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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工智能成为辟谣新工具
栾雨石

非遗技艺护国宝
沥尽心血成楷模
杨 澜

现代大型红色谍战川剧
《黎明十二桥》启动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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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守护民族文化，还为

构筑民族统一的文化纽带贡献

着力量。

因历史原因，书画文物《三

希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

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两岸分离。2015 年，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成立 90 周年之际，李东

方以精湛的珂罗版临制技术，依

托两岸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三希

帖》原件，复制并制作了 90 套

《三希帖》展品。合璧出版发行

《三希帖》，完成了两岸华人夙

愿，见证了两岸人民牢不可破的

文化纽带，表达了两岸人民盼望

和平统一的美好心愿。

更多的文化纽带，在李东方

的努力下，实现了联结。我国传

统启蒙读物“三百千千”中的《千

家诗》，最著名的藏本《明解增和

千家诗注》上下册分别收藏于台

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

馆。在李东方的努力下，实现了

两岸合并制作出版发行。李东方

也于 2017 年入选第六届中华印

制大奖“中华印刷杰出人物”。

“在自己有生之年，要将这

门独有的技艺传承下去，要用这

门技艺，将祖国流失海外的国宝

书画尽可能多的带回家，留给后

人！”坚守匠心的李东方还在拼

搏的路上。

日前，阿里巴巴发布了一项旨在粉

碎网络谣言和假新闻的 AI（人工智能）

技术——“AI 谣言粉碎机”。据称，这款

谣言粉碎机目前在特定场景中的准确率

已经达到 81%。对此，很多网友打趣地

说，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爸妈会给自己推

送“养生谣言”了。

今天，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

使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但在一定的利

益驱动和社会心理机制作用下，一些互

联网平台用户试图通过发布虚假信息

及低俗内容谋取利益。由于这类虚假信

息及低俗内容往往流传甚快甚广，公众

对此防不胜防。有调查报告称，网络谣

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

老年网民群体遭遇占比最高的四类风

险。其中 66.2%的中老年人遭遇过网络

谣言，52.7%遭遇过虚假广告，37.4%遭

遇过网络诈骗。从这个角度来说，依靠

人工智能技术，对敏感词、标题党和虚

假信息进行技术性拦截，很有必要。

今日头条于 2016 年底上线了辟谣

功能，腾讯网在 2017 年上线较真事实

查证平台，微信也于 2017 年推出辟谣

助手小程序，用户可以主动搜索查证，

阅读或分享过的文章一旦被鉴定为谣

言，能及时收到提醒。实践表明，这些

新应用确实对互联网空间的清朗化、

信息筛选的高效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有一些网友担心，人工智能毕

竟不是人脑，其计算方法不包含人类

的价值判断，使用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挑战；现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将来会

不会被其取而代之。对此，专家表示，

应该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

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坚持以人为本，

调动全社会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

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人工

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特别是对

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设计人员而言，需

要明晰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设置好

防火墙，应对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着重提高

公众传播素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体系，加大对虚假信息及低俗内

容发布者的处罚力度。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像“AI 谣言粉碎机”一样的技术，

让互联网空间越来越风清气正。

我和我的胃都没想到，在距广西

桂林数百公里远的贵州遵义龙坑，会

与一碗桂林米粉不期而遇。

说起米粉，在贵州并不稀奇，而

且遵义羊肉粉与桂林米粉一样名震

一方。既然到了遵义，最贴切胃口的

除了羊肉粉还能有什么？这就像到了

兰州必吃拉面，去到扬州必食干丝一

样，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食物都被赋

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成了一个地方

的一张名片、一个象征。

然而，朋友却一定要带我在遵义

龙坑吃一碗桂林米粉。

坦白地说，此前我并没品尝过桂

林米粉，只是在一些美食文章或资深

食客们眉飞色舞的叙述中，想象过它

的滋味。因此，我不能确定自己的味

蕾是否会与这道桂林人的最爱擦出

火花。

但朋友的力荐已先入为主地给

了我些许的期待，于是随他走进了一

家桂林米粉店。坐定不久，一碗干捞

米粉端到了我的面前。碗下面是米

粉，上面叠放着酸笋、酸豆角、牛肉、

“锅烧”，并撒了些葱、蒜、香菜等佐

料。朋友不停地提醒我：“多搅搅多拌

拌，不要忙着入口。”如此提醒，反倒

让我舌下生津，问道：“为什么？”答：

“将卤水和食材充分地拌匀，入了味

后口感更佳。”

