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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文物是一种打着保护文物旗号的经济
行为。”

———近日，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
知，明确要求坚决刹住滥建山寨文物之风。对此，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侯卫东在
接受采访中如此表示。

近年来，山寨文物频频出现。比如 2020年 9
月，某景区一段“山寨长城”视频走红网络，引发热
议。尽管景区称之为“观光长廊”，但从网传视频来
看，这个所谓的“观光长廊”与北京八达岭长城外
观极为相似，明显就是“山寨长城”。不只是长城，
山寨“天安门”、山寨“兵马俑”甚至山寨“埃及金字
塔”都屡屡在各地出现。

有媒体报道称，以山寨文物吸引眼球、招揽游
客，无非是为了发展地方旅游业、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从绝大多数山寨文物的实际经营状况来看，
其热度基本只是昙花一现，由于造价高昂，反而带
来巨大的浪费，而且破坏了当地原有的自然与文
化风貌。从文物角度来说，有形无魂的假文物，传
播的是失真信息，甚至涉嫌丑化、异化真文物，讹
传历史文化，干扰历史文化传播，误导公众的历史
文化认知，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甚至影响国
家文化和旅游形象。

此次两部门的最新通知就旨在“遏制滥建山寨
文物之风，维护文物真实性和历史文化遗产尊严”。

侯卫东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大众并非都有
专业鉴赏能力，难免被误导，两部门通知是一个重
要导向，“也是替公众把关，避免混淆视听”。而要
达到“坚决遏制滥建山寨文物之风”的目的，还要
看有关部门的下一步具体措施。

“这印刷体真是绝了，不愧是学神。”
———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 125周年校庆之

际，历经 3年多时间打造的新校史博物馆在上海
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文博楼开馆。展品中的“钱学森
试卷”颇受大家关注，试卷上工整秀丽的字迹引发
网友如此感叹。

1980年，钱学森大学时期的水力学老师金悫
将一份保存了近 50年的试卷通过校史研究人员
陈贻芳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这份试卷的卷首时
间为 1933年 6月，课程是水力学（Hydraulics）。这
份试卷书写工整，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
样，中英文字均写得秀丽端庄。

据介绍，这次考试由金悫出题并主持，金悫在批
阅考卷时，发现钱学森的试卷卷面整洁，解题一气呵
成，6道题全部解答正确。只是最后一题公式推导中
“Ns”漏写了一个“s”，被扣去 4分，得 96分。当时交
大老师出的考题中，总有一两道难度很大的题几乎
没有学生能答对，而钱学森总能迎刃而解，这令金悫
颇为惊奇。而这份漏掉下标“s”的 96分试卷也就成
为老交大优良教学传统中“要求严”的典型案例。

除了“钱学森试卷”外，该新校史博物馆还展
示了其他多件“镇馆之宝”，如交大创始人盛宣怀
《愚斋存稿（初刊）》101卷（1939年）、赵祖康交通
大学毕业证书（1922年）、南洋大学师生教学与生
活无声影片（1926年）、史霄雯烈士印刷革命宣传
刊物的手推油印机（1949年）、交通大学历届毕业
生学籍档案、杨嘉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9
年），等等。共有档案、文物和珍贵文献近 460件
（套）、照片 1200余张、影音资料 20余段，其中不
少是首次对外公开。

除丰富展品外，该新校史博物馆还设计了多
处场景复原、动态模型、魔镜墙、互动屏、大型投影
等全新展示方式，以迎合新时代博物馆展示的发
展趋势，满足年轻一代的观感需求。

“对于以创作为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体
力。第一是体力，第二还是体力，第三第四可以随
意选择，第五是不服输的性格。”

———近日，日本著名设计师原研哉为小米设
计的新标识上了热搜。除了设计工作外，原研哉的
性格特点、人生故事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之前
写作的一些有趣的文章也被翻了出来。在一篇名
为《慢跑之趣》的散文中，原研哉这样写道。

原研哉一直提倡简约的设计风格，从历史和
过去的资源中寻找创新灵感，成为日系设计中极
简、留白、自然之美的代名词。

原研哉本人也常以“黑白”的极简形象示人，
但他的性格并不沉闷，这从他 1991到 1995年在
《小说新潮》上连载的设计题材散文中就可以看
出，《慢跑之趣》就出自这一系列文章。文中，原研
哉感叹自己与 25岁时相比，体力明显衰退。“到了
这个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世上所有的乐趣，都
必须有体力才能享受。”而为了保持创造力和体
力，他开始慢跑。对此，他还自嘲说，“我平常生活
散漫，体型也比较胖，跑步的姿势和马拉松选手相
比，差距很明显。这么个大叔突然加速跑起来，在
邻居们看来，肯定是不太正常”。

