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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漂移”与江南景观的营造

今天人们习惯把“江南”看作是“长
江以南地区”，但是历史上的江南却是
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与文化概念。“江
南”一词最早指“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的
游猎区，大致包括洞庭湖、长江中游南
北的湖南、湖北地区”；秦汉时期，江南
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范围“已由长江
中游的两湖地区移至下游的江浙一
带”；至唐代，江南才有了一个较为确切
的行政地理范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江南道范围最
广，囊括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四
川、贵州，东至海滨的近半个中国”；到
明清，江南成为浙江和江苏的“苏、松、
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
划出的仓州等‘八府一州’”的专称，曾
有“苏常熟，天下足”和“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等比喻。

从“江南”的历史演变来看，江南
地域范围的变化过程“与‘江南’地区
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完全合拍
的”，但无论怎么变化，环境幽雅、人才
辈出、经济富庶、文化昌盛成为江南文
化沉淀在明代的基本特质。从地方和
边塞的视角看来，江南指的是宜居环
境、社会安宁、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和对
城市先进发展的向往；从苦寒和干旱交
织的宁夏看来，江南既是长江之南、吴
越之地，也是山东福建、北京西安，甚至
是整个中原。这些地方的移民怀着乡
愁和梦想来到这片深受黄河浸润的土
地，参照故乡的模样，兴水利，垦田地，
造园林，塑景观，习礼乐，变风俗，“用
夏变夷”“以夏化夷”，创造了独特的塞
上江南景观。

兴水利兴水利，，垦田地垦田地。。““景观景观””是现代地是现代地
理学中的一个外来概念理学中的一个外来概念，，其类型可分为其类型可分为
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葛剑雄教授认葛剑雄教授认
为为“‘“‘景景’’是指客观存在的地理要素的表是指客观存在的地理要素的表
层形象层形象，，包括自然包括自然、、人文人文、、社会社会，，或兼而或兼而
有之有之，，或合而为一或合而为一。。‘‘观观’’是指人类特定是指人类特定
的个体或群体对的个体或群体对‘‘景景’’的感受和印象的感受和印象。。””
安介生认为安介生认为，，““江南景观演变的核心部江南景观演变的核心部
分分，，就是水域景观就是水域景观。。””胡晓明也指出水对胡晓明也指出水对
于江南景观的重要意义于江南景观的重要意义，，““北国的江南北国的江南
化化，，重要特征即水乡化重要特征即水乡化””，，““以以‘‘水乡水乡’’为为
区分南北中国的关键区分南北中国的关键””。。可见水是江南可见水是江南
景观的核心特征景观的核心特征，，也是塞北宁夏得以被也是塞北宁夏得以被
称为江南的重要标志称为江南的重要标志。。

明代明代水利的开发与修复对于宁夏水利的开发与修复对于宁夏
镇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江南景观的营镇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江南景观的营
造起到至造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关重要作用，，水利兴水利兴，，则宁则宁
夏兴夏兴。。

在宁夏水利系统中在宁夏水利系统中，，汉延渠汉延渠、、唐徕唐徕
渠首当其位渠首当其位，，汉延渠汉延渠““自峡口之东凿引自峡口之东凿引
河流河流，，绕城东逶迤而北绕城东逶迤而北，，余波仍入于河余波仍入于河，，
延袤二百五十里延袤二百五十里，，其支流陡口大小三百其支流陡口大小三百
六十九处六十九处””，，官桥官桥、、通济桥跨汉延渠修通济桥跨汉延渠修

建。唐徕渠“自汉渠（汉延渠）口之西凿
引河流，绕城西逶迤而北，余波亦入于
河，延袤四百里，其支流陡口大小八百
八处”，新渠、红花渠、良田渠、满答剌渠
为唐徕渠之支，宁化寨桥、社稷桥、贺兰
桥、新立桥、站马桥、天生桥俱跨唐徕渠
修建。以汉延渠、唐徕渠为主的水利灌
溉渠道如枝叶状扩散贯通宁夏镇，成为
宁夏镇城水域景观风貌的根脉，“枝而
为渠，潴而为湖。其为渠也，溢 ，驾
螭虬，条分缕析，曲折周流。经城市而
脉脉，道浍洫而滮滮。溉千林之果蓏，
浸万顷之塍畴。其为湖也，萑苇之场，
蒹葭之薮，藠藠无垠，涵藏百有。刍牧
者驰骛，茭藁者奔走。”

