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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

吼秦腔。”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古老的摇

滚”的秦腔携手电竞游戏走向世界舞台。完美

世界电竞出品的主题战歌《花脸》日前正式加

入《CS:GO》客户端，成为自这款“常青树”游戏

上线十年以来首次收录的中文音乐盒。据悉，

《CS:GO》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电竞游戏项目

之一，用户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月

活跃用户超4000万人。中文音乐盒的上线，

意味着全球玩家可以在游戏场景中深度体

验中国非遗文化瑰宝秦腔带来的震撼感。

《CS:GO》收录秦腔《花脸》、《原神》创作

戏歌《神女劈观》、《和平精英》推出京剧皮肤

“梨园星光”……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游

戏“着墨”传统文化，“描画”国粹潮流，吸引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与之同振共鸣。随着

“游戏+艺术”“游戏+文旅”“游戏+动漫”“游

戏+文博”等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涌现，活跃在

赛博空间内外的中华文化元素正聚变出愈

发惊人的正能量。

共谱时代新国潮，让世界聆
听“最古老的摇滚”

“花脸”是秦腔中“净”角的俗称，象征人

设迥异、内心丰富的戏剧形象。游戏战歌

《花脸》融合了秦腔与摇滚的旋律，打破了文

化和语言隔阂，为全世界打开了聆听中国声

音的一扇门。秦腔唱词“用黑白勾画怪诞的

表情、用夸张描摹苦乐的人生”奠定整首歌

的主基调，歌词中还埋入了“咆哮”“巨龙”

“雷击”和“野火”等游戏中的皮肤名称，不仅

巧妙地融合进了歌曲描绘的意境中，也是预

留给《CS:GO》玩家的惊喜。

《花脸》的诞生是《CS:GO》与中国文化之

间进行的一次成功的融合共创。“秦腔高亢、

激越、洒脱，正好契合游戏过程中的拼杀、搏

斗、围攻、智取到胜利的气氛。秦腔、摇滚与

游戏结合，是一次非常合拍的创意。”曲作

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艺术指导罗新

昌说。经过专业团队的精心打磨，《CS:GO》

国服五周年主题战歌《花脸》孕育而生，让秦

腔激发出别具一格的吸引力。

除《花脸》外，《CS:GO》国服还推出了《百

炼人生》非遗锻刀纪录片。游戏运营方找到

中国非遗文化的传承单位龙泉宝剑厂，以龙

泉宝剑传统的锻造方式打造了游戏道具，并

将此过程拍摄成纪录片。“千锤百炼”既是传

统百炼钢锻造技术的核心魅力，也是贯穿这

款硬核竞技游戏的百炼精神。“游戏不仅是

一种娱乐方式，也是具有文化属性的重要载

体。游戏企业和游戏人应当肩负起自身的

社会责任，通过加大科技创新能力，强化跨

界赋能，传承优秀文化，打造健康的网络生

态环境。”完美世界CEO萧泓说。

拓宽内容边界，不断续写“游
戏+”的故事

“曲高未必人不识，自有知音和清词。”

今年1月，上海米哈游出品的“现象级”游戏

《原神》，推出了带有东方风韵的游戏角色云

堇和基于中国传统戏曲创作的唱段《神女劈

观》。随着《原神》火爆“出海”，云堇、京剧和

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文化都火了起来。如

今，风靡全球网络的《神女劈观》在哔哩哔哩

（B站）的播放量突破2665万次，在YouTube

上播放量超500万次。

在数字产品内容设计及叙事结构中融

入“中国基因”，游戏打造了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文化符号。云堇“生活”的璃月地区融入

了张家界、桂林等标志性中国美景，引导玩

家探访中华壮丽山河。据介绍，黄龙景区艳

丽奇绝的五彩池是《原神》璃月地区“渌华

池”的现实原型，不少玩家为此特意到当地

旅游打卡，爆款游戏特有的IP魅力为景区注

入了更多活力。“文化能够赋予作品更强的

生命力和鲜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为游戏

行业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创意空间。”

