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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景区坦坦荡荡内）半亩园复原图上这座亭式小
戏台建筑规模并不宏大，是在固定的舞台之上加盖亭座，借
助室外建筑手法营造室内，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这种在室
内搭建小型戏院的手法，后来还被借鉴到故宫的建福宫敬
胜斋和宁寿宫的倦勤斋。从中可以窥见皇帝对戏曲的喜爱。

方壶胜境的复原图（上）与现状（右）

本报讯 10 月 11 日，由文化部主办
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国家图书
馆召开。会议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古籍保
护工作力度，推进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
建设，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

会上，文化部授予首都图书馆等
81 个单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授予张昊等 157 人“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并向国家图
书馆等 12 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
基地”颁牌。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韩永进作古籍保护工作报
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复旦大学校
长杨玉良、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分别就
开展古籍保护、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了经验介绍。

典籍文献是记载历史、传承文明的
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成果的重要体
现。据介绍，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开展以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成绩显
著：设立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中央财政
累计投入资金近 2 亿元；开展全国古籍
普查登记工作，建立全国古籍普查平
台；开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
作，培训 6690 人次。同时，古籍保护事业逐步成
为全民关注的事业。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表示，古籍保护最大
的瓶颈仍是人才不足，今后将积极推动在高校
设立古籍保护专业和人才培养基地。此外，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将与高校合作建立国家古
籍保护学院，建立从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到硕
士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教育培养路径，建立
古籍保护学科体系。 （李芸）

文化资讯

方壶胜境，在福海北岸湾内，1740 年（乾隆
五年）建成，是圆明园中最为美丽的建筑。此景
前部的三座重檐亭榭，呈“山”字形伸入湖中；
正大光明，皇帝在园内举行朝会、接见外使的
行政区域。方壶胜境的功能类似故宫太和殿、
保和殿，亦是皇帝驾崩后停灵之处。还有坦坦
荡荡、光风霁月、清音阁大戏台、鸿慈永诂、蓬
岛瑶台、牡丹台、万方安和……

这些建筑均出自圆明园，尽管现在都是废
墟，仅仅这些描述就让人神往，挡不住人们对
圆明园的遐思。2009 年起，研究圆明园超过半
个世纪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带领科研团队
开始了数字复原工程。第二年就向公众发布了
22 个景区的复原图，目前数字复原的景区近
50 个，超过一半。

负责复原工程的是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
究院，该院院长贺艳表示，未来五年时间他们
会完成余下的部分，也就是说，人们“看到”作
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整体盛况的时间不会
太长。

数字复原圆明园仅仅三维重现吗？它有什
么价值？带给研究者和观者有什么感受？

公众有“知情权”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这
是晚清文学家王闿运《圆明园词》中的诗句，概
括了当时帝王移天缩地的审美情趣。

和所有人一样，研究圆明园超过半个世纪
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最初也不知道圆明园
有那么多中式建筑，以为圆明园就是西洋楼。
实际上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所占面积不足 5%，
95%以上都是中式建筑。

2000 年郭黛姮申请了名为“圆明园”的课
题，带着十几个研究生一块作圆明园研究。贺
艳是其中之一。

“清华离圆明园很近，我们都是骑着自行
车去。”贺艳说他们在当时还是荒草遍野的圆
明园寻找遗迹，发现了上下天光遗址的台阶，
找到了杏花春馆遗址的山洞、假山，以及濂溪
乐处遗址的木桩等等。

不仅是普通人想看到圆明园当年的盛况，
步移景异的园林景象也是郭黛姮和研究圆明
园的人想看到的。

这个时候，建筑设计上开始用计算机制作
三维图。郭黛姮看到后，就想着是不是能把圆
明园做成较为直观的三维图。

但是，那时的计算机技术还有很多限制，
处理不了大量数据。不用说他们要还原的是历
史真实，就是电影的图画都处理不了。

直到 2009 年，圆明园被毁 150 年前夕，郭
黛姮的研究团队正式做圆明园数字复原的工
作。有了之前的积累，仅用了一年时间，2010 年
就公布了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方壶胜境、同乐
园、含经堂等圆明园 22 景区数字复原图和 55
个时空单元的全景复原三维模型库。

“我们之前都是在书斋里作研究，但圆明
园是考古遗址公园，它就是历史信息的载体。
现在要让这些信息从书斋里走出去。其实公众
有权利知道圆明园当初的样子，就是有‘知情
权’。”郭黛姮说。