水利的兴盛为宁夏镇屯田的开垦
和灌溉提供了优沃便利的条件，“宁夏
为地，贺兰峙其西，崒嵂盘亘，黄河在其
东，洪流环带，而汉、唐诸渠，举锸为云，
决渠为雨，有灌浸之利，以育五谷，以故
视诸边镇称善地焉”，也成为边塞地区
军民所食来源倚仗和得以守城保边的
关键，“赖汉、唐凿渠，引河灌田屯种，军
民藉此以食，边圉藉此以保矣”。每至
四月初春灌之际，“开水北流，其分灌之
法，自下流而上，官为封禁”，保障农业
生产的灌溉，处处呈现“天堑分流引作
渠，一方擅利溉膏腴”“田开沃野千渠
润，屯列平原万井稠”“鱼鸟悠悠物候
始，风光迥是小江南”的江南水域景观
风貌。

明代自洪武初年已经开始“修筑汉
唐旧渠，引河水灌田，开屯田数万顷，兵
食饶足”，当时宁夏左、右、中三卫护卫
屯田人数为一千七百人，屯田一万八千
八百三十二顷五亩。发展至嘉靖年间，
宁夏五卫已有户二万一千三百六十八，
总人口三万五千四百四十四人，屯田四
万七千二百七十二顷一十二亩万七千二百七十二顷一十二亩，，屯田人屯田人
口和数量大大增加口和数量大大增加，，““转盼之间转盼之间，，变荒碛变荒碛
为丰壤为丰壤，，易流莩而乐康阜易流莩而乐康阜。。裕民足国裕民足国，，
未有善于此者未有善于此者。。””

建府宅建府宅，，造园林造园林。。水利的贯通亦成水利的贯通亦成
为宁夏镇江南园林景观营造关键为宁夏镇江南园林景观营造关键，，““宁宁
夏镇造园得水为贵夏镇造园得水为贵””，，无水难成园无水难成园。。

庆王府所属的园林有丽景园庆王府所属的园林有丽景园、、小春小春
园园、、乐游园乐游园、、撷芳园撷芳园、、盛实园盛实园、、逸乐园六逸乐园六
大园大园，，以丽景园居冠首以丽景园居冠首。。丽景园本是庆丽景园本是庆
王府果园王府果园，，朱朱 利用宁夏水利之便利用宁夏水利之便，，以以
及多湖泊等自然地理条件及多湖泊等自然地理条件，，从金波湖从金波湖、、
红花渠引水造园红花渠引水造园，，在清和门外建丽景在清和门外建丽景
园园，，园内有芳林宫园内有芳林宫、、芳意轩芳意轩、、清暑轩清暑轩、、拟拟
舫轩舫轩、、凝翠轩凝翠轩、、望春亭望春亭、、水月亭水月亭、、清漪亭清漪亭、、
涵碧亭涵碧亭、、湖光一览亭湖光一览亭、、群芳馆群芳馆、、望春楼等望春楼等
楼阁亭榭楼阁亭榭，，借助景观意境营造而成借助景观意境营造而成，，或或
临靠水岸临靠水岸，，或隐于花畔或隐于花畔，，景有尽而意无景有尽而意无
穷穷。。园中还有月榭园中还有月榭、、桃蹊杏坞桃蹊杏坞、、杏庄等杏庄等
坞榭景观坞榭景观，，日出可于桃蹊杏坞观朝霞华日出可于桃蹊杏坞观朝霞华
彩彩，，““扶桑云散日朣胧扶桑云散日朣胧，，一片红霞映晓一片红霞映晓
风风。。””鸳鸯池鸳鸯池、、鹅鸭池鹅鸭池、、碧沼碧沼、、凫渚凫渚、、菊井菊井、、
鹤汀鹤汀、、飞虹桥飞虹桥、、小虹桥小虹桥、、宴仙桥等池沼虹宴仙桥等池沼虹

桥散布于园中，水系相接，湖光碧影，
“仲夏名园里，肩舆花下行”，倚栏把酒，
仿若江南。

丽景园南为小春园，园内有清赏
轩、远眺台、眺远亭、牡丹亭和清趣斋。
光化门外西南处建有乐游园，园内有来
清楼、荷香柳影亭、山光水色亭。德胜
门外有盛实园，南熏门外有撷芳园，过
红花渠距城二里许永通桥西即为南
塘。南塘废弃已久，嘉靖十五年（1536
年）巡抚都御史张文魁修治南塘岁余未
成，后都察院右幅都御史杨守礼巡抚宁
夏时见南塘活水澄澈，命指挥方兴因势
修浚，墙内外植柳千株，“不月余而成，
在边方亦奇观也”，“周方百亩，菰蒲萍
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
目之如西湖，居民喜为乐土”，南塘便有
了“西湖”之号。杨守礼经常与友人同
游南塘观赏景观，“小艇容宾主，乘闲半
日游。隔帘人唤酒，泊岸柳迎舟。垂钓
双鱼出，随波一雁浮。夕阳催去马，清
兴转悠悠。”

