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墙”前,小观众们正在查看感兴趣的文物

近日,蚌埠市博物馆吸

引了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驻

留,散发着远古气息的文物

正在走进大众视野,与参观

者近距离“互动”。博物馆里

上新的“神器”——“互动展

示魔墙”前更是聚集了很多

小朋友,他们好奇地点击着

屏幕上不断出现的文物图

片,不时发出赞叹声。

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

清代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

银印、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兽

耳瓷盖罐……“魔墙”屏幕上

正滚动着琳琅满目的文物珍

宝,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十几位观众正拿着手机与巨

屏幕进行互动。有的在“魔

墙”前根据瓷器的年代、器型

等不断滑动着各种图片,搜索

相关推荐照片；有的在放大

高清图片,阅读年代、尺寸、来

源等图文信息；还有的在扫

描二维码,将罕见文物图片下

载到手机做成桌面。

市民李先生是一位资深

博物馆观展爱好者。“以前到

博物馆看展,要拿着相机对

着文物拍半天,为了了解相

关文物的信息听解说,现在

‘魔墙’就可以将高清图片、

搜索等集成在一起,想了解

所有信息,点几下屏幕就解

决了。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同

角度的照片,从顶部、底部、

侧面等多角度放大观察文物

的局部。”李先生说,对于文

博爱好者,这种模式能够更

好地了解文物。

“很漂亮的耳坠,想不到

古代做工这么精细。”市民陈

女士随手点开了一张耳坠的

图片,屏幕上随即显示出该

文物的年代、规格等信息。

很多文物因为“藏在深

闺人未识”,不能得到充分的

展示与利用。“数字化博物

馆”打破了游客与博物馆之

间的时空界限,让文物信息

“飞出大院”,让文物内涵“浮

出水面”。“这是我馆数字化

建设的一项新举措,充分发

掘馆藏文物特色,提升文物

资源展示开放力度,才能让

观众满意。”蚌埠市博物馆馆

长季永表示,这面可动可点

的屏幕正是蚌埠市博物馆结

合互联网技术推出的全新数

字展示平台——“魔墙”,能
同时满足多名观众手写查

阅、搜索浏览。站在“魔墙”

前,观众会被面前不断涌现

的文物图片所震撼。如果对

哪件感兴趣,只需轻轻一点,
就可以欣赏这件文物的细节

和文字介绍。此外,这块“魔

墙”还提供了检索功能,只要

输入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

应的文物资源。集中展示馆

内500多件精品文物,每一件

文物都有一个专属的二维

码,面对心仪的文物,观众还

可以在屏幕上点赞。下一

步,该馆将继续推动馆藏文

物的数字化和智慧化,讲好

蚌埠的文物故事。 （何沛）

蚌埠市博物馆“魔墙”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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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山，说起航拍，程晖的网名“巴士”

要比他的本名响得多,这位航拍摄影师是

出了名的“网红飞手”。“每次拍摄，为了捕

捉最美的光线都需要起早摸黑，精彩瞬间

是需要等待和付出的……”说起如何与航

拍结缘，程晖表示是因为当志愿者时见到

别人用过无人机寻人，对救援帮助比较大，可以牵引绳索、空

中寻人……见识到无人机寻人的魅力之后，程晖开始研究航

拍，学习无人机的使用。

5月22日，纪录片《航拍中国》第三季“安徽篇”在央视播

出，全片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空中拍摄角度，全方位展

示了安徽的自然地理风貌、历史人文景观及经济社会的发

展，全景式呈现出一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安

徽。其中，黄山的云海、奇峰、峡谷、日出、日落等美景令人惊

艳。第三季影片中的部分美景，就是由程晖拍摄的。

“很多人看到航拍摄影师这份工作，都会羡慕不已，在人

们的想象中，摄影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每天看看景，拍拍

照。其实这份‘轻松’的背后，可不是那么好做的。”程晖的拍

摄风格主要是以户外风景拍摄为主，偶尔也会参与电影拍

摄。航拍不同于普通拍摄，无人机有一定局限性，在电影拍

摄时，剧组留给航拍摄影师的时间很有限，实际挺有难度

的。“一个成功的镜头，背后需要大量的调度、人员配合。如

果拍个三四次，效果还是很不理想，那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但如果一个高难度的电影镜头，短时间内就拍到满意的画

面，不管你是多有经验的航拍

摄影师，也会有极大的成就感，

那一刻是很奇妙的感觉。”程晖

表示。

“作为土生土长的黄山人，在我的拍摄生涯中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拍摄咱们黄山风景区。”程晖每年都会去黄山十几

次，特别是近两年为了筹备《航拍中国》的素材，他已数不清

自己去了多少次。“黄山的美是多方面的，动、静都很美，而且

春夏秋冬各有不同。一天中最好的拍摄时间是早晚日落前

后的一小时，错过这个点，要么色彩上不够瑰丽，要么光线上

不够柔和，美景转瞬即逝。如果没有拍摄到满意的，就需要

继续等待一天。”

