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舞的磚石一塊塊砌成高臺，色彩絢麗的琉璃構

件自動歸位……作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對話會的配

套線上交互展覽之一，「北京海澱三山五園」數字

展日前正式上線。

　「作為三山五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圓明園古跡在

歷史中遭到毀壞。歷時十餘年，數百位研究人員，

通過研究上萬件歷史檔案、復原設計圖紙、數字建

築建模，從而實現圓明園的數字復原。」大陸清華

大學清城睿現數字科技研究院院長賀豔說。

　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

大陸考古出土或輾轉傳世的國有文物共有1.08億件

（套）。這些文物歷經歲月洗禮後，有些已經是滿

目瘡痍，亟須保護修復延續生命。

　「數位化是讓這些文物得到重生的重要方式之

一，經過科學認知和人文求證，文物古跡在數字科

技的保護、利用和闡釋下變得鮮活靈動起來。」中

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秘書處主任燕海鳴說。

　近年來，中國大陸文物保護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

段，文物科技理念、技術、方法取得突破性進展，

數位沉浸展、線上VR展等屢見不鮮，促進了不同文

明的交流互鑒。

　正在中華世紀壇展出「遇見古埃及 黃金木乃伊」

的展覽十一國慶假期吸引不少遊客。來自英國曼徹

斯特博物館的策展人認為，中方主辦方運用了紀錄

片投影、互動觸摸屏等數位新媒體手段，增加了展

覽的豐富性和完整性。

　在木乃伊「CT掃描展示屏」前，觀眾只需輕點觸

摸屏，就能瞭解木乃伊的考古細節，從而初步推斷

木乃伊的性別、高矮胖瘦等資訊。

　時隔近20年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

等多家單位，對北京「城之源」琉璃河遺址開展新

的考古工作。「此次考古工作，我們運用了更多科

技手段和多學科合作方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博

士尹達說，「口徑不足一毫米的玉器經過工作人員

操作滑鼠，就可以翻動360度，將玉器內部的紋飾看

得一清二楚。」

　位於北京中軸線北端的鼓樓，過去是古代城市的

報時臺。如今建築經過騰退後，將佈置數位技術展

覽，講述它作為報時建築的歷史故事，回溯中軸線

的歷史記憶，向海內外講述中國首都中軸線的變遷

故事。

　「通過觀賞、體驗、互動的展示方式，融知識

性、科技性、互動性為一體，使觀眾在有限的文物

建築空間中，最大限度感受鼓樓魅力。」賀豔說。

　北京中軸線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顧瑩認為，數位

技術就像一把鑰匙，開啟古老文明的歷史記憶，搭

建起現代與過去的橋樑，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瞭解

和尊重。

　國際博物館協會2020年發佈的報告顯示，突如其

來的新冠疫情加速了文博領域的數位化轉型，當全

球博物館大面積關門停業，線上的數字體驗卻成為

人們與文物互動的重要方式。

　今年9月，在2021中國-希臘文化和旅遊年開幕之

際，「平行時空——在希臘遇見兵馬俑」線上展覽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網和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同

步上線。展覽聚焦中國兵馬俑和希臘著名雕塑的文

明對話、科技保護，為觀眾呈現了200億像素的全景

漫遊、兵馬俑彩繪虛擬復原、保護實驗室深度解讀

等交互內容。

　大陸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日前表示，即將印發的

《「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強調要加

強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特別要發展科技

測年、DNA研究、有機殘留物分析、大數據等方法

手段，提高考古現場保護、資訊提取、綜合分析和

研究應用的水準。                                       （羅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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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以「至善前行」為主題的張毅創作回顧