南塘之南岸为“知止轩”，乃杨守礼
与友人总兵都督佥事任杰、副总兵陶希
皋、游击将军傅钟、兵粮佥事孟霦在此
会饮时命名，取“天下之事，贵乎知止”，

“乐不忘忧，忧不可极”之意，若边事孔
殷筹画未定时，可会饮于此，一菜一鱼，
煮茶泛舟，共商治理，筹谋兵略；若敌人
远遁，军食充足，百姓安乐，也可大会于
此，“或飨夫士卒，或寄情管弦，乐不忘
忧，乐不可纵……同誓勉，图忠孝”，身
处塞北边地，杨守礼却展现出自勉豁
达、功在边陲之乐观心境与传统士大夫
的“乐忧”思想、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
政治理想。时值宁夏受到蒙古鞑靼部
侵扰，杨守礼任宁夏巡抚后亲自勘察宁
夏各沿边关口险隘，筹修贺兰山赤木
口口，，““以绝百年通虏之路以绝百年通虏之路””。。

宁夏镇城园林景观的营造再现了宁夏镇城园林景观的营造再现了
一个北方之江南的盛观一个北方之江南的盛观，，一年四季亦是一年四季亦是
一幅江南图景一幅江南图景，，““春则杏坞桃蹊春则杏坞桃蹊，，霞鲜雾霞鲜雾
霭霭；；秋则鹤汀凫渚秋则鹤汀凫渚，，月朗风微月朗风微；；夏则莲濯夏则莲濯
碧沼之金波碧沼之金波，，娇如太液池边之姬媵娇如太液池边之姬媵；；冬冬
则柏傲贺兰之晴雪则柏傲贺兰之晴雪，，癯若首阳山下之夷癯若首阳山下之夷
齐……而为西夏齐……而为西夏（（宁夏宁夏））之美观之美观，，不减江不减江
南之佳致也南之佳致也！！””

选八景选八景，，显品味显品味。。““宁夏八景文化宁夏八景文化””
的形成是明代宁夏江南化和江南意境宁的形成是明代宁夏江南化和江南意境宁
夏化的标志夏化的标志，，是内地移民和地方土著交是内地移民和地方土著交
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

来自江南的流寓文人把江南景观来自江南的流寓文人把江南景观
文化带入宁夏地域文化带入宁夏地域，，明初江苏镇江籍明初江苏镇江籍
人陈德武在戍人陈德武在戍边已久请告南还之际写边已久请告南还之际写
下下《《宁夏旧八景诗序宁夏旧八景诗序》，》，““写风云雪月写风云雪月
之清奇之清奇，，禽鱼花木之闲丽禽鱼花木之闲丽，，以泄其得丧以泄其得丧
哀乐之情也哀乐之情也””，，其八景为其八景为：：黑水故城黑水故城、、
夏台秋草夏台秋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长塔钟声长塔钟声、、官桥官桥
柳色柳色、、贺兰晴雪贺兰晴雪、、良田晚照良田晚照、、汉渠春水汉渠春水，，
希望希望““塞上之景塞上之景””流传于世流传于世。。““八景八景””是是
代表宁夏地域特点的典型八处景观代表宁夏地域特点的典型八处景观，，

但陈但陈德武笔下的八处景观已远超明初
宁夏之观的时期与地域范围，是因对历
史兴亡更替的感慨、对山河疆域的藩屏
壮阔、对农田水利民生的忧虑、对盛世
太平的祈盼、对人生短景送故迎新的慨
叹而发，“以变化的眼光来总结归纳这
八处景观”。

陈德武在序中提及到八景诗起源
于南梁沈约的《金华八咏》。至宋代，画
家宋迪善作平远山水，其得意之作有潇
湘八景图：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
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
寺晚钟、渔村落照，观者留题谓之“八
景”。后风景名胜之地多以八景组诗描
写其风光，遂成八景文化。

