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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00 后”吴晨埕的朋友

圈，置顶的那条，是他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远古江南 海陆山河——河姆渡文
化发现 50 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开幕式上的
合影。

在这个国家级舞台上，他参与的田螺山遗
址复原场景数字化项目得到了展示的机会——借
助虚幻引擎与三维建模技术，带着参观者一同

“穿越”到 7000 年前的鱼米之乡，身临其境地感
受先人们的榫卯木作技术。

“是热爱，更是机遇和幸运！”和吴晨埕一
样，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一群非历史、考古或博
物馆专业的“00 后”相聚在一起，跨专业碰
撞交流、数字化探索创新……经过他们的

“新解码”，数千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有
了新的打开方式。

“有时间就会去博物馆看展，从古
老的文物设计中汲取灵感。”“我的家乡
位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几年因为古
风作品非常出圈，我很自豪。”“我喜欢
京剧，也算是半个票友！”⋯⋯

因为好奇，所以“遇见”；因为
兴趣，所以“热爱”。

“国风”“非遗”“国潮”⋯⋯近
年来，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国
漫、网游、网综和短视频不断“出
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此成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拥趸。

“上个学期开学后，得知我们有
跨学科、跨专业的数字文化创新班，
我第一时间报了名。”传媒与法学院
新闻学 22 级学生施心悦说。

这个“刚满周岁”的班级，由传
媒与法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
院、设计学院 3 个学院联合建设，围
绕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课程设计，
为相关专业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交叉学
科和跨界交流的平台。这一聚焦传统
历史文化、多学科常态化的课程设计

模式，哪怕放在整个浙江高校的层面，
也并不多见。

2023 年，是河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
年。这个“家门口”的重大考古发现，
自然成了这群“00 后”课堂上出现频
率最高的关键词。

“ 以 前 ， 对 于 史 前 文 化 确 实 不 太
了解，印象中就觉得土土的，比较原
始⋯⋯”施心悦说，虽说大家都在课
本里学过河姆渡文化，但浅浅的几行字，
最多停留在“知道”的层面。

直到去年 10 月，数字文化创新班
组织班级活动，50 来名同学带着囊括
300 多篇专业论文的河姆渡文化知识图
谱，第一次来到现场，和田螺山、井头
山遗址有了“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考古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忙碌。一
筐一筐的碎片被分拣、清理、修复，流
水线一般的专业发掘现场，让同学们大
开眼界。

更让他们欣喜的，是在触手可及的
地方，看到数千年前先人们生产生活所
留下的痕迹，以及用现代人的视角进行

一场“福尔摩斯”式的解码。
“稻田丰收，碧水荡漾，姚江平原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7000 年前，先
民在这里伐木建房、饭稻羹鱼、划桨行
舟、制作器物，创造了史前文化⋯⋯”
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数千年前的场景
扑面而来——

黑色陶钵身上的猪纹造型，腹部阴
刻重圈和草叶纹的“混搭”装饰，背部
还有较为明显的鬃毛；釜支脚上的人面
纹饰，寥寥数笔，像是时下年轻人流行
的“丑萌”版简笔画；还有大量生产和
生活器物，体现了数千年前先人们特有
的生活情趣⋯⋯

“如果说以前是走马观花，这一次
的走近，让我们有机会系统学习河姆渡
文化的‘前世今生’，先人的智慧让我
们大为震撼。”施心悦说。

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22 级的史奇凡
也表示，随着接触的增多，透过破碎的
陶罐、物件，从血脉深处产生了一种共
鸣，觉得眼前的器物更加神圣、有敬畏
感，更加有意义。

跨越千年

一场和史前文明的“不期而遇”

深蓝色的星空下，浪漫唯美的粒子元素
汇聚成一个小小的身躯。在舒缓绵长的音乐
声中，七八岁的“我”仰望星空，开始讲述
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今年年初，该校举办了首届河姆渡文化
创新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2 级学生
杨俊豪所在的小组，带来了一分多钟的粒子
效果短片——灵感的来源，恰恰是井头山遗
址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儿童骸骨。

“遗物遗迹是凝固的，是冰冷的。我们
希望它们能‘活’过来，有情感，有呼吸。
所以我们决定讲述一个故事，借助思乡这个
元素，将史前和现代串联在一起。就像往湖
面丢一颗石子，在观看者的心里泛起阵阵涟
漪。”杨俊豪说。

不仅仅要“走近”，还要在此基础上活
化和创新。

拿着 360 度全景相机拍摄，历时数月全
程跟拍纪录片，利用 VR 技术进行数字化还
原修复，对知识图谱里的元素进行重新设计
⋯⋯这群来自不同专业的“00 后”组成一
个个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文化符号的“再挖掘”“再解构”，期待“遇
见”后的“新生”。

