片好山好水，都有诗人的题咏，也都因

为这些人杖履所及、随风吟咏而倍增文采风流。你

能想象，鹳雀楼少得了“白日依山尽”？黄鹤楼少得

了“白云千载空悠悠”？即便一个风陵渡，也有金庸

先生编织的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游客到了这些地方，吟咏诗词，咀嚼文章，口吐

锦绣，心向往之，这都可以看作是“到此一游”的功

课。无论是“危乎高哉”的剑门关，还是“落霞与孤鹜

齐飞”的滕王阁，诗文风流，都是景区的核心内容，绕

不开、躲不过的，顺便读读背背，实在是情理之常。

至于很多时候，虽然身临绝美之风景胜地，想

着吟诗一首，却每每遭遇张不开口、读不出来的窘

迫，也是常事。可见，腹中多藏一些诗文，绝非仅仅

用来“敲门”，实在是触达眼前景的便捷通道，也是

阐发心中意的绝好依恃，更是深入浅出中华传统文

化的渠道。行走在历史的沧桑之中，感知着千百年

来的文化风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那绝对是浸润

人心的舒爽和清朗。苏辙说，“盖天下之乐无穷，而

以适意为悦”，这里的“适意”，其实就是外边风景与

人心需求的调适。苏轼诗曰“诗酒趁年华”，说的就

是这样的物我“调适”。

如今的风景区，能够允许游客以诗换票，说明

已经意识到文化与人的互动，且已经采取措施实现

双向奔赴。这当然是好兆头，也会更好地激发游客

的热情。毕竟，文化虽然属于内心，但外部的刺激能

够让文化更广泛地触达内心。更不要说，这种自带

挑战性与趣味性的活动，也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

播，从而提升景区的曝光率，吸引更多游客。

当然了，从创新层面讲，各地除了“抄作业”外，

似乎还应多一些办法。即便从诗文入手，也不应只

是止于“背诗免票”，而可以更多一些互动设计，持

续提升游客体验。

“背诗免票”走红，
文化终将浸润人心

wenhaishibeiK 文海拾贝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做那么多没用的事

情。”

手中的铅笔啪地折了，在白卷上渗出一

串碳墨。高悬在考场正中的时钟凌厉地俯瞰

着，指挥分针和秒针轮换撞着齿轮。

无奈地，我以默叹回应时间的裁决。作为

参考的玩家，与试卷辗转这么多年，对于期末

考试这场游戏的规则，我已然心知肚明。可下

笔仍无力，对答亦仓促，无以应对、无处遁形，

时间细细簌簌从群魔乱舞的笔尖遁逃而去，

最终形变为两三个数字，权当阶段的审判。

我不擅长考试，那是显而易见的。可我不

擅长应付权威，那更是不言而喻。不然，怎会

竟如此轻易地，被来自母亲的一句话鞭笞得

动不去笔呢？

敞亮的教室里满是沙沙的作答。眼前的

题目不甚明朗，无数雾霭在脑海飘徊。

那么，如您所言，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

用？考出好成绩就皆有用，一个孩子为其热爱

所付出的心血便为无用？那些对人性的研究、

对绘画的坚持、对文字的探索、对领导力的培

养，在这社会的管理体制之下，价值尽失、无

所用途？

哐地一下，时间敲下了它的法槌。一卷卷

题纸朝前滚动，飞翻得好似冬日逸散的雪花。

人群涌动着出去了，我拾着断折的铅笔，追在

人群乌压压的尾巴后面。穿过幽暗的走廊，阳

光正停在枝桠。万物一下子耀目起来了，一切

都如此金灿，像迎来新生般舒展。

再回过神来时，人群早不见了，只有空空

的一具我，杵在空空的一片广场上。

我忽而耻恶起这具躯壳来。到底是存在

在了世界上，到底是以高大的身躯暴露在了

阳光下，却到底是做什么都是错误。

那么，这具躯壳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呢？

可是，耻恶自己算什么本事呢？空想怕是

只能证明我之无用的吧。

哪怕喊出了这样的声音，风也只单单地

转溜着打圈，并不把什么东西送向远方。于是

那些真实的话只好掉在脚边，变作连片迷茫

的脚印。

一段时日后，我从学校回了家。虽是走起

来了，但要是探寻自己为何存在，似乎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20 岁的年纪，就这么安生在象牙