展亮相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致敬自然的「太湖

石」、感悟生命的「自在」、由精緻花朵與隨性琉

璃結合而成的「焰火禪心」、融入東方新水墨意境

的「一抹紅」……近卅件琉璃藝術精品，讓慕名而

來的兩岸琉璃藝術愛好者流連忘返。

　與作品同時現身的一系列照片、檔、手稿等珍貴

物品，記錄了琉璃工房創始人張毅與楊惠姍夫婦從

電影轉戰琉璃，從在臺灣創辦琉璃工房到成立上海

琉璃工房、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的過程，也見證著

兩位藝術家為中華傳統文化瑰寶賦予現代藝術生命

力的努力和成就。

　「張毅常說，中國的文化要用中國人的語言來表

達，中國人的故事要用中國人的情感來說。琉璃不

只是一種材質，更蘊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血脈和文

化情感。」親自擔任策展人的楊惠姍說。

　琉璃工房跨越海峽所停留的上海，不僅吸引了

眾多臺灣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的目光，也成為兩

岸民間文化交流最頻繁熱絡的城市之一。聚焦不同

主題，近期上海又有多場兩岸文化交流活動相繼舉

行。

　10月31日，以「兩岸同根 太極一家」為主題的太

極文化交流活動以視頻連線方式，在上海閔行區與

臺北中山區同步舉行。

　太極拳、太極劍、太極舞蹈……兩岸太極高手隔

空切磋、以武會友。120名愛好者以快閃方式表達對

太極的熱愛。現場訪談、線上論壇則邀請兩岸名家

共話太極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閔行區政協主席祝學軍表示，太極拳是中華民族

的寶貴文化遺產，內涵豐富、充滿哲理，已成為海

峽兩岸武術交流的有效載體。希望兩岸武術界人士

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提高，促進兩岸武術傳

承，振興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為期半年的「讓愛看得見·你我來實現」海峽兩岸

大型傳愛公益活動，近日落下帷幕。此次活動由上

海市臺胞服務中心、上海小熒星藝術團、上海市普

陀區蘇州河文化藝術節組委會共同主辦。

　以愛為主題、以音樂為媒介的交流活動吸引了兩

岸音樂、合唱團體和愛好者積極參與，共徵集到近

百部音樂視頻作品，各評選通道獲近300萬人次點贊

關注。最終20個兩岸團體作品入圍獲獎，其中上海

台商子女學校、上海小熒星藝術團獲得一等獎。

　十年前從英國伯明翰音樂學院畢業後，臺灣音樂

人林中琦就選擇到大陸發展。他參與創辦並擔任指

揮的快樂小馬合唱團在此次活動中獲得了二等獎。

「對於孩子們而言，音樂是最好的養分。」林中琦

說，希望有機會參與更多兩岸文化交流活動，讓孩

子們在互動中彼此瞭解、增進情感。

　從琉璃的光影之美，到太極的開合之美，再到音

樂的靈動之美。形形色色的滬臺交流活動，不僅拉

近了兩岸同胞的情感距離，也令他們得以共用文化

藝術的多元之美。                                       （潘清）

　由大陸吉林大學率領的

中外研究團隊近日發佈最

新研究成果顯示，借助最

新的古基因組技術，研究

人員發現新疆塔里木盆地

的古老人群代表了一支距

今約九千年，廣泛存在于

歐亞草原中、東部廣袤區

域的古老遺傳譜系，這一

人群雖然遺傳隔離但與外

界的文化交流並未阻斷。

這一發現對還原古人類的

起源與進化歷史和闡釋新

疆在歐亞文明中的地位意

義重大。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對於歐亞文明研

究十分重要。其中，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

等遺址因獨特的墓葬形制以及文化特徵備

受關注。研究人員成功獲得了這一地區距

今5000年至3500年的古人類高品質基因組資

料，並通過對基因組資料進行大資料建模分

析，發現了一支更新世晚期由古北亞和古東

亞成分組成的，廣泛存在於歐亞草原中、東

部廣袤區域的古老遺傳譜系。經計算，小河

人群的祖先成分形成時間距今約九千年。

　吉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吉林大學邊疆考

古研究中心教授崔銀秋介紹，這一譜系與青

銅時代的歐亞草原人群以及中亞綠洲人群都

沒有直接的遺傳聯繫，也沒有顯示出與任何

