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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手机用地图软件导航，为地球之巅

珠峰“量身高”，在港珠澳大桥建设前获取精

准地理信息……我们的生产生活与测绘密

切相关。随着测绘技术与装备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突破，时空测绘地理信息不仅成为重

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更成为新型生产要

素，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

面面。

测绘是测量与绘图的总称，指对自然地

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

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量、采集、表述，对

获取的数据、信息、成果进行处理的活动。

根据技术特点和应用领域不同，测绘可分为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摄影测量、海洋测绘、

地图制图等多个方向。

创新测量方法和仪器
工具，测绘技术与人类文
明同生共长

测绘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古代测绘技

术起源于水利和农业，那时的人们为了获得

更好的收成，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石块标记

方位。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受命治

理洪水：“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

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中，“准、绳、

规、矩”即是用来测量的工具。公元前 5 世

纪，古希腊科学家以两地观测日影的办法，

首次推算出地球子午圈周长，并根据经纬线

网绘制出世界地图。这些成果不仅具有实用

功能，还为人类认识地球家园提供重要参考，

启迪科学进步。

测绘随着测量方法和仪器工具的创新

而发展。17 世纪，望远镜被发明出来，三角

测量法的提出催生了经纬仪；19 世纪，最小

二乘法奠定了测绘数据处理技术发展的基

础，摄影测量方法开始出现。在方法与工具

的螺旋上升中，以具有准确方位、比例尺和

较高精度的地图为代表的测绘成果，逐渐服

务 于 航 海 、建 筑 工 程 、科 学 探 索 等 人 类 活

动。20 世纪初，航空技术的飞跃，带来了自

动连续航空摄影机，人们在立体测图仪上将

航空摄像片加工成地形图，由此产生了航空

摄影测量技术。后来，测绘技术朝着电子化

和自动化方向发展。各种电磁波测距仪出

现，降低了距离测量的难度；电子计算机问

世，大大加快了测量计算速度；解析测图技

术，则使人类拥有了更强“大脑”。

测绘“千里眼”，让时
空地理信息数据更精确、
更全面

测绘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当

“工具箱”里有了更多新技术，测绘人员就仿

佛拥有了“千里眼”，那些难以通过人类感官

获得的地理信息，可以更高效地搜集、处理。

卫星遥感技术日趋成熟，成为全域全时

的“天眼”。1957 年，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的成功发射，开辟了卫星大地测量和航天

摄影测量新领域。随后发展起来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惯性测量、

卫星测距测高及卫星重力测量等技术，为测

绘增添新手段。通过卫星，我们可以实时获

取地球表面的高分辨率影像，无论是广袤的

森林、浩瀚的海洋，还是繁忙的城市、宁静的

乡村，都能尽收眼底。“天眼”不仅能够穿透

云层，甚至在漆黑的夜晚，也能借助特殊的

红外“视力”继续工作。现在，遥感卫星的地

面分辨率已经能够精确至 0.1 米，可以清晰

观察地面上的建筑和车辆，甚至能清楚地看

到行人。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制、独立运

行的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系统，它可以实现

高精度的导航、定位与授时，无论我们身处何

方，都能指引我们顺利找到“回家的路”。

近年来，激光扫描和无人机测绘成为新

的亮点。在不少科幻电影中，人们轻触可穿

戴设备开关，环视四周，地形数据就能一览

无余。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激光扫描

能够瞬间捕捉到大面积地形的精确数据，好

比用一把无形的尺子，快速测量出地形的每

一个细节。在一些地方，借助激光扫描、摄

影测量、三维可视化等测绘技术，一座座虚

拟城市在数字空间拔地而起，山峦起伏、地

标建筑等地理信息尽在掌握，帮助城市高效

运转。无人机则像是空中测绘师，可以灵活

飞入人类难以到达的地区，凭借携带的高清

相机和传感器，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面积影像

资料，敏锐捕捉地面细节。

一系列测绘新技术，不仅提高了测绘工

作的效率和精度，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

力物力消耗，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满足各行业需求等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和服务保障。

科学探索的利器，生
产生活的必需，危急时刻
的援手

测绘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其应用场景也

越来越丰富。现代测绘技术应用于国土管

理、城市规划、灾害预防、环境保护、文物保

护、交通、水利等诸多领域，服务国家发展。

在推动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方面，最著

名的莫过于珠峰高程测量。2020 年的珠峰

高程测量工作，不仅精确测量了珠峰的新高

度 8848.86 米，更展示了我国在测绘技术上

的探索成果。我们运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

航空重力、5G 通信、高分卫星、实景三维等，

提升测量精度，直观展示珠峰自然资源状

况。精确的峰顶雪深、气象和风速等数据，

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地球动力学

板块运动研究等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时

空地理信息数据与自然资源深度融合。比

如有序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建立“智慧

黄河”信息平台数字基底，实施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监管等，实现自然资源管理、生态文