塔中，一切好像还未开始，一切好像又都开始

了。

我想，每个人都要经历年少轻狂，才明了

四海浮沉。与久别的好友千里传音，谈及梦

想，当初那个我熟识的少年，如今为了理想，

渐从意气风发至风尘仆仆。她只是苦笑了几

声，铿锵顿挫中不复单纯稚气，却多了些沉重

悲慨。

“也就是在极度痛苦中挫骨扬灰吧。”

从象牙塔的窗户里，她带来了些许风尘，

我于是知晓外面的世界正风起云涌，宽广而

险峻，危机四伏又机遇丛生。被暂时的温柔乡

环绕的我，得以从美好中醒来，混杂着惧怕与

渴望，将目光置于长远的整个人生。

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到底是为什么而

活着？余下的五六十年，短短的一万多天，我

的整个人生，要怎样才不会虚度存悔？

何其有幸，在探寻答案的路上，又得贵人相

助。时值北国初雪，南方的常青树也为这凛冽的

寒潮所震慑，纷纷抖了叶子，屈从这来自气候

的权威。我亦瑟索在暖裘中，听那小小电子设

备中的振聋发聩。老师的声音不大，却丝毫不

逊于考场中的时钟。同为审判的力量，同样撞

击着心灵，却由内而外地迸发着觉醒的智识。

“天不生无用之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你的人生使命。”

