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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2008年，面对知名
科研院所、外资企业抛来的橄榄
枝，“三清博士”（本科、硕士、博
士均在清华大学就读）谢邦鹏选
择到上海当一名电力工人，短短
三年他就成为继电保护班班长，
并 带 领 团 队 不 断 发 明 创 新 。
2018年，国网公司首家能源服务
中心——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
中心成立，谢邦鹏又成为这个崭
新团队的“领头羊”，担当起“智
慧城市”探路先锋。13年来，从
发明创造到管理变革，从继保班
长到能源管家，挑战在变，角色
也在变，但谢邦鹏扎根岗位的创
新精神不变。

为助力上海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需要，谢邦鹏团队与政府联
动，合作建设智慧城市能源云平
台。认同云平台的企业越来越
多。云平台还成功对接浦东城
运中心并开展试点合作，实现了
城市大脑与能源大脑“两脑”的
有机融合。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
谢邦鹏认为，从企业能耗数据的
角度掌控企业复工情况，最能准

确反映真实情况，统计效率也能
极速提升。于是，他和团队基于
智慧城市能源云平台大数据分
析，得出了复工电力指数，直观
体现区域整体、各类行业以及重
点企业的复工情况。

目前，谢邦鹏再次主动跨
前，对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

“双碳”转型等重大战略，带领团
队积极探索数智化转型在“双
碳”领域的落地实践，以张江科
学城、临港新片区等国家重要
战略承载地为立足点，在“云平
台”上推出“双碳”系列功能，主
导研究“智慧用能”用户解决方
案。自主设计研发的“掌上管
家”智能终端依据电力大数据
开展碳排智能分析、碳排预测
等，为 1830 家高压用户推出

“一户一策”精准服务方案，实
现 客 户 能 源 需 求 的“ 私 人 订
制”，奋力打造“绿色低碳、安全
韧性、开放共享、智慧高效”零
碳演进城市能源互联网综合示
范的“浦东样板”。“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能源创新可以让
很多天马行空的东西变得可以
触摸，我愿做这个时代的追梦
人。”谢邦鹏说。

扎根一线岗位 创新精神不变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天出席2021年长江
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并调研崇明区时指出，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
实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实施“+生
态”“生态+”发展战略，在释放

“花博效应”上出实招，在推进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上迈出新步伐，
以更大作为打造长江经济带“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典范。

上午，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活动在长江大桥北岸举
行。市领导和相关部门代表对珍
稀水生生物进行信息确认后，推
动放流杆。随着水箱槽门依次打
开，24尾中华鲟、1万尾胭脂鱼跃
入长江，开启回家之旅。

横沙岛是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的先行示范区，龚正一行实地
察看了湿地生态保护等情况。
位于崇明岛中部的北湖，是一个
与潮汐相通的半咸水湖。市领
导听取介绍后指出，良好的生态

环境对上海而言弥足珍贵，要深
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重要发展理念，继续做好上海
及长江口生态修复工作，下大力
气推进环境保护，为大都市留下
亮丽的生态底色。

随后，龚正一行来到花博会
园区，依次察看百花馆、竹藤馆、
江苏展园、浙江展园。百花馆里，
花文化、梅花、组合盆栽等分会展
区姹紫嫣红；竹藤馆是花博会三
个永久场馆之一，取“破茧为蝶”
之意，造型独特；以“莳花六趣”为
主题的江苏展园，营造了“新苏
式”创新山水园林；浙江展园主题
为“逐梦·浙里”，航船的造型设计
新颖，游客纷纷驻足。龚正指出，
花博会开幕以来运转良好，要坚
持问题导向，持续提升游园体
验。要着力释放“花博效应”，强
化功能提升和辐射，将花博会相
关的花卉、展陈、艺术文创等产业
与崇明生态岛建设有机结合，加
强后续开发利用，为市民打造引
人入胜的生态空间。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的回

