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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一个恐龙玩具、一辆汽车玩具、一个小
猫图案……１２月６日，“３D，触手可及”特

别活动在省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中心举办，
许多小朋友拿着自己的玩具、绘画作品，来
亲身体验现代信息技术的无限魅力。８岁的
小孟皓不停地问，“这是怎么（制）造出来

的？”
虽然３D打印机已经有近３０年的历史，但

３D打印究竟是什么东西，它能给我们的生产
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大部分人还在迷茫
中。来自北京寓乐世界教育科技公司的大区
经理郭广州表示，“变化的不仅是我们的生
活，更多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所谓３D打印技术，是指一种由计算机
辅助设计软件通过成型设备，以材料堆积
方式制成实物模型的增材制造技术。它通
过电子制图、远程数据传输、激光扫描、
材料熔化等一系列技术，使特定金属粉或
者记忆材料熔化，并按照电子模型图的指
示一层层重新叠加起来，最终把电子模型
图变成实物。

“目前，３D打印在工业制造、消费电
子、建筑业、生物医学以及个性化消费品等
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制造的效率
和精度。”郭广州表示，对于航空航天和军
事工业来说，３D打印是很快就可以产生效益
的方向。“这些工业零件的需求量小，导致
成本高，不适合工厂批量生产。”

在生物医药领域，３D打印技术也得以广
泛运用。生物３D打印，是用生物高分子材料
进行细胞３D打印的技术，其原理是将细胞打
印在一层一层的特殊热敏材料上，打印完之
后将材料叠加起来就得到所需要的细胞结
构，这些细胞会自发地迁移、扩散、自组
织，重新形成一个器官。

“现在，人体的各个器官，包括心
脏、肾脏、血管等，都可以３D打印出
来。而生物材料打印出来的器官，能临床
应用是终极目标。器官移植很不容易，而
且价格昂贵，生物３D打印技术来了，事
情就简单了。”郭广州表示，我国医学领

域的３D打印刚刚起步，培植器官尖端技术
还在国外。

但在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领
域，３D打印能否被广泛使用呢？郭广州表
示，“由于３D打印源文件的缺失，打印材料
价格昂贵，这就导致３D打印始终不够高效，
不容易在生活中被广泛利用，但它的未来值
得期待。”

调查显示，到２０１５年，中国３D打印机的
市场规模将达百亿元，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市场。“３D打印最初的设想就是定
制个性化的东西。”郭广州表示，未来的某
一天，我们家的吸尘器零件坏了，但工厂已
经停产了，怎么维修？就从网络下载源文
件，然后３D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将来，是不是连一把切菜刀都要３D打
印？“３D打印有独特的应用范围，大众化生
活用品的打印成本高于批量生产，就很难采
用打印形式；常规手段难以实现的东西，用
３D打印就比较合算了。”

目前，我国已有公共图书馆引进３D打
印，让读者有高新技术的体验。省图书馆
参考咨询部主任于青表示，现在，有越来
越多的人在关注３D打印，它有可能走进
千家万户，可以做许多现在看起来匪夷所
思的事情。因此，我们图书馆也在考虑购
买３D打印机，培养广大读者尤其是小读
者的创新以及动手能力，“只是看书，读
者会感觉太空洞了，也要增加些体验内
容。”

受限于打印源文件缺失、材料价格昂贵等因素

３D打印，离生活还有多远

□ 王红军

有朋友到青州出差，一回来就跟我探
讨：如果你手中有青州赵秉忠的“状元
卷”，你会拿出来拍卖还是捐给博物馆？言
外之意，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拿到拍卖
市场上销售，有可能获利千万甚至上亿元，
我们能不能抵挡住这“诱惑”，让文物回归
博物馆供更多的人“赏鉴”呢？

之所以有此番交流，是因为最近有一件
关于文物的事件，引发了广泛争论：一个月
前，陕西小伙子李磊捡到一柄青铜剑，交给
了文物部门，并获得５００元奖励，这件事很
快引发了周围人的议论，不少人说他“傻”,
这也让李磊陷入了纠结，“奖这点钱确实太
寒酸了。不交吧，又犯法。”如果再捡到文
物，还会主动上交吗？李磊说：“哪怕是刀

架在脖子上，也不上交了。”
在“文物属于国家”的法律底线之上，

以金钱多少来权衡文物捐赠与否、上交与
否，这与文物交易的投机心理有什么区别？
嘲讽文物上交者“傻”的社会舆论，也更应
该引起我们的担忧。对于群众自觉的文物保
护行为，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不能让文物保
护者“寒了心”。

