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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夜晚的风像镰刀一样
划过戈壁滩，气温降至-14℃，冻得人
瑟瑟发抖。西部广袤的戈壁荒漠，昼
热夜冷，没有遮蔽物，寒风吹起来毫
不留情。20个人的科考队野外露营
第一晚，就面临这样的考验。

经验老到的后勤人员指挥车队
以帐篷为中心围成一圈，再用绳子把
帐篷和越野车拴在一起，避免帐篷被
风吹跑。“正好遇上大风，帐篷要是没
固定好被吹走，那可是出人命的事
儿。”一位后勤人员说。

这支科考队由来自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
组成，负责“敦煌－楼兰－西域都护
府 汉代丝绸之路综合科考”项目。
此次科考的目的是，寻找和确定汉代
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的确切路线及
沿途补给系统。

科考队11月16日从甘肃省敦煌
市出发，一路向西，穿越甘肃与新疆
交界，经罗布泊边缘地带，最终抵达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经历第一夜寒风的“洗礼”，车队
随后进入罗布泊边缘地带，沿途开始

出现泥沼。行经一片泥沼时，5辆车
陷住了 4 辆。常年跑野外的司机刘
师傅说，别看踩着是硬的，前车过去，
顺着车印再轧一遍，泥就出来了。陷
车对于常在野外考古的人来说是再
常见不过的问题。大家取了干草和
树枝，就着干土一起铺到车胎下，司
机踩下油门，所有人一起推车，陷住
的车开出去了，留下的是溅得满身是
泥的科考队员。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
馆负责人焦迎新拔干草时弄丢了结
婚戒指。结婚快30年的他说：“根本
没法找，开车过去 2 个小时，万一再
陷进去还得叫个车来救。”

出发后第4天的清晨，此次科考
项目学术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陈凌发现了一处疑似的古
城。进行测绘后，为检查古城的地层
和文化堆积情况，他顶着寒风，赤手
用洛阳铲从地表往下钻探1.9米。学
生递来手套，他说：“不能戴，戴上滑
得很，下得太慢。”

除了洛阳铲，记者还看到了各式
各样的野外装备和考古“黑科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
物管理处处长李军感慨地说：“20世

纪 90 年代初，新疆文物工作者使用
的装备还很落后，现在的设备和技术
先进多了。”

太阳落山后的无人区变得异常
难熬，但跑惯了野外的科考队已习惯
与黑夜和寒冷做伴。大家用捡来的
干草、树枝和红柳根架起篝火，围成
一圈有说有笑。陈凌聊起他在丹丹
乌里克遗址考古调查时如何用沙漠
里干净的细沙洗碗；司机周师傅谈
起他在阿尔金山开车如何与一头
牦牛“对峙”；李军提起有一次从荒漠
出来，宾馆不愿意接待他，因为洗下
来的沙石会把房间下水堵住……大
家的笑声衬着月色，映着火光，格外
爽朗。

此次科考接近尾声，团队以楼
兰文物工作站为中心，针对土垠遗
址、楼兰壁画墓、楼兰墓群、LE 古城
遗址、楼兰古城遗址等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进行了细致考察，并运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丰富了关于这些遗址
的资料。

为了探查古丝路的更多秘密，在
西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中，会有
更多探索者不懈努力，一年又一年。

■曲延函

在京杭大运河最南端、杭州市拱墅区一条传统的江南小巷里，有一个“昆曲会客厅”，时常传出曼妙的昆曲声腔。
会客厅的“主人”是浙江昆剧团演员杨崑。为向公众普及昆曲的基本知识、为昆曲爱好者和专家搭建交流平台，杨崑在
传统文化街区小河直街开设了“小河驿国际昆曲会客厅”，受到了市民游客的欢迎。图为杨崑（上）在“小河驿国际昆曲
会客厅”为前来研学的小学生介绍昆曲戏服。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据新华社 只需戴上 VR 头盔，
通过手柄操作，“沉睡”千年的文物
就能“活”起来；当传统工艺对接市
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
不仅实现了产业化、精品化，更走出
国门；而文化与旅游相互融合，让你
在古城中游得更有“范儿”……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山西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的山西正深挖文化资源，将其
进行跨界融合。

