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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贝尔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发明诞生地之一。
数字交换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有声电影……贝尔实验
室的这些科研成果为人们所熟悉，但罗布·派克对于互联网
的贡献，了解的人恐怕不多了。实际上，尤尼斯 （UNIX）
操作系统和C语言都是在那里发源的。

派克在多伦多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到 C 语言。一
天，派克偶然翻到 《C 程序设计语言》 一书，其表述清
晰，又极具可读性。他将此书奉为“毋庸置疑的经典”，兴
奋地翻看了许久。

当时，贝尔实验室已经开始对外分发尤尼斯源代码，C
语言逐渐风靡校园。后来，派克加入了贝尔实验室，与那
些曾经启发了他的编程大师合作，在计算机图形学、用户
界面、并发编程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在此期间，他打造了
几款文本编辑器，并为尤尼斯设计了第一个基于位图的窗
口系统。在参与关于概念网络操作系统的贝尔实验室9号计
划时，派克深感当下的系统开发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只
想着修修补补，却无法做出真正的革新。于是，他发表文
章痛陈业内积弊，这引起了谷歌的注意，并登门求贤。

带着明星般的光环，派克加入了谷歌团队，从事分布
式系统、数据挖掘、编程语言以及软件开发工具等方面的
研究。在谷歌，派克的创新灵感源源不绝。尤其是他与
肯·汤普森合作开发的 GO 语言 （开源编程语言）。派克
说，开发 GO 语言，是因为过去 10余年间，软件开发的难
度已发展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而 GO 语言既保留了静
态类语言的安全效率，又改善了动态类语言编程的难度。
使用 GO 语言可以在不损失应用程序性能的前提下，降低
代码的复杂性。这大大增加了研发工作的效率，派克形容
其体验是“前所未有的”。

参与了众多编程领域里程碑式的创新，派克对信息技
术的贡献意义深远。不过，精力旺盛的派克似乎并不满足
于只当个天才程序员，他还跨界天文学，设计出了伽马射
线望远镜。此外，派克还是一位出色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在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勇夺射箭项目银牌。在多个领域
自由切换，“精彩”二字已不足以概括派克的人生。

强制捆绑搭售、预付式消费“套
路贷”、虚假宣传退货无门……随着电
子商务快速发展，网购乱象成为许多
消费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些电
商平台因其天然的强势地位，设置一
些不合理的交易规则来限制消费者权
利。比如，有些平台以运费自理或包
装拆封为由给消费者“七天无理由退
货”设置严苛的条件，由于缺少相关
的维权知识和有效的投诉渠道，许多
消费者遇到不良商家时只能自认倒霉。

针 对 网 购 行 业 的 种 种 乱 象 ， 工
商、质检等部门也在重拳出击，强化
监管。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明确了电子
商务经营者的义务，包括依法取得许
可的义务、保障商品或者服务质量安
全的义务等；同时还强化了经营者的
举证责任，这无疑为消费者维权提供
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再次表明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线上网店还
是线下门店，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不
能突破合规的基本框架。

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运作环境，
离不开监管部门、商家、电商平台和
消费者的联动协同。对监管部门来
说，可以利用大数据手段对电商平台
端口实行价格跟踪，对“先提价后降
价”的不当竞争进行约束，对真实存
在的价格欺诈行为进行遏制；对电商
平台来说，一方面要对经营者的资质
进行严格审查，把好“入口”，另一方
面要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承担“连带
责任”；对消费者来说，要强化维权意
识，珍视投诉权利，学会用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能因商品

“小”“少”而不为。
无论是电子商务法对商家行为的

规范，还是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
的保护，本质上都是对整个电子商务
行业规则的重塑。当然，从缺少规
则、野蛮生长向透明化、规范化过

渡，可能会伴有转型阵痛，但从长远看，只有电子商务
经营者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来参与市
场竞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
护等方面的义务，整个电商行业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发
展轨道。

维权千万条，规则第一条。要真正让网购环境清
朗，必须构建起买卖双方和监管者共同发力的消费环
境。盼望随着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断落实、监管部门的
重拳整治、网购平台的自我净化以及消费者维权意愿的
不断提升，未来的网购商品不仅能让人们买得放心，更
能用得舒心。

把“美丽”永久存进硬盘里

法国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给全
世界的文物安全工作都敲响了警钟。在
竭尽所能做好安全工作的同时，技术的
发展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了更多选择。

