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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24 年，除了开展支教，还设立助学金，累计资助超过

2 万名学生——这是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赴宁夏开展教育

帮扶的故事。

厦门大学第二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队长毛延廷说，一届

届队员接续奋斗，就是希望能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勇敢逐梦。

1999 年至今，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有 24 届 345 名队

员远赴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力教育帮扶，足迹遍布海原县、隆德

县、彭阳县、永宁县等地。“气候干燥导致大家皮肤干裂、间歇

性流鼻血，当地缺水缺电、交通闭塞，一开始的支教环境很艰

苦。”想起支教的那一年，厦门大学首届研究生支教团队员张

秀丽的回忆里有艰辛，也有感动。“晚上点着蜡烛备课的时候，

窗外有好几个小朋友围过来，想借着烛光再学习一会儿，那种

对知识的渴望感染了我们，大家都很想能为他们再多做些什

么。”张秀丽说。

自 2013 年起，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奖助学金项目正

式设立，并进一步规范资助流程。毛延廷介绍，支教队员通过

学生自主申请与学校老师推荐的形式，找到符合资助条件的

学生后，队员将再进行一对一谈话、家访深入了解情况，最终

确定名单。同时，为规范资金管理，资助项目使用宁夏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的专门账户进行收取和发放，每一笔资金的使用

均对资助人透明公开。

“款项虽不多，但也能切实解决学生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毛

延廷说。据统计，20多年来，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募集“一

对一”奖助学金 1300余万元，累计资助超过 2万名学生，救助 2名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同时，还发起捐建了海原县九彩乡希望小

学、运动场、智慧教室、文化长廊、医疗室等硬件设施。

让更多孩子勇敢逐梦
本报记者 施 钰

本报南昌 6月 6日电 （记者郑少忠）近日，书院文化交流

大会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江西社会科

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 200 多人参加活动，畅谈不同文化

如何对话交流、相互包容、共同发展。此次活动由上饶市人民

政府主办。

上饶有“千年读书之地、千古一辩之所”的美誉，历史上有

影响力的书院曾多达 160 余所。位于铅山县的鹅湖书院是江

西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朱熹、陆九渊曾在此进行“鹅湖之会”。

上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加快推进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

发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江西上饶举办书院文化交流大会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举办戏曲进校

园活动，在戏曲名家的指导下，孩子们学习戏曲演唱、台步，近

距离领略戏曲艺术的魅力。该学校还开设了传统文化类、学

科拓展类等 30 多个社团，进一步丰富美育教学。

朱佩娴 霍亚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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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再访永乐宫。刚碰面，山西

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席九龙便卖

起关子：“这个你肯定没看过。”

步入“壁彩重华”展厅，3D 打印、数字

壁画、AR 识别等展陈项目妙趣横生，这是

永乐宫壁画数字化保护的最新成果。

永乐宫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兴

建于元代，是全国首批重点文保单位，以精

美的壁画艺术、巍峨的宫殿建筑而名声远

扬。上世纪 60 年代，永乐宫曾经历了一场

持续近 10 年的整体搬迁。

2016 年的一次勘查发现，永乐宫壁画存

在颜料层起甲、脱落、粉化等问题，4 座殿堂

的木构件变形、开裂。于是，一场抢救性保

护就此开始。除了本体保护，永乐宫先后完

成了壁画、建筑和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采

集，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不久后也将上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路珂与永

乐宫结缘是在 19 年前。当时，她正为博士

论文寻找研究案例，扛着三脚架和胶片相

机，边看边拍，在永乐宫待了整整一天。

2018 年，李路珂再次来到永乐宫，这次

是和团队成员一起，而携带的设备已换成

三维激光扫描仪、手持彩色光学扫描仪和

无人机。

5 年间，她多次带着学生在永乐宫做建

筑和壁画的数字化测绘。

“ 数 字 化 技 术 可 以 捕 捉 微 观 、呈 现 宏

观，让我们看到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为

古建筑保护和研究提供依据。”李路珂分享

了一个故事——

一次，李路珂在分析永乐宫三清殿的

三维数据时发现：一根天花支条下沉了 8 厘

米，主要原因是这根支条截面高宽仅约 10
厘米，而跨度却超过了 6 米。

“这些普通木材强度性能并不优越，当

时的工匠为什么如此冒险？”

李路珂尝试着分析：他们是为了实现

一种特殊的空间效果。三清殿和纯阳殿的

平面布局设计，采用了较小的“内槽”，却扩

大了“外槽”，创造出一个开阔的空间。正

因为如此，观者进入三清殿时，东西两壁的

壮美画像就能毫无遮挡地映入眼帘，呈现

出气势磅礴的全景画面。

古代工匠的巧思没有文字记录，但通过

数字化的手段，可以得到逐步揭示。“数字化

技 术 创 造 了 古 建 筑 保 护 和 研 究 的 更 多 可

能。”接下来，李路珂和团队还将在海量数据

里，进一步探寻永乐宫的营造智慧。

除了建筑，永乐宫的大幅壁画更是一

绝，尤其三清殿《朝元图》描绘了 286 位人

物，服饰华美、气势恢宏，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但出于对壁画的保护，人们无法近距