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裁刘伟认为，在游戏中传递中华传统文化

的真善美，“游戏+文化”让玩家通过游戏了

解中国的人文、地理、历史甚至哲学，可以推

动国产游戏变得更加鲜活、更有生命力。

问世两年来，《原神》始终尝试拓宽内容

边界，不断续写“游戏+”的故事，让玩家以更

丰富的形式感受幻想世界的魅力。9月16

日，米哈游宣布与ufotable共同开启《原神》动

画项目，“游戏+动漫”成为最新探索方向。

在当天播出的游戏新版本前瞻特别节目中，

《原神》首次公布了动画项目的概念视频。

ufotable表示：“为了描绘《原神》迷人的开放

世界，相关动画制作工作已经展开，我们由

衷期待与大家一起踏上旅途的那一天。”

构建“数字场景”，为现实需
求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或许在几年前，等比例高精度还原宏伟

的建筑文物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最近

问世的“数字长城”开创了新局面。通过云游

戏技术，“数字长城”实现对喜峰口长城的毫

米级还原，最终生成了超过10亿面片的超拟

真数字模型。通过腾讯自研的PCG生成技

术，研发团队参考图片和当地县志中的植物

图鉴，“种植”超过20万棵树，构建“一镜到底”

的完整视觉效果。网友可以登录微信小程

序，点击手机屏幕体验“云游”长城的新奇感。

游戏始终与前沿科技共生发展，积累着

独特的技术能力。以更新迭代的技术为底

座，“游戏+文化”不断扩宽数字化应用场景边

界，形成对现实社会有所助益的解决方案。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技术人员基于游戏

技术对鸟巢进行了数字场景建模，并利用虚

拟世界进行节目彩排工作，甚至模拟了开幕

式全流程。“北京冬奥会的彩排因为虚拟场景

的助力，极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北京冬奥会

XR提供方当红齐天集团的体育电竞项目总

监杨晓帅表示。

“游戏技术不仅可以打造出丰富的游戏

产品，同时作为全新的技术支撑和沟通界

面，正在逐步成为许多社会需求和命题的创

新解决方案，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助力各行各

业，构建具备更多可能性的‘超级数字场

景’。”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高级总监罗施

贤说。

爆款游戏“着墨”中华文化，
激发强劲全球吸引力

“我翻译的第一本童书是《小王

子》。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在

1942年写的这本书，和我同一年出

生。如今我已老态毕露，它却依然是

少年。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小王

子，永远是个可爱的小人儿。这本童

书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它自

己却不会老。”80岁上海翻译家周克

希，从与他同龄的《小王子》讲起，诉

说心目中“不会老”的故事们。

《周克希译世界经典童话和寓言》

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并

在朵云书院 ·旗舰店“上海之巅”读书

会首发。全书将周克希翻译过的经典

童话和寓言结集成册，撷取世界文学

长廊中的名作，让安徒生、贝洛、拉封

丹、法朗士的美妙文字陪伴孩子左

右。周克希感慨：书中收录的作品，

“年纪”更大，但它们也不会老。

“书不会老的原因很多，我想，其

中有一个原因，是它们能让我们感

动。”他举例谈到，译《丑小鸭》时有段

文字令他格外动容——“对面的矮树

林里飞来三只无比优雅的白天鹅。

丑小鸭认出了这些美丽的鸟儿，心头

涌上一阵莫名的忧伤。他宁愿被杀

死，也要游过去和他们会合。‘杀了我

吧？’，可怜的小鸭子说。他朝河面低

下头去，等待死亡的来临。可是，他

在身下清澈的水面上看到的，是一只

天鹅的倒影……雪白的大天鹅在周

围游来游去，用长喙为他捋平羽毛。

老天鹅纷纷向他弯下脖子致意。”

