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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创中华文化在线多媒
体互动式学习平台“图说中华文
化Online”经过4年努力，近日正
式上线。该平台由台北故宫博物
院前院长周功鑫以及她所带领的
年轻团队打造，结合动画、游戏
及 互 动 文 物 学 习等多元媒介内
容，帮助公众尤其是学童长期且
有系统地去认识与学习中华文化。

致力推广中华文化

周功鑫告诉记者，她在台北
故宫做推广教育时，认识到教育
要实现好的效果，一要做到分龄
分众，二要让人学得有兴趣，三
要考虑系统性，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对于推广中华文化，她有完
整的想法，已经在逐步推行。

“第一步是图书，第二步是线
上的网络博物馆，第三步是体验
馆，用VR （虚拟现实），AR （增
强现实） 等现代科技来帮助体
验。”周功鑫说，现在团队已经走
到了第二步。

近日上线的网络平台建立在

“图说中华文化故事”丛书的基础
上。“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现已推
出两套，分别关于战国时期的赵
文化和秦文化，以成语故事的形
式呈现，内容涵盖关键战役、重
要人物以及艺术发展等。即将推
出的图书包括战国时期的楚文
化、齐文化各 10 个成语故事以及
韩、魏、燕等文化合并成的 10 个
成语故事。战国之后，还将推出
汉代50个成语故事。

周功鑫说，读者阅读时，可
以从系统的编排中，建构与发展
对战国时期的认知，并可清楚分
辨出各诸侯国的人物特质、文化
差异、生活风貌及时尚。

两岸携手打造丛书

系列丛书由周功鑫主编，并
带领近 10 人团队研究制作，至今
已历时多年，务求做到字字皆有
所本，画中衣食住行等皆有出
处。周功鑫介绍说，丛书编撰与
大陆文博单位深入合作，出版方
面也是两岸携手，目前在大陆推

出的版本已经是第三次印刷，在
台湾的版本也是第二次印刷，读
者反响很好。

在台湾，有六年级学生的家
长告诉周功鑫，孩子从来不喜欢
读书，尤其是历史书，但对这套
丛书爱不释手。还有理科资优生
原本对历史兴趣不大，看到这套
书就来了兴致，一口气读完一
套。“不少家长打电话反馈，我就
有了种使命感，因为真的有影
响。”周功鑫说。

“文化艺术要从小埋下种子，
希望能启发年轻的历史学家，将
来为孩子们做点事情。有些人具
备研究员的深度，但要深入浅出
比较困难。”周功鑫说，丛书编撰
过程中，还找来儿童文学作家把
关，使之更贴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丛书内容设计体现由浅入深
的特点，为了连接图画内容与现
实社会，图画知识特别介绍画面
所参考的文物原图、用途及所藏
博物馆。通过延伸阅读，读者可
更进一步了解故事中隐含的文化
知识。此外，丛书附以相关地
图、年表及参考书目，以满足不
同年龄读者或亲子阅读的需要。

网络平台寓教于乐

“图说中华文化故事”丛书执
行长陈绍诚对记者说，新一代年
轻人在视觉影像环境中长大，喜
好和敏感度也偏重于图像及动
画。认知学习上，影像成为最直
接、最有效的媒介。丛书网络平
台应运而生。该平台以成语为媒
介，希望帮助使用者对战国及汉
代的历史、文化、生活美学及文
物风格，乃至艺术风尚拥有全面
及深入的认识。

陈绍诚介绍说，平台内容力
求做到“真”，图像中的人物、
场景、生活用器，年表及地图都

经过严谨考证，以期呈现不同时
代、不同地域的生活艺术、礼
仪、时尚、艺术风格及文物背后
的文化内涵。此外，平台在内容
制作上讲求“美”，即中华之美。

在图画设 计 上 追 求 合 乎 中 国 式
样、展现中国图案和颜色风味，
并摒除东西洋风，力求呈现蕴藉
深厚历史和文化的中国风。

（本报台北11月22日电）

“出名，并不等于明白事理，我们追求的是
‘明’医，而不是‘名’医，如果你是医德高尚、
医术高明的‘明’医，必定会有病人找上门。”采
访刚开始，他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吸引了记者。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PPP专家委员”“中
国循环经济学会副会长”“香港理工大学兼职教
授”……虽然他拥有很多的头衔，但他最喜欢的
却是“公路医生”的称呼。因为从 1993年来内地
发展起，他就 20多年如一日地钻研道路养护的循
环再生技术，让道路养护行业从高污染、高能
耗、低效率向环保、节能、高效转变。