胖乎乎的抱枕，软绵绵的围巾、毛毯，
采用的是“卡通版”河姆渡人造型；马克
杯、钱包、丝巾等日用品上面，是“双鸟舁
日”等出土文物上的纹饰；耳环、项链等首
饰的打磨，则是从木器、骨器、漆器等手工
艺品中汲取的灵感⋯⋯

“00 后”大学生，作为互联网上的“原
住民”，在文创产品和展陈互动上有着不一

样的视角。不断自学精进的新技术、跨界碰撞
得到的新灵感、情感代入后激发的新巧思⋯⋯
这些都让数千年前的遗产，有了更容易被现代
人接受的样子和温度。

2002 年出生的吴晨埕，在大一第二学期
加入宁理数字文化技术 （元宇宙） 实验室。在
跟进数字化建模项目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发现
自己对于河姆渡、对于史前文明的感情越来越
深。

“一开始，我就是根据导师要求，想要做
一个数字人。然后，参与的子项目越来越多，
介入也越来越深。原本是复原河姆渡人的样
貌，给她做件那个时候的衣服，然后接入河姆
渡文化大模型实现人机对话，再加入动作捕捉
让她变得更加生动⋯⋯做着做着，我就停不下
来了。”吴晨埕说。

实验室里，记者和“投喂”了大量河姆渡
文化资料的 AI 模型进行了对话。“她”是一个
留着一头长发的河姆渡人，身着棕色草绳编就
的衣服，眼睛炯炯有神。在“倾听”记者的问
题后，经过些许时间反应，“她”会通过语音
输出的形式予以回答。

“很多人都夸我厉害。但说实话，在我的
构想中，目前的大模型成果还停留在比较粗浅
的初步阶段。”吴晨埕说，接下来还要让这个
AI 模型根据语音优化口型、表情、动作，让
对话过程更加流畅，这些需要时间的积累迭
代。

“我希望这些成果最终也能应用于未来的
博物馆展陈，让参观者可以更直观地感受河姆
渡文化的魅力，然后和我一样，对曾经不那么

‘感冒’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吴晨埕说。

脑洞大开

给文化遗产添点“烟火气”
如果说，“00 后”亲近历史文化遗产，

是因为兴趣，那么，从高校层面来看，从课
程设计角度出发的跨学科创新，又是出于什
么样的目的？

在数字文化技术 （元宇宙） 实验室，以
满满一走廊通过数字修复、360 度数字化展
示的文物作品为背景，宁理计算机与数据工
程学院党委书记、数字文化创新中心副主任
于欣讲述了一个关于责任和传承的故事。

2020 年，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浙江大学） 主任鲁东
明来到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担任副校长，同时
他将参与敦煌艺术数字化保护的成果和热情
也带到这里，促成了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
院+传媒与法学院+设计学院联合研究机构
的成立，并牵头推动了教育模式的改革。

“我们认为，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是
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作为高校，有责
任也有义务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兼
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数字技术专业知识的
交叉复合型人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身边就有这么好的
宝贝，如果没有传承、发扬好，是多么大的
遗憾！”于欣说。

以河姆渡为例，它是宁波地区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文化坐标，中国稻
米文化、茶文化、朱漆文化都在这里有一个
非常清晰的节点。无论是榫卯结构的技术基

因、稻米相关的生物基因还是出土器物上的文
化基因，都对中华优秀文化脉络的发展具有十
分宝贵的研究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与河姆渡
文化的蜚声中外相比，在博物馆展陈、数字化
转化、媒体传播、文创生产等方面，依旧停留
在较为单一传统的模式上，还有相当大的上升
空间。”数字文化创新中心博士、策展人马啉
说。

随着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提出，这支团队面前的道路也越来
越清晰——通过一代一代新鲜血液的加入，让
宁波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样也能“活起来”“火
起来”，打造具有城市辨识度的文化产品。

“接下来，我们还将带领师生围绕阳明文
化、海丝文化等，提取文化符号，挖掘情感要
素，制作文化基因图谱库，作为文化产业基础
性工作，应用到时尚产业和工业生产中。”传
媒与法学院副院长、数字文化创新中心副主任
王军伟说。

7000 岁的“她”，遇见“00 后”的他们
——这同样也是一场“双向奔赴”。

历史文化遗产借助技术手段，拂去了历史
的尘埃，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实现了保护、
传承、转化和应用。

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的“00后”，则
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之中，学会了“何以中国”，
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刻进血脉里。

代代传承

期待更多年轻人接力

学生在井学生在井
头山遗址开展头山遗址开展
科研工作科研工作。。

师生共同钻研历史文师生共同钻研历史文
化遗产的化遗产的““活化之道活化之道””。。

学生在考古专家孙国平 （右一） 指导下开展田
螺山遗址测绘方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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