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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mo了”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我emo了’是什么意思？”“e（音同
“一”）个人momo（即“默默”）地哭”？

这段不知夹杂着中英文还是文字拼音的对话，
乍一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我emo了”却
是不少人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可作如下解释———
即“我抑郁了”“我颓废了”或“我情绪化了”。
emo，全称“Emotional Hardcore”，即情绪硬核，
最初是从硬核朋克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有着艺术家气
派的音乐。正如其名，emo是一种凸显情绪化表达
的音乐，随着旋律递进，乐队在舞台上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呐喊、嚎叫、抽泣，时常有之。后来
emo逐渐演化为一种涵盖服饰发型、言行举止的风
格。近来，随着“网抑云”的兴起，一种专指某种
情绪的emo文化再次出现，emo通常带着颓废、抑
郁和伤感的底色。

近义词：“网抑云”，以评论区闻名的网易云
APP中，充斥着大量伤感的言语，最具代表性的莫
过于“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不论是真情流露，
还是无病呻吟，总能勾起同病相怜的人一起交流
“病情”。“丧文化”，是指以“葛优躺”等为代
表的一种青年亚文化。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
emo。基金人看着满屏绿光，陷入emo；对于“学
生党”来说，看不到尽头的期末季、毕业之际的分
离和迷茫是他们的emo。工作的烦恼、爱情的不
顺，不管处境如何，emo总有由头。一天之中，深
夜总是人们集体沦陷emo的时候，但等太阳升起
后，一切emo又都烟消云散。

不管什么时代，人们总需要一个释放情绪的出
口。诗歌、校园民谣、青春疼痛文学……以不同形
式背负了不同时代的痛点，不同阶段人的迷惘苦
闷。在互联网时代，emo附着在音乐的种子上破土
而出，在网络社区的你来我往间发酵膨胀。像这个
时代的一切一样，情绪的表达也被精简至于近乎虚
无。一句可以替代万语千言的emo被轻易地捡起
来、灵活地运用，或许也会很快地被淡漠、被遗
忘，让位于新的e或者m抑或o。

“破防了”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一句“我破防了”，道出百般复杂的情绪。
释义：原指游戏用语，即游戏中的装备、技能

被打破，失去了防御效果。而在现实和网络语境
中，破除的不是游戏防御，而是心理防御，是心理
防线被击溃了。破防的缘由各有不同，也因此衍生
出不同的意思。如果在对线中节节败退，跳脚急眼
了，恼羞成怒，破防是一种嘲讽；如果是因过度悲
伤而动容，破防又是一种崩溃；如果备受触动，破
防又是一种感动。

近义词：“无能狂怒”，来源于游戏GTA5中
的一款电视节目《无能狂怒人》，讽刺那些无能却
情绪愤怒的人。“被刀”，即被虐到、被伤害的意思，
完整的说法是“人被刀，就会死”，追的剧，看的
小说，碰上虐心桥段，或者直接“bad ending”，对
于观众、读者而言，就是“被刀”了。

当代人，似乎越来越容易遭遇让自己破防的事
情。宏大的公共事件，琐碎细微的日常，屏幕里的
温暖一幕，都是一幕幕破防瞬间。为什么当代人这
么容易破防？是心理防线低了，脆弱得无力承受现
实吗？或许只是从无数小事里，在他人的故事中照
见了自己。

“藏狐表情包”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会火的表情包是什么。
最近，有这样一张表情包刷屏了。图片中的男子有
着一张神似藏狐的脸，恍若灵魂出窍一般，表情几
度变幻，“狐疑中带着一丝茫然，崩溃中又略有几
分挣扎”。

像大多数走红的表情包一样，越能表达言不尽
意的情绪，用起来就越称手。苦熬到半夜付尾款、
看着钱包被掏空的时候，人在屋外、钥匙被锁在房
间里的时候……现实中总有够荒诞、够无奈的一
刻，语言苍白无力的时候，抛去这样一张表情包便
足以尽其意。