离观赏，也不能拍照，再加上光线比较暗，

很难看清细节。

怎 样 才 能 让 大 家 看 清 永 乐 宫 壁 画 ？

2019 年，永乐宫筹备一场特展，决定 3D 打

印出来一幅《朝元图》。

“一开始以为很简单，就是打印一下而

已。”策展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

博物馆）陈展部主任安海回忆起这个过程

——为最大程度还原壁画，需要高精度扫

描，选用不易变形、不用拼接的蜂窝铝板，

打印过程保持恒温恒湿、颜色还要反复调

整，试验上百次才成功。

2021 年，两幅高 4.2 米、长 13 米的 3D 打

印《朝 元 图》亮 相 山 西 博 物 院“ 观 妙 入 真

——永乐宫壁画保护与传承特展”，色彩与

细节高度还原，采集到的昆虫翅膀的纹路

都被打印了下来。观众围观拍照，有人为

一睹古画风采，专程从北京赶来。

看得清，还要看得懂。展览中，传统的

说明牌变成互动游戏，打开手机小程序扫

描壁画，便可以识别角色、了解人物故事。

看得懂，更要赏其美。电子屏上，一幅

数字壁画分 3 次呈现，先是色彩减褪的现

状，接着还原了青绿山水的原貌，最后壁画

“动”了起来，只见山间飞瀑直下，鱼儿来回

游动，人们漫步闲庭。

“青绿山水，在元代的寺观壁画中经常

出现。由于年代久远，永乐宫壁画中的一

些色彩和绘制细节已经模糊，数字修复后，

人们可以感受到壁画神韵。”安海介绍。

对数字技术在展览中的运用，安海有

自己的思考：数字化展品要分配到合适的

单元中，博物馆展览应以物叙事，不能因为

追求数字化而忽略对文物本身的发掘。

两年来，“观妙入真——永乐宫壁画保

护与传承特展”巡回了 4 站。“好多博物馆主

动邀请，下一站是广州。我们计划在全国

走一遍，还要去国外展出。”话语间，席九龙

满是骄傲。

700 多年前，永乐宫的画师一笔笔绘出

传世经典。如今，文博工作者们延续匠心，

让永乐宫壁画呈现新的光彩。

永乐宫所在的运城市文物遗存丰厚，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2 处。为了守

护好这些遗产，运城市成立文物保护中心、

壮大人才队伍，市级财政文保专项经费 5 年

翻一番，达到 3000 万元。县级财政也达到

了文物大县 500 万元、文物小县 300 万元的

标准。

这几年，来永乐宫参观研学的人越来

越多，高峰期甚至排起长队，而合理利用数

字化技术，则让永乐宫主动“走”到更多人

面前，也让更多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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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R

通过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为文物创建数

字档案；运用数字修复、3D 打印技术实现文

物重生……“衣袂飘飘、裙裾飞扬”，穿越 700
多 年 时 空 的 永 乐 宫 壁 画 ，跃 然 眼 前 、可 触

可感。

不只是永乐宫。在“数字藏经洞”，感受

穿越时空的敦煌文化；在“全景故宫”，“云游”

紫禁城万千宫阙；在“文物多宝阁”，用指尖

360 度“触摸”文物……一个个数字技术赋能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案例，为我们感受文物

里的中国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

数字化技术，让文化遗产历久弥新。不

可再生文物时时刻刻承受着自然条件的考

验。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近景摄影测量

技术等手段实现数字化采集，可以减少对文

物本体的接触频次、降低文物保护风险；借助

单体渲染、后期修复等数字加工方式，可以重

现文物最初的色彩、样貌。岁月流逝，数字化

技术却可以在中华文明基因库永久存档，还

原文物风华、再现历史原貌。

数字化传播，让文化遗产便捷共享。借

助 3D 打印技术，原本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

成为跨地域展览的“移动宝藏”。利用 VR、

AR 等 交 互 式 、沉 浸 式 展 陈 技 术 ，观 众 可 以

“一键放大”，细致入微地赏析传统参观方式

难以“触摸”的细节；还可以通过 360 度全景

漫游，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体会“与文物同

在”的历史场景。文化遗产与技术结伴、同创

意碰撞，成为共享的“数字宝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放眼全国，科技的力量正让更多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以

科技的力量赋能文物保护，以创意的活水激

发文化创新，数字技术给文化遗产赋予了新

的生命。

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
李忱阳

■新语R

图①：永乐宫“壁彩重华”展览。

肖永杰摄

图②：清华大学团队在永乐宫进行数字

化采集。 受访者供图

图③：永乐宫壁画保护与传承特展。

山西博物院供图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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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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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刘诗瑶）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前期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已独立在轨飞行 33
天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于 6 月 6 日 3 时 10 分，完成与空间站

组合体再次交会对接。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后续将

按计划开展各项工作。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完成与空间站组合体再次交会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