明保护的时空化、精准化与科学化，持续为

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测绘技术的作用越

来越重要。面对复杂的保护工作，利用三维

激光扫描技术和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可以无

接触地迅速获取物体表面密集的、超精确的

三维点坐标和细节纹理信息，常用于古建筑

和具有复杂立面的可移动文物的三维模型

重建。通过周期性测量，还可以用于古建

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病害监测，实

现文物的永久保存和展示。

测绘也为生产生活提供信息保障。大

型 工 程 的 设 计 建 设 离 不 开 精 准 的 测 绘 数

据。港珠澳大桥开工前，在工程周边建造高

精度的测量标志点，建立统一的大桥平面坐

标和高程系统，为后续整个工程建设提供基

础坐标数据。建造过程中，水下地形地貌测

绘、高精度卫星定位等技术，就像给建设人

员装上“火眼金睛”，保证海底隧道沉管对接

的精度达到毫米级。利用测绘技术进行周

期性的沉降与变形监测，能够确保安全、顺

利完成工程建设与运行。生活中，无论是电

子地图与导航系统、共享单车、客房送餐机

器人，还是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快递等，都是

以测绘技术及其信息数据为支撑。

在自然灾害出现的危急时刻，测绘技术

成为抢险救援的有力助手。今年 7 月，陕西

省商洛市柞水县严坪村二号大桥发生局部

垮塌。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应急测绘队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测量坍塌桥梁面及周边地

形，制作完成首幅现场正射影像，完成灾前

和灾后影像对比与标绘等工作，为人员搜救

搜寻、灾情研判决策提供精准可靠的数据支

撑。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中，应急测绘工

作也可以利用三维实景和 0.01 毫米精度的

合成孔径雷达技术，实时监测山体稳定性，

为救援人员及工程设备保驾护航，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瞩目未来，传统测绘正在向数字化、智

能化演变。人工智能、大数据、视觉判断、机

器学习等前沿技术的交叉应用，使测绘更加

智能，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精准

映射。人们或将在虚拟世界中“亲身”体验

尚未踏足的山川河流，这将是测绘地理信息

带给我们的全新体验。

从服务万里之外的南极科考，到为世界

最高峰珠峰“量身高”，从南水北调干线工程

保障，到西气东输管道布设，从为千年大雁塔

“体检”，到支撑港珠澳大桥的互联互通……

在祖国需要的地方，测绘工作者将继续一往

无前，以测绘新技术服务国家发展。同时，

我们也会探索更加智能的测绘手段，用科技

的力量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守护这片美

丽的家园。

（作者分别为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

队（国测一大队）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

图①：珠穆朗玛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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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国测一大队队员在浙江嵊泗县进

行跨海高程传递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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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测绘技术——

丈量大好河山 服务国家发展
刘站科刘站科 任秀波任秀波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华

