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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3 月 8 日，太原钟楼街主题邮局内

热闹非凡，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携

手美滋每客公司创新推出的“邮味儿太原”系列文

创糕点在此“亮相”，这是太原邮政将“邮文化的历

史”与“舌尖上的美味”融为一体的大胆尝试。

当天，全新设计的“山水太原”“人文山西”等系

列邮品、纪念章戳也在主题邮局展示。太原邮政还

在现场开展同步直播，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太

原邮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钟楼街主题邮局为平

台，联动文旅资源，打造“邮政+文化+民生”生态圈，

为太原文旅融合注入邮政力量。 杜鹃

科学导报讯 历经数日的海选、初赛、复赛、决

赛，3 月 9 日，大同市灵丘县武灵镇石磊村举办的

“鑫宇杯”第一届歌咏比赛落下帷幕。石磊村多年来

有着农历二月唱二人台的传统民俗。今年，村党支

部、村委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举办歌

咏比赛，让传统民俗融入时代气息。

本次比赛吸引了该县各行各业的歌唱爱好者

参赛，其中年龄最大的 62 岁、年龄最小的 10 岁。据

了解，这是灵丘县首家以村为单位举办的歌咏比

赛。它的成功举办为石磊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也为全县乡村举办文化赛事积累了经

验。 关海山

姻 薛建英

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上线以后，为

了让海外玩家更好了解故事背景，许多中国游戏玩

家自发制作图片、文字、视频，向海外玩家“科普”

《西游记》原著。借由这款游戏持续火爆，中华文化

也吸引了更多目光。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现实的文化

软实力？“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

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是一个重要方向。

如果说文化是源代码，科技就是编译器。以创

新思维和科技手段，丰富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有

利于其走出“高阁”、走进生活，焕发生命力、增强吸

引力。甲骨文太晦涩？中国文字博物馆设计交互小

游戏，通过“虚拟场景+屏幕融合”技术，模拟百兽之

声，让游客轻松有趣地了解甲骨文构造原理，排队

者络绎不绝。石窟寺太遥远？云上龙门、云游敦煌等

小程序让人们足不出户，打开手机便可沉浸式畅游

石窟宝库，一览文物研究成果。以科技打破传统与现

代的“次元壁”，让历史触手可及，让文化浸润人心。

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是富矿，现代科技就是采

矿机。找准角度、用好力度，就能开凿出文化产业发

展的现实路径，释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新中式”

服装成顶流，曹县汉服一年卖出 120 亿元；“国潮”

文创持续火爆，凤冠冰箱贴 4 个月销量超 53 万件。

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更潜藏着人们内心

深处的消费认同。紧扣时代脉搏，洞悉大众喜好，通

过新技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有助

于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向奔赴。

如果把文化比作帆船，那么科技就是适时而起

的东风。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潮流中，以新兴媒

介为推动力，中华文化这艘大船就能扬帆“出海”，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口碑与票房双赢的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用现代动画技术讲出传统神话

故事，既让优秀传统文化赢得更多观众喜爱，激起

电影市场的一池春水；也创造了让青少年领悟传统

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契机，培厚了新时代的

文化沃土。依托新技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讲好中

国文化故事，能让世界更好读懂古老的中国，也更

好看见当下的中国。

技术为表、文化为里，创新不能失本，赋能不可

越矩。以科技赋能文化，不是要“改写”历史、“重构”

文化，而是要让积淀的丰厚历史文化获得新的表达

方式和表现形式。

中华上下五千年，处处都是文化的沃土，回响

历史的跫音。充分发挥科技在文化建设中的保护作

用、支撑作用、驱动作用，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

定将澎湃向前、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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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生金正在凝神创作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暮春时节，在平遥古城娃留村的一处静

谧院落里，八旬老人薛生金俯身漆案，手持

发簪般纤细的画笔，在漆胎上勾勒出牡丹花

瓣的层层褶皱。漆液在晨光中泛着温润光

泽，空气中浮动着大漆特有的醇厚气息，这

一刻，时光仿佛倒流至 1953 年———当 16 岁

的少年第一次触摸到温热的漆液，命运的齿

轮便与这门千年技艺紧紧咬合。

走进薛氏漆艺工作室，漆艺元素无处不

在：漆画挂历、漆木家具、漆艺茶具……但最

引人注目的，是书案上那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记录着他构思中的“中华漆艺基因库”———将