他，就是英达公路再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达） 董事长、港商施伟斌。他的人生
目标，就是通过循环再用技术，实现道路的绿色
养护，做一位护路的“明医”。

参与长安街大修获点赞

长安街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街道两旁
遍布国家党政机关，是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政治
地标。2009年，为了迎接60周年国庆庆典和阅兵
式，长安街进行了 10年来的首次大修。而承担这
次任务的，正是施伟斌的英达公司。

“当时北京市政府提出，修路工程要做到‘时
间最少、水平最高、影响最小’，具体来说，我们
只能在夜间有限的时间内修整路面，同时要保持
道路的部分畅通。而且，我们也要尽可能不制造
污染、废料和噪音，以免影响周边单位的办公和
居民的生活。但效率仍然要高。”尽管条件很严
苛，但施伟斌并没有感到胆怯和为难。

与传统设备和技术相比，英达方面有着诸多
优势：负责修路的大型就地热再生机组机动性
好，半小时就可以完成进出场，且在施工时只占
据一条车道，不影响长安街的夜间交通；就地热
再生技术则实现了原本路面材料的 100%循环利
用，只需要加入极少量新料就可以完成路面修
复，不会产生任何废料。此外，修路机组安装了
抽烟净化系统，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烟雾净化后
再排放，确保空气的清洁；消音设备的使用，实
现了施工过程的低噪音，让首都居民睡得安心。

英达高效环保的修复工作，让长安街面貌在
短暂的时间内焕然一新，有关部门与媒体纷纷为
之点赞。随后，在广州亚运会场馆道路改造、博鳌
亚洲论坛会场道路改造、厦门金砖国家峰会道路改
造、上合青岛峰会道路改造中，英达的装备和技术
人员们总会大显身手，出色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

仅以上合青岛峰会道路改造为例，英达 20天
完成了 80万平方米的施工，同时不影响道路的通
行。更值得一提的是，经专家测算，相较以往传
统的养路方式，英达使用的工艺共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2116.4 吨；减少废旧沥青混合料排放 7.68 万
吨，可填满16个国家标准泳池。

钻研技术要求“被推翻”

然而，英达的成就并非轻而易举得来的。它
的背后，凝聚了施伟斌和团队伙伴 20多年来的心
血和努力。

1993 年，施伟斌刚来内地时，就发觉内地到
处都在兴建道路，因此他认为未来公路养护会有商
机。“但是当我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周围的人更多
的是表达不解和否定。他们说，修路的生意都做不
完，谁还会考虑路面养护的情况呢。”不过，施伟
斌坚信，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一定是将来的趋势，
于是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为了占领行业发展的制高点，施伟斌十分注
重企业的自主创新。他带领科研团队通宵达旦地
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成了经常连续几个昼夜不
休不眠的“拼命三郎”。在研发生产设备期间，他
还经常往返奔波于欧美几国，与国际科研专家探
讨交流，了解新兴产业的动向，并不断将先进的
专业技术理念介绍给团队的工程师。

“也许在别的企业，员工画了三天三夜的草
图，递上来时，会一心期待得到认可。但在英达
不是。草图递上来，员工说的是：‘求你推翻我，
你来挑我的毛病。’因为好的技术、产品及理念，
往往是千百次被锤炼、被推翻的结果。绝不可以
将就。”施伟斌坚定地表示。

正是在精益求精、注重严密逻辑推理的氛围
中，英达于 1997年研发制造了第一台由国人自主
研发生产的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日常养护设备，
当时便价值数百万元。迄今为止，英达已拥有国
家专利近200项，成为行业内拥有专利最多、科技
成果转化率最高的企业。