故明代宁夏“八景文化”的形成与
江南文化密切相关，来到宁夏的江南
文人以及以庆王府宗室为中心的文人
群体围绕宁夏地域景观创作出大量吟
咏宁夏风光景致的诗词，形成一种景
观文化现象，其中以“八景组诗”最具
代表性。

朱 后依据陈德武之八景题咏重
新删修定名为贺兰晴雪、汉渠春涨、月
湖西照、黄沙古渡、灵武秋风、黑水故
城、官桥柳色、梵刹钟声八景。朱 对
八景的增删是从当时宁夏地域范围的
视角重定的八景，多为宁夏地域景观，
但仍保留“黑水故城”一景，管律编修
《（嘉靖）宁夏新志》认为此景指赫连勃
勃所筑统万城，但亦有学者认为是指西
夏故地黑水城。跨越时间维度保留此
景，朱 道出与陈德武不同的思想，“不
管兴亡事短长”“兴亡千古只如此，不必
登临感慨多”，经历过离乡就藩，身为皇
子亦飘零的朱 已感悟到历史的更替
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贺兰晴雪贺兰晴雪、、汉渠春涨汉渠春涨、、月湖夕照月湖夕照、、黄黄
沙古渡沙古渡、、黑水故城黑水故城、、官桥柳色官桥柳色、、灵武秋灵武秋
风风、、梵刹钟声这八种景观既有自然景梵刹钟声这八种景观既有自然景
观观，，也有人文景观也有人文景观，，既有塞北风光的壮既有塞北风光的壮
阔宏大阔宏大，，又有江南景致的温润柔美又有江南景致的温润柔美，，““澹澹
清潭兮天光云影清潭兮天光云影，，翠秀色兮绿水芙蓉翠秀色兮绿水芙蓉。。
赫连春晓兮赫连春晓兮，，日烘桃李日烘桃李；；灵武秋高兮灵武秋高兮，，风风
坠梧桐坠梧桐。。残阳夕照荒埛兮残阳夕照荒埛兮，，落花啼鸟落花啼鸟；；
飞瀑晴悬峭壁兮飞瀑晴悬峭壁兮，，玉涧垂虹玉涧垂虹。。辘轳咿轧辘轳咿轧
兮兮，，影落芦沟之夜月影落芦沟之夜月；；渔歌欸乃兮渔歌欸乃兮，，响穷响穷
古渡之秋风古渡之秋风。。于是高台日上于是高台日上，，长塔烟长塔烟
浮浮。。晴虹之影乍弄晴虹之影乍弄，，蒲牢之声初收蒲牢之声初收。。大大
河之水未波河之水未波，，蠡山之云不流蠡山之云不流。。蔼华实之蔼华实之
蔽野蔽野，，漫黍稷之盈畴漫黍稷之盈畴””，，经过明人对宁夏经过明人对宁夏
的江南景观营造活动的江南景观营造活动，，塞北边地在景观塞北边地在景观
风貌上已可与江南匹俦风貌上已可与江南匹俦。。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杨浣杨浣（（自治区政协委自治区政协委
员员、、西夏区政协委员西夏区政协委员），），宁夏大学中华民宁夏大学中华民
族共同体研究院族共同体研究院、、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民族与历史学院教
授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
民族史民族史、、西北历史地理等西北历史地理等；；杨媛杨媛，，宁夏大宁夏大
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学民族与历史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中国少数民族史专
业硕士研究生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
数民族史数民族史】】

虫東虫带

塞北何以江南（三）
杨 浣 杨 媛

丹方木

丹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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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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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大
家对岳飞《满江红》中

“踏破贺兰山缺”中的
“贺兰山”争论不休，包
括一些历史学者也认
为此贺兰山为河北磁
县贺兰山，主要理由是
岳飞足迹从未到过宁
夏贺兰山。而我们认
为岳飞词中的贺兰山
一定是指宁夏的贺兰
山。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山体的区
位和气势来说。宁夏
贺兰山山体南北长 250
公里，东西宽 20公里至
40公里，最高峰敖包疙
瘩海拔 3556米，气势雄
伟，横亘南北，自古为
兵家必争之地。而河
北贺兰山海拔只有 186
米，且多由鹅卵石堆
成，长度约 10公里。此
地距离岳飞兵营驻地
不足百里，岳飞在日常
练兵时就能踏过此山，
以岳飞的胸怀和志向，
绝不会用踏破一个近
在眼前的小山丘，来表
达自己抗击金兵、收复
故土、统一祖国的壮志
雄心，河北磁县的贺兰
山不足以体现岳飞写
词的意境和他写词所
抒发的胸怀。

