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真走过几十年

——读《老爷子朱旭》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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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让尘封的文化遗产变得鲜活动人，网络让遥远的文化遗产变得触手可及

☞ 最新崛起的网红是秦始皇和他的士兵们。借助秦俑面部图像形成的数据库，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开发了一个小游戏。用户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寻找那个和自己最像的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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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吉水县金滩

镇南下村，71岁的曾达清

是南下花灯非遗传承人。

受父亲的影响，曾达清12

岁就开始学做花灯。现

在，他的儿子、儿媳也跟着

他学做花灯。

南下花灯有多种样

式，其中龙灯、花灯、狮灯

最受群众喜爱。一整套花

灯做下来要画图、折架、剪

纸、做花、装裱，最后画灯，

至少历时一个多月。每逢

佳节，南下村都有百余人

组成表演队进行花灯巡

演，是一项特别受欢迎的

群众文化表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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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朱
旭走了。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德艺双馨的
老艺术家，往后再也看不到他在舞台上精
湛的表演，再也听不到他对艺术细致的解
读。然而，他为我们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无价的艺术瑰宝，将永远陪伴着热爱他的
观众。

由于工作机缘，与朱旭先生有过接
触。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平易近人、温
暖有力，对艺术和生活都充满热爱。今年
年初，我读了《老爷子朱旭》一书。透过这
本书，我看到他更加真实立体、生动有趣的
一面。

这本书里，朱旭的妻子宋凤仪女士讲
述了他从一开始那个先天条件并不太好的

“傻大个儿”，到后来在表演领域独占一席
之地的过程，揭秘了他在每一个经典角色
背后付出的艰辛与汗水。

在书里，我看到了一位热爱生活、兴趣
爱好广泛的老先生。他喜欢下棋、舞墨、打
台球、养花、垂钓……玩的时候尽情玩；工
作的时候则是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严格遵
守一条原则：任何个人兴趣都不能影响工
作，工作是第一位的。他热爱丰富多彩的
生活，对于生活中各种人物的观察和研究
成了他的职业习惯。表面看起来他像个不
务正业的人，无所不好，但也正是宽广的视
野和丰富的爱好拓展了他的知识，充实了
他的内心，从而帮助他在艺术创造领域攀
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朱旭先生的表演艺术与修养，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传统戏曲。幼年时他嗜好京
剧，不光入迷，嗓子也好。亲朋好友中谁
办个喜庆宴会，便会拉他去唱一段，他几
乎成了一个“戏篓子”。1949年，他第一
次登台演出，演的是《生产长一寸》，剧
中扮演一个年轻工人。他说，第一次上台
还是很紧张的。

多年来，朱旭演了不少戏，也得到了观
众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在他看来，这主要
得益于人艺这么一个人人自觉读书、自强
用功的好环境。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文化
素质不同，其作品也必然会有高低之分。
因此，他认为没有人艺的栽培，就没有他的
今天。

在字里行间，我还读到了对朱旭先生
和宋凤仪女士温馨家庭生活的描述，读到
老爷子的平易、厚重、儒雅和温暖。在宋凤
仪看来，朱旭在关键时刻考虑事情很周
到。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记得正演《蔡
文姬》的时候，我久病的父亲正处在弥留之
际，忽而清醒，忽而昏迷，嚅嚅的轻声细语
中可以辨认出，他想最后见我一面。晚上，
我有演出不能请假回去，为了不影响演出，
保证不让我带着难过的情绪上台，朱旭一
晚上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替
我向老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后来，朱旭一直在后台陪伴着宋凤仪，
直至演出结束，依然没有告诉她父亲的事
情，只是催她卸妆，早点回家休息。直到第
二天清晨，才如实地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
诉了她。“虽然我深感遗憾，但是这不能怪
他，那时的演出纪律很严格，要求‘以演出
为主，一切为了演出，一切服从演出’。”宋
凤仪在书中写到。在朱旭看来，生离死别
虽是大事，也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私事
再大也是小事，私事必须服从工作的需
要。只要有演出，对于任何个人私事都不
迁就，这是一条铁的纪律。

在书里，朱旭手书了一段话：“演员认
认真真演好你所扮演的每一个人物，处理
好每一句台词，几十年的路都是这么认真
走过来的。”

