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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3·15晚会，让人义愤填膺，怒火
中烧，脑中盘旋着古人的一句话：“天
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大
自然所降的灾难，还可以逃避，但是人
们自作的罪孽，就没有存活下去的理
由。

知名品牌的轮胎偷工减料，以次充
好；治病救人的所谓“洗灸堂”让孩子
患上终生恶疾；餐巾纸的原料竟然是污
秽不堪的废品垃圾，还使用具有强腐蚀
性工业用的强力火碱脱墨，用荧光增白
剂漂白；建筑外墙所用的保温材料“一
点就着”；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养
殖“健美猪”，一路畅通无阻进入名
企……

国家有明文规定，有明确的标准，
也有法律法规，可是在那些惟利是图、
利欲熏心、良心泯灭的不法企业、商贩
和个别公职人员手里，又算得上什么
呢，只不过一纸空文，形同虚设。他们
总有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手段，肮脏伎
俩，瞒天过海，欺骗消费者。更可怕的
是，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成为大家
心知肚明的业内规则，司空见惯，见怪
不怪。生产者心安理得，销售者顺理成
章，监督者视而不见，违法者大行其
是，最终受害的还是作为消费者的普通
百姓。

不能说车毁人亡的惨剧都是因为不
合格轮胎所致，不能说罹患染色体畸
变、恶性肿瘤者都是食用了喂食“瘦肉
精”饲料的猪肉所导致的恶果，也不能
把熊熊大火全部归之于不阻燃的保温材
料，但是能说跟它们没有关系吗？那些
不法的企业和商贩们，你们难道不知道
你们是在做着图财害命的勾当吗？！当
看到因为你们的缘故带来无辜群众生命
财产无法挽回的损失，一幅幅惨不忍睹
的画面，一张张悲痛欲绝的面孔，一声
声怒不可遏的控诉，你们的良心何安？
于心何忍？

这些是被发现了的，曝光出来的，
现形了的，可是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
的，还有多少依然在披着堂而皇之的外
衣，唱着冠冕堂皇的高调欺骗消费者，
到底还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猫腻，当
掀开他们的盖头来，会惊出消费者多少
冷汗？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
还潜藏着多少的危险，我们在不知不觉
中消费着多少垃圾，得知真相后会让人
产生怎样的后怕？

当然，相信不法企业和商贩只是个
别只是少数，但这个别少数足以败坏消
费者的胃口，影响消费者对消费的信
心，败坏整个社会的道德，滋长互不信
任的风气。其实，从行业自身的发展来
讲，这种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做法也
是得不偿失，是在自掘坟墓，自取灭
亡。曾几何时，双汇冷鲜肉，双汇火腿
肠，广告铺天盖地，产品名满天下，在
消费者心目中，双汇就意味着质量，意
味着放心，意味着保证，可是他们是不
是把消费者的信任放在心上了呢，是不
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作一种责任一种使
命一种要求了呢，显然没有，当“十八
道检验、十八个放心”的口号成为莫大
的讽刺的时候，消费者的心里也充斥着
极大的愤怒，世间还有比信任被愚弄更
让人不能忍受的吗。可想而知，如果双
汇不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弥补过失，那么
它的未来就是死路一条，消费者会毫不
犹豫地把它抛弃。实际上，央视刚刚曝
光出来双汇的“瘦肉精”事件，双汇集
团旗下上市公司双汇发展已经跌停了。
这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都说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督检
查和惩处力度；消费者提高防范意识，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这些都对，也是必
不可少的。但是光靠外在的约束，光靠
制度法律，总有不完备的地方，总有漏
洞可寻。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还需要
行业自律，着眼长远，立足诚信，心怀
大爱，这些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企业
自身，都是必不可少的。

“自作孽，不可活”，请牢记古人
的这一振聋发聩之言。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当你行动不便时，有机
器人为你打扫房间；当你年老体弱时，有机器人
为你端茶倒水；当你身体不适时，有机器人为你
测量体温、血压和心率，并向家人传输你的即时
健康信息……

目前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仍是科幻场景。但
山东大学的一项研究，为更多机器人走入家庭生
活开辟了高速入口。近日，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
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田国会主持的“智能敏捷家
庭助理机器人综合平台”通过技术鉴定。该项研
究将机器人技术和智能空间技术相结合，有望让
机器人学会做家务，成为家庭中的生活助理。

田国会是山东省机器人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他在国内首先提出“服务机器人智能空
间”的概念，该项目组获得了国家“863”计划重
点项目课题支持。

随着机器人研究与应用的飞速发展，在工厂
车间，使用机械手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机器人
走进家庭却遭遇瓶颈。田国会分析，究其原因，
家庭环境的杂乱无章为机器人活动造成很大障

碍。“对机器人而言，如何确定物品的精确位
置，这是首先需要克服的难题。”田国会说。如
果给每个机器人使用定位导航技术，将大量家庭
物品信息录入数据库，技术成本就会很高，这是
把机器人挡在普通家庭门外的重要原因。