数字复原是研究的延续

郭黛姮说她最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有记
载说淳化轩旁边的三友轩，记载的是大殿旁边
有一个小殿，但画出的三友轩小殿三维图是二
层，因绘图者读到三友轩文献中有“楼上……，
楼下……”的字句，后发现这不正常，经反复核
对文献，确定文献讲的所谓楼上楼下，不是指
三友轩，而是指大殿，其室内是双层的。

“原来文献记载的位置不对，是记录工程
档案的人把位置写错了。数字复原过程有时还
能纠正一些史料。”郭黛姮说，数字复原是研究
的延续，也对整个科研有促进作用。她又举了
一例，圆明园有很多残存的琉璃花，复原小组
进到库房看到很多琉璃花，通过比对，发现原
来是西洋楼的。“当时工匠费了很多心思想出
来的办法，由此可以用来探讨当时西洋楼的设
计者如何将中西建筑相融合。”

如果没有之前的积累和不断地研究，数字
复原只是一种空想，或者只能是猜想，很容易
导致错误。

众所周知，圆明园有四十景图及 2000 多张
样式房图，但距离复原一座真正的建筑物乃至
屋内的陈设还很远。不过，样式房图并不是完
美的资料，信息不够详细，有时画一个方块，很
难想象是亭子还是房子，或是平台，这就需要
依据文献、考古等。

但这些信息多数是零散、破碎的。“档案非
常庞杂，这篇讲吃的，那篇讲喝，另一篇讲游
玩，不是建筑或者园林的完整信息。不是说有
一个报告上面写的这个房子是这么盖的，而只
是说当年我修了这个房子，记录的是修的那部
分。这些信息还掩藏在各种档案中，这里两句
那里两句。所以研究人员要从特别庞杂的资料
里去找到有用的，这个研究的工作量是非常大
的。”贺艳告诉记者。

又如一般的样式房图，一般只会表示这个
房子有几间，每一间开间是多少，进深是多少，
很少会写到房屋的柱子是多粗。需要通过考古
发掘找到柱础，按照古建筑的做法，再计算出
柱子的直径和高度。

有的还要借助其他的发现。乾隆喜爱苏式
彩画，“春光明媚金扇面”是其中一种，但一直

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后来郭黛姮在北京王府
的一间房子里发现这种彩画。

真正按照圆明园的各种史料信息来做，使
人们看到一个具有较高“真实性”的圆明园，是
郭黛姮对数字复原提出的要求。基于这点，所
有的复原图都会有一个标识，哪些部分是确定
无疑的，哪些部分是研究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作的假设。以后随着研究的进展和考古发掘的
进展，证明是对或者是需要修改的。

完整的圆明园

尽管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复原了 22 个景
区，但随后圆明园的数字复原并不如人们想象
的那样以这样的速度增加，现在过去近 4 年，
复原仅完成了一半多。

贺艳说，这其中有团队的培养和成长等客
观因素，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最初复原快是十几
年研究厚积薄发的结果，二是这些年他们花了
更多的时间让已数字复原的景区逐渐完善。

圆明园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
道光、咸丰 5 位皇帝，超过 150 年历
史，“圆明园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位皇
帝都有他不同的追求。”郭黛姮告诉
记者，圆明园经过多次整修，数字复
原的难点就在于呈现出每个景区在
各个年代的样子。

在复原第一批景区后，他们没有
着急做新的，而是在补充这些景区的
其他时期，“我们先做总图，就是把时
间切片做出来，乾隆初期、中期及道
光、咸丰时是什么样子。”贺艳进一步
解释，“许多景区的资料不够丰富，就
做不到每个时期都有。”

九州清晏是皇帝主要的居住地，
因此划出 8 个时间切片，就做了 8 个
完全不同的图，每个时期的房间数都
不一样；杏花春馆，开始时候有菜圃、
井亭，后来到乾隆二十年以后挖掉菜
圃，改成园林建筑。

贺艳告诉记者，数字复原一个景
区所花时间很难计算。即使不算前期
研究的时间，做成三维图后还需要和

研究人员协调，二维图纸上没问题的，到三维
图上就可能会有问题。比如说五个房子，其中
有两个是连在一起，就要考虑这个屋檐伸出去
一点，那个屋檐退回去一点。又比如园子里的
植物在三维图做出后，会发现植物的轮廓线挡
住了小亭子，不仅要把小亭子调整出来，还要
作整体的调整。