文化中，物质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

精神层面重“气质”，物质层面也有“器识”之

说。“大器”一词，就是从物质而来，夸的是精

神。工艺美术品看起来是身边的琐碎小物，

毫不起眼，然而战国时的一块和氏璧竟然可

以去换 15座城池，足见物质的价值并不低。

我从 18 岁起，进入江苏省镇江市轻工业

研究所搞美术设计，中年时调到大学，教了

20 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和美学课。前半生

搞 木 刻 ，后 半 生 搞 壁 画 ，此 外 我 还 跟 石 雕 、

木雕、陶瓷、砖雕、漆器、玉雕及青铜器打交

道，弄清了很多材料的性质以及器具的制作

方法。

对我来说，《美器》不是“国宝档案”，也不

是“鉴宝指南”，它是一本我用散文化笔调写

成的知识性读本。书中所写，不是我的回忆、

我的感受，而是我所具有的相关知识与满满

的情感。书的内容是讲中国工艺美术史，也

就是关于那些坛坛罐罐、衣服器具的事。我

着重写出它们的文化价值，突出它们所处的

时代背景，交代它们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有

的章节会沿着时代脉络写，有的章节会跳着

写。各章节侧重不一样，因为各个品种的“轻

重”并不一样。比如说青铜器就是“前重后

轻”，在汉代以前流行，汉代以后基本销声匿

迹；而瓷器则相反，是“前轻后重”，在汉代以

前了无声息，直到六朝时才大行于世。如果

平均地去写，就会僵板或者失重。

工艺美术门类复杂，且一直存在不同争

论，可能再细也难准确明晰地分清。它的门

类太多了，越分越细，越分越多，而且还在不

断产生全新的工艺美术品类，比如铝合金制

品、塑料制品，还有灯饰、电子玩具，而以前

存在的一些工艺品就可能消失绝迹了，比如

秦砖汉瓦。此外，一些工艺美术品的实用价

值 、审 美 价 值 也 难 以 明 判 ，因 此 难 以 归 类 。

在此情况下，本书不求全，挑选几个大项来

介绍，各个章节之间还有可能交叉。《美器》

写的是“美的器”，有些品种入选是因为我本

人的兴趣所在，带有个人色彩，并不是严格

的分类法。

我只想读者们把它作为一本可读文字又

可欣赏美器的文博读本来读，且常读常新，越

看越爱。

（作者为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此文

为《美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九讲》一书后记，

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写出物质文化之美
王 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怎样正确认

识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系，怎样有效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文

化赋能作用，是需要持续深

化思考的重要课题。《传统文

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一书是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心 得 ，两 位文化学者在较为

宏阔的时空背景中深入交流、

务实探讨，开阔了视野，深化

了认识，给读者以启发。

两位作者一为有多年实

际工作经验、担任过文化部

门领导职务的作家王蒙，一

为在高校多年从事文化理论

研究、曾担任《文史哲》杂志

主编的学者王学典。他们对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的思考阐释各有所悟、互为

补充。比如，在理解“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时，两位作者

以《礼 记》中“ 苟 日 新 ，日 日

新，又日新”阐释中华文明突

出 的 创 新 性 。 5000 多 年 中

华文明，有太多应对预案和

灵感渊薮，这使得我们这个

民族能够在艰难困苦中百折

不挠、兴旺连连。作者还从

人类古老文明兴衰中进行总

结，提出中国文化讲究“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变

思 想 是 中 国 智 慧 的 重 要 体

现。我们的文明随时代发展

而不断自我更新，因而有能

力持续回应新挑战，有能力

不断成长、永葆青春。

又比如，在论述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时，王蒙认为刚健有为、积极作为是传统文化的主

要方面，这是促使一代代中国的“脊梁”充满家国使命感的精

神源泉，并提出自己判断传统文化精华的几个依据：有利于人

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稳定，符合人类文明共识。王蒙认

为文化要传承创新，载体尤为重要。传统建筑、文物、遗址、典

籍等是无与伦比的宝藏。同时，文化的载体更是人民的生活

与实践。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至今活在重德、尚勤、厚道、重视

家庭、珍视和谐等生活观念与实践中，因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是

来源于与现代结合的、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王学典也谈道，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生活”

很关键。文化艺术工作者有责任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让传统

文化精髓对接当代语境，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精神滋养。

对谈录也探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与启示。作者

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相互

理解，才能共同发展进步。中国人历来重视“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重视“推己及人”“天下为公”，重视“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文明交流互鉴的观念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重要的里程碑，正在成为全人类的

共同追求。文明对话的出发点应该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求

同存异、相互理解，未来才会更美好。两位作者共同认为，包

容性、和平性和多元一体的特点，使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

中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我们今天倡导的文明对话与我们的

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体现出中国气度。

该书在对宏大问题的探讨中，精到的观点和独到的论述

俯拾皆是。比如，强调通用语言文字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

要意义，以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之语论述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

从《红楼梦》看封建社会的危机和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通过

传统思想精髓的“社会科学化”推动“两创”……有思想的火

花，也有鲜明的主张，平实自然，有益有趣。

时至今日，回望历史，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文化自

信，更加珍视我们的文明传承，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读

者更加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思想文化的力量。

面
向
当
代
诠
释
传
统

远

方

推荐读物

《国家版图知识读本》：本书编撰委

员会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测绘与地理空间信息学进展》：宁

津生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测绘史》：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测绘出版社出版。

《为珠峰测高的人们》：钟法权著；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
传
统
文
化
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
—
王
蒙
王
学
典

对
谈
录
》
：
王
蒙
、
王
学
典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巴黎猎书客》：胡小跃著；深圳出版

社出版。

本书记述中国出版人在巴黎寻找好

书、访问出版社、采访作家的见闻，从图

书出版视角展现中法文化艺术交流。

《美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九讲》：王

川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融媒体时代的展览传播》：聂影等

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析了常规博物馆的时空叙

事方式以及数字时代人们认知方式的改

变，阐发数字博物馆在讲好中国故事方

面的独特价值。

两位文化学者在较为宏阔的时空背景
中深入交流、务实探讨，有思想的火花，也
有鲜明的主张，平实自然，有益有趣。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