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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这个夏天观看了世界杯的话，一定会对中
央电视台 《我爱世界杯》 节目中的虚拟球员有着深刻
的印象。这些虚拟球员不但形象逼真，还会进行各种
热身动作、向观众招手、欢呼等。这一切得以实现的
关键是诺亦腾公司开发的开放式的基于可穿戴式传感
器的动作捕捉系统 （又称Perception Neuron）。

从桥梁到人体

事实上，这些虚拟球员都由一名演员“扮演”。演
员身上穿戴着Perception Neuron动作捕捉传感器，其
一举一动都被传感器忠实的捕捉下来，并以无线传输
方式发送到电脑上。

电脑上的动作捕捉软件根据传感器数据实时计算
出演员的身体姿态，并使用这些动作数据驱动事先已
经设置好的虚拟角色模型，这样虚拟角色就亦步亦趋
地按照演员动作一模一样地运动起来。

有谁能想到栩栩如生的虚拟角色是由桥梁安全工
程师设计的呢？

诺亦腾公司的CEO刘昊扬一开始学习的是土木工
程专业，从2005年到2008年，刘昊扬在国外的主要工
作就是做桥梁的检测。“当时就是在桥上放传感器用以
测量桥的震动，用桥的震动来评估桥梁的健康状况，
判断桥梁是否要维修加固。”刘昊扬解释道。

这样一个专业对口、前途无量的工作却没有让刘
昊扬安心下来，2008年以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对人体
动作捕捉的研究。

“虽然桥是大型力学结构，人是人体动力学结构，
但动作捕捉的工作也是用传感器来测动作，这与测量

桥的震动原理是一样的，都是
通过传感器来测量力学结构的
运动。”刘昊扬在谈到这次改
变的时候说道。

市场技术双管齐下

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还
需要市场的支持。2011年，随着
传感器科技的进步，其体积逐
渐缩小，价格也更加亲民。刘昊
扬敏锐地把握到，下一个科技浪潮应该是传感器的应
用。他说，“人的动作是人身上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无法
数字化是非常遗憾的。视频只能传达二维信息，没有动
作信息。”于是，他选择用传感器来记录人体动作。

当时在动作捕捉领域，比较成熟的技术是光学感
应。该技术出现时间较久，被观测者需要在身上粘贴
反光点，观察者用镜头来追踪光点轨迹，其场地受
限，而且价格贵、架设麻烦、受遮挡，最大的障碍在
于这一套动捕设备十分巨大，需要一个卡车才能装下。

刘昊扬并不打算向过往的技术妥协，因为他知道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在科技浪潮早期不应当追求模式
的创新，而要追求技术的沉淀。谁能在技术上有所突
破，谁就能够成功。”

创新实现飞跃

但技术的研发并不一帆风顺。如同所有创业者一样，
刘昊扬的传感器动捕技术一开始也遇到了难题：“最艰难

的时候在于第一年，一方面是资金，第二个是对于未来的
技术成果没有信心，第三个则是对于未来走势不太确定。”

他和自己的团队运用力学知识背景和传感器方面
的经验，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2013年研制出“不
怕遮挡、无场地限制、无光照影响、携带方便”的
Perception技术。而之前的“卡车”设备可以装在一个
手提箱里，价格也比光学动捕低廉了许多。

便宜又方便，刘昊扬“传感器走入老百姓生活”
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各大设备厂商开始与诺亦腾合
作，利用其核心动捕技术开发第三方产品，应用领域
涉及可穿戴式设备、体感游戏、虚拟交互、体育训
练、医疗研究等等。

“只要信心足够强，加上理性的判断，困难都是可
以克服的。艰难的时候能否把信心保持下去，这是最
困难的。”回首这段经历，刘昊扬总结道。

诺亦腾（Noitom），是英文“运动”（Motion）单词的
倒序拼写，我们期待着刘昊扬和他的Perception能够再
次给世界运动捕捉行业带来颠覆。

海 内 外 侨 讯

菲律宾“马尼拉华助中心”揭牌

中新社马尼拉11月19日电 （记者张明）“马
尼拉华助中心”揭牌仪式 19日在菲律宾菲华商联
总会大楼内隆重举行，这也是东南亚地区首家正
式揭牌的“华助中心”。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中国国务院侨办
副巡视员朱柳及菲华商联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
永栽、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文界当天共同为马
尼拉“华助中心”揭牌。