“我在翻译时感动得几乎流泪。虽然很老了，但我仍然喜

欢甚至珍惜这种被感动的感觉。感动是什么？感动是心弦的

拨动，是人性的共鸣，是心灵的净化，是情操的升华。有机会，

请让您自己，或者让您的孩子，再感动一次吧！”周克希说。

《周克希译世界经典童话和寓言》囊括世界儿童文学精

髓，分为四个部分——安徒生童话收录《豌豆公主》《拇指姑

娘》《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衣》《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经典篇目；贝洛童话收录《林中睡美人》《小红帽》《蓝胡子》

《穿靴子的猫》《仙女》《灰姑娘》《驴皮公主》等篇目；拉封丹寓

言收录《知了和蚂蚁》《乌鸦和狐狸》《狐狸和鹳鸟》《兔子和乌

龟》等篇目；第四部分收录法朗士的经典童话《蜜蜂公主》。

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

二十八年，半路弃理从文，周克希走上三十余年的翻译之

路。对他而言，《周克希译世界经典童话和寓言》不仅仅是

童书结集，也是既给孩子也给成人看的书，或者说是给葆有

童心的大人看的。

“翻译，寂寞而清苦，但能把职业当作事业，能使技术成为

艺术，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呢？文学翻译是感觉和表

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周克希

被称为翻译家中的“感觉派”，他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信”，而

是要“感觉着作者的感觉，用中文表达出来，传达给读者，让读

者也感觉到”。从翻译的本质来说，翻译儿童文学与成人作品

并无不同，但考虑到儿童文学阅读对象，要尽量做到“明白如

大白话”，又不能漏掉原作者希望让读者感觉到的东西。

“我读过法文版《安徒生童话》非常感动，也觉得能翻出

不一样的地方，否则就没有再翻译的意义。翻译童书不像

很多人想象得那样简单，尤其是经典童话，尽管已经有了很

多译本，但我从来都不敢小看它们。”在周克希看来，经典儿

童文学，会在一代又一代孩子心中生根发芽，陪着小读者成

长，助力塑造品格，给予精神力量，“书中的真善美，是赋予

孩子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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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浦东美术馆凭

借上新的两个重磅海外引进特展——“动感

视界：来自泰特美术馆的欧普与动态艺术馆

藏”与“乐趣与智慧——意大利当代设计”，成

为热门打卡地的同时，也刷新了很多人对于

美术馆的固有印象。

前一个展览强调观众的互动参与，后一

个展览让创意向日常生活延伸，不约而同为

大众打开了浦东美术馆的另一面——它不仅

仅是需要仰望的艺术殿堂，拓展着大众对于

艺术的认知，也可以是各种灵感碰撞的创意

能量场，并由此延展出艺术与当下生活更加

意味深长的意义。长假参观完浦东美术馆的

艺术评论家傅军告诉记者：“从这两个新展可

以看到，艺术从以往静态、以平面视觉为中

心，逐渐拓展为动态、立体、互动等多维度复

杂的感官体验，最终形成刺激人们的创意。”

