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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近日，沈阳故宫博物院联手央视新闻
直播“国有祥瑞 生生不息——清宫动物
造型文物展”，萌翻了屏幕前的大朋友、小
朋友。通过直播活动，观众“云”上了解了
清宫瓷器、玉器、宫中书画、织绣、建筑等
沈阳故宫众多国宝的前世今生。

本次直播，单日观看量超百万，点赞
数超过 40 万，在近一小时的直播中，沈
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对“清宫动物
造型文物展”中文物上的动物元素进行
了解读，与央视新闻记者一起寻找文物
上的秘密，发现文物中隐藏的“精灵”，
阐释沈阳故宫院藏清代宫廷动物造型文
物和图案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大量网友
留言“沈阳故宫的文物不比北京故宫的
差啊”“终于看到甪端原件了”“这种方
式好棒”“以后还有直播就好了”……

截至目前，沈阳故宫在中国新闻网直
播平台、抖音、微博、快手等大型互联网平
台相继举办“云游博物馆”直播活动数十
次，单日观看量均超过百万。

居住在法国的网友刘女士是偶然从
直播间刷到沈阳故宫的直播的。“觉得特
别有趣，信息量太大了。”刘女士很早以
前去过沈阳故宫博物院一次，相比现场
讲解员的讲解，她觉得故宫的直播更有
意思。“主讲人发散思维特别强，能联系

到各种知识点。直播过程中还经常向我
们提问题，有些问题我能猜对答案，就更
觉得有趣了。”刘女士还把直播推荐给身
边的朋友，他们成功被“圈粉”，想要去沈
阳故宫博物院看看，亲身感受沈阳故宫
的独特魅力。

李理直言，开直播之前，他到外地出
差，经常会遇到观众问他“沈阳也有故宫
吗？”“溥仪是不是住过沈阳故宫？”每次遇
到这些可笑的问题，都让他既无奈又尴
尬。那时，沈阳故宫的知名度并不算高，
通过各种直播平台宣传之后，很多网友对
这个“深藏不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留言要到沈阳故宫来
看看。

“你们看这些‘五脊六兽’都是何方
神圣？领队的小老头是谁？”“这个萌萌
的小兽叫什么？”沈阳故宫的直播不按
套路讲解，时常抖包袱、说段子、讲传
说，“金句”频出，专业性和趣味性有机
结合，让人印象深刻。“主讲人讲过的文
物像活了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脾气、
秉性和前世今生。”广州网友高子言在
留言区评价。

联手央视新闻直播沈阳故宫，不是第
一次。李理说：“很多人其实非常热爱中
国的历史和文物，但往往在博物馆看到的

都是晦涩难懂的知识介绍，文物背后的来
龙去脉并不了解，慢慢就丧失了兴趣。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直播，让更多人爱上沈阳
故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看看沈阳故宫，这次是在“云”上
本报记者 吴 限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唯
一传世绘画作品《千里江山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这幅壮丽恢宏、山峦叠嶂的精品之作，很多人是从视
觉角度欣赏的。8月 13日，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将在盛
京大剧院上演，届时，观众可以通过听觉来领略千里江山
的雄伟壮阔。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以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创
作蓝本。创作中，作曲家赵麟将这幅千古名卷活化为音
乐诗篇，其创作并不拘泥于用音乐阐释画面，而是着重体
现中国人在面对自然时的内心感受。除了充满民族韵味
的音乐风格之外，交响音诗《千里江山》的各乐章标题都
来自于唐诗宋词中的名句。不仅如此，这部作品还将绘
画、文学与音乐三者有机结合，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作为中国爱乐乐团 2022 年全国巡演重点音乐会，
《千里江山》由现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北
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指挥。1992年，余隆
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同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新
年音乐会系列，并连续3年担任指挥。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
在沈阳上演

