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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不妨多来点高科技
余如波

十年统计分析 出行时间增多

中国人旅游需求越来越强
“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一曲《时间都去哪

了》，引发了很多人对时间的感慨和

哲思。

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一段

时间，不仅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能反应出不同时期社会

发展的面貌。

2008 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发

布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十年之后的

2018 年，第二次发布了此份调查的

结果，透过时间的维度，展现了十年

间中国的变化。这其中，有一点引人

瞩目。

更多时间在旅行

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

示，居民一天的休闲娱乐时间为1小

时5分钟，比2008年增加了25分钟。

十年间，我们的休闲时间在增

加。而作为休闲的一个重要方式，旅

游也在这十年间走进了千家万户的

生活当中。

前不久，当今年“五一”假期延

长到4天的通知公布后，1个小时之

内，去哪儿网机票的搜索量迅速攀

升，国际航线机票搜索量更是上涨

达10倍之多。

今年的清明节假期虽然只有 3

天的时间，但也有 1.12 亿人次选择

通过旅游度过自己假期的时光。

每逢假期要出游，已经成了很

多人的生活常态。人们盼望小长假

的到来，更盼望着和家人、朋友一起

走进更多美丽的他乡，体验更丰富

的风土人情。

这些现象，也跟中国旅游研究

院发布的数据不谋而合。2018年，中

国城镇居民周末、节假日的户外休

闲比重逐渐增加，休闲空间不断扩

大、休闲活动日趋丰富，假日旅游休

闲持续稳定增长。在过去的一年中，

春节、清明节、“五一”、端午期间，国

内旅游总人数分别同比增长12.1%、

8.3%、9.3%、7.9%。

十年间，我们在旅途中的时间

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踏上

旅途。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国内游客出游 55.4 亿人次，

这一数据是2008年 17.1 亿人次的3

倍还要多；2018 年中国居民出境人

数达 1.62 亿人次，而在 2008 年只有

4584万人次。

更多领域供休闲

曾经，能够有机会到一个地方

看看风景是很多人心中的期盼；如

今，单纯的看风景已不再是旅游的

代名词，旅游的领域越来越宽。

旅游正以自己独具魅力的呈现

形式，将更多的文化产品链接在一

起。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不看看

当地的博物馆，不了解当地的一些

历史文化，似乎都枉来一趟。曾经乏

人问津的博物馆，近年来势头正猛，

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游客，仅 2018 年就有 10.08 亿人次

走进博物馆。

如果你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

待久了，那么，找一个美丽的农村歇

歇脚，给心灵放个假，也不失为一个

很好的选择。如今，很多农村已不再

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都市人向

往的“身心驿站”，很多独具特色的

乡村民宿也让旅行更为舒适。在安

静的夜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抬头

看看星河，“乡愁”似乎悄无声息间

就袭来了。

也有很多体育爱好者爱上了旅

游。于博文工作之余酷爱跑马拉松，

已经跑过大大小小的几十场马拉松

比赛，说起接下来要报名的比赛城

市，他说，我要选一个以前没去过的

城市，这样我就能边跑马拉松边认识

它，还能在比赛之余领略当地的风光。

2018 年，红色旅游景区的参观

学习活动也明显增多。据中国旅游

研究院的相关报告显示，年轻人对

红色文化认同感增强，红色旅游景

区与文化、创意和科技的融合创新

对年轻游客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

“80后”“90后”“00后”逐渐成为红

色旅游的中坚力量，“80后”父母携

带“10后”子女到访红色旅游胜地成

为一大亮点。

十年间，我们休闲旅游的领域

越来越广，旅游服务业的水平也在

日渐提升。从注重硬件建设，到硬件

和软件一起抓，更加注重服务等人

文关怀，旅游景区和酒店也正在不

断努力，为游客提供更为舒心的旅

游环境。

踏足更多远方

十年间，对时间利用的变化既

彰显出了社会发展的进步，也反映

出人们对休闲的渴望。

经过一周五天的繁忙工作，周

末是不是只有宅在家里？对于很多

人来说，选择不再只有这一种。去看

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参观一场

展览，都可以让周末生活更为丰富

多彩；当然，还可以择一郊区小镇，

度过美好时光。

根据假期长短和季节因素，中

国游客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小计

划。郊区游只是我们旅游的一角，如

果是小长假，更多的人会选择国内

中长途旅游，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

出国门，领略世界各地的无限风光。

过去十年间，中国出境游市场

持续保持两位数，甚至 20%以上的

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

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出境旅游

已经从少数人的享受进入了大众的

日常生活。

王月是一名“90 后”创业者，最

近刚刚结婚。她的老公给两个人安

排了一场旅行结婚，地点选在了巴

厘岛。“在异国他乡的美景中，在旅

行的愉快体验中，两个人一起度过

一段难忘的时光，这将是我一生中

难忘的记忆，真是太美妙了。”王月

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朋友圈晒

出了一张张海景和笑脸。

的确，这十年间，从郊区走向国

内各地，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

的脚步越迈越远。

事实上，因为身处互联网的时

代，我们的“足迹”所到之处远不止

这些。时间利用调查显示，2018年中

国居民一天使用互联网时间为 2小

时42分钟，比2008年增加2小时28

分钟。互联网给人们插上了一双翅

膀，足不出户便能纵览整个世界。

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位用户，经常

拍一些和朋友旅行的视频与大家分

享，留言区的讨论很热烈，大家都在

畅想：说不定，下一个小长假，可以到

这么美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有了时间，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连日来，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消