科技加持文物“活”起来
在“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

数字复原展”的展台上，两位戴着3D
眼镜的小朋友不时伸出双手，尽力

“触摸”眼前的佛像；旁边的展位上，
刚刚体验过 VR 技术的市民郭先生
连连赞叹：“太棒了！连石像的神态
都看得清清楚楚。”

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是本届
山西文博会上最火的展区之一。“很
多游客一到文博会就直奔这个展台
而来，人多的时候需要排号体验。”
工作人员说。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正在重塑人
们了解文物的方式，借助高科技的
手段，沉睡千年的文物现在能够走
出博物馆，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

“数字复原技术一方面可以记
录文物原貌，为后世提供修复依据，
另一方面，通过多元的、交互的呈现
方式，可以增进观众对文物的全面
了解，从而提高大家对历史文化的
热情。”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副馆长崔
晓东表示。

科技的进步也让文物保护变得
更加容易。山西文物博物产业集团
依托第三方公司打造了文物安全监
管大数据平台，集成呼叫中心、视频
监控、巡查监督等系统，实现文物安
全态势综合感知、灾害风险智能预
警、应急处置联动融合等功能。

“通过连接当地的摄像头，安装
消防报警、环境监测等传感器，对相
应文物和区域进行实时监控。针
对偷盗、警戒区入侵、烟雾火灾的
情况，险情出现后第一时间通知相
关人员及时处理。”工作人员刘杰
介绍说，该平台的应用未来将实现
对全省所有文物 24 小时不间断监
控与监测。

传承创新“三宝”重现芳华
在文博会上，传统工艺项目种

类丰富，其中，绛州澄泥砚、平遥推
光漆器和珐华器尤其引人注目，被
称为“山西三宝”。这些传统技艺在
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历经时间洗
礼愈加光彩夺目。

在平遥推光漆器展位前，一件
件工艺精美、古朴雅致的首饰盒、
屏风、摆件等工艺品吸引了众多
游客。

平遥推光漆器以推光和描金彩
绘技艺著称，其髹饰技艺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
2012 年，平遥县就成立推光漆艺文
化产业创意园区，集教学研究、设计
生产和展览销售为一体，形成了以
国家级大师和省级大师领衔，以民
间艺人为主的设计创作团队，恢复
了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工艺。

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绛州澄泥砚一改原来单调色彩，通
过工艺创新让澄泥砚色彩更加丰
富，硬度、密度都有提升。自2000年
赴新加坡参加“春到河畔迎新年”活
动以来，绛州澄泥砚不断走出国门，
已在波兰、阿联酋、美国等30多个国
家展出。

在晋城展区，一件“珐华莲池鹭
鸶纹罐”吸引众多游客围观。“珐华
器”，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的
名字，却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
独特地位的一朵绚丽奇葩。

据展区工作人员介绍，珐华器
始于元，盛于明，在清雍正时期终
了，断烧时间已近 300 年。2008 年
始，山西高平人张勇勇带着复原珐
华工艺的心愿，回到家乡，搜寻史
料，走访老工匠，筹备复烧珐华器。
经多年努力，终于使得这项文化艺
术瑰宝重见于世。“下一步，还要走
产业化道路，让珐华器走向世界。”
张勇勇说。

“文旅融合”旅游更有“范儿”
“打起竹板板响连声，请问这位

师傅是哪里人？兄弟我本是山西
人，从小就生长在太原城……”文博
会主舞台上，一段名为《老街老巷老
情趣》的太原莲花落引来声声喝彩，
诙谐幽默的曲调中，太原城八道老
城门、70余条老街、60多条老巷子在
观众脑海中铺开。