其他全新世群體混合的跡象。這一現象可能

是由於塔里木盆地獨特的沙漠環境形成的天

然遺傳屏障，造成該區域古代人群長期的

「遺傳隔離」。

　然而，長時間遺傳隔離並未阻斷該地區與

外界文化和貿易的交流，研究人員在牙結石

中發現了小河人群長期大量食用乳製品，考

古中還發現了墓葬中有小米以及小麥等證

據。

　崔銀秋說，這一研究重塑了人們對新疆以

及歐亞草原的人群演化過程的認識，闡釋了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歐亞大陸上多文化交流融

合的並存之地，展示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之絢爛多彩。

　這項研究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資助，研究結果於10月27日在國際科學期刊

《自然》雜誌上線上發表。             （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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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是讓古文物得到重生的方式

　中外學者在新疆發現距今約 9000 年人類遺傳的重要譜系，

圖為小河墓地的俯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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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古埃及 黃「遇見古埃及 黃

金木乃伊」展覽。金木乃伊」展覽。

埃及木乃透過數位手段益增豐富性

中國兵馬俑和希臘雕塑的文明對話

　在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一座千畝古茶園

中，施雲昆請來專家檢測當地的土壤、水源和空氣

品質，為了給他的茶登記上專屬的「身分證碼」。

　今年60歲的施雲昆是土生土長的雲南人。2014

年，施雲昆在西雙版納偶然發現了一片密佈古茶樹

的原始森林，他從當地村民那裡承包下這片茶林，

開始培育有機茶。同年，他成立了南宛古樹茶業有

限公司，並帶動當地36戶農民增收。

　對施雲昆而言，茶的品質高低不能只依靠口碑來

判定，還要得到權威機構的認定。有了品質認定，

海內外的愛茶之人會更加認可我們的雲南普洱茶，

從而瞭解當地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在保護生態方面

所做的努力。

　施雲昆介紹，有機茶是一種按照有機農業的方法

進行生產加工的茶葉，是零污染、零農殘的純天然

茶葉。

　在茶園維護方面，他嘗試維持茶園的原始野生狀

態。嚴格按照有機食品管理體系對茶園管理，發揮

原始森林對古茶樹的自然調控能力，不使用農藥、

殺蟲劑，灌溉水源來自天然降雨。

　對茶園精心維護的同時，施雲昆也注重生態保

護。「我們會提醒村民不要傷害其他動植物，維護

好茶園，就是維護好所有動植物的生活環境，保證

雨林中良好的生物多樣性。」

　在製茶方面，他依照傳統的普洱茶制茶工藝，按

照有機產品的標準，實施採摘、初制、加工、保

障、銷售的品質體系和操作規程，建立有機古樹茶

加工生產專線。

　2015年，施雲昆公司的茶產品獲得了中綠華夏有

機食品認證中心頒發的有機產品認證證書；2017

年，獲得歐盟有機食品認證；同年，公司成為日本

有機和自然食品協會會員。

　 如 今 ， 施 雲 昆 每 一 款 產 品 上 均 印 有 「 身 分 證

碼」，消費者可掃碼，在國家權威平臺上追溯產品

所有資訊。他的公司還設計了多款具有雲南地域風

情和民族刺繡元素的茶葉禮盒。

　「我們的產品已銷至日本、韓國、阿聯酋等國

家。有了品質認證，打通國外市場管道也更簡單

了。”施雲昆說，“我希望越來越多國家的人可以

品嘗到優質的普洱茶，以茶會友，通過中國普洱茶

瞭解中國文化。」                                   （趙家淞）

有機普洱茶的西雙版納身分證碼

　　雲南西雙版納的布朗族婦女正在採摘普洱茶的雲南西雙版納的布朗族婦女正在採摘普洱茶的
晚茶。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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