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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参与修复与保护

走进展厅，展墙上贴满了报道“爱我中华 修我长
城”活动的相关报纸版面，一个个故事生动讲述着海
内外中华儿女过去40年间为保护长城所作的努力。

1984 年 7月 5日和 6日，《北京晚报》 和 《北京日
报》 分别刊登消息——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
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
动。消息刊登后，前来捐款的人络绎不绝。

1984年7月28日，在社会赞助活动发起半个多月
后，长城修复项目的第一、二期工程开工。参与修长
城工程的大工、小工以及物料背运工，都是从周围村
庄招募的百姓。北京延庆八达岭镇离长城最近的岔道
村，其生产队全员出动，青壮年争先恐后参与到长城
修复中。

当时，年仅 12 岁的刘建华刚小学毕业，从背城
砖到做小工，他都积极参与。“看到天南海北的爱心
人士齐心协力干一件事——‘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那种民族自豪感无以言表，大家干劲儿很大。”他回
忆说。

位于天津的黄崖关八卦关城始建于明朝，是当时
长城全线唯一的八卦关城，凝聚着中国古代的军事智
慧。黄崖关长城脚下曾住着黄崖关村 714 户人家，若
要修复这段长城，整个村子都需要搬离。

1986 年 3 月，黄崖关村村民孟庆和带领全村人，
依靠两台拖拉机，在一个月内全部搬迁至新址。搬
迁后的第二个月，即使新房尚未完全建好，村民们
已经热情地投入到长城修复工作中了。孟庆和的儿
子回忆起父亲，犹记得他对长城的热爱与惦念：“他不
止一次说保护长城要持续进行，我们要像爱护家一样
爱护长城。”

不仅长城脚下的百姓在为保护长城付出汗水，“爱
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一启动，全国各地群众也纷纷
响应。展柜中陈列的一份份泛黄的文物工作简报、社
会赞助登记表和捐款名单等档案，共同讲述着全国人
民为保护长城所作的贡献。

展厅中央陈列着一张 40 年前的电梯票。1984
年，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举办了“买票坐电梯 捐款修
长城”活动，市民可以花一角钱购买一张电梯票，乘
坐百货大楼电梯，而这些票款全部捐给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短短 20 多天，7 万多名顾客捐款达
7000 余元。活动激发了上海市民更大的热情，他们
在随后的 7 个月内捐款 70 余万元，全部用于长城的
修复。

社会各界襄义举

在展览开幕式上，81 岁的画家崔森茂来到了现
场。上世纪80年代，他笔下丰富多彩、大气雄浑的长
城享誉画界。为了给“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项目筹
款，彼时崔森茂拿出几十幅长城主题的画作举办义
卖，最终筹得2000余元。

回顾这些年在艺术和生活中与长城的密切关联，
崔森茂感到非常自豪。“作为艺术家，长城让我感受到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搏。”崔森茂说。

除了美术领域，戏剧、音乐等文艺领域也纷纷举
行义演，歌颂长城，凝聚民族精神。1984 年 11 月，
京、津、沪、鲁、香港等地京剧名角齐聚京城，为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
助活动举办了多场大型义演。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
歌曲《我的中国心》火遍大江南北。那一年，28岁的
张明敏在北京八达岭第一次看到了歌曲中所唱的长
城。同年 8月，张明敏在北京义演，受到‘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鼓舞，他激荡起满满的爱
国情。1988年，从西部边陲到南方海岛，张明敏在全
国举办了150余场义演。“我才发现辽阔的祖国大地上
有这么多民族。”张明敏回忆说。多年来，他一直投身
于香港和内地的青年交流活动，致力于将两地青年联
系在一起。

身处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也心系祖 （籍） 国长
城的修复与保护。比如上世纪80年代，18位美籍华裔
科学家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捐款，纽约华人艺
术家捐赠 28 幅名家书画，所得义款全部捐给长城修
复工程。

随着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多段长城的修复
工程陆续开工，许多专家学者也齐聚长城，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为长城保护添砖加瓦。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不仅自己捐款千余元，还以
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建议中国应
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来到修复现
场，为工人提供技术指导，把关长城修缮方案。1987
年，他执笔起草了向联合国申报 《世界遗产名录》 的
文本，将长城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遗产进行申报。长
城以其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国第一项世界文化
遗产。

科技赋能向未来

背着设备爬上长城垛口，放飞无人机，将拍摄内
容上传数据库并与资料进行精准比对……这是河北
秦皇岛山海关长城巡护员张鹏每周一次的“功课”。
自2017年考取民用无人机驾驶执照并正式加入长城保
护员团队，张鹏是最早使用新技术巡查长城的保护员
之一。