这张表情包的原主是B站up主@无穷小亮的科
普日常，作为一名科普类博主，他的日常就是帮助
网友鉴别各类稀奇古怪、来路不明的生物。但画风
常常变歪，网友会时不时地发来一些恶搞视频，比
如把插在树枝上的葡萄当成变异品种，将一片长成
猴子形状的海藻看成水猴子等等。

在一期“网络热传生物鉴定”系列视频中，有
网友发来几段荒岛求生的视频，自称在荒岛上求生
的人在海滩上捡到了半人高的石斑鱼、龙虾、冬
瓜，甚至还有活生生的女人……仿佛把观众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于是乎，小亮皱眉沉思、捂脸崩
溃、倚墙绝望，一张“神图”由此诞生。

但搞笑的背后，是科普真理、澄清误解的长路
漫漫。在谣言丛生、伪科学充斥的环境中，荒诞有
时候成了真理；当下的明白，在芜杂的信息轰炸过
后，可能又会变成下一秒的糊涂。小亮曾在接受采
访时说，科普其实就是和谣言抢夺阵地，造谣的人
不停歇，他也不能放弃。

科普之路，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可能是一厢情
愿的，但并不意味着是没有价值的。“一个树懒，
你不告诉他这是树懒，他就认为这是‘水猴子’。
但你一告诉他，窗户纸一捅破，他立马觉得这件事
非常荒诞。我就要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去对抗舆
论的这种荒诞。”小亮说。

□ 王文珏

“坏人”，如今越来越受银幕欢迎。坏人
们似乎心比比干多一窍，又好像在情感空间里
比别人多几个维度，破坏性强，力道十足，在
黑夜里闪闪放光。尤其是那些坏不到底的坏
人，黑白不定，内心徘徊里走出了人的彻底，
也走出了魔的欲望。

《101忠狗》里，那对护狗小夫妻随着时
光的流逝已面目扁平模糊。但那个披着狗皮大
氅，叼着长烟枪的红唇库伊拉，反而成为坏人
界经典。6月6日起在内地上映的新片《黑白魔
女库伊拉》，主攻坏女人的青春时代，力图带
给人们一个疯魔的天才，一个屡屡被亲情伤害
背叛的普通女孩。

“坏人”成戏不简单。要坏，还要没那么
坏，坏出来龙去脉，坏出气贯长虹的“我不得
不”，在拿捏人类情感的阴阳两面之间反复横
跳。迪士尼为库伊拉设计了黑暗心酸的童年：
头发天生黑白两色的小孩走到哪里都被霸凌，
母亲只好带她奔赴伦敦，希望一个开明城市能
容纳“怪胎”。行至山穷水尽，母亲去昔日雇
主、时尚大师男爵夫人那里求救，却被男爵夫
人唤狗扑下了悬崖。小库伊拉以为母亲的死是
自己的过错，从此沉默又疯狂。

伦敦也一样冷。孤儿库伊拉与小偷朋友一

起长大，成了小偷女王。而天生的时尚DNA
始终不甘，她雄心勃勃进入男爵夫人的时尚帝
国打工，从小喽啰做起，如同安妮·海瑟薇之
于《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当惊世才华已足以
与男爵夫人抗衡，她也发现了母亲之死的真
相。更加反转的是，眼前冷血恶毒到极点的时
尚大师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一场关于亲情的
复仇，就这样在“你黑，我更黑”中展开……

近几年，迪士尼摸到了市场的脉，屡屡到
自己的“对面”去借助黑暗的力量讲故事。尤
其在“大女主”类型片中，黑暗给人物内心冲
突带来十足的澎湃动力。库伊拉被母亲抛弃，
又被环境霸凌，还始终夹杂着自我否定，汇聚
于复仇中攒起怼天怼地的能量。黑化的过程，
反而成了洗白的过程——— 记忆中那个苍老贪婪
的库伊拉不见了，观众眼中只有这个瘦弱躯
干，黑瞳闪泪，燃烧着反骨烈焰的库伊拉。与
迪士尼过去四平八稳的故事相比，人们在这种
类型片里随角色求爽得爽，宣泄感十足。