为什么上交文物反被认为“傻”呢？在
“收藏热”的大环境下，我们过分强调文物
的经济价值，大家一听到是文物，就自动在
心里换算成钱，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文物的价值，更多地在于研究价值，在于历
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价值，不仅不能以
经济价值来衡量，更不能等同于商品。

如今，我们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尴尬：
一方面，古建筑被破坏、文物遭盗卖等令人
痛惜的事件时有发生，屡禁不止；另一方
面，鉴宝节目、拍卖市场火热，不断吸引着
我们的眼球。如此的舆论氛围，让身处其中
的普通群众，自然很难对文物保护产生共
鸣。这才是目前文物保护工作最大的问题。

《文物保护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
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发现文物隐匿
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民族向来崇
尚“拾金不昧”的精神，更何况捡着的这块
“金”还是国家的。

对于上交文物者究竟该怎么奖？奖多
少？《文物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其实，
能够捐赠或主动上交文物的人，都是积极的
文物保护者，应该受到文保部门及全社会的
肯定和称赞，既要考虑给他们一些精神荣誉
的激励，也要考虑到给予适度的物质奖励。

首先，我们应该给文物保护者足够的荣
誉，彰显其无私的精神，让世人效仿。因
此，对于捐赠或主动上交来的珍贵文物，我
们应当建立文保档案、注明其来源，让文物
与上交文物者的故事能永远流传下去。去
年，在陕西石头嘴村西周墓葬保护中有突出
表现的一位年轻农民就说：“虽然奖金不
多，但村里的人都知道了，保护文物是件给
祖宗添彩的事。”

其次，我们虽然不能用奖励多少来衡量
捐赠或上交文物的行为，但给予上交文物者

适当且必要的厚重奖励，也是很有必要的。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管宁
和华歆一起锄菜园子，掘出了一块金子，
管宁如同没见到一样，照常干活；华歆将
金子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扔掉了，“人
以是知其优劣。”说起来，一个普通人，
要让他只讲精神修养，不受物质上的贫困
影响，发挥出坚强崇高的人格，这是做不
到的。

上交文物到底该奖多少？不少人认为
应该重奖，奖金额应与文物价格成比例。
但我认为，奖金额应该以当地百姓的收入
和财政收入作为参照。如果是按照文物市
场价格的比例发放奖金，奖金发少了，大
家不满意，不利于维护文化保护的积极
性；钱多了，就有买卖文物的“嫌疑”，
同样得不偿失。

南怀瑾先生说，“看得破，忍不过；想
得到，做不来。”看到不义之财，第一个念
头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
眼，眼睛都发红了……目前全国部分省市开
始制定群众依法保护文物奖励办法，就是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让文物保护者“寒了心”

狠“杀”网络文化产品低俗之风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就是要在简
政放权的同时，宽进严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市场经
营划出清晰的‘红线’‘底线’，明确什么是鼓励的，什
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要以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来
清除违法，营造晴朗的网络空间。”

———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刘强说。近日，文化部
经过对国内排名靠前的网络动漫网站逐一排查，发现“腾
讯动漫”、“爱动漫”、“漫客栈”、“有妖气”、“微
漫画”等21家网站提供的动漫产品，有的含有血腥、恐
怖、暴力内容，有的故意打涉嫌淫秽色情的擦边球，格调
低下，明显违背社会道德底线和公序良俗，属于互联网文
化管理暂行规定的禁止内容。此外，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的“应用宝”、上海炫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同步推”、北京百度移讯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度应用”
等11家手机游戏平台，涉嫌提供含有宣扬赌博、色情、暴
力，违背社会公德等违规内容的游戏产品。文化部将依法
对违法违规单位进行相应处罚，并将建立违规企业黑名
单，对屡查屡犯的企业依法加大处罚力度。

好编剧要“不旁骛、不着急、走正道”

●“现在一些文艺创作不是扎根人民，而是扎根人民
币；不是扎根生活，而是扎根生意。编剧的主体性正逐渐
消退，于是违反人物性格逻辑、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的情节
会越来越多。明明是同样的创作阵容，作品的质量却会发
生巨大错位。”

——— 编剧宋方金用好友刘震云的三句话来与影视创作
者共勉：不旁骛、不着急、走正道。“走正道，就是要遵
守故事本身的创作规律；不旁骛，就是要专注于故事的技
术；不着急，就是要等待故事成熟。‘讲故事的人’要用
敬畏心对待自己的手艺，让故事艺术好好发展，让消费故
事的大国成为创造故事的大国。”

让文学成为人们相互走近的桥梁

●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用汉语、英语、世界
语三种文字创作，一生为世人留下５００多万字的创作作品
和３００多万字的文学翻译作品，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叶君健用英语创作的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在英
国出版的《山村》等三部长篇小说，引起了欧美读者的极
大关注。特别是由他翻译的全本１６８篇《安徒生童话》，
一直以来备受读者喜爱。