朱柳表示，侨团是“华助中心”建设的主
体，希望“马尼拉华助中心”在菲华商联总会的
牵头下，能够联合菲律宾华社各新老侨团，根据
菲律宾侨情实际情况，发扬菲律宾华社“三宝”
精神，积极开展为侨服务行动，使中心成为开展
扶贫济困、慈善公益的引导者，侨胞积极融入当
地社会的倡导者和侨胞正当合法权益的维护者，
真正把中心办成侨胞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温暖
之家。

据介绍，“华助中心计划”是中国国务院侨办
“海外惠侨工程”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海外侨社树
立帮扶关爱、维护权益、回馈社会的理念，更好
地服务基层侨胞及所在社区，为住在国社会作出
贡献。

美国华人博物馆举行年度颁奖

中国侨网11月19日电 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美国华人博物馆 18日晚在纽约举行年度传
承颁奖晚宴，同时庆祝博物馆服务华人小区 35 周
年。今年晚宴主题为“楷模与创新者”，艺术领域大
奖的获得者为黄齐耀。作为华人闯荡好莱坞的先
驱、迪斯尼经典动画“小鹿斑比”插画作者，104岁高
龄的黄齐耀专程从加州前来，成为全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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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卡车””变成变成““手提箱手提箱””
——访第五届侨界创新成果奖获得者刘昊扬访第五届侨界创新成果奖获得者刘昊扬

2100 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
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绸
之路”。在经历海洋贸易冲击的沉寂后，中
国力图复兴这条 2100 年前的贸易路线，开
辟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生活在
其中的华商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重大
机遇。

“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2007 年 7 月，中国企业家韩东起来到
塔吉克斯坦发展。当时这个国家给他的印
象还是有些“落后”，“像样的高楼比较
少，在苏联解体之后，农业设施和技术还
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

同其他国家一样，塔吉克也有老侨和
新侨之分。“老侨和华人大多数是晚清或民
国时迁徙过来的，虽然已经取得了永久的
居留权，成为塔国的一部分，但政治上话
语权不高，经贸类的活动参与也不多。”
头衔已变成塔吉克斯坦东方阳光工程公司
董事长的韩东起介绍。

华商的经济活动多为新侨所为。按构
成来讲，主要由新疆和福建人为主。“新疆
人多从事布匹和鞋帽的批发。福建人多经
营日用百货。还有 10多家红砖企业，还有
29 家炼钢企业。”韩东起说，“总体来说，
侨商经济还处于边缘状态，所占比例偏
小。”

这并不是说华商经济在塔吉克无足轻
重，像一些生产性行业，如红砖、炼钢行
业，华商都处于垄断地位，“以红砖为例，
占全国的 90%以上。” 刚来时，韩东起还
记得中塔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才几亿美元，
2013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21亿美元。

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中亚 4 国时首次谈及“丝绸之路经济
带”。而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变为现实，中国
承诺建立400亿美元的新丝路基金，在不久
前，还牵头设立规模为500亿美元的亚洲基
础建设投资银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保驾护航。这个数字，会随着“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建设而逐步增长壮大。

“这对塔吉克华商和各个行业都是一个
利好消息。”韩东起说，“塔吉克斯坦搭上

了中国的高速列车。”

华商的机会

作为一个商人，韩东起非常清楚自己的
机会在哪儿。

其他华商跟他有相似的出发点。“很多人
从阿拉木图、比什凯克过来，因为那些地方
竞争已经加大，来到塔吉克斯坦是个不错的
选择。”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是华商投资的两个
重点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会
给华人企业形成实质性利好。因为当地基础
设施薄弱，塔国肯定会选择加大基建。”

这些年，中国优质的建筑企业也蜂涌而
入，当地的国家博物馆、外交部、税务局大
数，包括正在施工的国家大剧院、军官培训
中心，大多数都是华人建设的。

塔吉克斯坦粮食不能自给，50%靠进口，
而华商的良种技术和先进的耕作经验为塔实
现粮食安全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今年5月份，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范先
荣和塔副总理阿利马尔东到哈特隆州参观亚湾
区小麦示范田，这个由河南一家种子公司经营
的小麦示范田，是在废弃了 15年的土地上种
植，每公顷的产量达到塔平均产量的 2.5 至 3
倍。阿利马尔东说，如果将这一技术在塔进行
推广，相信必将大大提高塔小麦产量，这对塔
人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