其次从贺兰山的
历史影响力来说。宁
夏贺兰山这个名称，最早记载于《隋书·赵仲卿
传》。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年），赵仲卿攻打突
厥而出贺兰山，途经贺兰山时的记载。唐朝诗人
韦蟾于公元 869年所写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据此可知，在隋唐时期，宁夏的贺兰山已经名满
天下。而河北磁县的贺兰山，源于当时有个叫
贺兰真人的道士在此地修行，《宋史》载：“贺兰真
人，称贺兰栖真。自言百岁，有气功之术。冬不
畏寒，夏不怕暑，往往不食，或有纵酒狂饮，一顿
能吃肉数斤”。宋真宗因慕其名，宣召宫中，赐号
宗玄大师，同时将此山赐名贺兰山。在宋朝时
期，可能河北贺兰山也就只有沿山的百姓知晓其
名，并不会像宁夏贺兰山一样为天下所知。

最后从岳飞的个人情怀来说。宁夏贺兰山自
古被称为军山，早在汉武帝时期，在与匈奴 15次
大战中有两次就涉及贺兰山。第一次战役是元朔
二年（公元前 127年）春，卫青、李息率军从太原出
发，包围匈奴右部楼烦白羊王于今鄂尔多斯而击
破，俘虏五千余人，牛羊百余万，白羊王楼烦王从
贺兰山、狼山间向北逃亡，卫青等追至今内蒙古狼
山，沿狼山、贺兰山西麓从甘肃临洮返回。经过此
战，使匈奴远逐，贺兰山周边地区牢牢置于汉廷管
辖之下。第二次战役是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年）
秋，匈奴万骑侵入代郡（今河北蔚县），来年霍去病
率部由今宁夏灵武附近西渡黄河，越贺兰山，直奔
西北，绕过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折向西南，
进到祁连山直至今甘肃张掖一带地区，一举击破
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所部，共斩俘三万两百多
人，一战使河西匈奴部族只残存十分之三，大大削
弱了匈奴势力，保全了汉廷安宁。作为一名爱国
将领，汉朝名将们与匈奴作战的历史深深影响了
岳飞，岳飞在词中所写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
渴饮匈奴血”引用的典故便是汉平十八年（公元 75
年）二月至建初元年（公元 76年）正月，新疆的疏
勒城保卫战。如果不是宁夏贺兰山，何来的“胡虏
肉、匈奴血”？“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饮马瀚海”是
古代将领梦想的至高荣誉，岳飞自视甚高，格局
大，所以才有踏破贺兰山缺和直捣黄龙府的雄
心。岳飞在词中的典故能引用到东汉和西域，一
定知道历史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兵家必争之
地——宁夏贺兰山，并且当时金人、西夏人所占
的贺兰山等属地之前就是大宋失地，作为军事
统帅的岳飞，必定是有收复宋朝失地，重现汉唐
盛世之景的雄心壮志。

通过以上印证，可以推断岳飞词中所指的
贺兰山一定是宁夏贺兰山。
（作者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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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参观者在斐济苏瓦中国文化中心拍摄展品。
“和美新疆——中国油画写生作品展”18 日在斐济中

国文化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共展出 30 幅新疆主题
油画作品，旨在向斐济民众展现中国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风土人情。 新华社发

“和美新疆——中国油画
写生作品展”在斐济开展

春天草原怒放的花朵，夏季牧场盛
大的篝火晚会，入秋河岸两侧的金色胡
杨，雪花纷飞时的晶莹雾凇……阿勒泰
四季晨昏，变幻如梦，岁岁年年，美景
依然。

“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尝素
秋。”素有“金山银水”之称的阿勒泰，
位于新疆北部，一山一河构筑起它的
地理位置。巍峨的阿尔泰山，赐予阿
勒泰坚挺的脊梁和富饶的矿脉，奔腾
的额尔齐斯河，滋养了沿岸生灵，生生
不息。

边赏花，边嬉雪是种怎样的体验？
当春风拂过山岗，万物复苏，辽阔的阿勒
泰就像一个“千里画廊”——有一些地方
已是春暖花开，色彩斑斓；但另一些地方
仍是冰雪世界，银白素雅。