近几年，原研哉还开设了一个名为“低空飞行”
的旅行网站，用设计师的视角介绍他心目中的日本
旅行“打卡地”。取名“低空飞行”是希望用一种低空
鸟瞰的姿态，带人们审视日本的内部与细节。

（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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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进化”小史
姻高福进周凯

阳春三四月，正是一年中游玩的好时节，
但对花粉过敏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折磨。好在
还有口罩。在近些年中无论是防病毒、防雾
霾，还是防花粉，口罩渐渐从专业的医用领域
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现代意义上的口罩从何而来？它又是如

何一步步改进的？现今市场上千姿百态的口
罩衍生出哪些功能和作用？让我们一同走进
现代口罩 300余年的“进化”史。

从“布朗运动”到首款医用口罩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欧各个工业
城市的大机器工厂拔地而起，一座座烟囱逐
渐增加和增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为了
保护居民、工人而设计的口罩也诞生了。

到了 18世纪末，这些具有一定的过滤功
能的口罩可以阻挡烟雾，制作材料除了布料
（纱布）之外，里面的支撑物多是金属。

进入 19世纪以后，口罩的发展和改进基
于医学理论和科学发展。1827年，苏格兰植物
学家罗伯特·布朗观察到，花粉和孢子在水中
处于悬浮状态时，花粉的运动是不规则的，他
后来证实其它微细颗粒如灰尘具有同样情
况，此即“布朗运动”原理。

这一运动理论奠定了口罩物对有害粉尘
防护的发明基础。1854年，苏格兰化学家约
翰·斯坦豪斯成为第一个专门为过滤有害气
体而发明近似于现代口罩之人：他制作了一
个盛有木炭粉的铜制半球型口罩，利用木炭
来过滤有害有毒的细微颗粒粉尘等。这一口
罩的样式和功能，已经非常近似于现代口罩。
当然，它的制作材料主要是金属———青铜或
者钢铁。但这种“口罩”并未得以普及，甚至也
没有得到批量生产。
几乎与此同时，口罩的发明和改进在美

洲取得了进展。19世纪中叶美国的发明家刘
易斯·哈斯莱特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防护口
罩”专利的人。他专门为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的
矿工研制了防护口罩。该口罩使用了棉纤维、
木炭等具有吸附有毒蒸气功能的材料，被视
为“防霾口罩”的原型。
此外，1877年，英国人发明并申请了“尼

利烟雾面罩”专利。这种“烟雾面罩”类似于近

现代历史上我国那些烟民所使用的“水烟”
袋。该烟雾面罩使用水饱和的海绵，将海绵同
一袋水连接，直至连接到颈部，佩戴者可以挤
压水袋，使海绵反复饱和，过滤掉一些烟雾。

同时，临床医学对工业粉尘、细菌等与呼
吸系统有关的研究，也大大推进了新型口罩
的发明。

19世纪末期，德国病理学专家、医生米库
里兹·莱德奇发现病菌通过人们呼吸的空气
相互传播，从而导致病人伤口加剧感染；而人
们在面对面交流说话时，带菌的唾液也同样
会导致伤口恶化。于是，他建议医生在手术
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的、能掩住口鼻的罩
具。莱德奇经过实验研发，终于“创造”出了轻
软的医用防飞沫口罩。此举果然有效，病人的
伤口感染率大为减少。于是，那种用纱布制
作、能掩住医生的口和鼻的口罩成为医生及
医护人员的标准化装备之一。这一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时间节点是 1895年。

1897年，改良款口罩诞生。莱德奇的学
生、德国医生胡伯纳将松散松弛的结构加以
改进，使之更加贴合人的面部轮廓，且由于双
层纱布间安装了小铁丝架的原因，口罩的形
态变得更适宜调适。

1899年，首位手术时佩戴“外科口罩”的
医生出现。法国医生保罗·伯蒂发明了一种六
层纱布口罩。他将这种口罩缝制在医生手术
衣的衣领之上。在不需要手术的时候，这个口
罩就挂在衣领上；当医生要进行手术时，只需
将衣领翻上来即可。伯蒂为口罩配置了两条
可以绕过头部并系在一起的带子———如同我
们今天白色纱布口罩加上数根带子。