“航拍黄山是很辛苦的，想要拍好就更难。山路崎岖设

备重，很多地方都需要步行，大家看到的那短短几秒成品是

摄影师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捕捉到的完美镜头。这

么辛苦为什么还坚持，就是为了告诉观众：黄山，值得

期待；黄山，不容错过。”程晖说。

人生当然要在乎目的地，但也绝不要错过沿途的风

景以及享受看风景的好心情。至于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对于程晖，答案也许就在黄山的壮丽景色中。（樊成柱）

程晖程晖：：用用““天空之眼天空之眼””记录记录大美黄山大美黄山

全民健身全民健身 网球同行网球同行

航拍摄影师程晖航拍摄影师程晖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的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端五、重午、重五、

夏节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都有过这个节

日的习俗。

“端午”两字最早出现在晋人周处的《风土

记》：“仲夏端午，烹骛角黍。”尽管这是个古老

的节日，可至今相沿不衰。每到这一天，在民

间仍可见悬钟馗像、挂艾叶昌蒲、吃粽子、喝雄

黄酒、系彩线、穿花裹肚等。而在各种丰富多

彩的民间活动中，流传最广的要数赛龙舟活

动，其风格独具，堪称中国一绝，已经形成海内

外闻名的中国龙舟文化。

关于赛龙舟的趣闻，说法颇多，但较为普遍

的说法是始自纪念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屈

原，名平，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出生于秭归（今湖

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据梁代吴均所著《续齐锴

记》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指农历五月

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

阳竞渡，乃遗俗也。”宋代诗人陆游更是把屈原家

乡汨罗江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场面描绘得生动非

凡。他在《归州重五》一诗中写道：“斗舸红旗满

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

常年角黍盘。”在端午节的秭归县汨罗江畔，我们

可以看到：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扛着龙头，先到

屈子庙前进行祭礼和朝拜，祭毕之后分成青龙

舟、黄龙舟、白龙舟等几个组，划手们都穿着同一

颜色的服装，与罗伞旌旗色彩相配。到时一声炮

响，众舟似离弦之箭，争先恐后驶向终点。此刻，

两岸助威人群激昂，水中龙舟鞭炮震耳，一派热

闹喜人景象。

当然，关于赛龙舟的起源还有其他说法。

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在《端午考》中说：“端午

节本是五月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而赛龙

舟便是祭仪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目。”四五千

年前，居住在原始图腾社会水乡部落的人们，

受到蛇虫、疾病的侵害和水患威胁，为了抵御

这些灾害，人们尊奉想象中具有威力的龙作为

自己的祖先兼保护神即图腾，把船建成龙形，

画上龙纹，每到端午节进行竞渡，以示对龙的

尊敬，表明自己是龙的传人。

至于最早记载龙舟的文字，见于《穆天子

传》。它记载了在周穆王时就出现了龙舟，要

比屈原投汨罗江的时间早六百多年。

不管龙舟起源于何时，重要的是它在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1985年，中

国龙舟协会在湖北宜昌市成立，龙舟竞赛被原国

家体委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并且，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印度等国家

也先后把该项目列为

正式比赛项目，古老

的中国龙舟文化已走

出国门。 （邬时民）

端午节与龙舟文化

文化
视点

在第 39 届法国音乐节
开幕之际，巴黎中国文化中
心 21 日携手中国歌剧舞剧
院民族乐团、旅法艺术家举
行“ 艺 术 抗‘ 疫 ’ 国 韵 流
芳”——“云端”中国传统民
族音乐会，传递中法两国人
民守望相助、共同抗疫的深
厚情谊。

在“云端”音乐会上，演
员们演绎了浙东打击乐《龙
腾虎跃》、山西民间小调《看
秧歌》、朝鲜族民歌《打令
调》、由塔吉克族民歌改编
的室内乐《雪映花红》、古琴
名曲《神人畅》、著名京剧曲
牌《夜深沉》，以及民乐改编
版法国歌曲《玫瑰人生》和

《香榭丽舍》。一个多小时
的演出涵盖中法两国特色

曲目，将传统曲目与现代经
典有机结合，让观众们在音
乐中领略不同民族和地域
的艺术特色。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
野在演出前致辞说，中国民
族乐器是五千年中华文明
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
块瑰宝。来自中国歌剧舞
剧院的艺术家和文化中心
师生共同用中国传统乐器
演奏经典中法名曲，大家得
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云端”
相聚，共享艺术盛宴。

“病毒无国界，人间有
大爱。百年罕见的疫情再
次证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
同体，各国唯有守望相助、
携手合作才能让世界变得
更加美好。疫情也让我们
感到，各国人民彼此亲近、
增进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卢沙野说。