散落民间的漆艺技法系统归档。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平遥推光漆器厂，是

这座晋商古城最后的漆艺堡垒。彼时行业凋

零、匠人星散，仅有几位老师傅守着几方漆

案。1958 年，少年薛生金拜入漆艺大师乔泉

玉门下，面对的不仅是技艺的空白，更是整个

行业的寒冬。“学漆艺，得先学会‘熬’”———师

父的告诫在他耳边回响 60 年。寒冬腊月里，

他用冻裂的双手一遍遍推光漆面；酷暑时

节，漆疮爬满双臂，他裹着纱布继续描金；为

掌握“三金三彩”绝技，他连续 3 年睡在漆

坊，夜半起身观察漆液凝结状态。

“大漆是有生命的。”轻抚着南宋漆碗的

残片，老人眼神温柔，“它教我们懂得等待，

学会包容。漆面划痕可以修复，漆层剥落能

够补缀，这种‘重生’的智慧，不正是文明传

承的真谛吗？”

“漆层堆叠要如远山含黛、近峰叠翠，须

得层层递进。”薛生金手持漆刮，凝视着案头

半成作品如是说。在这位八旬老匠人眼中，

平 遥推 光 漆 器 的 制 作 恰 似 绘 制 立 体 山

水———木胎作骨，灰胎筑基，漆工赋形，画工

传神，镶嵌点睛，五道主工序环环相扣，每个

环节又暗藏玄机。从选料阴干到推光出彩，

三十余道工序构成精密的手工体系，每一步

都凝结着千年漆艺的智慧密码。彩绘工序对

匠人的技艺要求堪称苛刻。一名合格的漆画

艺人需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在熟稔工笔花

鸟技法的基础上，方能运用矿物颜料进行勾

线填色。尤其在推光漆器的制作中，画工必

须历经 4 年的沉淀，通过反复临摹古画、调

制色漆、控制运笔力度等专项训练，才能掌

握在漆层上“描金堆彩”的绝技。

年近九旬，薛生金正以笔为刃与时间赛

跑。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将全部心血倾注

于漆艺创作，在推光漆器的天地里耕耘不

辍。他深知每一件作品都是漆艺传承的生命

载体，除了悉心指导二十余位徒弟，更亲自

操刀完成多件扛鼎之作。三载精雕细琢的

《百猫戏春图》堪称一绝，五百余只灵猫在朱

红漆底上嬉戏追逐，毛发根根分明，神态活

灵活现。而创作于古稀之年的《满园芳菲》，

更是将他 60 年人物画功底展现得淋漓尽

致。画面中百位佳丽身着十二章纹华服，或

执团扇踏春寻芳，或执钓竿静候涟漪，或执

棋子对弈品茗，衣袂线条如吴道子笔下般行

云流水，人物神态似周昉仕女般顾盼生姿。

在《太行风光》的创作中，他将传统漆艺与现

代审美完美融合。历时两年，用螺钿镶嵌出

山峦的巍峨、以朱砂描绘出晚霞的绚烂，漆

层厚度达 0.3 毫米，通过 36 道打磨工序，让

每一道皴法都渗透着太行精神的雄浑气魄。

这些凝结着匠人心血的作品，不仅是漆艺技

法的集大成者，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

礼赞。

清末年间，平遥古城内经营推光漆器的

店铺仅有 14 家。而到今天，相关从业人员已

达 5600 余人。2022 年，薛生金成为“中国非

遗年度人物”30 位提名候选人之一。“现在，

平遥从事漆器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我的徒

子徒孙。”薛生金自 1962 年起，先后培养了

两百多名徒弟。其中，大徒弟梁中秀已成为

继他之后的山西省第二位国家工艺美术大

师。

值得欣慰的是，薛生金先生的两个儿

子———薛晓东与薛晓钢毅然接过传承重担，

为平遥推光漆器这一非遗技艺注入了时代

活力。大儿子薛晓东毕业于福州大学工艺美

术学院，次子薛晓钢深造于太原工业大学美

术系，兄弟二人自幼浸润于漆艺世家，成年

后更全职投身家传技艺，在父亲亲授下系统

研习传统推光技法。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在

坚守传统工艺精髓的同时，积极探索现代艺

术语言，将学院派美学素养与民间工艺智慧

相融合，成功突破传统漆画的表现边界，其

作品多次斩获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展奖

项。薛生金孙女薛梦瑶目前在高校教授美术

设计课程。通过三代人的接力传承，平遥推

光漆器正以创新姿态续写着这门千年技艺

的当代传奇。

薛生金：漆艺匠心传续千年文脉

让科技之光
照亮文明星空

K 文化视点
wenhua shidian

“这个平台真好！跟在现场看到的一模一

样。尤其是观看了解州关帝庙景区，不仅欣赏

到下雪时的美景，还发现树叶被风吹动的情

景，数字古建果然名不虚传。”3 月 4 日，介休

游客安女士和老伴参观山西青铜博物馆时，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用手触摸着“山西省文