与传统的徒步巡查相比，无人机可以前往更多人
力难以勘察的地段，进行全方位拍摄记录，更全面地
留存和对比长城的保存状况。此外，长城保护员还可
以将巡查途中观测到的墙体变化情况、重要观测点位
记录上传至专门的系统软件，实现发现特殊情况后的
快速呼救和及时救援。新技术的应用让长城保护更便
捷、高效。

而对司马台长城保护员周文军来说，通过网络社
交平台直播，讲述长城历史文化和周边民宿故事，已
经成为他宣介长城的重要方式。在周文军看来，如今
的长城“火”了，也“活”了，古老的长城和新鲜事
物相结合，长城瑜伽、长城观星、长城舞龙等文化活
动应运而生。

打开“云游长城”小程序，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
清理、砌筑等修缮工艺，感受长城文化内涵和保护修
缮的科学理念，小程序上线不到 3 个月就有超过 300
万人次体验。“云游长城”小程序在虚拟世界中复刻
出真实的长城景观，包含地形、植被、水面和长城
结构等，并利用游戏制作技术呈现全局光照效果和
实时渲染，为观众打造了超写实、沉浸互动式的修
缮体验数字场景。2023 年，“云游长城”（香港版）
被引入香港中小学，与学生课本结合，形成互动学
习模式。

从一砖一石的手工测绘，到科技感十足的遥感检
测、3D 建模；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朝气蓬勃的年
轻一代；从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到锐意进取的公
司企业……长城修复接续传承，凝聚起中华儿女的
家国情，见证古老长城的历久弥新，让中华文明薪火
相传。

作为2024年“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
演”剧目，甬剧 《柔石桥》 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以宁波方言唱腔和表演形式，演绎宁波宁海籍作家、
革命家、“左联”烈士柔石的革命人生。

甬剧 《柔石桥》 取材于真实事迹，讲述了生活在
小县城的文学青年柔石，在一次次时代更迭中背井离
乡，徘徊抉择于象征着“现实”与“理想”的柔石桥
两头，并最终义无反顾投入文学革命洪流，以生命捍
卫了信仰。

甬剧是从田头山歌、民间说唱艺术演变而来的地
方剧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柔石桥》
中，演员用独特的唱腔将柔石的形象生动地演绎出
来。即使台下观众不了解甬剧，或不熟悉宁波话，依
然可以从主人公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眼神中，感受
到他对信仰的坚守和对未来的期盼。

“甬剧注重并擅长用真实细腻的表现手法刻画人
物形象。”宁波市甬剧团团长吴刚介绍，为了表现这
段革命历史，《柔石桥》 主创团队走访了柔石的故
乡，并探访柔石故居和上海龙华监狱，不断挖掘柔
石生前的故事和情感，让剧目不仅有真实性，也更

加动人。
在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甬剧几经革新，向新求

变，始终与时代同步。《柔石桥》 注重引入年轻的力
量，其导演、编剧以及舞美、服装设计团队，都是新
生代班底，以新的视角和创意为甬剧注入活力。

从老一辈艺术家，到中坚力量的中生代，再到崭
露头角的青年演员……甬剧 《柔石桥》 中，几代传承
人同台“飙戏”，尽显这一剧种的传承与活力。宁波市
甬剧团演员、柔石的扮演者苏醒透露，当他得知要担
纲主演时，第一反应是受宠若惊，因为这承载着前辈
们深切的期望。剧中饰演柔石妻子吴素瑛的青年演员
张尤佳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表现
形式，想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戏曲体验。”

吴刚说：“我们希望建立一支既有传统底蕴、又充
满现代活力的甬剧艺术团队，共同为甬剧的发展贡献
力量。”

7月5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体
育场里人头攒动。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快手铁杆粉丝
齐聚在这里，十里八乡的村民也纷纷参与其中，扣人心弦
的赛事与精彩的表演一起展开——“快手村奥会”正式拉
开帷幕。

开幕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侗寨歌队载歌载舞，热情
的 《迎客歌》 回荡在体育场上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方阵
次第入场，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大小轮杂技、塞尔维亚科洛
舞、新西兰毛利战舞、科特迪瓦烫脚舞等各具特色的演
出，各国各民族服饰、京剧刀马旦服饰、贵州非遗苗绣等
各显魅力。现场，运动员、歌手、演员、快手达人与观众
共同参与表演，围绕篝火跳起“侗迪”，将联欢的气氛推向
高潮。