息牵动着全球目光，人们在为人

类的重要文化遗产遭遇不幸而扼

腕的同时，也在热切讨论着巴黎

圣母院的重建工作：何时开始？耗

时多久？如何重建？钱从哪来？不

一而足。

鼎沸的舆论中，几条与高科技

有关的消息引人注目。其中一条

提到，英国学者安德鲁·塔隆在其

生 前 完 成 了 对 巴 黎 圣 母 院 的 扫

描，保留了各个角度的建筑全景、

3D 和细节图片。此外，一款名为

《刺客信条·大革命》的游戏重现

了 18 世纪的巴黎，其中仅巴黎圣

母院的复原就花了两年时间。这

些资料可能对修缮、重建工作有

所帮助。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

志荣教授曾说，文物是被不同时

代的人创造并维护至今的，这些

“时间的层叠”是任何现代方式都

不能复制的——尽管如此，但在四

处弥漫的悲伤情绪中，这样的消

息多少给人以安慰。

这也显示出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中，高科技可能具有的巨大

潜力和重要力量，尤其在图像资

料的获得和保存方面，数字技术

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众所周知，

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

的，一旦发生变化尤其是遭受破

坏，我们基本无法准确复原之前

的样貌，那么借助高科技为其精

准“画像”，留住当下的风采也就

势在必行了。

其实，类似的工作在国内已经

展开。上世纪 90 年代起，敦煌莫高

窟利用数字喷绘技术，对洞窟内部

图像进行拍摄和拼接。几年前成都

的“丝路之魂”大展就展出了 8 个复

原石窟，其中一些就算到敦煌也无

法看到。山西云冈石窟利用 3D 打

印技术，打造出等比例的“云冈石

窟 3 号窟艺术馆”，这是全球首次使

用该技术实现大体量文物复制。

不过笔者觉得，在国内木结构

文化遗存众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等背景下，高科技的利用应更加

广泛，同时一定要“打提前量”。近

年来，云南丽江古城和独克宗古

城、湖南凤凰古城、四川绵竹灵官

楼等都发生过火灾，数百年、上千

年的遗迹顷刻间灰飞烟灭，令人

深感痛心。如何“防患于未然”？笔

者认为，除了增强保护尤其是消

防意识，其实不妨考虑更多地让

高科技介入文化遗产保护，让它

们的风采以数字方式存续，为后

人留下一笔永不磨灭的财富。

山乡晨景 韦森兴（广西）摄

刘云泉书画作品展
亮相成都杜甫草堂

本报讯（李林晅）由中国书法馆、

四川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的

“相见柴门——刘云泉书画作品展”4

月 19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雅

堂开幕。

本次展览是刘云泉首次在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展

览推出了他从未展出过的 30件书法

作品、50 件绘画作品及部分手稿近

作，这些作品在时间、空间上有一定

的跨度，书法、画作与自题文字杂糅，

别具一格。

刘云泉表示，自己的作品很多都

受益于诗圣杜甫，也因此热爱草堂。

此次参展的作品中有很多都与诗圣

杜甫、草堂存在密切关联。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13日。

本报讯（记者 杨静）4月 18日

下午，由四川省成都市跳伞塔街道

棕北社区、武侯区文化馆、棕北社

区安逸服务中心主办，以“品明前

新茶，听优雅古琴，谈成都往事”为

主题，举办了“四季棕北”二十四节

气谷雨文化惠民活动。这是该社区

继“二月二，龙抬头”社区民俗狂欢

会、“四季棕北”春分活动后第三场

节气活动。

活动在古朴优雅的琴声中拉

开帷幕，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免费

提供茶水。鲜嫩清香的春茶，古朴

优雅的琴声，博大精深的书法表

演，营造了曼妙的文化氛围。社区

邻里街坊聚到一起，喝盖碗茶，听

古琴曲，摆龙门阵，不仅体验到谷

雨节气传统习俗，同时感受到浓

浓的传统文化魅力。

据棕北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该社区将继续开展以“四季

棕北”二十四节气为主题、形式多

样的系列惠民活动，为社区居民

构建更和谐美好生活。

精品图书展助力
2019青海文化旅游节

本报讯（郑有虎）4 月 12 日至 19

日，由青海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精品

图书展在西宁市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青海民族出版社、青海省新华

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等参展单位展

出了本单位及省外出版单位近年来

出版的一系列弘扬时代精神、展示民