田国会在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
采用了“服务机器人智能分布”的思想。何谓空
间里的智能分布？举例来说，如果把机器人的眼
睛(也就是摄像头)放到服务环境高处，比如挂到屋
顶上，是不是看得更高更远？这个摄像头显然可
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当家庭环境中有
多个机器人工作时，可以共享这个“眼高于顶”
的摄像头。

“这是一条真正让服务机器人走向人类生活
的道路，很多专家把这项技术称作一条高速公
路。”田国会说。相比于把单个机器人向着越来
越复杂的方向改进，智能空间反其道而行，化零
为整，把智能分布到整个空间中。

“在有遮挡、摆放杂乱的家庭环境中完成智
能空间的搭建后，可通过无线射频技术，进行目

标物品粗定位，再启动辅助的机载摄像头找到物
品。机器人只要通过大体轮廓就可以比较容易地
识别物品，然后通过二维条形码‘理解物品’，
进一步执行具体的任务。”田国会说。服务机器
人智能空间采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设计，实现了
智能空间综合信息、命令传输异构网络平台，实
现了智能空间信息的分布获取、平台共享和语
音、动作、手势等多种人机交互方式。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人在家中少人陪
伴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让机器人辅助家人监护
老人，也是田国会研究的重点。当老人在家中摔
倒，机器人能检测到老人摔倒的动作，确定老人
的位置并马上来到老人身边，通过机载摄像头近
距离观察老人的状态，识别这个动作并把信息发
送给家人和社区医疗中心。

“如果机器人可以看人‘脸色’行事，就可
以提供更高智能的主动服务。这也是我们研究中
的重点之一。”田国会说，让机器人不只是机械
地工作，而是提供更高智能、更加人性化的服
务，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最终被家庭所接受。当

老人作出了躺下这一动作，机器人能否理解他是
跌倒了，还是要休息？这需要机器人区分老人的
行为意图，比如躺在床上或沙发上，这和躺在地
上有不同的意义。在智能空间中，无线传感器技
术还可以及时检测老人的生命参数，比如脉搏、
血压、体温等。这项技术有望在医院、敬老院、
福利院或者残疾人学校等公共场所率先试用。

3月4日，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妇联
分组讨论现场，记者见到了樊锦诗，这位73岁的
老人个子瘦小，花白的齐耳短发，面容清癯，略
佝偻着身子，穿着一件半旧的毛衣外套，带着个
大包。在众多女委员中，看起来并不特别，可她
身上却有一大串“吓人”的称号：“全国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
物”、“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虽然早就听说她是“火箭筒”脾气，干起工
作“六亲不认”，“骂”起人来直拍桌子，记者
还是散会时上前跟她攀谈起来，得知了记者的身
份，她上来就说“我很怕记者哦。莫高窟的事情
太长了，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禁不住记者的软磨硬泡，她答应当天晚上接
受我们的专访。

与莫高窟“一见钟情”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祖籍杭州，成长
于上海，有着江南女子与生俱来的书卷气。“父
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
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
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
系。大学期间，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
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
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
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
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
莫高窟前，樊锦诗被深深打动了，“一见钟情”
爱上了这个“墙上的博物馆”。

“虽然非常着迷，但是我在大城市长大，当
时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樊锦诗坦
言。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尚未结束，樊锦诗提
前回京了。第二年，她大学毕业，时任敦煌文物
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
敢“接招”，毅然来到敦煌。从此，莫高窟上有
了这位瘦小女性的身影。

20世纪60年代初的敦煌没有电灯，井水又浑
又苦，房子是土块垒的，门都是透风的。宿舍没
有卫生设备，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这些都让
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苦不堪言，但她还
是咬牙坚持下来了，这一呆就是40多年。

建立数字敦煌馆

这几年樊锦诗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敦煌”
的建设。“莫高窟仿佛一位老人，在慢慢变老。
我们能做得就是延缓‘她’老去的步伐。用现有

最好的技术把她现在的各种信息存储下来。”樊
锦诗说，“我们不能让莫高窟带病工作。”

因此，樊锦诗对这些壁画提出了“基于保护
的开发”理念。“这些壁画，很多都已经诞生了
一千多年，但在过去100年间，衰退速度加快了。
因为自从敦煌对外开放以后，我们每年都要接待
大量游客，洞窟里的环境原本是恒定的，游客一
进入，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都发生了变化，这
对文物保护非常不利。”樊锦诗说。

如何平衡旅游收入和壁画保护之间的关系，
让樊锦诗很头疼。为了尽可能把旅游开发对敦煌
洞窟的影响减到最低，敦煌洞窟如今只轮流开放
735个中的60个面积较大、基本无病害的洞窟，且
每次最多只允许30人入洞。洞窟中置有温度、湿
度及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旦某个洞窟显示数据超
标，即暂停开放进行调整。

经过多方论证，她提出了建立“数字敦煌馆”的
建议。“我们吸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先进经
验，建设具有综合功能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
用当代数字技术和展示手段，通过洞窟三维立体实
景漫游，使游客身临其境地观赏典型洞窟和丰富的
敦煌文化，这个项目的建成可以大大缓解旅游给洞
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樊锦诗说。