对于施伟斌来说，任何一项成果的取得，都
少不了企业管理者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是
勇气和毅力，软实力是忍耐和坚持。而这些研发
之外的思考，也化作他的两本企业管理杂文集
——《每月清谈》的创作源泉。

在大局中发挥香港优势

从 1993年至今，施伟斌已在内地创业、工作

了25个年头。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他可
以说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20多年过去，内地的发展日新月异，除了经
济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大家在环保意识、循环
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明素质方面均有提高。”
施伟斌说，与其他港商一样，之所以成功，就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前不久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
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指出，希望港澳更加积
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作为香港同胞中的一员，我认为香港、
香港同胞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在‘一带一路’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贡献力量。企业只有将自
身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大空间。”
施伟斌表示，自己的企业如今已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积极“走出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
国等地参与道路养护工程。未来，他们还将拓展海
外版图，在更多国家和地区显身手。

此外，施伟斌还呼吁，香港年轻人应该多走
出去看看，北上到内地学习、创业，开阔视野，
锻炼能力。“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就为香港
青年创业与就业提供了好机会。香港年轻人应
积极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从国家强劲发展中
获得广阔
的发展空
间和源源
不断的发
展动力。”

图说中华文化平台两岸上线

让中华文化“动”起来
本报记者 张盼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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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台北电 （记 者
左 为 、 刘 欢）
一 项 最 新 发 布
的 调 查 显 示 ，
因 景 气 转 弱 、
大 环 境 不 佳 ，

“忍”字成为台
湾 上 班 族 票 选
的 职 场 年 度 代
表 字 ； 上 班 族
自 评 职 场 表
现 ， 平 均 只 拿
到不及格的 58
分 ， 有 四 成 受
访 者 想 改 变

“薪水太低”的
情况。

该 项 “ 上
班 族 年 度 回 顾
调 查 报 告 ” 由
台 湾 人 力 资 源
机 构 “1111 人
力 银 行 ” 于 本
月 1 日 到 15 日
以 网 络 问 卷 抽
样 方 式 进 行 ，
有 效 问 卷 共
1069份。

调查显示，回顾过去一年，受访者
自评职场表现平均只有58分，有20.77％
认为没有感到满意的事。以复选的方式询
问“在职场上最满意的事”，21.42％受访
者选择“加薪”，而询问“最想改变的现
况”时，有高达 40.04％受访者选择“薪
水太低”，另有 39.66％选择“无法存钱”
以及20.39％表示“很久没调薪”。

在该机构职场年度代表字票选中，
“忍”字获得最多上班族青睐，另外有
“茫”“撑”“变”在代表字中脱颖而出。

“1111人力银行”公共事务部暨职涯
发展中心总经理李大华表示，因为景气
在下半年转弱，面临大环境不佳，上班
族无奈吞“忍”的原因都是为了一份稳
定的收入；排名居次的“茫”“撑”代表
上班族对于前景不确定的反应，只能在
恶劣的环境中以静待“变”。

调查还发现，今年有不到三成上班
族有调薪，平均加薪 5189 元新台币。李
大华认为，齐头式调薪已不再，依据绩
效论功行赏已成为企业主要的调薪方式。

此外，根据“1111 人力银行”全年
度的职务搜索排行，上班族搜寻比例最
高的职务是半导体工程师，其次是行销
活动与广告公关企划，前十大热搜还包
括木工、药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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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公路“名医”更是公路“明医”
——访英达科技董事长、香港企业家施伟斌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吴亚明

“图说中华文化Online”微信小程序界面部分。
（资料图片）

11 月 19 日，“珠澳一家亲”——第五届中国国际马戏节在澳门
综艺馆举办惠民演出，来自俄罗斯、意大利、埃塞俄比亚、阿根廷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表演团队参与演出。图为埃塞俄比亚演员在进
行女子柔术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行 摄 濠 江

中国国际马戏节在澳门演出

周功鑫讲解丛书人物衣饰背后的文化内涵。本报记者 张 盼摄周功鑫讲解丛书人物衣饰背后的文化内涵。本报记者 张 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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