再到后来，这种六层的口罩继续改造成
可以自行系结的款式，如将一个环形的带子
挂在耳朵上，这种系结的方法更为简单便利。
其形态和使用已经越来越接近于现代真正意
义上的口罩。因此，一般认为现代医用口罩的
倡导者、发明者是上述德国医学家莱德奇。不
过，真正大规模使用和加速推广、改良口罩则
进入 20世纪了。

千姿百态的口罩款式

在 20世纪前期，口罩的卫生效用得到普
遍认可，当然它们主要是医学专用。20世纪中
后期，口罩的功能和用途逐渐转为遏制及阻
挡有害的工业粉尘和空气污染。

在抗击雾霾等严重的大气污染期间，口
罩的材料针对性地进行了改进。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口罩材质进行改革，
最大的变化是无纺布和纤维滤棉被广为使
用。1967 年，美国 3M公司掌握了无纺布和静
电纤维滤棉的专有技术，在新材料的发明和使
用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今天的“NIOSH
（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口罩标准”也
由此而来。美国的 NIOSH 批准和认证计
划，自 1994 年起影响全球的口罩生产与销
售 。 我 们 所 熟 知 的 N95 型 口 罩就是
“NIOSH”所认证的防颗粒物口罩之一。

今天，日常医用防护类口罩大多采用无
纺布材料制作而成。这种无纺布材料的过滤

核心在于其熔喷层，外科口罩越高级，熔喷布
层数越多，同时纺粘层是由非织造布构成，强
度好、耐高温，稳定性和透气性较高。但这类
口罩不可用水洗或经过高温消毒，否则会导
致静电吸附功能下降失去防护性。目前，无纺
布材料口罩的主要代表类型有：N99 口罩、
N95口罩、KF94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和普通
医用口罩。这五类口罩按照防护等级依次减
弱，都是一次性使用，不能反复使用。

除了无纺布材料制作而成的口罩之外，
目前市场上仍流行着大量以活性炭材料为过
滤层制作而成的口罩。活性炭口罩在防毒、除
臭、滤菌、阻尘等方面有一定优势，特别是防
护在处理煤、铁矿石及含石英矿物过程中或
加工棉花、面粉等其它物料过程中由机械力
产生的粉尘、飘尘和雾等。无论是无纺布材
料，抑或是活性炭材料制作而成的口罩，主要
功能是为了防止以及阻隔病毒、污染物对人
体的伤害。

口罩的类型远远不止这些。目前，在市面
上人们还能够购买到防寒保暖、防紫外线等
功能类型的口罩。这种口罩一般由棉布材料
制作而成，主要用途是搭配服饰或防寒保暖
等。虽然这类口罩不能防尘防菌，但是款式新
颖多样，能够反复清洗使用。

目前，口罩设计日益丰富和发展，人们使
用一些新型复合型材料，让口罩的功能和使
用范围更加精细化。在防护花粉、病毒、紫外
线等用途上都设计了类型各异、材料复合的
新型口罩，如防花粉的 PITTA MASK口罩、
预防 95%及以上紫外线的 BENEUNDER 防
晒口罩等。

一些设计师对口罩进行了更加高端和智
能化的设计，使其更具创意性和科技感。如一
款曾经获得 2018 年红点概念设计奖的 Snack
Mask趣味口罩，以包装一体化的形式方便任何
年龄群体携带和使用；又如，源自丹麦的一款儿
童口罩WoobiPlAY，采用一大一小两个口，设
置吸气和出气阀门，独特的螺旋折叠滤芯设置
可以实现对 95%的污染物的过滤。

可以看出，这些创意口罩突破了传统的设
计，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关于口罩的高科技设计
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约 翰·
斯坦豪斯的
铜 制 半 球
“口罩”———
一种用木炭
过滤有毒粉
尘的口罩。

上一个不存在的人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美国虚拟说唱歌手 FN Meka 发单曲；洛
天依直播、开演唱会；《王者荣耀》无限王者团
接代言、拍广告；翎登上央视选秀节目《上线
吧！华彩少年》……近年来，打破次元壁的虚
拟偶像正在占领各大网络平台的流量。

根据爱奇艺发布的《2019虚拟偶像观察
报告》，全国有 3.9亿人正在关注虚拟偶像和
在关注虚拟偶像的路上。资本的驱动，更是助
力虚拟偶像们踏上广阔的商业征途。

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日渐模糊，虚拟偶像
究竟会在年轻人的真实生活中发挥多大的影
响力？

