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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夏日，姑苏城外，同里古镇人头攒

动。跨过小桥流水、穿过古宅深巷，便来到退

思园。

藏身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古镇的

退思园，始建于晚清，是苏州 9 座遗产园林之

一，也是所有江南古镇中唯一的世界文化遗

产。退思园面积虽不大，但整体设计精细，布

局巧妙。

移步换景间，亭台楼阁、廊坊桥榭映入眼

帘，建筑多小巧玲珑、错落有致，尽显古韵之

美。“要保护好这样一座结构复杂的‘宝藏园

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退思园景点负责

人王春妍说。

早上 7 点半，距园林开放还有约半小时，

王春妍已来到园中，开始对园林进行例行全

面检查。

每到一个重要点位，王春妍都会拿出手

机，打开“巡检巡更”APP，按照清单开展巡

检：木制的门窗、扶手是否有破损、荷花池驳

岸是否有沉降……除了每天两轮固定巡检，

园林里每一处角落都有“电子眼”进行实时监

控，通过智慧化手段，退思园织起了一道严

密的立体保护网。

亭台楼阁等建筑可以通过“严管”

保 护 起 来 ，但 如 何“ 诊 治 ”园 林 里

“生病”的古树名木却成了一道

难题。

王春妍说，古树名木

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

源 ，要 让 退 思 园

“ 永 葆 生 机 ”，

古 树 名 木 的

保 护 尤 为

重要。

三 曲 桥

畔，荷花池边，一

棵 几 乎 与 退 思 园 同

龄的朴树，远远望去，像

个老者侧卧于水池上方，粗

壮的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树干内部也已经重度腐烂。

掏空腐烂的木质、喷上杀菌液、

涂抹处理剂、填充特制的物质……一道

道工序下来，“补洞手术”的整个过程要耗

时四五天。“手术”完成后，还要按时给古树浇

灌营养液。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照料，枯黄

的枝叶绿起来了，干瘪的树皮又水润起来，古

树重焕生机。

“ 要 保 护 好 退 思 园 ，不 仅 要 照 顾 其‘ 躯

体’，更要呵护其‘灵魂’。”同里旅游公司景区

管理部经理顾荣华说。

“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

退思园的整体意境营造取自南宋姜夔的《念

奴娇·闹红一舸》，以水为主题的后花园，自成

一体，整个后花园以一个近 600 平方米的荷

花池为中心，亭、廊、轩、榭等紧贴水面，园如

浮萍，漂于水上。

漫步水香榭，人立于其中，近可俯瞰游

鱼，远能观荷闻香。然而，多年来，荷花池里

一直没有荷花，无法再现“荷叶出地”的景致，

成为退思园修缮保护的一大憾事。

退思园为何没有荷花？顾荣华这样解

释：荷花池内，红色锦鲤自成一景，如果直

接将荷花培育在水里，在没有长出水

面前，就会被鱼吃掉；如果将水池抽

干 再 种 荷 花 ，便 会 减 少 水 压 支

撑 ，可 能 会

造 成 驳 岸 ，甚

至 岸 边 建 筑 的 垮

塌 ，给 园 林 带 来 不 可

估量的损失。

思索再三，顾荣华请来

了农业院校的植物专家，根据

实际情况对症施策，终于找到了

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形似荷花的

睡莲作为替代，把睡莲种在大盆里，培育

到一定阶段后，再转移到荷花池里。

这种方法听上去并不复杂，实施难度

却不小。由于没有培育睡莲的经验，顾

荣华多次去参加技能培训，向专家教

授请教经验。

在专业人员的指点下，顾

荣华在荷花池的 4 个不同方

位都进行了

实验，但只有一

处 睡 莲 的 根 茎 没

有被鱼吃掉。经过大

半年的悉心照料，一片片

莲叶从水里冒出来，开出了

一朵朵泛白的花。“几十年了，

退思园终于重现‘荷香幽幽盈满

园’了。”顾荣华欣慰地说。

为了原汁原味地展现退思园的雅致

韵味，景区工作人员还需要精心雕琢园林。

置身于退思园内，处处竹影婆娑，院墙斑

驳。过去，园内几乎每一处竹林都长得很茂

密，但葱茏有余，意蕴不足。

如何修剪竹林，更好地呈现园林的悠远

意境？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薛闰请教了相关专家后，尝试着将竹子

修剪得稀疏些，让竹林背后的白墙和假山重

新显露出来。

竹 林“ 消 瘦 ”了 一 些 。 夜 晚 时 分 ，月 光

斜照，一个颇具意境的画面出现了：清风徐

来 ，竹 影 浮 动 ，一 幅“ 竹 石 图 ”出 现 在 斑

驳的白墙上。

简单修剪一下竹林，就能产生

这么好的效果，于是，薛闰又请来

了两名专业的老工匠，专门负

责园内各种植物的修剪，

让一花一草都融入园林

的悠悠意境之中。

“过去，我们

把 重 心 放 在

亭 台 楼 阁

等 有 形 建

筑 上 ，现 在 我

们 重 点 考 虑 如 何

更 好 营 造 江 南 园 林

意境。”薛闰说。

各种意境不断重现，退

思 园 越 来 越 美 了 。 景 区 不 断

推进文旅融合，开启新场景，丰富

旅游体验。