整部影片的观感美艳惊人，光怪陆离。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伦敦时尚界的朋克风刚刚兴
起，不屑一顾的放肆与破坏，时刻准备手撕古
典唯美派。母与女就这样夹杂着置对方于死地
的欲望和审美的互相鄙视，轰轰烈烈地过招
儿。全片的时尚大战化身美之对决——— 华丽朋
克像妖王塞壬般，亮出来自叛逆未来的招牌。
与男爵夫人的高贵清冷相比，黑白分明的库伊
拉把贫民区带来的“脏乱差”升华为“酷烈”
的力量，如野草生机勃发，疯狂扩张。在男爵
夫人精心设计的晚宴上，库伊拉乘巨大的垃圾

车呼啸而来，翻斗倾倒后，滚滚曳地的裙裾狂
浪层叠，盛大到仿佛没有尽头。故事里原本单
薄的起承转合，被美的杀气腾腾掩盖了几分。

尽管影片有“坏女人”“黑化”等头衔，
迪士尼的理念在于，要想黑得漂亮，必须黑皮
白心。再怎么作妖，主人公还是能守住迪士尼
的老本行——— 真善美内核。即使它微妙地变换
了形态，减少了分量，但那一点点对于朋友、
亲人乃至理想世界的不舍，必须是人性中定盘
的星。有了这一点，迪士尼才放心大胆地黑化
自己的主人公，让她合理化复仇，合情化疯
狂。但不管如何霹雳手段，最终仍要收起黑色
羽翼，凭着对屈辱、不公的彻底洗雪，变成荣
耀归来的胜利天使。

作为歌颂人类情感的老手，迪士尼一直知
黑守白。它并非不能体察残酷的真正内核，却宁
肯坚持真善美与暗黑元素之间的平衡。对它来
说，放弃真善美，走冰冷黑的路子就是放弃自己
的基本盘，风险不小。2009年的《鬼妈妈》是
它最大胆的一次尝试，故事惊艳的不仅是暗黑
系画面，更有对一个貌似合情合理的世界、现实
之墙背后的无限怀疑。相比之下，欧洲一些新锐
导演的作品“黑”得不那么硬，他们着眼的并非
某个个体的黑色遭遇与治愈，而是把黑色溶解
在童话故事的边边角角，不知不觉间，锤裂完
美世界。法国动画《机械心》中，幽光明灭的浪漫
永远伴随着“刀”，漫天白雪淹没终将破碎的
爱情——— 爱，就会带来宿命的伤害，寒针般刺
透了成年人的心。与这种“真黑真冷”派作品
相比，迪士尼再黑也黑不出三里地。

《黑白魔女库伊拉》：迪士尼的知黑守白

□ 本报记者 卢 昱

40余种珍贵宋元刻本、写本，著名藏书
楼嘉业堂、密韵楼的抄本，文澜阁《四库全
书》零本……近日，这批珍藏于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古籍善本，以数字化方
式进驻“汉典重光”古籍平台（网址为https:/
/wenyuan.aliyun.com/home）。

古籍中那些手写或印刷在薄薄宣纸上的
方块汉字，经过数字化，飘起在“云端”，
文化积淀又有了新的保存与光大的途径。

钱钟书的敏锐与远见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公藏单位拥有古籍
总量超过5000万册，需要修复的古籍约1500
万册。即使在古籍不再继续遭到破坏的前提
下，以当前的修复人才及修复条件计算，要
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仍需数百年。

古籍文献集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于一
身。从保护的角度看，古籍应在合适的环境
中收藏，尽量减少在普通环境中的时间，降
低使用时可能带来的损伤。有测试表明，一
部宋元古籍，离开专用书库，置于普通阅览
室中供人翻阅一小时，其寿命就会缩短数
月。

从利用的角度看，古籍若沉睡在库房，
就无法发挥其价值，而且许多学者的研究与
古籍内容息息相关。此时，古籍数字化像一
把钥匙，打开了“用”与“藏”环环相扣的
铁锁。

事实上，“古籍”与“数字化”已相遇
三十余年。

古籍数字化，最初扎根在红学研究领
域。在1980年国际红学会议上，美籍华裔学
者陈炳藻提交《从字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
作者问题》，提出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
的字词，以辅助确定《红楼梦》尤其是后四
十回作者的问题。国外的这些信息激发了国
内部分学者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并尝试将
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