这是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工程，从来没有博
物馆采用这种方式展示文物的文化内涵。“中国现
有的球幕电影都是由国外制作的，是‘交钥匙’工

程，但我们坚持要自己做。”
她向记者解释，按照这个设想，首先需要两

组摄影队同时拍摄，利用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根
据洞窟形制选取不同的节点，每个节点分为60
度，45度，0度，—45度，—60度五圈场景组成。
拍摄完成后用软件处理，经处理后的照片就可以
在计算机上虚拟地看洞窟了。拍摄时的节点位
置，就是游览者的位置，游客可以在不同的位
置，向不同的方向看，也可以放大某个局部仔细
研究。“我们设想的是，让游客先看球幕电影，
对整个莫高窟有个完整印象后，再进洞参观。”

其次是节目制作，“如何写一个好的剧本，
能够全面展示敦煌的魅力也让我们煞费苦心。”
樊锦诗透露，这个节目的剧本基本已经确定由著
名作家冯骥才来撰写。“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问
题，我一想起来就睡不着觉。”樊锦诗说。按照
“数字敦煌”的设想，这项工程大概需要2 . 6亿元
人民币的资金，早在2003年的政协会议上，樊锦
诗就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第十届全国政协会
议提交提案，详细描述了“数字敦煌”的设想，
并受到高度重视。在历经5年的调研试点后，此提
案终于生效，“莫高窟保护利用实施工程”2009
年正式实施，这一工程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工程最
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综合性保护工程。除了
“数字敦煌”，还有崖体保护、栈道改造、风沙
保护、安全保护等工程。“本来‘数字敦煌’的

资金就很紧张，再因为总投资中的30%资金需要地
方政府配套解决，加上其余的保护工程，资金缺
口就更大了。”

虽然“数字敦煌”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樊锦
诗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不但要做，而且要
做好，要不就对不起我的前辈们。”

“给国家出个好主意”

对于敦煌流失的文物，樊锦诗认为应该理性
地去看，“这是历史造成的，历史的东西，用概
念化的东西去说它，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说的。中
国的文物流失的数量不是一件两件，据统计有一
千多万件。而敦煌流失的文物，我们一般不称为
抢夺，它是带有欺骗性质的盗取。”

樊锦诗说，目前敦煌流失在外的文物大概有3
万多件，但准确的数字谁也说不出来。这是很大
的遗憾，也是影响藏经洞研究的一大障碍。“我
们特别希望这些文物归还到敦煌，这是一个很艰
难的事情。现在已知文物流散到12个国家，主要
在英、法、俄，其次是印度、日本，还有丹麦、
瑞典、芬兰、美国、土耳其、韩国、德国等。国
内分散在台湾、香港、江苏、上海、浙江、辽
宁、北京等省市，广东好像也有，据知山东也
有。目前国内外六七十家博物馆都收藏了敦煌的
文物。”

“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是挖不完的，每个民
族必须从她的文化中才能汲取最丰富的营养。”
樊锦诗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花钱保护已
有文物，却着迷于建造一些标志性的‘假文
物’。国家的钱不多，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她
越说语速越快，“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功能地位
是历史公认的，文化绝不是投进去大量的钱就能
弄出来的，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智慧来冷静思考这
些问题。”

樊锦诗从1998年开始做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本来想最多干四五年，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
工作着，忙碌着，这样也算一种养生吧。”现在
没有特别的事，樊锦诗基本不离开敦煌，她说在
这里感觉心比较静。

作为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开玩笑地说
自己最怕开会，但每年开会她又是最认真的。今
年全国“两会”上，她带来了3件提案，都是有关
于敦煌和甘肃省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的。“作为
政协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国家出个好主
意，想个好点子，而且这个主意必须切实可行，
用提案的形式表达我觉得是最好的。”

在采访樊锦诗的过程中，经常有人过来打
断，“您是樊委员吧？”“您是从敦煌来的
吧。”她总是笑着回应，“一个人做一件事不容
易，我就用我的一生来保护敦煌吧。”

樊锦诗：守望敦煌
□ 本报记者 董卿 赵琳 贾瑞君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 4至 1 4世纪，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

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称誉。在这里，有一位女性，以自己瘦弱的身躯苦苦

守候了莫高窟 4 0多年，她就是甘肃省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 齐鲁学人

田国会：让机器人学会做家务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徐潇恬

■ 周末感言

自作孽
不可活

□ 张文珍

日籍空姐的心愿

据统计，东航、上航共
有48位日籍空姐，目前，这
48位姑娘依然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希望自己的祖国和人
民挺过难关是她们共同的心
愿。

我们给家人报平安

3月16日，在日本大
地震重灾区大船渡市一个
避难所，来自山东日照的
研修生们合影留念，给家
人报平安。他们将于一星
期内经中国驻日使领馆安
排返回祖国。

双汇发展停牌

3月16日，受“瘦肉
精”猪肉事件影响，股票
“双汇发展”停牌，双汇
产品在市场上受到一定影
响。

德国暂时关闭7座核电站

3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
尔在柏林宣布，德国将暂时关
闭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7座
核电站，同时对所有核电站进
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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