我于是懂得，母亲之指责，乃局中之言。

同为深陷于生存游戏之人，母亲为了共同的

生存利益，不得已期望我做“有用”之事。而安

于象牙塔中的我，不觉生存之危，只惯性地服

着母亲的权威、沿着她的思维，亦如那常青树

屈了冬的寒冷而落叶般，不知不觉便陨了光

芒。

一方面是好意的向下拖拽，另一方面是

启智的向上托举。二律背反的两股力量相互

制衡，又该如何调整？

思考没有头绪的时候，便一个人逃去楼

下散步。孩童的笑闹、鞭炮的砰炸，在阳光和

煦下格外单纯。只是单单望着，嘴角便止不住

地上挽———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无忧无虑

的孩子，带着真诚的心拥抱世界。

我慢慢地回忆起不久前零碎的时光。过

去的一岁如长夜漫漫，我为情感上爱而不得

而消沉，为原生家庭创伤而抑郁，对身体病痛

漫不经心。可如今我看到光的影子了———每

遇一次挫折，便从中体悟些什么：识人之法、

家庭教育、人生目标，每一分思考，每一次体

悟，都成为蜕变的契引，其中都藏着我理想的

模样。

凛冬会不会再来？眺望遥遥伫立的未来，

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在这一切都尚未成

型的 20 岁，人生的意义就像回南天里的水

雾，冷暖交织着摸不住形状。也许冬天是会再

来的，因为四季轮回之律永不改变。也许人生

的意义也是阶段的，就像万物彼此依存、互为

消长，低潮与激进都是生命的常态。

然而变数亦暗示着可能，既然醒了，便不

必再拘于牵绊。正如鲁迅所言，不必等候炬火，

就令萤火一般，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在那个阳

光遍地的广场上，无论哪个方向都有通往未来

的路———何必为无比局限的一句话所困呢？

每个人最初都是全能自恋的孩子，而最

终也都经历时间的磨洗，变得圆熟自持，成为

自己理想或是不理想的形象。过去的一切是

你的基石，但那并不能决定你的人生。人生的

意义永远在于，在余下的生命中，生而为人的

你，选择活出怎样的姿态。

我回望窗外的枝桠，前几日光秃的枝桠，

已然蹿跃上了几抹绿影。要不了几日，便会重

回葱郁，森森然带来春的气息。

于是定了决心，为整个人生整装待发。

伴着春的脚步。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姻 肖颖君

人生的意义

远望群山画外图，层林锦色古来无。

而今始信陶然意，过尽云帆醉一壶。

七绝·记梦

shilinmanbuK 诗林漫步

青灯黄卷伴终天，赖有蛩鸣夜不眠。

兴废存亡千古事，到来一觉梦如烟。

七绝·书痴

七律·夜坐（外两首）

姻 李 越

千里江山一望中，万峰晴色送归鸿。

天开美景风光好，月半秋凉夜梦空。

自有神功堪造化，须知清品反身通。

松阴竹影萧萧处，花落星沉日在东。

科学导报讯 日前，笔者从平遥国际电影展组

委会获悉，2024 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定于 9 月

24~30 日在平遥古城开展。目前，此届电影展已正

式面向全球征片，征片时间持续至 7 月 15 日。影片

可登录平遥国际电影展官方网站的影片报名通道进

行网上报名。据悉，此届电影展报名影片经平遥国际

电影展艺术总监带领的节目策划团队甄选，将有机

会入围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官方展映单元进行展

映。旨在促进山西电影产业发展的“从山西出发”单

元，以及展映经过特别主题策划、具备独特视角和学

术价值的影史经典作品的回顾致敬单元。 郝光明

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面向全球征片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杨凯飞 文 / 图

郭飞：“凹凸”有乾坤 巧手创神奇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开始接触鲁班锁等榫卯结构的玩具

后，我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变化是无限的，它

是我国先人智慧的体现。但是我在与人分享

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对榫卯结构的认识很

浅显，甚至不知道鲁班锁，一般人印象中的

榫卯结构就是古代建筑、明清家具等。我希

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它，于是我就开始研究

它，希望能将榫卯应用到更多的创作中来。”

郭飞声情并茂地讲道。5 月 8 日，《科学导

报》记者在郭飞工作室见到了“太原市工艺

美术大师”“鲁班锁设计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郭飞。

鲁班锁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木制工

具，通过榫卯的凹凸部分相互配合，在没有

胶水、钉子、绳子等外力作用下将分散的部

件“锁”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环环相扣，结

构十分巧妙。其拆解和复原过程有一定的挑

战性和趣味性，动手又动脑。

鲁班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

期，据传最初是由木匠鼻祖鲁班发明的，故

得名“鲁班锁”。其文字记载则最早见于清末

的一本魔术专著《鹅幻汇编》，证明它曾是一

种幻术，类似于魔术表演，流传民间。流传至

今，鲁班锁被列为国家级非遗，是老少皆宜

的益智玩具，但缺少变化与创新。郭飞挖掘

出了鲁班锁现代价值，使古老非遗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涉足榫卯结构与鲁班锁之前，郭飞一直

在学习绘画，以画为生，看似与鲁班锁毫不

相干的人生经历，其实一直都在为某一天积

蓄力量。因为喜欢，画画之余，他几乎玩遍了

所有能找到的鲁班锁，在一片空白中查找钻

研与榫卯和鲁班锁结构、逻辑、哲学思想、文

化历史等有关的资料，并开始自行设计创

作。因为有较高的审美意趣和现代气息，每

件作品都像艺术品一样完美。小小的鲁班锁

做到极致，就不只是益智玩具，是艺术陈列、

实用家具，更是文化载体和生活方式。

除了设计生产实物产品，郭飞还利用各

种机会和方式，积极推广普及榫卯文化和创

意鲁班锁。比如参加展览比赛，在公众号、网

店、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宣传推广产品，

用众筹的方式预售作品，与教育机构合作开

发中国古建筑研学课程等方式，让更多热爱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了解、感受和触摸到榫卯

结构的奥妙。

“有一次我想，榫卯对现代很多中国人

来讲，是一个文化符号，如果把它的文化意

义剥除，那么还剩什么？一种拼装结构和连

接结构，是构建和固定的结构。从这方面想，

我仿佛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那么榫卯可以有

非常多的运用领域。榫卯工艺的传承，它不

应该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技艺的传承，

实际上，它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的传承，是我

们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

慧。我们习惯用钉子螺丝连接器物，只是近

一两百年的事情，榫卯是在发展中被我们淡

忘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所在，也

是最需要我们在发展中重拾的思维方式。”

