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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13日晚，“江苏省基层
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演出剧
目、如皋大型儿童木偶剧《布罗镇的
邮递员》在江苏大剧院歌剧厅惊艳
亮相。

该剧由如皋市木偶艺术团根据
第十四届全国“五个一工程”获奖作
家郭姜燕的同名长篇童话改编。主
创团队表示，剧团尤其在动物造型的
特征上进行研究，结合杖头木偶和铁
枝木偶的特点，深入体现木偶技术与
情感叙事的结合，让木偶在舞台上呈
现出灵动的、形象的、情感的画面
感。此外，质朴童趣的台词、清新浪
漫的歌谣，以及每个场景转换时的乐
章，将故事内容不断升华，也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神上的视听盛宴。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不断，好评如
潮。可乐妈妈说：“能在暑假带孩子观
看一场具有悠久历史的木偶剧是非常
不错的体验。蒲公英精灵、大力熊、小
兔子，这些制作精良、充满童趣的木偶
形象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同
时，邮递员的善良、机智、勇敢又深深
打动、感染着孩子们。”

记者杨镇潇

《江海晚报》创刊时，我也年近花
甲，拥有了捧读晚报的好时光。由此开
始，与晚报天天见面，结缘成友，30年
来，不离不弃，信守相伴，助我“老有所
为”，帮我戒烟限酒，打了一场漂亮的健
康保卫战。

说来有趣，我的两大爱好，一是报
纸，二是香烟，当了报迷，也成了烟鬼。
多次戒烟，失败而终，唯独晚报发出“戒
烟令”，让我打了一个漂亮仗。

这一仗，发生在 2016 年 5 月 28
日。晚报“南通新闻·城事”版，开通了南
通第2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倡导公职人
员带头禁烟，市卫计委、市爱卫办向广大
市民发出控烟倡议。我是公职人员，理

应参加，带头戒烟。31日，晚报又在“南
通新闻·世界无烟日”版，刊发了《打个电
话就能戒烟？这是真的》——我市97名
电话戒烟志愿者中，5人在首月没有吸
烟……我老伴一边读着晚报，一边大声
呼喊：“老头子，你来看呐，一个电话就能
戒烟！”我响应号召，开始戒烟。

这次戒烟，我立下军令状：一是把晚
报放在案头，天天阅读，稳定信心；二是
说戒就戒，戒烟“零容忍”；三是在网上下
载两只受伤的肺，一只焦黄，一只乌黑，
用来警告自己，吸烟就是自杀！这三招
很管用。

这次戒烟，既有奇招妙算，也有特色
亮点。就在戒烟那天，我没有张扬，不动

声色，床头的香烟、打火机，厨房的烟灰
缸，与往常一样，原封不动地放着，用来
检验我戒烟的意志。过了一个多月，在
晨练回家路上遇到一位熟人送我一包
烟，我告诉他我正在戒烟，时间不长，效
果挺好。他一听很是惊喜，竖起大拇指
说：“你真厉害，了不起！”回到家，我对老
伴说，老伴也恍然大悟：“难怪我闻不到
烟味了。中午加菜，祝贺戒烟胜利！”

报纸上有报道：两年以上不抽烟才
算戒烟成功。我戒烟满3年，给晚报写
了篇文章《八旬老人戒掉58年的瘾》，刊
登在周刊头条。这激励着我向健康养老
再出发。

唐学丰

晚报帮我戒烟

南通科院团队十年探索构建蓝印花布纹样识别数据集

非遗文化传承插上数字翅膀
靛蓝花布上，白色纹样形态各异，鸟兽、植物、神话藏于其中，古朴之美下蕴藏着上千年的民俗

“密码”。南通蓝印花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较于蓝印花布的制作
工艺、技法，我们对纹样的保护还不够系统。”南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于翔十年前与蓝印花布
结缘。历经多年的收集、整理，他带领团队构建起蓝印花布纹样识别标准数据集，用现代化的手段
对蓝印花布的纹样进行数字化保护，并实现再创作、再应用。

纹样保护背后的内涵传承

7日，南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
训楼里，迎来了一群留学生。大家围
绕着蓝印花布，直观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之美，通过纹样数据集了解其背后
的含义。

“对传统文化以数字化形式进行
保护，这很新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留学生安博睿说，这能让更多人通过
网络更便捷、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感兴
趣的文化。让他更感兴趣的是，通过
数据集，他能读到对这一纹样内涵的
解读。