用巧思激活光影科技，让游客在园

内体验“月是人间客，嬉戏夜色间”的浪漫

意境……2021 年，退思园推出了园林夜游项

目“退思邀月”，“我们借用现代技术，营造出

古 代 情 境 ，让 游 客 可 以 体 验 古 代 的 惬 意 生

活。”薛闰说。

有月更有曲。退思园推出了“退思画境”

夜游品牌，每逢入夜，身着旗袍的演员在琵琶

曲《声声慢》中翩翩起舞，手碟与洞箫两种乐器

中西结合，营造出如诗如画的月下园林意境。

同时，通过应用 AR（增强现实）技术等，将现代

元素与古典园林创新融合，让游客恍如回到了

百年前，共赏古时月，同听今日曲。

近几年来，在“神形兼顾”的保护修缮下，

一个个意境不断被还原、塑造，退思园愈发灵

动。站在荷花池畔，薛闰时常会感慨：修缮开

放近 40年，退思园却越来越年轻了。

图①：晨光下的同里古镇。 吴 桐摄

图②：同里古镇鱼行桥畔。 王奥璇摄

图③：同里古镇耕乐堂里的园林叠景。

马传滕摄

图④：傍晚的退思园。 史译能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

湖边设亭、榭，湖中置曲桥、石灯，行进

间，琵琶曲《声声慢》拨开月色。夜游苏州

退思园，奇幻光影与山水园林巧妙结合，一

场沉浸式实景体验引人回味。

古典园林、名城古都、考古遗址、国宝

重器……灿若星辰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

华文明的瑰宝，更是文旅融合的“富矿”。

营造沉浸式的体验，成为近年来各地活化

利用文化遗产、创新文旅融合的高频词。

置身东方古典园林赏灯听曲，到搭载了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博物馆体验深

度 互 动 ，穿 上 古 装 在 古 都 体 验“ 穿 越 之

旅”……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化身为数字展陈、实景演

出、情景体验剧、交互式装置，以更鲜活的

姿态走向大众，越发受到人们特别是年轻

人的青睐。

科技艺术双向奔赴，文化体验迭代升

级。三维立体投影、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文化遗产带来更

加丰富的打开方式。数字艺术呈现视听盛

宴，夜访苏州园林，拙政问雅、寻梦虎丘，声

光电呈现出光影摇曳、水墨意趣悠长的另

一番景象；交互元素让人身临其境，复原的

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内，动态投射的水纹、

荷叶、游鱼，让游客直观感受园林清雅之

美；故事情境打破观演界限，南京瞻园的沉

浸式互动戏曲实景演出，以亭台、楼阁为舞

台，以草木、流水作画布，“人在景中游、人

在剧中游”。

新潮体验的背后，离不开技术与创意

的突破。比如作为投影融合技术的产物，

异形投影广泛应用于实景演出和艺术展

览，将虚拟舞美投射在户外建筑、360 度围

绕型弧幕、天文场馆的科普球幕等，从而带

来更炫酷的视觉冲击力，实现更沉浸的审

美体验。

历史底蕴绵延厚积，文化资源激活焕

新。文旅深度融合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精

神文化需求。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止

于“好山好水好风光”，国宝有故事，遗址会

说话，文物承载的文史厚度与情感温度，成

为越来越多人开阔眼界和陶冶情操的必需

品。“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湖南常德桃花源

景区的沉浸式演出再现渔樵耕读的悠然自

得，令泛舟溪上的游客仿若走进陶渊明笔下

的世外桃源；洛阳将全城 40个实景剧本游项

目“串珠成链”，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学考古知

识、在隋唐洛阳城九洲池赏牡丹，游一座城

就是一场探宝之旅……深耕文化遗产和历

史遗迹，让古迹“动起来”，进而变成可以深

度体验的文化项目，润物细无声。

沉浸式体验不是简单的场景复制，更

不是一劳永逸的流量密码。依托文化遗产

资源进行的活化利用，仍存在内涵挖掘不

深、创意不足、文化体验感弱等问题。深耕

文化遗产独特的人文价值，才是真正连接

古与今、物与人的关键所在，才能穿越千

年，引发现代人的共情共鸣。

山水含情，人文写意。积淀中华文明

精华的文化遗产是我国辉煌历史、灿烂文

化的物质载体，更是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

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让山水

人文从“可观”到“可游”、让市民游客从“看

景”到“入景”，让诗与远方从美好的憧憬成

为可以惬意享受的沉浸体验，助推文化遗

产以浸润文化内涵、彰显时代特质、契合当

代审美的美好姿态，活在当下、焕发光彩。

让山水人文不止于观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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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石化、电力等行业有一些