据 《国 家 地 理》（National Geo-
graphic） 报道，早在 2015 年，建筑历史
学家曾利用激光扫描技术精确地记录巴
黎圣母院的全貌，耗时数年最终收集了
超过 10亿个数据点。当意识到一座数字
化的巴黎圣母院已完整保留下来的时
候，越来越多的人对安德鲁·塔隆这个名

字满怀敬意，这位已故建筑历史学家为
巴黎圣母院留下的 10亿多个数据点，可
以最大程度还原大教堂面貌。

技术生成的模型能展示出大教堂最
微小的细节，误差只有约5毫米。

早在 2011 年，塔隆就开始精确测量
巴黎圣母院。耗时数年，激光扫描点囊
括了大教堂内外的 50多个地点，他对圣
母院内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多次扫描和
数据反传。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于
测量中世纪建筑的工具没有公众想象中
的先进和高明，有不少是诸如铅笔、铅
锤、绳子等古老工具，出错概率并不
低。对激光扫描技术来说，优势显而易

见：精度高、不会遗漏。据了解，在扫
描运行过程中，首先抓取在同一个三维
空间里的相同位置，拍摄球形全景照
片，接下来将照片映射到激光产生的扫
描点上，如此，每个点会成为照片中这
个位置像素的颜色，以此来累积创建大
教堂的三维图像。

重建工作并不是一件易事，但“存
进硬盘里”的巴黎圣母院至少给了公众
更多希望，让后人有可能一睹这座美丽
建筑曾经的样子。

预防性保护使文物“活”起来

伴随着3D计算机图形、高分辨率渲
染、人工智能、3D打印等技术的出现和
成熟，先进技术在文物保护过程中逐渐
广泛应用，助力文物的预防性保护与修
复。

刚刚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
曾在 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北京
2018 大会上分享过让故宫成为“网红”的
秘笈：AI（人工智能）重启紫禁城，让藏在
深宫里的文物活起来。对于文物保护和
复原，故宫专门成立了故宫文物医院，并
配备了三维打印、具备物理冷热性能的先
进设备，让原有技术如虎添翼。与此同
时，故宫拥有 200 名修复医生，有一半是
自然科学家，他们通过仪器设备分析检
测，碎了几千片的绘画、碎了 200 多片的
先秦铭文青铜器、25 层堆绣 32 种材料的
珍贵唐卡都重获新生。

其实，利用先进技术对重要文物和
历史建筑进行数据留存，是实现文物保
护和永续利用的必要手段。在上海，通
过研发城市建筑运维与更新中的信息化
技术应用，已为包括孙中山故居、宋庆
龄故居等数百栋优秀历史建筑建立了精
细化测绘与三维数字化档案。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现代科技的飞

速发展为文物保护与修复提供了更多
技术层面的选择，这也要求博物馆文
物修复工作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
流步伐。

同时，还需要构建基于物联网和大
数据的文物修复管理系统，有效解决文
物修复数量大、文物修复管理流程复
杂、修复记录和档案不规范等难题。

数字化留存把古老文化变“酷”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无数人痛心的
同时，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除
了要在文博场馆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对
于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也极为重要。

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 《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互联
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国家
文 物 事 业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和

《关 于 实 施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工 程
（2018－2022 年） 的意见》 等文件，重
视文物保护的同时，也对文物的数字
化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技术层面
来说，通过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广泛
应用，已经可以实现对文物完整的数
字化存档并永久保存，这已成为保护
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

站在文化和文物传承的角度来说，
提高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利用，也有
利于提高文物的传播和展示覆盖面，
对于博物馆拓展影响力、提高自身管
理和服务水平，都是一件好事。数字
化保护与存档，也赋予文物更强大的
生命力。

文化遗产是世界的宝藏。通过多种
技术手段开展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相
当于给文化遗产保护多加了一份保险，
也拓宽了其交流和影响范围，可以让古
老的文化变得更“酷”，让穿越时间的智
慧能够不断传承，历久弥新。

培养付费意识 倒逼内容创作

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秘书长李广平认
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音乐产业链的
价值日益显现，“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数字音
乐提供了多样载体，让消费者接受数字音乐的方式变得
更加简单便捷。用户对数字音乐产品数量与质量的需求
增加，使得音乐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需要购买大量
的内容资源，对音乐内容生产商的依赖随之增强。”李
广平说。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表示，
为音乐付费已成社会的一个共识，“一种经济模式，最
开始可以采取提供免费内容与服务的方式来吸引受众。
但实现长期稳定地运转，就需要盈利。好比过去音乐人
出唱片，消费者需要购买才可以听歌。现在从互联网上
获取音乐内容也需要收费，这意味着我们的数字音乐经
济模式正在逐步规范和成熟。”万喆说。