“我希望能通过数字化手段，不仅
让纹样得到保存，更能让其所承载的
文化内涵得到展示。”于翔说。十年
前，他在南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蓝
印花布传承馆工作，传承馆内保存了
近万种蓝印花布的刻板、千余种蓝印
花布藏品。一次实践活动中，一个学
生印出了一个国外品牌的商标，这触
动了于翔。

一只喜鹊站在梅花枝头，就是“喜
上眉梢”；花团锦簇的牡丹花，代表“花
开富贵”……这是中国人的图文“密
码”。“我拿着‘喜上眉梢’去问留学生，
他说这就是个花鸟图。就算是中国学
生，也不一定能讲清楚很多花纹的寓
意。”于翔意识到，如果脱离蓝印花布
纹样的含义，那么其承载的历史文化
内涵也就打了折扣。

“我是教计算机的，当时就想可以
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蓝印花布的图案
和内涵都保存下来，让每个对蓝印花
布感兴趣的人点开图案就能知道其
含义。”

天南地北收集5万多张纹样

走进于翔的工作室，两块颜色、风

格迥异的蓝印花布引人注目。花布上
的图案多样，有飞禽走兽、花草树木。

于翔对这些图案如数家珍，每一
个图案蕴藏的寓意和背后的故事，他
都可以娓娓道来：“比如这一块布上的
纹样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凤凰纹
样’，凤凰是我们古代传说中祥和的神
兽，花布的主人印了此纹样，以此表达
美好祥和的寓意。”

“再比如这块布上的两条鱼围绕
着磬，意思为‘吉庆有余’，磬是一种乐
器，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庆祝丰收载歌
载舞，用磬来表达喜悦，用鱼来表达丰
收，吉庆的氛围跃然而出。”

从蓝印花布的纹样图案，到蓝印
花布的材质，包括刻画纹样的技艺，十
年时间，于翔醉心于此物之传承，为了
尽可能更多地收集纹样，他还走访了
湖南省邵阳市、贵州省凯里市等地，与
当地蓝印花布的收藏者沟通交流，一
共归纳收集了5万多张蓝印花布纹样，
全都录入了数据集。

但是，数据集内的蓝印花布纹样
数以万计且种类繁多，文字难以准确
描述，如何检索成为数据集研发完善
的新难点。

“总的来说，可以将蓝印花布上的
图案归为植物、动物、神话传说和复合
型四大类。”于翔介绍，在这个收集和
归纳的过程中，他不断完善数据集，用
信息化的手段将蓝印花布的纹样数据
分为85个子类，并采用VGG等深度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最终
创新研发了具有“以图找图”功能的搜
索引擎。目前，该搜索引擎已成功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去年，在桂林市举办的第九届中
国数据挖掘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于
翔构建了国内首个大规模公开的蓝印
花布纹样识别标准数据集。

“多元发展”的南通非遗文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数
字技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以及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的巨大
优势。

在2022年IEEE世界计算智能大
会上，于翔提交的《应用深度学习的蓝
印花布图像识别》论文得到了主办方
的青睐，将他的学术论文进行EI(工程
索引)核心收录。公开资料显示，EI
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权威数据库，主
要收录工程技术领域的重要文献，包
括期刊以及会议文献等。

“数字技术介入非遗传承中，不
仅使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发展，还打
破了部分非遗形态拘于时代限制的封
闭状态；另外，技术层面的多样与异质
形成不同的非遗数字化形态，对不同
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了解与借鉴提供
了空间。”于翔说，非遗数字化就好像
已经习惯铅笔、钢笔、圆珠笔带给我们
的便利后，依然有能力欣赏毛笔的灵
动、飘逸及法度。

而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
日，人工智能给非遗数字化又带来
新的发展思路，于翔也曾基于人工智
能，对蓝印花布的纹样进行再设计、
再创作。

“未来，蓝印花布神秘而绚烂的
纹样被更多人所接受和理解，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艺术加工，或许可以在服
装设计等实际场景中应用。”时至今
日，于翔也不满足于只为“非遗”建立
一个数据集，他希望将数据集中蕴
含的传统文化进行“多元化”的场景
应用，以期获取各项非遗的文化本质
与传承脉络，最终实现最大效益化的
保护。

本报记者丁威程 朱文君

如皋儿童木偶剧
献演江苏大剧院

木偶剧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