驴车和高铁的碰撞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塔工作和生活的
华侨华人超过1万人，另外，随着几个大型项
目的开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进入塔吉克
斯坦。 华商经济的发展给塔国提供了不少的
就业机会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当地人对华人
非常友好，有 95%的人都会用中文说‘你
好’。”韩东起说，“很多塔吉克人都向往中
国，前往中国留学是一种荣耀。”

在塔生活七八年的他，凭着对塔国人的
了解，他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华
商与当地人的经济交往有所担忧。“毛驴车现
在和高铁同行，难免会有些问题。”在一篇文
章中，韩东起分析过中塔两国人的差异，“政
府制定发展政策往往注重短期效益定发展政策往往注重短期效益，，喜欢搞喜欢搞
短短、、平平、、快的政绩工程快的政绩工程。。塔国人更注重活在塔国人更注重活在
当下当下，，对长远也欠考虑对长远也欠考虑。。有些华商企业有些华商企业，，在在
与当地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与当地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在理念在理念、、文化上文化上
有些差异有些差异，，最终导致一些非常有前景的合作最终导致一些非常有前景的合作
以不欢而散收场以不欢而散收场。”。”

其实这些事情也不难解决。“华商和中国
企业要想发展，就要熟知当地法律，在生活
习惯和文化习俗方面多做一些了解。出现一
些问题要摆在明面上谈，深入地多层次地进
行沟通。”韩东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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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由中国国务院侨
办主办，暨南大学、中国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承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
大会在广州开幕，来自近 30 个国
家和地区的400余嘉宾与会。

左图：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在开

幕式上致辞。
上图：吉狄马加、陈若曦、严

歌苓、汪国真、刘斯奋、尤今等文
学界知名人士出席论坛并发表演
讲。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张奕璞

104岁高龄的黄齐耀 （左二） 现身领奖。
洪群超摄 图片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看过 《玛德莱娜小点心》 的人都会
着迷于普鲁斯特对于味道的捕捉。“在这
口带着蛋糕屑的茶碰到上颚的一刻”，一
种微妙的感觉令人一震，难以言传，有
如爱情在身上起了作用一般，立刻把自
己充满。

后来他懂了，椴花茶浸过的小蛋糕
的味道是他童年中的记忆。灰色老房
子、午前散步的广场、河畔的睡莲、古
老的教堂，这些旧景往事都从点心的味
道中涌出。

虽没有“玛德莱娜”，但海外华人也
有属于自己的面点味道。走进仁川唐人
街一家面点店，你会看到华人面点师周
洁一双巧手利索地摆弄面团儿。面团被
压成面饼，又经过她手里一捏，立刻变
成了一朵花，这就是升级版花卷。花卷
蒸出来后，如同一个个傲然绽放的玫
瑰，冒着热气，散发着温润的香味。

身在异乡的华人，有这一口家乡的
独特面点，记忆也会被带回到远方故
土。除当地华人外，这里每天还吸引着
各国游客，前来观赏、品味这独特的美。

中国的面点被华人带到海外，再融
合当地的工艺，更显独特魅力。在马来
西亚，华裔黄玉珍自创的松软美味的

“马来糕”，被儿子以“妈妈糕”为名在社交媒体推广，在马来
西亚各地都小有名气。

来自北海的黄玉珍从小就掌握了老一辈的制糕点手艺，在
身边人的力推下，她开始售卖糕点，不管订单有多少，都要亲
力亲为。有着从祖国带来的糕点制法，加上拜师勤学的成果，
她研究出属于自家的口味，“香草枧子糕”、“白糖糕”、“娘惹香
草糕”都成了独门绝技。她的儿子最爱这味道，“每一片都是纯
手工制作，这就是家的感觉”。

烘焙也不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在美华人面点师何斯秾就在
烘焙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她敢于在蛋糕上大玩儿创意，一
些糖霜、翻糖，几把雕刻刀，3D 食用色素打印机，被她通通玩转。
脑中架构的图像落地成型，让人惊呼连软软的蛋糕都逆天了。

变形金刚、时尚爱马仕铂金包、腾云驾雾小飞机、甚至整
座迪斯尼城堡，都被奇妙呈现。她的脸书粉丝已有上万人，朋
友们更不断“下帖”，天天挑战各种造型。这样美妙的面点，
你会只想摆在那里静静看着，只是浓浓的奶油香味不断刺激，
让人在观感和味觉面前难以抉择。

在心灵手巧的华人那里，面点是对美味的追求，是对乡土的
诉说，更是对自我的表达。面点里的艺术，在于味，也在于美。

聚焦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聚焦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