我国炉龄历史最长的炼铁高炉

本钢一铁厂旧址1号高炉位于本溪市
溪湖区，跨越百年的庞大身躯巍然耸立，
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展示馆建设期
间，几乎每天都有游人在此留影，企盼着
这里尽早开放。8 月 6 日，本溪高中高二
10班50多名学生和家长利用暑期社会实
践的机会，提前来到这处省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参观学习。

本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宠智给

大家讲解：因为盛产煤铁，本溪被誉为“煤
铁之城”。早在汉代，本溪就发现了丰富的
煤铁矿藏，宋元时期出现原始采煤业，明代
为辽东重要的产铁区，清代其煤铁业曾一
度发展成辽东地区采煤冶铁中心。

本溪湖工业遗产群占地约 10 万平方
米，近现代的采煤、输煤、洗煤、炼焦、冶
铁、发电、运输等大工业生产流程及相关
设施保存完整，其中本钢一铁厂旧址于
1911年创办，其中的1号炼铁高炉于1913
年兴建，1915 年举行点火仪式，主体设备

由英国人设计，英、德两国承担制造，炉高
60 米、炉容 291 立方米，日产生铁 130 吨，
当时在亚洲属于最先进的设备工艺，成为
东北钢铁工业高炉炼铁的开端。

“本钢一铁厂旧址1号炼铁高炉，是目
前国内现存最早的炼铁高炉，也是我国炉
龄历史最长的炼铁高炉。”随着工作人员
的讲解，学生们陆续登上1号高炉，仔细观
察着泥炮机、出渣口等设备，感受着本钢
一铁厂炼铁高炉 100多年的沧桑历史、文
化魅力。

曾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提供优质钢材原料

在1号高炉上的展示柜中，陈列着修缮
高炉时从地下挖出的号称“人参铁”的低磷
生铁块、焦炭、铁渣、石灰石等实物，旧址里
面的工人休息室、段长室被布置成小型展
馆，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见证了本
钢为新中国工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据统计，从1958年至1988年，本钢一
铁厂 1 号高炉连续 30 年成为全国高炉利
用系数冠军，共生产生铁 1373万吨，曾为
新中国第一门炮、第一枚导弹、第一艘潜
艇、第一枚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提供优
质钢材的原料。本钢一铁厂还对全国钢
铁企业无私援助，先后为包头、齐齐哈尔、
西宁、酒泉、宝山、攀钢等20多个钢铁企业
输送各类技术人才 500余人，并涌现出大
批优秀人物和全国劳动模范。

参观结束后，本溪高中的学生李子豪
向记者表示，这次活动让自己了解了家乡
的历史和祖国的发展，今后一定要好好学
习，增长本领，长大了报效祖国。学生家
长张女士说，以本钢 1号炼铁高炉为核心
的本溪工业遗产群，见证了本溪钢铁公司
对全国解放和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卓越贡
献，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壮大的历
程，钢铁工人不畏艰辛、挥汗奋斗的故事
更让大家深受教育，收获很大。

据悉，“中国第一铁”展示馆现已完成
高炉部分展厅布展、周边工业废料和建筑
垃圾清理外排等工程，地面修整工程正在
实施中，还准备借助原有运输轨道修建小
火车，利用小火车和观览车，将本溪工业遗
产群 8组建筑遗址串联在一起，打造高水
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

都市生活剧，一直是电视剧的重要类型，拥有固定观
众群和收视保障。但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好久没有看到
让人感到舒服的生活剧了。以今年来说，几部主打“家庭
剧”“都市生活剧”“生活温情剧”的剧集，都不让人满意，
哪怕是由在都市生活剧上有过不俗表现的编剧、导演和
演员来担纲创作，也多半高开低走。

或许是巧合吧，看到好几篇关于当下播出的家庭剧
的评论，都提到了 20年前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忍不住重温了一遍。真是一部好剧，即使是剧中的生活
场景跟今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仍然让人看得
有滋有味，是今天的一众悬浮剧无法比的。