郭飞兴致勃勃地说道。

十年时间，上百件作品，三个发明专利，

郭飞的鲁班锁做得越来越好。保留传统工

艺，融入现代审美。他推出了外形不同于传

统的、好看好玩的创意鲁班锁，有呆萌的兔

子、老虎、狐狸。材料方面，传统鲁班锁木头

材质温润如玉，适合长久把玩珍藏，郭飞创

新引进乐高同款 ABS 材质，不易变形、成本

更低、色彩鲜艳，更适合做儿童玩具。不同质

感，满足不同需求。连原本用后即丢的外包

装也被注入匠心，用几块木板和透明亚克力

板互相咬合做成鲁班锁，不玩的时候还可以

做陈列架，不浪费又实用。他还设计了体积

较大的长颈鹿衣帽架、龙形摆件，装点现代

人的艺术生活。

成熟的产品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山西博

物院赫赫有名的国宝“鸟尊”、四川博物院典

藏文物“象首耳兽面纹铜罍”，他与博物馆合

作，将“镇馆之宝”用榫卯结构制成伴手礼，

一经面世便收到如潮好评。典雅的青铜器型

与榫卯结构的完美结合，既是炫酷的鲁班

锁，又是精美的艺术陈列，既传承了历史文

化，也丰富了旅游产品。

通过作品，记者看到诸多闪光的细节，

如萤火般的微光汇聚起来成为耀眼的星河。

郭飞的热情和执着，让鲁班锁这项古老非遗

在新时代绽放出迷人的光彩。

郭飞在做鲁班锁

姻 操秀英 韩荣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人工智能助千年古塔焕发活力

得益于联想集团携手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共同打造的“智慧应县木塔”方案，968 岁

的山西应县木塔焕发新的活力。

在近日举行的“新 IT，新文遗：应县木塔

数字新篇启幕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伊联想集

团 AI 赋能智慧木塔成果发布会”上，“智慧

应县木塔”方案首度亮相。

应县木塔建于公元 1056 年，是世界上

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

筑，被誉为我国木结构的“史诗”，也被梁思

成称为“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

然而，如今它也面临如何保护与传承的

难题。由于地震、风雨、战乱等因素带来的损

伤千年间逐渐累积，应县木塔目前已无法供

游客登塔参观。

这是一座塔的困境，也是众多文化遗产

面临的难题。AI 技术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

新路径。

2023 年 2 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基于

此前的研究成果，举办了以“古建筑保护的

数智化转型与元宇宙构建研究”为主题的学

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山西应县木塔的数字化

保护，深入探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

性。会上，联想集团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

合启动“新 IT，新文遗：AI 赋能智慧应县木

塔”项目。

按照分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充分发

挥研究优势，开展木塔内部结构的建模工

作，并打造木塔参数数据库；将工作成果

转化为木塔的展示和科普内容，创作虚拟

体验脚本。联想集团发挥技术创新优势，

结合人工智能、神经辐射场以及扩展现实

技术，为应县木塔构建数字世界中的“孪

生体”。

在文遗活化利用方面，“智慧应县木塔”

实现了模拟登塔、艺术还原、古今融合三大突

破。在景区已暂停登塔参观的情况下，“智慧

应县木塔”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实现游客模拟

登塔，尽可能保障游览体验。

与大多数古建数字化方案不同，“智

慧应县木塔”不仅还原了古建筑的内外结

构，还将木塔千年历史融入其中。体验者

可以在梁思成、老僧等角色的引领下“游

览”木塔，通过点击翻阅相册日记等操

作，了解木塔的前世今生。基于最专业的

建筑和历史知识，“智慧应县木塔”把木

塔所经历的重要历史时刻，通过科技手段

“复活”。

在创新保护方面，“智慧应县木塔”为木

塔建立了可视化数字资讯档案，为日后开展

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框架支持。与此同时，项

目结合 AI 技术新增多项交互式创新尝试，例

如以 AI 与增强现实技术辅助现场勘察。下一

步，研发团队还将尝试利用大模型进行专业

训练，打造“智慧守塔人”AI 助教，在古建人

才培养、木塔研究传承等方面展开更多创新

探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

保护研究所所长刘畅说：“与联想集团携手打

造这一项目，不仅是为了运用新技术记录和

理解这座古代建筑，更希望能够探索未来保

护木塔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