受此启发，镇江的红学研究者彭昆仑开
始利用计算机程序探讨《红楼梦》人物年龄
的问题。1985年他调到镇江市科委后，又与
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合作完成《红楼
梦》数据库。此后，深圳大学建成“红楼梦
多功能检索系统”。

1980年前后，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到英国
访学，看到英国学者用电脑储存、查阅莎士
比亚的资料。回国后，她把这一信息告诉钱
钟书。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鲜事物的
价值，让助手栾贵明从事相关研究。

在钱钟书的指导下，栾贵明主持的课题
组先后完成“《论语》数据库”“《全唐
诗》速检系统”等课题，并荣获1990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这些都是利用计算
机进行人文研究的早期实践。

当时，古籍数字化还在萌芽状态。在
1987年1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数
据库》一书卷首，钱钟书写道：“从理论上

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他工具没有
什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
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
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
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
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
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
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
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
训。”——— 当前古籍数字化的潮流，可说是
对他远见的最好褒奖。

数字古籍为“母本”代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古籍文献数据库
的建设步入快车道。

1996年，书同文公司启动的文渊阁《四
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标志性工程，被誉为
大型中文电子出版工程的典范。该工程动用
300名校录人员、60名技术、学术和管理人
员，历时三年多完成。

而今，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
库”已在线发布超过3 . 3万部的古籍影像；中
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发布3000多
种、15亿字的点校本古籍；爱如生公司的
“中国基本古籍库”收书1万种，既有可供检
索的全文，又提供古籍原版图像；像家谱、
方志、中医药等专类古籍在多地兴起……

除了以上大而强的综合数据库，在网络
上，很多古籍爱好者，出于热爱和自觉，建
立古籍数据库，如“书格”“殆知阁”等，
与以上数据库多头掘进，共同成为诸多文史
研究者的助手。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在服务于学术研究
方面，立功颇多。比如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
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浙
江大学徐永明团队与哈佛大学共建的“学术
地图发布平台”、中国社科院刘京臣的“宋
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等值得关注
的数字人文成果，其平台的建设离不开数字
化古籍的基础作用。

而数字化之后，古籍“母本”不再需要
冒着各种风险“抛头露脸”。与此同时，数
字化的古籍，可以走出“深闺”，像孙悟空
一般实现七十二种变化，在不同时间满足不
同地域读者的阅读需求，实现一对多、点对
面、虚对实的变化。

在山东，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也在同步跟
进。据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
馆员杜云虹介绍，省图在2013年发布“山东
省图书馆古籍珍本数据库”，收入数字化古
籍资源近1000种，共计10万余拍，内容涵盖
从明代至民国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经史子
集四部类古籍资源；2018年，省图将数字化
的馆藏《永乐南藏》1600余部佛经、204592
拍、587764页，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目前，
省图已完成“易学古籍数据库”建设，实现
6164种易学古籍书目在线检索和其中900种易
学古籍的数字化……

“现在，古籍普查工作还没有最终完
成。我们要摸清家底，古籍数字化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儿，要在保护好古籍的前提下，做
好规划，清楚哪些工作是最迫切的，不能零

打碎敲地做，更不能盲目开发利用。”杜云
虹说。

对于如何用好“在云端”的古籍宝库，
杜云虹分析道：“怎么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让大家觉得不很遥远，有很多工作要
做。央视的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讲述典
籍传承文明的故事，是很好的尝试。”

当阿里涉足古籍

“电商巨头阿里涉足古籍行业。这在电
商行业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但在古籍领域
确实算得上一个大新闻。”网友“人生五
味”评价道。

阿里巴巴达摩院院长张建锋表示，达
摩院自2017年起接触古籍数字化领域，2019
年正式参与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四川
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国
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合作开展的“汉典
重光”项目，旨在寻觅流散海外的中国古
籍并将其数字化、公共化，让普通人也能
亲近古籍，通过古籍与先贤对话、与优秀
传统文化对话。