而除了剧情上的差距，仅就演员的表演来说，也让我
知道了观看当下的生活剧所产生的不适从何而来，说起
来很简单，就是时常会“跳戏”。

让我“跳戏”的重要原因在于很多演员“曝光”过度
了。现在的综艺节目太多，演员经常出现在节目里，公众
对他们，从个人到家庭乃至他们的人际关系都很熟悉。
等他们再回到剧里，就很难相信他们所扮演的人物了。
比如正在播出的剧集《张卫国的夏天》中，演员黄磊扮演
一位人到中年的京剧团道具师傅，一个知足常乐的“小人
物”。按说，黄磊演过不少生活剧，演技已经很好了，无论
是动作还是台词都流畅自然，还精心设计了一些小动作、
小细节。可一看到剧里他在厨房里忙活，就让我想到他
在综艺节目里做饭的样子。同样是生活流，但此生活非
彼生活，我已经很难相信那个在真实生活中身边的朋友
圈都是名人、明星的黄磊，就是那个剧里被师兄弟冷嘲热
讽的普通道具师傅了。

另一个让人跳戏的原因在于演员的“偶像化”。糟糕
的饭圈文化造星又毁星，想要成为某一类粉丝的偶像，必
须要有所谓的“人设”，粉丝连他们左脸还是右脸好看都
研究，用哪边脸出镜都要管。这让很多演员因此缩手缩
脚，生怕戏里的形象不符合他们粉丝的要求。如果是仙
侠剧、偶像剧也就罢了，可生活剧是不能有滤镜的，每当
看到一场群戏，其他的演员脸上有雀斑、有阴影，只有一
个演员的脸被磨皮磨得连一丝皱纹都没有，这剧也就很
难让人相信了。当然也有一些演员是想突破自己的，可
他们的“偶像人设”太深入人心了。就好像同样是在《张
卫国的夏天》里的演员刘奕君，演一个失意中年人本来演
得挺好，可总觉得下一秒他就要像在《琅琊榜》里一样弄
出些阴险的计谋来。

演员，不同于一般的艺人，他们的身体应该是一个容
器，角色是什么样的，他们就要演出什么样子来。比如我
最喜欢的演员，像梁冠华，既可以是平凡至极的贫嘴张大
民，又可以是威风八面的宰相狄人杰；像刘佩琦，既可以
是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又可以是纨绔子弟白三爷，还可以
是老实窝囊的秋菊丈夫。但他们本人在真实生活中是个
什么样子，我们却鲜少看见。

当然，我们也理解今天做演员的不容易。他们需要
被观众记得，需要有热度。可一旦有了名气，成了公众人
物，他们就要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大众的审视，这种过度
曝光对他们无异于是一种消耗。如何克制住保持热度的
冲动，把专注力放在塑造角色本身，这件事真是挺难。但
是再难，总有人会做，而这些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好
演员、艺术家。

好演员也怕
“曝光”过度

高 爽

浓缩沧桑历史 见证卓越贡献

百年高炉变身“中国第一铁”展馆
本报记者 商 越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溪湖工业遗产群中的本钢一铁厂旧址即将建成的“中国第一铁”展示
馆，预计今年11月正式向观众开放。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建设，展示馆已经征集到100余件展品，将
向观众深入展示国内现存最早的炼铁高炉100多年的沧桑历史。

核心
提示

现场 XIANCHANG

浓缩国内炼铁百年历史的“中国第一铁”展示馆将于11月开放。

沈阳故宫采用新的博物馆打开方式——央视新闻“云端”直播，带领观众“云
游”沈阳故宫，一睹故宫院藏清宫文物风采。 徐 来 摄

一场没有日照与土壤的种植大比武

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开启全球招募

在集装箱内种植水果生菜
照着“配方光”、喝着营养液，植

物工厂里的生菜将经历一场怎样的
“赛博生长”？

在上海光明母港垂直农业研究
中心，一个个陈列的集装箱看着平
平无奇，但进入其中，却别有洞天。
这是一个小型的生菜生产车间。种

植架被划分为三或四层，每层都装
有种植托盘。托盘中的营养液通过
管道与控制台相连，可以长期保持
设定的浓度。集装箱的金属外壳并
不透光，作物将在人工设定的光与
液中，按照计划生长。