虚拟偶像是谁

说起初代虚拟偶像的诞生，不得不提到
初音未来的名字。而她的出现，本来是一个无
心之举。

初 音 未 来 的 内 核 是 以 雅 马 哈
VOCALOID 系列语音合成程序为基础开发
的音源库，它只是一个可以编曲、调音的语音
合成音乐软件。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帮助创作
人把单纯的音乐转成电子人声。于是，吸引了
一大批电子音乐爱好者，甚至引领了一波电
子音乐的创作热潮。

2007年，它由一款软件变为赋予虚拟形
象的“偶像”，并走上了虚拟歌姬之路。而后，
初音未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息投影技
术举办演唱会的虚拟偶像，出现在 Lady Gaga
等世界级歌手的演唱会舞台上，真正成为了
现象级别的虚拟偶像。

通过演唱会和游戏并行的相互宣传，目
前，初音未来在全球拥有的粉丝数量超 1 亿。
在 B站，过去 10年，它积累了 16.2万个创作
视频，播放量达到了 11.2亿次。

2012年，作为初音未来的本土化复制，洛
天依横空出世，至今也有了千万级粉丝，演唱
会、品牌代言、直播都有涉足。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脱胎于游戏《王
者荣耀》的虚拟男子团体“无限王者团”，在 2020
年和真人偶像一起，完成首个CG级 AR舞台
秀，呈现了虚拟偶像舞台表演的顶级配置。

如今，在二次元世界，唱跳
类的虚拟偶像虽然数量不少，但
还没有一个影响力能够超越初
音未来。

事实上，随着视频平台和直
播行业的兴起，虚拟偶像也发展
出了新的形式，那就是目前风头
正劲的虚拟主播（Vtuber）。

Vtuber最初指的是用虚拟形
象活跃在 YouTube这一网站上
的视频博主，它的本质是由真人扮
演的虚拟形象。Vtuber最常用的
方法，是通过 Live2D和面部动作
捕捉技术，来合成虚拟形象、动作，
再加上真人配音，然后进行视频制
作。Vtuber更像是真人主播在社
交平台上通过视频与直播粉丝互
动，而且有自己专属的人设。
最近，活跃于美国社交网络

的 CodeMiko，正是凭借一流的动作捕捉和虚
拟形象建模技术，再加上花样玩梗的能力，在
“角色 +真人”的虚拟主播界迅速蹿红。

除了技术的发展，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
虚拟形象的类型更加多样化。亚洲的虚拟偶
像是从二次元风格起步的，在欧美，拟真风格
的虚拟偶像更为普遍。

2016 年 ，首位虚拟模特（Vmodel）Lil
Miquela在 Instagram现身，她拥有小麦色的肌
肤、小雀斑，以及街头风的穿搭，与真人十分
相像。

出道没多久的她，频频登上时尚杂志，还
以照片的形式走上 2018年秋冬米兰时装周。
2018年，她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网络最具
影响力人士”之一。

有意思的是，Lil Miquela不仅展示她的审
美，引导消费，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公共事
件的观点。但局限性在于，Lil Miquela并没有被
真的赋予情感与意识，她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的
思想、人格，都是团队设计和运营的结果。

2020年，Lil Miquela在中国也有了可对标
的超写实虚拟偶像，那就是参加了央视选秀《上
线吧！华彩少年》的翎。它丹凤眼、柳叶眉、瓜子
脸，再加上复古风的服装，有着鲜明的中国特
色。翎不仅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照片、日常视
频，也与时尚杂志合作大片，参与直播等线上线
下活动，活得就像真实世界的网红。

虚拟偶像的 AI“含量”

2016年，世界首个虚拟主播绊爱出现在
YouTube，当时她设定为人工智能虚拟偶像，
在社交媒体刻意塑造 AI形象。其实很多虚拟
偶像都会在自己的身份前加上“AI”，可这些
虚拟偶像到底有多少 AI的技术含量。
“虚拟偶像和真正的 AI虚拟偶像之间存

在很大的技术鸿沟。”小冰公司 CEO李笛坦
言，“虚拟偶像可以完全不借助任何人工智能
的技术元素。比如虚拟歌姬，其核心技术是音
素拼接技术，虚拟主播其实是真人套上了虚
拟形象的外衣。”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真正的 AI虚拟

偶像，不仅仅是形象虚拟，而且没有人为操控。
歌是 AI演唱的，对话是 AI生成的，观点是 AI
来表达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方向。”