———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叶君健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上说：“叶君健的一生，穿越了语言的疆界，自由地进行
着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如火如荼地‘走出去’的今天，
叶君健的创作实践让我们领悟到，只有真正回到民族的土
壤，回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回到我们共同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穿越和化解隔膜的力量，成为
让互相遥望和想象的人们相互走近的桥梁。”

（孙先凯 辑）

□李磊 报道
12月6日，“3D，触手可及”特别活动在省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中心举办，许多小朋友亲

身体验现代信息技术的无限魅力。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12月5日，在高青县崔张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板大鼓”传承人孙德田（中）向学生传授木板大鼓技艺。当日，该县开展非遗传

人进校园“选秀”活动，来自当地的非遗“木板大鼓”传承人孙德田通过教授学生传唱、敲鼓等传统技艺，让大家近距距离感受非遗的魅
力。同时为更好地发扬与传承“木板大鼓”技艺，孙德田现场对有兴趣学习“木板大鼓”的学生进行简单的考核，初步步选定5至10名小学
生为徒，成立兴趣小组，定期教授“木板大鼓”技艺。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杨淑云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文艺创作
和文艺作品要坚持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讲品位、重格
调，弃粗鄙、戒恶搞，坚决抵制低俗之风。”12月11日，
在全省文化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
神培训班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与到会学员进行了
交流。

王红勇表示，我们应建立健全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
制度。“作家艺术家要带着创作任务，采用定点深入生活
等方式，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在群众的火热实践中汲取
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表现内容，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
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才能使作品始终保
持群众立场和生活温度。”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文艺作品的质量、品
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没有血肉丰满的形象，人
物脸谱化、概念化，文艺作品就难以吸引观众、产生感人
力量。”王红勇说，我们要改变灌输式的创作观念，积极
吸取优秀作品的成功经验改进创作，使作品更好地吸引
人、打动人。

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及我省舞台艺术创作实际，省文化
厅副厅长陈鹏表示，“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不是谋取利益
的手段，也不是艺术家抒发私情的途径。在人民物质生活
水平提升后，需要文艺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培训班上，来自全省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并结合各地实际交
流了艺术创作经验。今年以来，吕剧《回家》、山东梆子
《古城女人》等剧目继续在演出中打磨提升，民族歌剧
《沂蒙、俺爹、俺娘》、话剧《布衣孔子》、柳子戏《张
飞闯辕门》也进入重点打造剧目行列。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更需要文化含量高的、有深
厚底蕴的的优秀文艺作品。”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
表示，有了政府支持，有了人才，就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有了好作品，才能让百姓喜闻乐见；有了广大的观众，就
能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陈鹏表示，在全省统一规划下，我们计划打造历史
文化经典、红色文化礼赞、道德建设示范、时代精神传
播等4个系列的艺术创作工程，“每年每个系列创作生
产3至5部大型优秀作品，利用3至5年时间使每个系列作
品达到10至15部，打造山东知名文化艺术品牌。”

全省文化系统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

艺术家要带着创作任务

定点深入生活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文化厅非遗处获

悉，日前，国务院印发通知公布了第四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我省共有１９个大
项、２０个小项入选，其中新入选名录７项、
扩展名录１３项，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数量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此次非遗名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后首次评审出的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不仅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调整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且
重点关注了反映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农
耕文明、民众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非遗项
目，如我省的孟母教子传说等项目成功入
选。

据了解，民间文学类有胡峄阳传说（青
岛市城阳区）、孟母教子传说（邹城市）、
孟姜女传说（莱芜市莱城区），曲艺类有山
东花鼓（菏泽市）、山东落子（金乡县），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有徐家拳（新泰
市）、螳螂拳（青岛市市南区），传统美术
类有传统玩具（郯城木旋玩具）（郯城
县）、内画（鲁派内画）（淄博市张店
区），传统技艺类有德州扒鸡制作技艺（德
州市）、龙口粉丝传统手工生产技艺（招远
市）、玻璃烧造技艺（淄博市博山区、曲阜
市）、德州黑陶烧制技艺（德州市）、卤水
制盐技艺（寿光市）、酱肉制作技艺（亓氏
酱香源肉食酱制技艺）（莱芜市莱城区），
传统医药类有二仙膏制作技艺（济宁市任城
区）、新泰孟氏正骨疗法（新泰市），民俗
类有淄博花灯会（淄博市张店区）、东镇沂
山祭祀（临朐市）入选。

我省２０项目入选

第四批国家非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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