做完三维图，还需要审图，审图的人又会
发现一些问题，如与档案资料不符或者遗漏等
等，如此需要反复多次。

“通过数字复原研究，我们进一步搞清了
圆明园的变迁史。它是清代营建史的一个缩
影，承载了中国 150 多年建筑发展的脉络，从
中可以反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建筑的变
化。”郭黛姮对此很感慨，“圆明园实际上还承
载着中国很多的历史信息，反映了整个当时的
帝王思想、治国方略和当时的审美理想，同时
也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很多建筑的变化跟
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以全方位的
视角来研究文化遗产的体会。”

文化微议

好莱坞将拍电影“三毛”

近日，漫画大师张乐平的儿子、三毛品牌持
有人张慰军宣布，三毛将由好莱坞拍摄成电影，
两年后在全球上映，目前正在筹备中。

对于三毛，欧美同行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
审美观。国内人都觉得三毛是个苦孩子；但是欧
美人却觉得，孩子在成长期吃苦是磨炼，三毛的
故事反映的是一段中国历史，而且很具有上海地
方特色。与国内已形成思维定式的动画人不同，
海外同行不仅肯定了三毛造型的艺术价值，也认
同这个故事拥有全球市场。

张慰军表示，他对三毛进军好莱坞非常有
信心，三毛不仅在中国抗战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宣传作用，而且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点评：尽管不知道好莱坞版三毛是否会在
中国乃至全球大卖，但这也是一个提醒，中国文
化中有待发掘的还有不少。

曲阜10村试点“百姓儒学”

近日，曲阜推出“百姓儒学”工程，并将 10
个村庄设为试点。课堂上，儒学教师以通俗易懂
的教学方法，将孝敬老人、邻里和睦等主题教授
给村民，让他们轻松掌握儒学经典。

进村授课的讲师来自当地的学校教师、专
家学者和国学爱好者。讲座内容围绕传统文化
中“仁者爱人”“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
邻好”的传统理念，突出孝敬老人、关爱子女、和
睦邻里等现实主题，倡导健康向上的村风民风。

据介绍，“百姓儒学”工程今年年底将完成
150 个村庄的“儒学课堂”建设，明年上半年完成
全市所有村庄的普及。此外，曲阜还将启动“一村
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
学家训”等相关配套活动。

点评：以教导、教育为目的的活动容易表面
化，唯有打动人心的作品才有改变人的力量。

莫迪亚诺小说断货

从 10 月 9 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北京
时间 7 时到 10 日上午 9 时这短短 14 个小时，莫
迪亚诺目前能够买到的三本书———《青春咖啡
馆》《地平线》《缓刑》———短短一夜间在三大图书
电商网站全部卖断货。

据介绍，到 10 日上午 9 时，当当网三本书
的预售数量已经超过一万册，并在快速增加，而
书的到货日期最快为 10 月 14 日。而莫迪亚诺获
奖后加急出版的四本新书《暗店街》《八月的星期
天》《凄凉别墅》和《夜的草》将在 11 月与读者见
面并在当当网首发。

点评：对国内读者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就像
每年的小说季，如果能带动更多优秀小说的阅
读，追逐潮流也是件美事。

网络小说影视改编权5年涨10倍

从二三十万元到二三百万元，网络小说影
视改编权涨了 10 倍，只用了短短五年。近日，盛
大文学的 6 部原创网络小说被一些机构购买，总
价近 1000 万元，其中《史上第一混乱》《鬼吹灯》
单价更高达 200 万元。

盛大文学副总裁汪海英表示，这得益于这
些年网络文学为影视圈输入的优质版权“反哺”
了自身影响力，得益于网络作家知名度和社会地
位迅速提高。2010 年至今，仅由盛大文学售出的
影视剧版权就超过 130 部，“电视剧市场快被网
络小说承包了”。

另外，优秀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能够实
现单价破百万，在于它完整覆盖内容、社区、流
量、用户属性和用户行为等全方位的海量数据。
这些数据应用在版权衍生产品的生产上，不仅大
大降低了制作拍摄的风险，带来大量的基础受
众，还创造出更多商机。

点评：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是有其优
势的。然而这只是大浪淘沙的一小部分，大量的
网络小说早就被淹没了。为了成为那个幸运者，
多少网络小说写手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去拼。