“对数字音乐产品来说，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受众群
体。因此，为优质音乐付费，不仅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
要策略，也是培养用户付费意识、建立付费习惯的有效
手段，进一步倒逼音乐内容生产商花费更多心思埋头创
作，为市场提供更多、更优秀的音乐作品，满足消费者
越来越高的精神需求。”李广平说。

版权日渐规范 变现方式多元

《报告》 显示，自 2015 年政府展开了针对网络音乐
传播最严厉的一次打击盗版和侵权行动，接连出台多项
政策，数字音乐过去盗版泛滥的现象得到有效改善，为
此后健康、规模化的商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万喆表示，过去，数字音乐的发展与盛行很大程度
上破坏了整个音乐产业环境，尤其是盗版的猖獗和市场

的无序，严重影响了内容制作公司的资金循环，最终导
致音乐精品出现断层。

“此外，当前中国数字音乐内容方和渠道方在利益
方面一般为五五分成。但唱片公司与词曲作者如何分
账，仍缺少清晰透明的方式。因此，一旦涉及侵权问
题，词曲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公司等权利主体的利益计
算就变得十分复杂。近年来，对数字音乐版权的‘互掐
戏码’时常上演，引发业内广泛关注。”万喆说。

李广平认为，近年来，腾讯、网易、虾米等公司纷
纷重视版权，令人可喜。“实际上，版权问题始终影响
着数字音乐企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随着版权的价值逐
渐得到重视，用户付费意识普遍增强，中国数字音乐的
商业环境得到了体系化的建立和规整。同时，数字音乐
平台在版权的运营及管理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预计未来
版权运营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数字音乐平台
将发展出更加多元化的变现方式。”李广平说。

转型已成趋势 用户才是基石

《报告》 显示，随着数字音乐产业持续发展，数字
音乐平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垂直领域进行不断探索，
行业仍然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想象空间。同时，各类短视
频平台基于其出色的音乐传播能力开始在音乐内容产业
进行布局，在数字音乐市场形成一定的潜在竞争。

“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李广平说，数字音乐市
场由众多买方和卖方共同组成，并以用户的需求为基
础。因此，数字音乐产品不但要满足用户的个人需求，
还要积极引导和刺激用户需求。同时，数字音乐产业应
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购买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精细
化营销，以实现“互联网+”音乐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万喆表示，未来的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
对众多数字音乐内容方和渠道方来说，势必要完成转
型，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比如，在创作阶段，数字

音乐平台可起到发掘音乐人、孵化音乐人的作用，从源
头对音乐版权的管理与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其次，通过
参与音乐版权的分发、音乐IP （知识产权） 的孵化以及
与其他娱乐产业联动等形式，数字音乐平台将建立起完
整的互联网音乐娱乐生态。”万喆说。

李广平认为，当前音乐市场付费规模正快速增长，
如何创新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
求，是所有音乐平台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过去，庞
大的粉丝用户让音乐人看到了数字音乐带来的红利。除
了把数字专辑卖给用户之外，他们不断推陈出新，为用
户和音乐人搭建互动的渠道，丰富粉丝经济的运营模
式。值得注意的是，粉丝经济是一把‘双刃剑’，绝不
能为了迎合粉丝赚快钱而忽略音乐作品的品质。”李广
平说。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超10亿个数据点的留存，最大程度还原巴黎圣母院面貌——

数字化保护让文化遗产“重生”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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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介绍了2018年以来中国数

字音乐产业市场现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为76.3亿元，数字音乐平台用户付

费率为5.3%。

过去，中国数字音乐以免费模式为主，没有用户为音乐平台付费。但近年来，随着国内数字音乐正

版化秩序的维持和巩固，广大数字音乐用户付费意识得以培养，中国数字音乐市场已进入有序的高速发

展期。专家表示，现在是数字音乐产业不断发展的黄金时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座由玻璃幕墙包围的透明展室，文物修复科的修复师在这里
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各式仪器设备，对文物进行拍摄测量。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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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音乐图书馆聆听音乐。刘 筝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