为期 3 天的赛事，专业又不失田野意趣，其中既有足
球、篮球、乒乓球、田径等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也有旱地
龙船、高脚竞速、拔河、毽子比赛、趣味插秧、抓鸡抓鸭
大作战等特色项目，日常生活、劳动和娱乐中的体育元素
被提取出来，并展现在赛场上。对观众而言，汉服蹴鞠表
演古典又新奇，贵州“姑妈篮球”充满欢声笑语，村超球
员与各国前国脚的竞逐紧张而刺激，“快手村BA”4站冠军
队的对决等，更是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数据显示，仅 7月 5日当天，“快手村奥会”线上直播
观看人次就达 1.3亿，线下观看人数约 6.8万。巴黎奥运会
开幕在即，“快手村奥会”如同一枚万花筒，以特色赛事内
容和多元文化表演，生动诠释奥运精神，也编织出文化交
流的五彩纽带。

智能乒乓球发球机器人、AI下棋
机器人、透明屏笔记本概念机……日
前，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集大
成智慧·塑智造未来——设计智造与
高质量发展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本次展览共展出180余件设
计智造领域的优秀产品，从“人工智
能”“生命健康”“绿色发展”“美好生
活”4个板块，配合“具身智能”“脑空
间”“低空经济”“智能厨电”4 个场
景，系统梳理中国设计智造所取得
的成就，为新质生产力的挖掘与发
展提供鲜活样本和典型案例。

据悉，本次展览是基于“中国设
计智造大奖”的成果展。“中国设计智
造大奖”发起于 2014 年，是中国工
业设计领域首个国际化学院奖，是
当代创新设计评价、推广与合作的
平台，也是创意转向产业的一个创
新“加速器”。10 年来，该奖项链接
着上百家国际设计师组织、数千家
先进制造企业、3万多名国内外设计
师，积累了5万余件优秀设计作品。

展览策展人、“中国设计智造大
奖”秘书长卢涛介绍，“中国设计智
造大奖”以数据作为重要属性，以
算力作为重要驱动力，这是该奖项
区别于欧美工业设计类奖项的主要
之处，也显示了中国在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浪潮中的责任和担当。

走进展厅，记者仿佛置身于未
来生活的一个微缩场景之中，从裸
眼 3D 显示器、人形机器人，到低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
一些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现实，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其中不乏充满人文关怀的案例。

“我们的评奖一直有两个坐标，一是科技创新，二是人
文关怀。”卢涛说，历届“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获奖作
品，不仅有科技含量，而且往往在创意中表达出对人的关
怀，体现了设计的“温度”。

比如获得 2023 年“中国设计智造大奖”金奖的作品
“健康体—盲文注音字库”和BrainRobotics智能仿生手，就
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健康体—盲文注音字库”通过
直接输入拼音的方式即可生成盲文，这种实时转译功能，
让盲文翻译变得简单便捷，其首先运用于药品包装领域，
更好地帮助视障人群识别和安全用药。BrainRobotics 智能
仿生手突破了以往依赖物理按钮或摇杆执行预设手势的局
限，整合AI技术与个性化编程功能，通过捕获残肢肌电图
传感器中的肌肉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动作，使残障人士直观
地实现预期的手势和动作。

此外，腾讯游戏科技助力数字文保创新解决方案、“寻
境敦煌”虚拟现实深度漫游等作品，则展现了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技术在沉浸智能领域的突破，为工业元宇宙和数
字文旅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展览鲜明地传达出，不论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领
域，还是在绿色发展、美好生活领域，科技创新与设计智
造的深度融合，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说：“‘中国设计智造大奖’
已经逐渐超出了一个奖项的意义，它聚集了大量国际设计
师组织、制造企业和国内外设计师，逐渐建立起一个全球
性的产业智库，为‘中国制造’的自我迭代提供‘设计智
能’。我们相信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设计师的责任是
创造数字智能时代新的生活美学，在21世纪的数字文明中
实现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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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剧《柔石桥》演绎柔石革命人生
闻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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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众志齐心修护长城
祝 福 黄敬惟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

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文艺界人士举行书画义卖和义

演、华侨华人慷慨解囊、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40年前，“爱我中华 修我

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启动，开启了社

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古

老的长城如同一条精神纽带，连接着

海内外无数中华儿女的心。近日，由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市文物局主

办的“薪火相传 共砺国魂——庆祝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四十周年专题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

开幕，将绵延不断的长城情、爱国情

娓娓道来。

观众参观“薪火相传 共砺国魂——庆祝‘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四十周年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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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工人在已完成考古的箭扣长城 122 号敌台东侧墙
体修缮受损的垛墙。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