明明是静态的作品，为什么看上去像是

在动，甚至让人产生眩晕感？占据二楼展厅的

“动感视界”特展，就有意为观众制造了这样

一种视觉错觉。就连展厅外公共区域里，吉

姆 · 兰比根据美术馆空间再现的彩色胶带地

面装置《佐波普》也不例外。欧普艺术诞生于

20世纪50至60年代，随着数学、科学研究和

色彩理论中的概念被艺术家融入创作——简

单的线条、几何图形及令人瞠目结舌的色彩

被结合起来，在作品中营造出视觉效果和幻

象。动态艺术与欧普艺术密切相关，挑战艺术

的静态模式。近120件欧普及动态艺术作品均

来自泰特美术馆，囊括绘画、浮雕、印刷、雕

塑、装置、视频等多种艺术形式。它们以非线

性、非时间性的方式展开，“互动”是唯一的游

戏规则——观众被鼓励从不同位置和角度欣

赏作品，在视觉的迷幻戏弄和多维享受之间

收放自如，驰骋于这片精心编排的几何寰宇。

其中，维克多 ·瓦沙雷利《超新星》、让-皮

埃尔 ·伊瓦拉《模糊结构第92号》等多件经典

作品同台登场。而如奥托 · 皮内《光之房间

（耶拿）》、蔡文颖《动感雕塑：方顶》、保罗 ·谢

奇《内立方》等泰特美术馆众多最新购藏之

作，都是首次来到上海展出。胡利奥 ·勒 ·帕

克还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了全新作品《蓝色

球体》，雪花般的光点不断聚焦失焦，让观众

在这片反射呈现的闪烁灵动中沉浸自我。

“乐趣与智慧”特展则以一种开放且多元的

形式展开，从“物”的角度，回溯意大利当代设计

的纷繁多样与游戏精神。只见位于四楼的展厅

充斥着琳琅满目、色彩斑斓、脑洞大开、错落排

布的日用品，轻松活泼，趣味满满，俨然以设计

之名开启了一间好奇的社会实验室，邀请人们

发现、参与、思考，激发出更多想象空间。

展览中，意大利设计师在过去70年间所

留下的百余件经典设计作品，按照“生活的悲

喜剧”“看或被看见”等不同主题被分成13个

单元。其展览设计本身所集纳的巧思，不亚

于展览汇集的那些展品，称得上一件更大的

设计作品。每个单元都以一组打破了时间线

索与界限的展品来定义，从当下标志性的设

计开始，展现其衍生与演变。

“我们对意大利艺术的印象，大多仅限于

其璀璨的文艺复兴时期，而这个展览让我们

看到当代意大利设计与时尚的魅力。”展览中

方策展人凌敏指出，意大利设计是一种活的

文化语言，讲述了瞬息万变的关系。从这些

作品中，观众能够感知人与社会的关联，设计

如何改变人的生活态度。

浦东美术馆近日上新两个重磅海外引进特展，向人们揭示：

艺术殿堂如何成为创意能量场

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就能去“元宇

宙”上一堂化学实验课？卢湾高级中学的高二

学生，最近就有这样的新奇体验。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的重要载体。全息课堂、元宇宙实验室、智慧

平台、“数字学生”……正在举行的第19届上

海教育博览会上，伴随教育数字化转型而落地

的诸多新场景，倍受关注。数字赋能在给学校

带来一系列教学新变化的同时，也让师生们从

中收获了不少新知识、新体验。

“元宇宙”实验课，让学生“足
不出户”身临其境

走进如今沪上的高中，化学实验课“看点”

十足，让学生直呼过瘾。

在卢湾高级中学一堂主题为“纯碱工业”