我依着朋友的提醒搅拌一番后，

迫不及待地搛起一筷米粉送入口中。

先说那味，酱香十足，鲜爽无比。朋友

边吃边向我介绍道，桂林米粉，卤水

是它的“灵魂”。这卤水是一种香料熬

制的深褐色汤汁。朋友是这家米粉店

的常客，曾向店主请教过卤水的制作

方法，得到的答案是，用四十余种香

料熬制而成。又问具体是哪四十余种

香料，店主“呵呵”一声算是作答，少

顷又道，告诉你是哪四十余种你也制

作不出来，因为煮时先放哪样后放哪

样，火候啊、时间啊，全都是有讲究

的。我算是明白了，如此的“灵魂”，才

可以成就一碗好米粉。

接着，我又赞叹碗中的米粉极为

爽滑，与贵州米粉有显著的差异。朋

友夸我说到点子上了。粉，是桂林米

粉的“根本”。其工艺无非是选米、浸

泡、磨浆、发酵、蒸煮、成型、冷却等

等，与其它地方的加工工序并无本质

区别。但要知道，粉是由米做成的，而

米是有品种和产区的，不是任何大米

都能成为桂林米粉，而这家店的米粉

都是由原产地桂林运来的。

这碗桂林米粉中还配有一种称

为“锅烧”的肉也极具特色，令我食指

大动。那肉是经过炸制的五花猪肉，

外皮金黄，呈现泡状，像裹了面包糠

似的，焦脆的部分吃起来有一种类似

油渣的醇香。朋友说，不仅“锅烧”撩

人味蕾，它还与卤牛肉、酸豆角、酸笋

共同组成了桂林米粉的“精华”。而其

中的酸笋，类似臭豆腐，闻起来，那味

道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入口后，却

又会引发一场“倾城之恋”。

“由此可见—— ”一碗米粉下肚

后，朋友心满意足地总结道，“评价一

碗桂林米粉的标准有三条：一是米粉

的口感是否足够爽滑，二是卤水的味

道是否足够香醇丰厚，三是配料是否

足够独特腴美。”我心下赞叹，虽是在

异乡初尝桂林米粉，可它却在我的美

食版图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本报讯（李尚维）4 月 10 日，成

都市成华区发布“熊猫之都·春来

北湖”——北湖生态公园摄影大赛

作品征集令，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

征集关于北湖美景的图片，标志着

“熊猫之都·春来北湖”摄影大赛正

式启动。

据悉，此次主题摄影大赛是今年

聚焦“天府成都·文旅成华”的众多文

艺活动之一，旨在多角度展示熊猫之

都的独特魅力，号召广大摄影爱好者

聚焦北湖，用镜头定格北湖生态公园

的最美画面。大赛由中共成华区委宣

传部、成华区人才办、成华区文联等相

关单位主办，并组建了由成华区摄影

家协会、王琦摄影工作室的 5 位业内

专家成立摄影大赛评选委员会，负责

征集图片的评审工作。

本报讯（李林晅）笔者 4

月 11日从四川省成都市川剧

研究院获悉，现代川剧《黎明

十二桥》正式启动复排，计划

今年9月正式演出。

《黎明十二桥》由电视剧

《伪装者》编剧、成都市川剧院

青年编剧张勇原创，以成都解

放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率部起义为背景，以成都十二

桥烈士为原型，表现了中共地

下情报人员与国民党特务斗

智斗勇、将起义情报传送给党

中央的英勇事迹。该剧将现代

谍战内容引入川戏，在川剧历

史上是首次。2012 年在成都

首演时，环环相扣的谍战剧

情、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大

气的舞台设计，不仅征服了川

剧老戏迷，也深深吸引了年轻

观众。

据悉，此次复排将由国家

一级演员马丽执导，主演阵容

为青年演员孔刚、王耀超等。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4

月 5 日至 4 月 8 日，四川德阳

文化代表团一行赴波兰科宁

参加第十二届科宁市文化交

流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绵

竹年画、德阳潮扇惊艳亮相，

备受瞩目。

据悉，自 2012 年以来，科

宁市与德阳市在文化、旅游、

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展开

深 入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并 于

2018 年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

系。文化交流艺术节是科宁

市长期举办的文化旅游盛

典，每年都邀请其在全球范

围内的友好城市组成文化交

流团齐聚科宁，进行文化艺

术交流、表演。在本次文化交

流活动中，德阳文化代表团

以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德

阳文化风采，进一步宣传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手工

艺术，推动德阳文化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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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举办“熊猫之都·春来北湖”摄影大赛