目前，首批20万页古籍已完成数字化，
并沉淀为覆盖3万多字的古籍字典，公众可通
过“汉典重光”平台翻阅、检索古籍。记者
打开平台网页，试着搜索“山东”“济南”
等关键词，跳出《战国策》《通鉴纲目》
《河防一览》等结果，皆可定点查询、锁
定。相较于其他成熟的数据库，“汉典重
光”后台的数据量还偏小，在使用时也有一
些不够流畅之处。

新潮的阿里似乎对陈旧的古籍还不太熟
悉，但这种“相逢”正探寻着古籍数字化的
新路径。

据悉，古籍数字化大概有以下流程：采
集侧，将纸质书变为电子扫描版；生产侧，
将电子扫描版变为文字版；应用侧，将文字
版变为古籍研学系统，涵盖检索、字典、知
识图谱等功能。

目前，古籍数字化在采集侧、生产侧有
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纯人工录入，如一本书
有10万字，人工把10万字输入计算机。像
《四库全书》的编修，就是纸书时代的“人
工录入”，当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纪昀
等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丛书编修，一共用
了3800多人、耗时13年才完成。《四库全
书》包含3462种书、7 . 9万余卷、3 . 6万余册，
总字数约10亿。在当下，已很难找到并组织
众多精通古文字的专家，如此专注、数
十年如一日地来做录入工作。

第二种是计算机与人工结
合，计算机利用文字识别技
术提取一部分文字，计算
机无法识别的文字则由
人类专家手动录入，
最终再由人工进行检
校。这一技术路线
虽探索多年，但始
终没能让识别效
率大幅提升。原
因主要在于：计
算机能识得的古

籍文字极为有限，若用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
“教会”计算机海量的古籍文字，得先提供
海量的标注数据，用于训练识别模型。而古
籍文字没有现成的标注数据，需要懂古文的
专业人士手动标注，可能比人工直接录入的
工作量更大、成本更高。

面对海量无标注的数据，如何让AI（人
工智能）快速批量识别古籍，始终是古籍数
字化领域的技术瓶颈。对此，阿里巴巴达摩
院技术团队与四川大学专家联手，在第二种
技术方法的基础上，研发了一套全新的识别
系统。

首先是全书检测，把古籍正文中的每个
字都抠出来，作为单独的一张图；然后进行
聚类，一本古籍总字数可能有10万字，但其
中有很多字是重复的，比如“之”“乎”
“者”“也”等，聚类就是让机器自动把字
形笔画一致的字归为一类，接着再由专家进
行标注。原本全部要人工标注10万字的书，
经过聚类，只需要对二三千字类进行标注即
可，一类字只需标注一次。

聚类和人工标注，不仅完成了每一类文
字的认字过程，还收获了更多新的训练样
本，可以继续喂给机器学习。古籍里有很多
生僻字、异体字、异形字，出现概率极低，
几乎找不到样本。对此，达摩院团队使用字
体迁移方法，让机器自动为每个字合成几个
新样本，确保单字样本量达到10个，用来训
练少样本识别模型。

从聚类到少样本模型识别，走完一轮，
全书7 0%左右的文字可以被打上正确的标
签，余下的部分将从头再来一遍，进行第二
轮迭代，又能解决余下文字中的70%。经过
两轮迭代，一本书91%的文字可以被识别。
如此，通过不断的学习，训练数据越来越
多，机器的认字能力也越来越强。

在复杂的算法养成过程中，人工标注的
工作量被大大降低。“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提
升，目前达摩院系统对伯克利20万页古籍的
整体识别准确率达到了97 . 5%。这套人机交互
的识别方案，录入效率比纯人工输入提升了
近30倍。”张建锋说。

张建锋表示，守护中华传世典籍，是科
技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的使命。阿里计
划将这套技术工具连同古籍数字化平台一并
捐赠，交由权威公共机构长期运营；同时，
阿里仍将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上持续投入人
力、物力。

手写或印刷在薄薄宣纸上的方块汉字走出“深闺”，古籍数字化像一把钥匙……

打开“用”与“藏”环环相扣的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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