这是太原府城游的推介现场。
文博会期间，山西 11 个地级市在主
舞台轮番亮相，举办文旅推介会，除
了讲述好山好水，还呈现了各具地
方特色的文艺表演。

山西近年发力建设文化旅游强
省。“文旅产业发展已融入山西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势头强劲，活力十
足。”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
院院长范周说，文旅融合不是传统
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简单相
加，其融合势必会产生新的业态，因
此在文旅融合过程中要格外注重新
业态的培育。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风景旅游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卫权建议，在
文旅融合文化活化的趋势下，山西
旅游应以景区联动乡村，扩大游览
空间，丰富体验载体；以创意活化实
现“古宝”到“活宝”的转变；以专业
化运营管理全面提升旅游服务品
质，为游客带来极致的文旅体验。

■王菲菲 马晓媛 解园

古老文化的跨界演绎
——来自第四届山西文博会的观察

据新华社 中国盲人协会指导下
的移动电影院无障碍版12月17日上
线。视力残疾人可通过智能手机登
录，并通过残疾人身份识别系统认
证后免费观看无障碍电影。

无障碍电影是一种通过在普通
电影中添加适当解说和字幕从而让
视听残障人士更容易理解和欣赏的
电影形式。近年来，我国相关机构
制作了数百部无障碍电影，为视听
残障人士免费提供放映服务。

移动电影院首席执行官高群耀
说，移动电影院无障碍版利用移动
互联网优势，把智能手机变成无障
碍电影观看设备，将有效扩大无障

碍电影线下放映的覆盖群体。
中国残联信息无障碍技术特聘

专家朱清毅介绍，移动电影院无障
碍版可自动检测手机系统设置，对
已开启无障碍功能的用户自动切换
至无障碍观影专区，并在很多细节
处理上充分考虑了实际操作需求。

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相自成说，建立无障碍移动电影院
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服务残疾人的
很好案例；中国残联将积极推进无
障碍电影相关工作的开展，提升残
疾人服务水平，丰富残疾人文化生
活，进一步推动残疾人文化事业的
发展。 ■白瀛

据新华社《中国军旅文学经典
大系》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发。
该丛书共计 70 卷本，收录作品总量
多达700余部，集中展示了我国军旅
文学经典作品和创作成就。

该丛书由北京长江新世纪出品、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徐怀中担任
名誉主编、朱向前担任执行主编，收
录了刘白羽、魏巍、胡可、李瑛、朱苏
进、朱秀海、乔良、徐贵祥、柳建伟等

多位著名部队作家的经典之作；孙
犁、邓友梅、莫言、严歌苓、刘恒、麦家
等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作家，以及邓一
光、周梅森等非军旅作家的优秀军旅
题材作品也有收录。

作品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话剧及影视文
学剧本等，其中有《保卫延安》《红岩》

《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历史的天
空》等长篇小说 34 卷，中篇小说 13

卷，短篇小说3卷，诗歌卷5卷，散文
卷3卷，报告文学卷3卷，理论批评卷
3卷，话剧卷3卷，影视文学卷3卷。

首发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阎晶明及代表作家、评论家表示，军
旅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丛书的出版有利于传承红
色经典、弘扬民族精神、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史竞男

移动电影院无障碍版上线
视力残疾人可用手机免费看电影

寻找古丝路印记的探索者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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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椅树木“穿新衣”这个冬天不太冷
■记者 高靓 文/摄

连日来，上海气温骤降，不少市民穿上羽绒服、棉衣，戴上围巾、手套
等，“全副武装”抵御寒冷。近日，杨浦滨江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内，树
木、长椅、立柱、栏杆也悄悄披上了五彩斑斓的“毛衣”，成为冬日里的一
道暖心风景。

记者了解到，原来，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正在开展暖艺编织活动。参
与活动的热心市民利用休息时间，编织出各式创意毛线作品，动物、花
草、水果等图案多样，色彩丰富，立体感强。不少参与者甚至耗时一个月
才完成作品，“慢工出细活”。这些作品不仅扮靓了园区环境，而且为寒
冬增添了满满的暖意。

“树上悬挂着七彩毛线球，长椅上‘长’出了许多可爱呆萌的玩偶，感
觉太温馨太有爱了。”学生小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