“阿勒泰雪期长达 200多天，可以延
续到 5月份。”阿勒泰地区可可托海国际
滑雪度假区副总经理王苗苗介绍，雪场
有 27条雪道，布局有大众运动公园和高
山滑雪滑降等专业赛道，不少国内外滑
雪爱好者慕名而来。

阿勒泰的滑雪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2 万年前。在阿尔泰山南麓，敦德布
拉克河谷东侧坡面巨石洞穴里，有一面
绘制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彩绘岩画，
画中人物弯腰屈膝、手持单杆、脚蹬短
小“滑雪板”，动作与现代滑雪动作基
本相同。

“阿勒泰很值得大家来看看。”道路
旁成群结队的牛羊，飞驰而过的马队和
人们悠闲的生活状态让沈阳游客王先生
印象深刻。

夏季，阿勒泰进入水草丰美期，云

杉、冷杉等珍贵树木组成的西伯利亚泰
加林郁郁葱葱，广袤草原生机勃勃，仿佛
置身于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一场
游走于天地间的生命大迁徙就此拉开帷
幕——数百万只牛羊，由冬窝子转向夏
牧场，一路逐水草而行。

入夜后，草原舞会是夏天牧场上的
隆重盛事，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高高兴
兴地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在繁星闪烁
下，互诉情感。

风景之上是美好的生活。刚从北京
来此休假的周女士说，以前到了旅游目
的地，看山看水看风景，现在只“看”还不
够，要在旅行中体验更丰富的生活场景，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温暖美好的
情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介
绍，阿勒泰正在打造“巴太树”“张凤侠小
卖部”“文秀桥”等 20 个影视剧打卡点，
并推出 4条“跟着影视去旅行”主题旅游
线路，福海县重点打造萨尔布拉克转场
小镇，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步入秋季，葱郁的松树、金黄的桦
树、火红的杨树，将阿勒泰装点得动人心
魄，喀纳斯景区层林尽染，可可托海景区
梦幻多彩，白沙湖景区美不胜收。纵马
草原，放歌苍穹，肆意奔腾的活力流淌在
山林内外。

走进冬日阿勒泰，禾木村的大雪簌
簌飘落，远望青山如黛，喀纳斯河雾气蒸
腾，俨然人间仙境，乘坐马拉雪橇穿越林
海雪原，在温暖民宿里煮茶听雪……就
像观众在网络剧评论区的留言，在阿勒
泰，美是最真实的自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日前，有“东方睡美人”之称的汉代
辛追夫人化身 3D数字人，展现在世人面
前。这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 50周
年，在数字化领域的重大应用。

数字人“辛追夫人”栩栩如生：她呈
坐姿，年龄大约 35 岁，皮肤肌理清晰可
见，毛发材质高度逼真，服饰妆造根据出
土文物 1：1还原，体型体态甚至手部细节
也依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时情况复原。

最大限度还原，难在哪？
辛追出土于上世纪 70年代，当时医

学影像设备局限，仅对其颅骨进行了X光
片病理检查。

“辛追出土时外形完整，全身润泽，
皮下软组织柔软有弹性，部分关节可活
动，甚至眼睫毛尚存，手指、脚趾纹清晰可
辨，推测其约 50岁。”湖南博物院院长段
晓明介绍，出土时面容已肿胀变形和腐
败，生前面貌不得而知。

2002 年，湖南博物院曾推出一版辛
追容貌复原像。但受技术局限，这一复原
成果留下了遗憾。

技术支撑和考古研究积累，让更真
实复原有了可能。专家团队通过已有的
X光片、现场观察和模型测量计算出头骨
结构形状及五官比例关系，结合现代技
术，建构出头骨的数据模型。

如何让“辛追夫人”更生动？超写实
数字人技术来助力。

通过高精度人体建模技术，可还原人
体微小的生物特征，人脸毛孔清晰可见。

复原没有止步。从“活”过来到“动”
起来，可交互版“辛追夫人”AI 智能体预
计下半年推出。她会文物讲解和实时对
话，将可带你越千年，聊汉室纷纭。

（据新华社长沙电）

“东方睡美人”
辛 追 AI 重 现

新疆阿勒泰：

走进治愈系远方在 哈 萨 克 语 中 ，
“我清楚地看见你”可
理解为“我喜欢你”。
随着网络剧《我的阿
勒泰》热播，新疆阿勒
泰 被 越 来 越 多 人 看
见，它蕴藏在山川大
河中的松弛治愈感使
人心向往之，被网友
亲切地称为“心灵的
故乡”。

网络剧《我的阿勒泰》海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