族文化、体现青海特色的精品图书近

800余种、3000余册。其间，主办方还

组织开展了5场(次)形式不一的阅读

活动，通过“图书展出+阅读分享+书

法演示”等模式，丰富了此次文化旅

游节的活动形式及内容。

据悉，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图书奖的《松巴·益西班觉文集》再

次与读者见面，满足了大家了解藏传

佛教、历史、诗词、语言文字、医学、历

算等知识的需求。《青海通史》《青海

简史》《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等参展

图书充分展示了多民族、多文化的融

合、交流与激荡，而《秘境青海》《快读

青海》《老西宁》等书籍则有助于读者

更深层次地了解青海的自然风光、地

域风情，助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图书展现场，《宝贝世界》系列丛

书阅读分享活动中，西宁市城中区万

伦幼儿园的师生与现场读者分享阅

读乐趣。藏文书法演示活动中，两位

藏文书法家的现场书写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驻足观看。“朗读者”活动则借

助语言文字的魅力，激发读者阅读兴

趣，助推“全民阅读·书香青海”建设。

此外，《大美青海》《藏羚羊》等百余张

光碟也获得了参观者的好评。

本报讯（袁矛
李林晅）4 月 18日，

一场“两代人”摄影

邀请展在四川省成

都市锦江区文化馆

开幕。此次展览展

出了生活在成都的

两 代 摄 影 人 游 支

健、韩远晖所拍摄

的 40 幅照片，通过

两 代 人 不 同 的 视

角，见证高速发展

下社会日新月异的

变化。展览将持续

到6月 6日，市民可

免费观展。

据 了 解 ，此 次

参 加 邀 请 展“50

后”摄影人游支健

是个“老成都”，他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拿起了相机。

游支健长期致力于纪实摄影，在他

的镜头下，记录了成都城市面貌的

变迁和老百姓逐渐富裕的生活。而

年轻一代摄影人韩远晖，热衷于拍

摄纪实人像摄影。他此次参展的照

片里，定格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明

亮的风格搭配上高饱和度的色彩，

向参观者传递着幸福感。

据悉，成都市锦江区还策划了以

“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系列展览

活动，包括摄影、书法、美术等艺术

形式。每场展览邀请几位艺术领域相

同、出生年代不同的艺术家，用不同

时代的眼光洞察祖国发展变迁，让两

代人的情感通过作品彼此碰撞，表达

两代艺术家诚挚的创作热情，以及对

祖国的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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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棕北社区举办“四季棕北”二十四节气谷雨文化惠民活动

成都博物馆展览入围
“全国十大精品”终评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李林晅）近日，我国文博展览的最高

奖项——“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第十六届（2018 年度）推介活

动初评结果揭晓。全国共有 29 个展

览进入终评，其中成都博物馆“花重

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

篇”入围。

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

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的展览框架

搭建采取时代和叙事主题相结合的方

式，以大事件凸显城市发展节点，在成

都的文明进程中讲述成都的历史，并

尽量运用有准确信息的考古出土文

物，完整展示成都的恢弘历史。在展陈

节奏上，着力突出成都古蜀文明的独

特神奇、两汉天府之国的富饶、唐宋西

南都会的繁华、明清省会成都的海纳

百川，多角度彰显成都开放、包容和多

元化的城市品格，为当今成都宽广豁

达的胸怀与乐观向上的气质寻求历史

渊源。自 2016 年 6 月对观众开放以

来，“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

列·古代篇”参观人数已达 650 万人

次，并得到了专家、学者及普通观众

的众多好评。

据悉，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终评会将于 5 月

中旬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活动期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