如果把人工智能小冰也看作虚拟偶像，
那么她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框架产品路线，
涉及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语音、计算机视觉
和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等。

在李笛看来，除了能说会道，AI虚拟偶像
需要成为创作的主体，进而保持持续稳定的
创作质量和风格。

小冰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学习优秀的
人类创造者的能力，基于文本、声音和视觉的
内容生成的。在这些方面，小冰能够提供丰富
的创造模型，并发布实际线上产品。

除此之外，李笛认为，AI虚拟偶像需要随
时随地与人交互，其中，情绪的感知和表达也
涉及高级认知智能技术。
“非 AI 虚拟偶像和 AI 虚拟偶像都有市

场空间，因为受众有不同的诉求，对于目前二
次元受众，他们也许不在意虚拟偶像是否真
的拥有智能，也就不会关注其背后的技术路
径究竟是什么。”

不过，李笛指出，非 AI虚拟偶像的发展会
有很多限制，比如没有办法同时让一个虚拟偶
像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发生不同的关联。
非AI虚拟偶像能力比较单一，只能在有限的场
景中，而不能像人一样自由地去拓展。

当然，AI虚拟偶像也有它的局限。人设可
以说是偶像的“灵魂”，虚拟偶像同样需要为
自己树立一个牢固的人设，才能增加粉丝黏
性。但相较于非 AI的虚拟偶像，李笛表示，现
阶段 AI虚拟偶像的人设更容易崩塌，比真人
尤甚，因为 AI要完成各种真实场景下跟所有
人的互动，很难维持固定人设。

除非随着技术的发展，粉丝真正可以通
过作品去了解一个虚拟偶像，当 AI虚拟偶像
能够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它的生命周期会
更持久。

粉虚拟偶像，不是不可以

目前，大多数人把虚拟偶像当作一种特
殊的偶像文化，甚至是更
广泛的二次元文化来理
解。二次元文化最初发源
于日本御宅族们创造出来
的动画、漫画、游戏等独特
的世界，虽然各个国家的
文化基因并不相同，但这
种产品形式还是被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所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田丰告诉《中国科学
报》，总体而言，目前的虚
拟偶像智能程度很低，比
较被动，但这并不影响粉
丝对他们的情感投射，这
种情绪心理和喜欢真人
偶像并无实质的差异。
“事实上，当粉丝把

一个人当作偶像看待时，这个人已经脱离了
其真实的身份，因为附着在他身上的是无数
粉丝的幻想。包括很多粉丝群体出现的离奇
行为，其实背后都是由于没把偶像当一个真
实的人来看待，不承认他有缺陷。”

田丰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虚拟偶像更容
易带着人们对完美伴侣的人设想象，让粉丝
产生“幻情”。这也体现出虚拟偶像与真人偶
像相比的一个巨大优势，“人设完美，没有道
德风险，不会因为黑料曝光而出现人设坍塌，
进而脱粉的情况。对运营者来说，虚拟偶像的
风险也要小于真人偶像”。

不仅如此，他提到，虚拟偶像极强的可塑
性和可创造性，能让粉丝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也更容易引发粉丝将心中最完美的偶像形象
与虚拟偶像叠加起来，产生从内心想象的人
物形象到虚拟偶像人物形象的转移，进而完
成“移情”的过程。

B站的一位 up主“寻音流心”，曾经制作
了一段视频，表达他为什么喜欢初音未来。

在他看来，初音未来能够火爆的一大原因
其实是她极强的可塑性，她的官方身份设定只
有年龄、身高、体重三项，其他特质完全由粉丝
来决定，因此产生了大量个性迥异的作品。它
的影响来源于背后巨大的创作文化圈。

作为虚拟歌手，初音未来解决了音乐探
路者想要出曲就要找歌手合作的困境，能够
让创作者更方便地去谱写歌曲，给众多音乐
人提供了表现自己的平台，也成为了创作者
和粉丝联系的纽带。一千个粉丝，就有一千个
初音未来。人人都可以借助初音未来的躯壳，
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除此以外，田丰表示，虚拟偶像的流行和
社交媒体的兴盛息息相关。每个年代都有偶
像，但现在基于偶像的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
要比过去多得多。爱好相同或相近的人们，就
像群居动物一样聚集在一起，他们产生的影
响力是巨大的。

未来，虚拟偶像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
田丰认为，这主要取决于资本的驱动。“现在文化
产品被资本裹挟的情况比较明显。在这种环境
下，也很难规避粉丝经济下的极端操作。”

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