巨型‘储罐’‘塔筒’，使用久了需要维

护，以前这些艰难又危险的工作都是

人工完成，现在用立面爬壁特种机器

人就可以。”彼合彼方机器人（天津）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明路说。

张明路还有一个身份：河北工业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高校的科研成果很多，应该进入

到市面上，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张明路说，过去工科教师的精力

主要集中在承担科研项目上，成果转

化后可能会出现市场不认、落地不快

的问题，“科研成果从书面到市面，需

要各方合力才能促成。”张明路公司的

机器人研发者大多是学校老师和学

生，目前已申请专利 160 多项。

为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堵

点，天津市北辰区政府与坐落在辖区

双口镇内的河北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合作打造了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

北辰园，共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科技成果超市”，推出《北辰区大

学科技园建设支持政策（试行）》等制

度，为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转

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服务。

“我们通过构建线下成果实物展示

大厅、活动路演区及线上‘一站式的网

络服务平台系统’实现科技成果展示交

易服务功能，为不同领域前沿科技项目

寻找匹配对象，助推科技成果尽快落地

转化。”北辰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丁

庆兰说，“科技成果超市”也定期安排专

人赴企业走访调研，了解需求端难题，

并与供给端匹配，实现科技成果与落地转化的“双向奔赴”。

“科技成果超市”作为连接学校、科研人员、企业和政府之

间的一座桥梁，集齐各方所长，服务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河北

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主任苑光明说，有了专业

化平台，工科院系教师就可以根据国家需要和市场需求，有针

对性地开展研究。

背靠大学，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帮助？“一是有交叉学科和

人才的助力，二是能有效解决科研与应用的融合。”张明路说，

特种机器人的研发是一个“系统化工程”，不仅需要不同专业

的人才，甚至还需要协调相关企业提供试验场所。因此，“政

产学研用”相融合的综合平台至关重要。

“有了技术和市场等要素，还得有资金支持。”苑光明补

充，在科技型企业的建设初期，高风险、高投入问题尤为突出。

提供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建好平台载体，提供覆盖

全链条的成果转化服务，政府是重要助力者。北辰区政府向

河北工业大学提供联东 U 谷 5 栋楼宇作为产业化基地，提供

2000 万元建设和运营经费，并积极帮助企业申请专项投资基

金等，减轻企业初创期的资金压力。

目前，“科技成果超市”已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服务

200 余项，线上平台征集的科技成果增至 1803 项、专利增至

20228 项，成果来源也由京津冀高校、科研院所扩展至长三

角、大湾区高校和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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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6月 13日电 （记者范昊天）日前，位于湖北省

大冶市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该馆建筑

面积 1.2 万平方米，开设多个特色展厅，馆藏文物近 1 万件，陈

列精选展品 703 件套，珍贵影像 420 余幅。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大冶市城区西南，是一处以采矿

和冶炼遗址为主的古代矿冶遗址，1973 年被发现发掘，采掘

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 4000 年前，填补了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多

项空白。2018 年被评定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2021 年入围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遗址博物馆自 1984 年建成开放

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2000 余万人次。此次开馆的新馆，将主

体建筑以矿道形式融入山体形态之中。室外展示区域超 14
万平方米，包含铜源广场、矿工足迹、战国炼炉、明代焙烧炉、

采矿机械、铜草花海等 20 余个景点，全面呈现我国青铜文化

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开馆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本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者王珏）近日，河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民间手工刺绣”讲解人

李想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们讲解满族手工刺绣知识，天

津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等 158 所院校的学生同时倾听“云

讲解”，在“穿针引线”中感受非遗魅力。

满绣是满族手工刺绣的简称，通常以家织布为底衬，以

红、黄、蓝为主色调，织绣旗袍、绣花鞋等民族服饰以及枕头、

荷包等生活用品深受喜爱。随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民

间手工刺绣”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非遗人才接续培养成为河

北围场县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围场不断

加大对非遗工作的保护和传承力度，组织非遗传承人“进校

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企业”，鼓励非遗传承

人把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文创产品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非遗

传承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河北围场推动非遗传承

本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者施芳）“都城肇始——纪念

北京建都 870 周年考古成果展”近日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金中都水关遗址）开幕，展览汇集 6 家收藏单位的 187 件（套）

文物，通过历年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展示金中都的形制布

局、社会生活、京畿形胜等内容，挖掘金中都在北京都城发展

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以及对后世北京城发展的深远影响。

展览分为 3 个部分。第一部分“营国建城”，通过考古发

掘复原金中都城市布局。第二部分“繁华中都”，通过出土文

物，展示当时城市生活的繁荣景象。第三部分“中都环胜”，通

过金代历史遗迹，再现金中都的离宫别苑、园林胜地。

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首都博

物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历

史博物馆、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房山区文化和

旅游局承办。

都城肇始考古成果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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