信中说，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

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

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

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

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他希

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上海高校的研究者们就是

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并不仅

仅在传承“冷门绝学”，而是难能

可贵地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和创

造性继承。古文字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载体，文化之寻根，传统

之溯源。作为烛照中华民族上

千年的人文之光，今天依旧给我

们底气和力量。

人文浸润科技，科技赋能人

文。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就是既

要有人文情怀的涵养，也要有对

科学精神的追求和崇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直观一课：
“热搜”溯源古文字

不久前，一名书法家认为
“颜真卿写错了字”的事件在网
上发酵，这引起华东师范大学

“古文字学（强基计划）”大一学
生宋楚莹和小伙伴们的探讨兴
趣：“刺史”的“刺”，颜真卿为什
么写成“刾”？

学校老师抓住这个契机，运
用“智能检索中国文字数据库”
给同学上了直观一课。

老师们先引导同学进入“石刻
智能检索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
嵌入的“石刻疑难字形智能识别
器”，识别出唐代文字中貌似“刾”
的那个字，识别结果，让同学们了
解，当时的“刺”大概率写成“刾”。
而这个“刾”中的“夹”，就是“朿”的
自秦汉文字以来的变形。

继而，老师又引导同学进入
“甲骨文智能检索数据库”，运用
其嵌入“甲骨文智能镜”识别甲
骨文的“朿”，进入“商周金文智
能检索数据库”，运用其嵌入“商
周金文智能镜”识别商周金文的

“朿”，进入“战国楚简文字智能
检索数据库”，运用其嵌入的“楚
简文字智能识别器”识别战国楚
简的“朿”。最终，同学们了解
到：“朿”字之形，取象于“树木的
刺芒”，正是先秦时代的“刺”。

同学们的这次查证借助的
正是华东师范大学利用图像识
别工具与数据库结合创建的智
能型“中国文字数字平台”，该平
台现已取得重大成果，殷商甲骨
文、商周金文、战国楚简等，那些
出现在铜器、竹简、石刻等材料
上超过1000万个历代出土实物
文字、可搜集到的文字，都以文
字和图像全数字化的形式收入
平台，继而可以运用数字化方式
来处理和研究。

类似使用网上购物平台“扫
一扫”功能就能出现对应的物品
购买通道，数字平台里的“智能
镜”就能帮助使用者“按图索
骥”，迅速查到“字海”，查出这是
什么字，原始出处为何。

记者了解到，提供覆盖整个
汉字发展史的相关文字信息的检
索查询，这项横跨中国文字学与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新文科建设
新成果的运用，其背后是“冷门绝
学”百余人团队20多年磨一剑，营
造出3000年汉字数字长城。

今昔对比：
研究环境天壤之别

看着当下00后学生学习古文
字专业的环境如此便捷，华东师范
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
主任刘志基满是感慨和激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志基
还是古文字学研究生时，厚厚的
《说文解字》被他翻烂了两本。同
时，必备的学习工具还有放大镜
和毛笔。“字太小了，拓片也很不
清晰，只有依靠放大镜才行。”

过去，业内有一句行话：为
查一书走遍天下，为查一字翻遍
全书。对于个中甘苦，刘志基都
是亲历者。“当信息都是找不到
的时候，学习和研究都是奢谈，
麻烦和困扰，不言而喻。”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就瞄准
了一个方向，就是必需建设数据
库，做专业的中国文字数字平台。

智能型数据库传承“冷门绝
学”就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
起，由古文字和计算机的专业研
究团队联合联手攻关。

以往历代出土实物文字材料
的用字，大面积未被国际标准字
符集覆盖，与此同时，约7万虽已
进入国际标准字符集中的文献用
字，却也存在网络使用障碍。前
者“缺字”，后者却不能“使用”。

在对海量文献用字逐一整
理过程中，研究团队研发了完整
的出土实物文字字符集标准体
系，覆盖数据库使用所有字符的
有效输入检索手段，这样，就能
保证库内所有字符与标准码位
的一字一码精确对应，保证数据
库各种资料都处于有效的数字
化处理范围之内。