物古建实景三维平台”，沉浸式体验了一回

“数字文物古建”。

如何让游客获得沉浸式的古建游览体

验？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高级工程师康丹

揭开了谜底。据康丹介绍，山西省文物古建

实景三维平台是以点、面、体构建的数字场

景，宏观呈现三晋大地的地势起伏与影像变

迁，更以毫米级的精度空间化重构每一处古

建肌理。该平台不仅将每一处文物数字空间

化，实现文物的实景三维真实再现，还通过

多视角欣赏文物古建之美，以科技之手触碰

千年古建的温度，沉浸式体验文物的厚重文

化。

在现场，笔者选中平台中的解州关帝

庙，只见拉高视角，逐步可看到关帝庙全景；

拉低视角，就回到崇宁殿。此刻周边的建筑、

植物一清二楚，还能看到树枝随风摆动，云

朵缓缓飘过。真可谓是俯仰庙外，在全息影

像里移步换景；抑或近探庙内，饱览古建的

建造制式。

点击漫游路线，能体验不同视角的飞行

路线，快速感受逼真的数字世界。如点击石

柱，看到檐柱上龙身蜿蜒盘旋，栩栩如生；往

大殿侧面走，看到一些碑文，上面的文字，甚

至历史的痕迹，都清晰可见。随着镜头的穿

梭，景区里的大殿、雕刻、斗拱都栩栩如生展

现在眼前，仿佛在场景中自如走动。如此的漫

游，再配以舒缓的古韵音乐，让游客欣赏文物

古建之美的同时，开启视听享受。

为了让体验者与文物互动，平台还将文

物的建成时间、保护级别、详细历史背景等信

息全部叠加，让游客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

和文化故事。

“山西省文物古建实景三维平台是由实

景三维场景平台，叠加文物专题数据而成。它

是以数字高程模型为基底、遥感卫星影像为

背景、基础测绘成果为框架，建立的三维立体

化场景。”康丹打了个比方，数据组成制作文

物古建实景三维场景的“原料包”，再转化为

与虚拟引擎软件相匹配的格式，渲染生成四

季变化、光影变幻等环境场景，最后将处理好

的数据整体“打包”，输入文物古建沉浸式体

验平台。

“利用光影自动变换，平台将现实世界中

的光影和天气效果在模块中得到实现。”山西

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工程师吴琼边介绍边操

作，点击自动光影，模拟出太阳的东升西落，

使场景表达更立体真实。平台还支持天气效

果变换，提供晴天、阴天、下雨、下雪四种天气

模拟。点击下雨，平台就模拟出降雨的视觉效

果，地面还会有水花溅起和积水。下雪天同样

会有积雪效果，转换为晴天后，积雪随着时间

逐渐消融，而不是一下子消失。

“数字高程模型，用于构建全省地形级实

景三维场景，直观呈现山西省的地势走向。”

吴琼介绍，以雁门关为例，该文保单位位于忻

州市代县境内。通过平台可以看到雁门关坐

落于山脊之上，围城随山势而建。相比平面地

图，实景三维场景能更直观看到文保单位附

近的地形分布。

位居台怀镇中心的是塔院寺，寺院中心

标志性的建筑大白塔，由塔尖、塔身以及底座

构成，总高 75.3 米。随着视角拉近放大，可在

屏幕上清晰看到，塔身上 252 个铜制的小风

铃，色彩鲜艳明丽，细节清晰完整，真实还原

了这座建筑宏大而精美的风貌。

据了解，山西省文物古建实景三维平台

还详细罗列了全省文保单位的分布状况，其

中国家级文保单位 531 个、省级文保单位 779
个。平台中，国保和省保的符号颜色也不同，

可通过列表栏筛选、搜索和定位，也可点击屏

幕上的点位查看各单位简介。

轻点屏幕，古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太原钟楼街主题邮局

“文创+美食”带来新体验

山西省文物古建实景三维平台带你沉浸式体验“数字文物古建”

灵丘县石磊村

首届歌咏比赛落幕

3 月 17 日，随着气温回升，太原古县城迎
来休闲游热潮，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笼的映衬
下更显韵味。古风快闪表演、花馍展示、赏石艺
术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赏。 姻 赵夏雨摄

古韵春华

山西大剧院

举办春季演出季推介会

科学导报讯 近日，山西大剧院举办了“悦享春

‘艺’———春季演出季推介会暨市民开放日”活动。

本次春季演出季，山西大剧院将持续推出“剧好戏”

精品剧作系列、“乐华章”世界经典音乐会系列等演

出，其中包括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及被誉为“一

生必看的音乐剧”———百老汇英文原版音乐剧《芝

加哥》等经典剧目。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演出季的重磅大戏———原

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将于 3 月 28 日~29 日在山西大

剧院连演两场，这也是该剧在 2025 年的首演。 康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