本次“云端”音乐会得
到第 39 届法国音乐节组委
会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
被纳入音乐节框架，并作为
主要节目向全法民众重点

推出。同时，本次音乐会还
在社交媒体上播放，让全世
界人民共同领略中法艺术
的魅力。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演
出前致辞说，法中两国都拥
有古老的文明，需要相互了
解、相互尊重，并增强情感沟
通，文化在两国不可或缺。

“新冠病毒不仅损害健
康，也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
相互隔绝、自我封闭。只有
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当前全
球面临的挑战，文化对合作

精神在世界的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感谢
大家没有忘记文化和文化
交流。音乐即是节日，文化
即是友谊。”拉法兰说。

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
暴发后，法国 300 余名文艺
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
信，声援中国抗疫；40 位音
乐剧演员合唱歌曲《与你同
在》，表达与中国人民“团结
一心”的立场；巴黎圣日耳
曼足球队穿上印有“中国加
油”的比赛服……

法国疫情形势严峻时，
中国政府向法国提供医疗
物资援助并为法方采购防
疫物资和设备提供协助，支
持其建立运送物资的“空中
桥梁”；众多中国企业向法
国医疗机构捐赠医疗物资，
谱写中法合作抗疫的重要
篇章……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佘明远说，中法两国都是
具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文 化 大
国。虽然两国文化不同，但
始终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
坚持互相理解和尊重，在文
化上相互吸引，相互借鉴，
共同倡导文化多元化。文
化交流对双边友好关系起
到促进作用。
（新华社巴黎6月21日电）

滁州市

传统体育进校园
为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今年 6月份以来，滁州市教

体局启动市直、两区“2020年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积

极推进传统体育走进各中小学校，让广大青少年在锻炼

身体的同时，加深对传统体育的了解和热爱，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认真练、刻苦学，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

滁州市紫薇小学的操场上，武术指导老师在台上演示武

术基本功，台下近500名学生精神饱满，出拳、踢腿……

一招一式，动作有力，虎虎生风。活动现场，学生们不仅

跟着老师学习了武术基本功，还观看了散打和武术套路

展示。精彩的展示环节赢得了台下学生的阵阵掌声。

“通过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活动，可以丰富学生课

余活动，还可以强健学生体魄、弘扬尚武精神、培养意

志品质、锻炼勇敢与自信。”该校体育老师高梅表示，后

期，他们将在课堂上开展基本功教学，课外与相关俱乐

部合作，课内外相结合，为学生们学习传承传统武术提

供环境。

滁州市教体局竞艺科负责人表示，在市直、两区中

小学开展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对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增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在我市开展已经多年。今年

根据实际情况，除了继续开展此项活动外，又新增了传

统棋类、射箭项目进校园。同时结合‘小手球 大世界’

品牌打造，推动手球运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

根据工作安排，今年滁州市将在市直、两区的 65
所中小学中开展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预计将有不少

于 1.1万名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在园生参加到这项活动

中来。 （郭军）

界首市总工会

开展瑜伽健身为职工“送健康”
本报讯 近日，界首市总工会开展瑜伽健身进机

关、进校园、进企业活动，促进职工身心健康，营造和谐

健康的工作氛围。

界首市总工会邀请了专业的瑜伽老师进行指导，针

对广大女职工因长期伏案办公、在生产一线工作等原因

造成的颈、肩、腰椎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心理调适、经络

疏理、体态调整等方式进行引导练习，缓解广大女职工

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本次活动共吸引十余家单位

近100名女职工报名参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据悉，界首市总工会为职工群众搭建平台，大力宣

传健康生活理念，不断尝试探索职工活动新模式，通过

组织开展健身活动以训代练、以赛代练引导职工锻炼身

体，吸引了 86家单位共建成 445个健身队伍，其中瑜伽

队6个、撸铁队37个、游泳队68个、篮球队66个、健走队

107个、乒乓球队67个、羽毛球队94个。

今后，界首市总工会将会继续通过健身技能培训等

活动，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业余文体生活。

（王晓文）

肥西县总工会

女职工大学堂开讲
本报讯 6月 17日，由肥西县总工会主办，肥西县

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肥西县三河镇工会委员会承办的

以“新时代 新女性 新起点 新征程”为主题的全县女职

工大学堂在肥西县三河镇开讲。

此次活动邀请《庐州家长课堂》专家库成员、安徽建

筑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主任董玉洪为大家作《但问耕

耘，莫问收获——从<曾国藩家书>说起》专题讲座。合

肥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张爱瑛、副部长卢燕出席活

动，三河镇机关、社区约60余名女职工参加。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职工家庭文明建设，今年，肥

西县总工会将在全县举办 5场女职工大学堂活动，宣

传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良好家风，不断提升女职工综

合素质。 （刘华）

“云端”音乐会传递中法携手抗疫情谊
□新华社记者 刘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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