实验课上，老师通过VR眼镜的辅助，以虚拟

现实的形态为学生呈现了生活中涉及到的纯

碱以及国内纯碱的发展史；同时，通过AR（增强

现实）形式，为学生生动诠释联合制碱法的全

过程。学生还能通过5G现场连线，“足不出

户”来到工厂，感受纯碱的制作过程。

作为上海市首个5G+智慧高中，卢湾高

级中学在2020年打造了一间全息教室，配备

了一整套专用的全息互动设备，为师生们提

供远程互动教学环境，广泛应用于思政课、

化学课、生物课、地理课等学科的创新课

堂。学校还打造了一间元宇宙虚拟现实实验

室，以“煤化工”课为例，学生们不仅能全

流程、沉浸式地体验煤化工生产工艺，还能

在不进行危险实验的前提下身临其境地完成

“溴苯反应”实验的学习。

短短两年，学校已形成了一整套同时具

备全息、AR、VR等多种形态，满足各类教

学需求的“元宇宙创课资源体系”。“我们希

望通过和成熟的科技企业进行校企合作，让

高科技直接服务到教育教学场景之中，从而

推动教育改革实践，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教

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成果。”卢湾高级中学

校长何莉表示。

搭建智慧教育平台，数据驱动
个性化学习护航健康成长

教育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改革目标，是实现

大规模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在教学实践

中，这一目标如何达成？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手中多了一支“闵晓数”智

慧笔。语文课堂上，学生们手拿智慧笔在课堂

配套练习册上书写，老师则能在教室大屏上清

晰看到每位学生实时书写的笔迹，包括书写的

笔画、笔顺及字形结构等，对学生的书写习惯

一目了然。而在数学课上，通过智慧笔平台提

供的数据，老师能迅速获悉学生的作答结果。

哪些学生思考时间不足？哪些学生尚未掌握

知识点？借助这支智慧笔，老师能精准找到真正

需要帮助的孩子，随时跟进“补偿性”学习指导。

2019年，闵行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智慧教

育示范区”创建区，除了深入各校的“闵晓数”智

慧笔，闵行还在区域层面构建了区校两级作业

系统“闵智作业”。利用“闵智作业”的数据分析

模型，学校可以实现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个

性化学习、精准化教研和智能化服务。

在颛桥中学，通过“闵智作业”系统生成练

习卷后，老师会在线发布给学生，学生完成后再

拍照上传至平台，数据采集十分便捷。值得一

提的是，“闵智作业”平台上的每一份习题都会

自动生成“出题分析”，除了试题总量、题型总量、

预估完成时间等信息，“出题分析”还涵盖题目

难度分布、题型分布、每小题考查能力要求、难

度系数等更多延伸信息。颛桥中学校长李卫军

坦言，有了这些关键数据，就能更好地指导教师

编制出适合本校学生学情的校本作业和检测练

习，为课堂教学提质，为学生减负。

在本届教博会的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上，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副校长徐继红介绍，通

过最新的信息化技术，再结合教育学、心理学、

生命科学、运动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实践，“云

学校”在对学生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和细化的基

础上，可以完整地抽象出一个学生的信息全

貌，由此构建出“数字学生”。通过“数字学生”

画像，老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和读懂每一个学

生的身心状态，帮助他们扬长避短、健康成长。

在第19届上海教博会上，各类教育数字化应用新场景频现

教学提质学生减负，更多智慧教育“红利”释放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健委获
悉，2022年本市“为民办实事项目”39家示范性社区康复中

心建设目前已全部完成。随着这些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陆

续开放，更多居民可在家门口获得便捷、优质、整合的康复

服务，将有利于促进患者功能恢复或改善，协助患者恢复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回归家庭和社会。

建成后的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在提供社区常见病、多

发病康复服务项目的基础上，拓展了辖区康复特色服务品

牌，服务内容更丰富，服务场景也由门诊、病房为起点，逐步

延伸到站点、居家、功能社区等场所。在服务设备方面，示

范性社区康复中心配备以康复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先进

设备，以及由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护士、中医医师组

成的康复服务团队，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社区康复是康复医疗体系的“网底”，也是居民家门口

获得便捷康复服务的平台。2021年，本市依托“为民办实

事项目”，建成了首批46家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为社区居

民提供便捷、连续、智能化的社区康复服务，涵盖神经系统、

骨-关节系统、慢性疼痛等社区常见康复需求，受到社区居

民欢迎。

39家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建设完成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昨天，位于闵行区合川路166

号的上海市口腔医院新院主楼完成结构封顶，将全面进入

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记者获悉，新院将于2023年第

四季度交付使用，设计床位83张、牙椅380台，投用后将成

为上海市单体体量最大的口腔医疗中心。

上海市口腔医院新院项目于2020年8月25日启动建

设，参照上海市重大建设工程项目推进。新院包括门诊综

合楼 （主楼）、科教中心等2座单体建筑，中间有连廊衔

接，总建筑面积45717平方米，地上12层，地下局部2

层，涵盖门急诊、医技、住院、科研、教学、预防、行政、后勤及

地下车库等功能和区域。

上海市口腔医院新院主楼结构封顶

■本报记者 许旸

■“游戏+”赋能数字化新赛道系列报道之二

《周克希译世界经典童话和寓

言》书影。 （出版社供图）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云课堂”。 （校方供图）

浦东美术馆“动感视界：来自泰特美术馆的欧普与动态艺术馆藏”展览现场。 （展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