绵竹年画、德阳潮扇
亮相波兰科宁

从 1984 年到现在，她把青

春芳华全部奉献给了珂罗版

临制技术，奉献给了国宝。她

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精心完成

了九个精选洞窟壁画局部的

复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

化财富；她依托精湛的技艺，

促成了《三希帖》《明解增和千

家诗注》等国宝的两岸合璧。

她 叫 李 东 方 ，是“2018 年

北京榜样”，今年 2 月被中央

宣传部授予北京榜样优秀群

体“时代楷模”称号。她用青春

芳华和非遗技艺守护国宝，传

承文化。

李东方

珂罗版临制技术对于文物

的复制保留和文化传承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珂罗版临制，是

由德国人阿尔倍脱在19世纪 60

年代发明的一项印刷技术，于清

光绪年间传入我国，印刷特点是

逼真传神，甚至连书画作者本人

都无法准确分辨。1974 年，李东

方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文物局，

是第一批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学

习珂罗版临制技术的人。这门技

术需手工操作，相当于还原书画

作者的绘画步骤，对经验积累、

色彩辨识和绘画功底要求很高，

真正掌握这项技艺的人一直都

很少。

日本画家平山郁夫 1983 年

访华，参观敦煌莫高窟后，提出

以日本的技术复制敦煌壁画。消

息见报，当时在国家文物局从事

珂罗版临制文物工作的李东方

提出：“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复

制！”1984 年 7 月 30 日，二十多

岁的她主动请缨，乘坐了三天三

夜火车，到达敦煌莫高窟，开始

了延续国宝生命的传奇之旅。

“照相”“修版”“晒版”“印

刷”，临制的每个环节都不简单，

既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巨大

的耐心。担心沉重的设备对敦煌

莫高窟造成损坏，她根据珂罗版

技术原理，设计制作了专为莫高

窟使用的珂罗版“土相机”。害怕

复制不成功，她一种颜色刻一张

版，“每一块版都需要独立修版，

版和版叠加时不能有一根头发

丝的差错，否则前功尽弃。敦煌

壁画穿越历史沧桑，很多锈迹和

斑驳也要如实复制下来。”敦煌

112 窟《反弹琵琶》的复制，李东

方和她的同事们用了八个月才

完成。1996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

长段文杰特别为李东方在敦煌

莫高窟临制的珂罗版壁画题词

评定：“形象准确、色彩丰厚，表

现了人物精神，体现了壁画特

色，是成功的。”历经数十年的努

力，李东方荣获 2016 年全球华

人影响力人物“文物保护终身贡

献奖”，2015 年至 2017 年，她的

作品连续两届荣获中华印制大

奖金奖。

文物保护工作之于李东方，

早已不是工作，而是她毕生的追

求。她从国家文物局离职后，仍

提出申请，独自开展敦煌壁画的

复制。这一坚守，又是十多年。

2008年，李东方对敦煌莫高窟的

九个特别精选的洞窟及壁画局

部进行了精心复制，复制的敦煌

壁画作为文物资料永久留存，为

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二

十多年的戈壁生活，她耗尽青

春，奔波劳累，曾因营养不良而

短暂失明；为让稀世国宝从墙壁

上“移”下来，她拿出全部积蓄

67万元，又多方筹措资金，甚至

把国家文物局奖励给她的 10万

元都全部投入到临制工作。作品

受到世人瞩目，但她没有用来谋

取私利，曾有人开出 1700 万高

价购买李东方复制的 5 种敦煌

壁画，她断然拒绝：“这些都是国

家文物，不是敛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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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方年轻时在敦煌洞窟中的工作照李东方年轻时在敦煌洞窟中的工作照

李东方与她复制的敦煌壁画李东方与她复制的敦煌壁画

原中央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左左
二二))为李东方为李东方（（左一左一））题词题词

敦煌伎乐壁画敦煌伎乐壁画（（珂罗版珂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