朱旭老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
他对于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热爱，将鼓
舞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努力担当新的
使命，迎接新的挑战。

圆明园十二兽首口吐活泉、敦煌大佛
巍峨耸立、秦始皇兵马俑威风凛凛……在
日前举行的第五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
国际论坛上，重返海晏堂、数字敦煌、秦始
皇小游戏纷纷亮相。科技让这些尘封的文
化遗产变得鲜活动人，网络则让这些遥远
的文化遗产变得触手可及。

保护：千年壁画可以
在影像里永远保存

敦煌莫高窟是国内最早开始数字化保
护的文化遗产之一。由于游客呼吸中的二
氧化碳对壁画有伤害，莫高窟已经有许多洞
窟不再对外开放。但是，这依然无法阻止曾
经鲜艳的色彩、泥塑的肌肉在时光中衰变。
人们需要一种方式让莫高窟能够永久保存。

“我们经过 20 多年探索，近 10 年主要
进行规模化采集。”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
中心副主任夏生平介绍说，采集时把壁画
分为30 厘米到50 厘米一块，上下有连接，
通过激光定位。采集精度为3米，控制误差
小于等于1毫米。一块14米长、5米多高的
壁画，采集下来的照片有 5000 多张，数据
量达60G。完整拼接起来，任何一个局部都
可以无限放大。据统计，莫高窟有近500个
洞窟，壁画有 4.5 万余平方米，现在已完成
拼接的有50个洞窟。游客通过数字敦煌，
就如同来到洞窟之中，可以近距离欣赏千
年壁画。

数字技术不仅能采集数据用于保护性
展示，还能够直接辅助文物修复。在武威
天梯山石窟数字化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
技术人员通过绘制精细的病害图，定位定
性了解病害的分布情况。

“我们通过红外热成像监测勘察病害
成因，辅助遗址地文物本体保护。”北京国
文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杨丽莎是项目负
责人之一，“我们发现13窟塑像的脚部酥碱
病害和水分的含量关系密切。通过采集四
周的水分、盐分分析后又发现，盐分主要来
自崖体，因为盐分不断失水、保水，导致地
藏层的酥碱脱落。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制
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也被应用到文
化遗产保护中。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万
里长城其实有 22000 多公里，其中大部分
是年久失修的“野长城”。真正被修复好、
向全世界游客开放的连十分之一都不
到。这些野长城受到岁月侵蚀、人为破
坏，损毁严重。

但是用传统方式保护和修复长城，比
重新建一段长城还要难。“因为要花费大量
人力去到山上丈量每段长城，看其中哪些
需要修缮，哪些需要加固，哪些地方需要多
少块砖，再根据这个非常复杂的勘测数据
制定修缮方案，让工人背砖到山上进行修
复。”异开（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总经理马超说，“这是修复长城中非常困
难的一部分，哪怕700米的长城可能也要修
两年。”

在修复箭扣长城项目中，马超团队利
用因特尔“猎鹰-8”无人机捕获了大量图
片，同时和武汉大学国家遥感测绘重点实
验室合作，研发出一套基于因特尔平台的
算法。通过两天的飞行和拍摄，捕获的数
据构建了整个箭扣长城的3D立体图形，甚
至用技术排除了植被覆盖的影响，得到最
准确的测量结果。同时，通过分析保存完
好的长城段，确定城砖应该如何排布，对比
现在的砖处在什么状态，通过力学算法计

算出哪些砖体出现了明显损坏，为维修提
供精准指导方案。

“两天的拍摄、几周的算法开发计算就
生成了一套方案，既没有大量支出人力，也
将原本需要数月的勘测方案缩短到几周，而
且比原来的人工丈量更加精准。”马超说，

“拿着这套方案，预计长城基金会将在半年
之内就完成箭扣长城的整体修缮工作。”

激活：7分钟重返圆
明园的辉煌时代

把文化遗产数据化，只是保护的第一
步。如何让这些数据活起来，把一个个文
化遗产更好地展现给世人，也是专家们关
心的话题。

20年来，82岁的清华大学教授、数字
圆明园项目发起人郭黛姮一直专注于“复
活”圆明园。这位梁思成的关门弟子，带
领 团 队 构 建 了 2000 座 数 字 建 筑 模 型 、
140T 高清数字资源、44 万平方米景区复
原面积、162 种数字植物模型。基于这些
复原研究成果，数字圆明园历时两年研发
推出了“重返系列”E-MAX 产品。最先
呈现的“重返·海晏堂”展现了圆明园十
二兽首所在地——海晏堂从废墟重返历史
原貌的场景。