朱元璋雕像遭吐槽

最近有市民发现，在明孝陵大金门前朱元
璋雕像有点“怪”。“马没上缰绳，如何驾驭？马配
马鞍，却没有肚带，老人家怎么骑？宝剑似乎没剑
鞘，如何佩带？马尾粗如木桩，比例严重失调。”

“雕塑中马在奔跑，马尾巴为什么会像根柱子一
样垂在地面上？”这是大家提出的疑问。

对于大家的看法，雕像设计者———中国雕
塑院院长吴为山表示，自己在设计这尊雕像时，
主要采用的是写意的艺术手法，“这种风格的雕
塑，细节不是重点。有些地方如果描绘得太细，反
而会影响雕像的整体表现力”。而对于马尾为何
会垂直于地面，吴为山表示，这样的设计主要是
为了让雕像更稳定。

点评：对艺术作品提出质疑，比起只是围着
雕像照相，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再造”一个圆明园
■本报记者温新红

数字化让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本报记者温新红

明孝陵大金门前朱元璋雕像

栏目主持：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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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即使在国际上，像我们这样数
字复原遗址的还没有。以前有虚拟紫禁城，区别
是显而易见的，故宫还在那儿，数字复原圆明园
是从无到有。”负责圆明园复原工程的清城睿
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表示，圆明园的前
端是很复杂的科研课题，要先解读出来。因此，
在各类国际行业研究会上，看到复原影像后，国
际同行也很惊讶。

贺艳还说起去年在英国利物浦做展览时发
生的一件事。该市市长参观展览后深表震惊，即
席发表了演说，表示“我们总是用新技术表现未
来，你们居然想到用它表现历史”。第二天他在
当地电视台发表了专题讲话，呼吁大家去看展
览，呼吁大家重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

许多人在看到圆明园的美轮美奂后都会感
叹，一是没想到，另一个就是特别痛恨当年英法
联军将之烧毁。即使是《1860：圆明园大劫难》的
作者法国人布立塞在看到复原影片后，也是难
过到不忍看。

“圆明园是特殊的，被焚毁的记忆让它蒙上

悲剧色彩。”贺艳说，通过数字复原，他们更希望
大家了解圆明园历史上什么样的想象，一方面
能更好地保护遗址，另一方面，唤醒大家的自豪
感，那么美好的景象是我们的先人做出来的。

今年 9 月，“圆明重光”在巴黎新华影廊开
幕。“圆明重光”是圆明园从 2012 年起全力打
造的展览品牌，通过图片、影像、模型、文物构
件、数字多媒体等形式，虚实结合地展示圆明
园鼎盛、蒙尘与重华的历程。2012 年至 2013
年，该展览分别在德国及俄罗斯、英国、北京世
纪坛举行。圆明园管理处文化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数字复原的成果在展览中起到很大作用。

另一方面，数字复原对圆明园的旅游服务
也带来变化。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圆明园即
将使用的导览器主要是数字复原影像。导览器
中的每个景区包括全景介绍、景群复原、内景
复原、背景介绍、遗址现状、考古工作等，景区
各个时期的修整后不同样貌也在其中。导览系
统还有一个特点是现状和复原的实时对比，也
就是说，站在什么地方，就会看到眼前的遗址

历史上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表达的一方面是圆明园辉煌历史，

另一方面也是向大家展现圆明园现在的发展及
被保护的状况。”管理处工作人员说。

2010 年，数字复原的理念推出去后，罗马、
奥地利等国家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不过，贺艳
说：“对比后发现，抛开文化背景的不同，仅从数
字技术来说，我们所表现的精细程度和美观程
度都远超过国外。”

“数字复原是大遗址保护里的非常新也是
非常必要的方向。”贺艳认为，这是国内遗址未
来发展的途径。目前他们正在做隋唐洛阳城、大
河村等。

郭黛姮也认为，数字复原针对只留有遗址
的尤为重要，现有实物的古建筑依据各自不同
情况而定，并不是非做不可。

“重要的是有前端的研究。”贺艳说他们有
成熟的经验和模式，通过与不同的科研单位合
作，可以把他们的东西像数字圆明园一样迅速
地焕发出来。

和所有人一样，研究圆明园超过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最初也不知道圆明园有
那么多中式建筑，以为圆明园就是西洋楼。实际上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所占面积不足5%，95%
以上都是中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