刘志基介绍，此次，最新将
“古文字智能识别系统”与“中国
文字数据库”关联组合，正是为
了推动古文字图像识别走出“抽
象识字”的局限。同时，消除数
据库的使用盲点，还可以实现数
字平台中图片载体材料与字符
集载体材料的自动数字关联，营
造出古文字资料大数据生成和
机器识读的环境。

“中国文字数字平台”已被
打造成智能型古汉语文字的数
字平台，迄今为止，智能检索数据
库所包含的文字材料，覆盖了自
殷商到明清整个汉字发展史上

各种时段、各种类型的文字。先
秦部分基本囊括了目前已公布
的文字资料，先秦以后部分则汇
集了各时段代表性的文字资料。

冷门绝学：
青年学者“接棒”传承

在刘志基看来，“冷门绝学”
从长期来讲，确属“小众”，但客
观来说，近一二十年不断有新的
古文字材料公布，这就会形成一
个个“学术热点”。

去年，随着教育部“强基计
划”的落地，“古文字学”作为华东
师大中文系本科的一个专业方
向首次出现。迎接他们的是，在

“中国文字数字平台”内，“强基计
划智能助学系统”应运而生。

其中，“古文字智能图像识
别”，帮助当下当古文字学习者
打通与古文字数据库之间的人
机障碍；“虚拟仿真：走进商周古
文字”，帮助“强基”学生成功“穿
越”到殷商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将文化、历史、思想等多方面
知识点融入商周古文字三维场
景的讲解过程……

如此现代而优渥的学研平
台，让前辈们很是期待00后们
日后的闪光和建树。这批学生
入校后，刘志基多次和他们说，
作为年轻的一代而且没有成见
的一代，古文字学可能是未来

“最好玩”“最宝藏”的一门学问
了。如此言说，归根结底还是原
本对其研究和开发都太不够了，
就像面对一片蓝海，值得注入最
大的热情和定力。

刘志基还和同学们开玩笑
地说，即使不做深入研究学问，
做文创也行啊。“如果要寻找中
国元素，古文字无疑是最丰富的
载体。”

除了古文字学本科生队伍
的出现，一些青年学者已更真切
地感知“接棒”传承的意义。

就在采访的前两天刚通过
博士后进站答辩的青年学者徐
丽群感到，一旦沉下心，认真研究
进去，就能够发现无穷乐趣，古文
字的世界内涵太丰富了，越做下
去，就可能越有“上瘾”之感。伴
随而生的是，青年学者的使命
感。“特别是知道前辈老师们过往
治学的艰辛后，就更觉得坚持和
传承的意义。不然，以往前辈们
累积下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就真
的断代了。”徐丽群感慨道。

龚正昨调研崇明区

要着力释放“花博效应”
50后靠“三件宝”
00后只需一“脑”

50后的刘志基，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古文字时，必备的“三件宝”是一本《说文解字》、一把放大镜和

一支毛笔。00后的宋楚莹，如今在学习古文字时最重要的学习工具是一台可以联通“智能检索中国文字

数据库”的电脑，即使完全不认识，也可以靠强大的后台数据库“按图索骥”。曾经“为找一书走遍天下，为

查一字翻遍全书”的艰辛，自然已是很难想象了。历代千万文字可智能识别，如此大环境的改善和发展的

背后，正是高校通过研发智能型数据库传承“冷门绝学”的那份努力和成效。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本报讯 2021 年上海市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市委

副书记于绍良、副市长陈群昨
天分别赴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
作。

本报讯 上海学校依托课程
思政育人体系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现场活动昨天举行。市
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活动并讲
话。

于绍良指出，青少年是国家

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广大青少
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以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
物为榜样，学党史、悟思想、听党
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立鸿
鹄志、做奋斗者。

市领导检查高考考点准备工作

广大青少年要做奋斗者

■报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