集装箱式垂直农业代表着一种高
质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最早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克逊·德斯

帕米尔提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破
解农业生产受资源制约的难题。

“我国智慧农业发展水平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尤其是农业
传感器、农业模型和核心算法、智能
农机装备等核心关键技术需要我们
创新和发展。”本次大赛评审组副组
长、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
学院教授贺冬仙认为，“多多农研科
技大赛”正从这些方面发起探索。

本次大赛的赛题是如何在集装
箱内种植一种因嚼起来声音清脆而
得名的水果生菜品种 Crunchy（翠
恬）。评比维度包括产量、品质、算
法策略、能耗成本及商业价值五个
方面。

本次大赛评委之一、光明母港
农业总监王金华告诉笔者，温、光、
水、肥、气是本次挑战赛考核的核心
要素，以光照为例，植物在不同生长
阶段需要不同的光照环境。如何配
制合适的“配方光”，实现高效高品

质的生产是一大看点。
目前，比赛已开启全球招募，即

日起至 8 月 26 日，选手们可通过大
赛网站在线报名。按照规则，赛程
包括初赛与决赛两个部分。前期，
组委会将海选15支满足条件的团队
参加初赛，评估他们的“奇思妙想”
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得分最高的4支
队伍进入决赛，开展实际种植。此
后，专家团队将参考专业检测报告
对营养价值及综合品质展开评审；
同时，作物产量、资源消耗成本也是
重要的考评项目。

“AI菜王”可拼单购买
本次大赛除了专家评委评选

外，还有望引入“大众评委”。研而
优则“市”，决赛团队种植的优质生
菜将登录拼多多平台进行销售，广
大消费者可拼单购买这些植物工厂
生产的“赛博生菜”。同时，大赛还
会邀请消费者体验试吃，他们的感

官测评和反馈也将作为评比“AI 菜
王”的参考指标之一。

作为一场接地气的 AI 农技大
赛，多多农研一直密切关注赛事期间
产生的革新性成果以及成果的商业
化可行性。首届“多多农研科技大
赛”获奖团队“智多莓”就尝试将科研
成果应用于广袤的田间地头，帮助种
植者提升效益。其开发的AI种植系
统曾向云南昆明滇池西岸的100余户
草莓种植户提供服务。有农户将自
家的两亩草莓接入该系统后，不仅实
现了单产季增收三四万元，还节省了
近4000元的肥料成本。

“数字化和智慧农业的创新尤
为重要。技术的创新可以通过产量
优化，减少供应量上的投入，弱化极
端气候的消极影响，减少食物损失
与浪费，对价值链产生积极的环境
影响。”出席大赛启动仪式的联合
国粮农组织驻华助理代表张忠军这
样说。 傅红雪

8 月 9 日，拼多多、光明母港（上
海）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明母港”）、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宣
布联合启动2022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
战赛暨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

区别于前两届，本届大赛将场馆
设在上海崇明的集装箱农场。在没有
土壤与日照的条件下，参赛团队需要
精细调控温、光、水、肥、气，挑战在两
个月内，设计、优化智能算法，以更低
能耗、更短时间，种出更高产量、更好
品质的生菜。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是拼多多发
起的农业科技创新竞赛，旨在让更多前
沿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拼多多副总裁戴志辉认为，这是一个展
示新生代农人比拼农业新科技运用的
平台，“通过大赛，我们将自然的恩赐与
人类的智慧、技术平衡地结合，将大赛
成果转变为易于掌握的规范标准和生
产模式，使更多人了解农业发展、感受
种植乐趣、享受绿色生活。”

在植物工厂内种植的生菜品种“优雅”。 莫斯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