在将近 7 分钟的沉浸体验秀中，观众
可以用自己的脚步“揭开”封存在地下的
海晏堂遗址，亲自参与圆明园的探索发
现。随着场景的纷繁变化，时而置身于五
彩斑斓的建筑琉璃构件中，时而融入浩如
烟海的文献史料里，继而又被气势恢宏的
水利机械所包围，感受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齿轮声。

展览拉近了观众与圆明园的距离。在
展览墙上有个问题：“现在，提到圆明园，你
会想到？”五颜六色的选票大多贴在“骄傲
自豪”和“美轮美奂”的答案下，选择“1860
大劫难”和“遗址废墟”的人反而寥寥无几。

“海晏堂”不过是这一浩繁数字宝库的
一角。在西北的敦煌，每天，游客们都在环
幕影院，亲眼看着1600岁的莫高窟在数字
海洋中醒来；在西安秦始皇陵，百度AI数字
复原技术也被应用于兵马俑展示。

“秦始皇兵马俑坑有一个缺点，就是观
众与文物、遗址之间距离非常远，往往在 5
米至10米以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
员王勇说，博物院与百度百科联合打造了
数字博物馆，通过数字采集，游客可以在PC
端或者电子设备上，高精细度地观察每一
个兵马俑的面部神态。百度的 AR 技术动
态还原了兵马俑的彩色、铜马车的构件，让
观众直观了解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伟大
之处。这是隔着玻璃静态观察文物，或者
单纯听讲解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效果。

传播：奥运冠军一个
“呵呵”，为博物馆带来
1000万浏览量

数字化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传播玩
法，让曾经高冷的文化遗产有了当网红的
潜质。

除了网络段子手——故宫，在全国的
博物馆里，成都博物馆也堪称网络达人。

“2016年，成都博物馆新馆开馆时，一位观
众在博物馆官方微博后台留言，说馆内一
个汉代陶俑长得很像奥运冠军马龙，我们
就转发了观众留言，并@了马龙。”成都博物
馆宣传推广部主任肖飞舸回忆说，“没想
到，马龙回复说，‘我能说什么？只能说呵
呵。’”就这么一个小互动，让马龙的粉丝大
量转发，还引起了《人民日报》的注意。最
终，这条微博单条阅读量达到 1000 万，为
博物馆吸粉不少。

从此，成都博物馆意识到新媒体时代，
博物馆不能再高冷，而要“高互动”。肖飞
舸说：“现在我们在做博物馆宣传时，都会
准备三种不同的素材给不同的媒体。尤其
是针对新媒体，我们会更多使用年轻观众
感兴趣的语言。”

最新崛起的网红是秦始皇和他的士兵
们。“很多年来我们的展示手段非常陈旧，
不好看，不好懂，一直被观众诟病。”王勇发
现，现在通过文物数据和一些适合的数字
手段，就能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蕴含的秦
代故事讲述出来。

借助秦俑面部图像形成的数据库，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还开发了一个小游戏。用
户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寻找那个和自己
最像的兵马俑。现场就可以告知用户这个
俑在哪个坑哪行哪列，互动性很强。

“我们还推出了 H5 小游戏，融合了秦
代立法、疆域、关卡等知识，答对了就给一
个封号，对应秦代 20 级军爵制。还有‘秦
直道’游戏，通过输送粮草，比谁点得快，
让用户了解秦代的军务制度。”据王勇介
绍，他们与汉仪方正合作开发的小篆主题
文字已用于 QQ 端，兵马俑表情也在微信
和 QQ 上线，秦始皇和兵马俑们即将开启
网红之路。

“博物馆以前的关注点是物，要把文物
管好，做好账目，保持好文物的状态，等
等。”王勇认为，今后博物馆要把眼光更多
投向观众，考虑他们到了博物馆以后能体
验什么、需要什么、消费什么，要从解决用
户的需求考虑。只有这样，数字技术才能
让文物变得更精彩。

下图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推出多种文创产品。 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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