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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互联网谁最火？悟空！20日

发布的中国首款3A单主机游戏《黑神

话：悟空》，不仅让游戏圈沸腾，也带火了

中国古建，更让中国文化一跃出海。

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背景，《黑神话·

悟空》选取了山西玉皇庙、重庆大足石

刻、浙江时思寺等全国多处名胜古迹进

行实景扫描，画面精美，令人震撼。

“悟空”带火古建游

在众多取景地中，山西元素占了大

多数。“地上文物看山西”，不是虚名。山

西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古建筑的天堂，2.8

万余处古建筑像散落的珍珠，点缀着表

里山河，其中元代及元代以前的木结构

古建筑占全国的80%以上。山西现存彩

塑、壁画的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晋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隰县小西

天悬塑、高平铁佛寺彩塑、大同云冈石

窟、朔州应县木塔、朔州崇福寺、五台山

佛光寺……古老的建筑、彩塑、经幢、石

雕栏杆等在游戏中高度还原，让玩家在

游戏中领略文物之美。

“悟空”正在带火古建游。

早在几年前游戏预告片播出时，网

友们“圣地巡礼”的热情就已被激发，取

景地的游客数量在不断增长。

“怒发冲天”的亢金龙在游戏中令人

惊叹。这一形象来源于晋城玉皇庙的二

十八星宿之一。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旅游人数去年是3.4万，今年前7

个月已增长到5.68万人次。

隰县小西天已打出《黑神话：悟空》

取景地的介绍。去年景区接待游客近15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就已达13.5万人次。

佛光寺内，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

代木构建筑、唐代经幢、唐代彩塑、明代

罗汉像齐刷刷“走进”游戏。去年佛光寺

的旅游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次。

越来越多网民希望“追随天命人的足

迹，体验中国的古建之美和文化之韵”。

“希望通过游戏的宣传，带动更多人

为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献智献策。”晋城

玉皇庙彩塑壁画博物馆馆长尹振兴说，

他们以敬畏之心守护好文物的同时，开

发文创产品等，促进文物活化利用。

挖掘文物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讲

解方式，用数字化激发文物活力，通过文

创产品将文化元素凝练于方寸之间，使

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的过程，不仅山西，各地一直在努力。

中国文化一跃出海

“悟空”更是掀起一轮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热潮。“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游戏

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文化自信最直接

的表现。通过它，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佛光寺保护利用所

所长胡俊英说。

在社交网站上，有人夸赞《云宫迅音》

改得燃，有人介绍游戏取景地的历史文

化，有人解析《西游记》中的角色故事……

从“文化热”“文博热”到“古建热”，

背后是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

兴，越来越多人希望深析经典背后的故

事，通过博物馆、古建筑等深入了解中国

历史和中华文明。

这款游戏还为全球玩家提供了了解

中国文化的新途径。在国外一些网站，

游戏爱好者在积极发布相关的解读类视

频，不少外国网友对《西游记》、中国古建

筑、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黑神话：悟空》的爆火，不仅仅是一

款国产游戏的偶然“出圈”，这是文化自

信的必然产物。相信随着对中国文化IP

不断深度挖掘，更多现代科技将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具时代穿透力。（据新
华社太原8月22日电记者王学涛）

我国研究团队发现，嫦娥五号月壤可

以通过高温氧化还原反应方法生产水，这

有望为未来月球科研站及空间站的建设

提供重要设计依据。该成果相关论文于

8月22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创新》。

据了解，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非晶合金磁电功

能特性研究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

技术实验室、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哈尔

滨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

构的团队共同完成。

据介绍，水是建设月球科研站及未来

开展月球星际旅行，保障人类生存的关键

资源。嫦娥五号月壤中，月壤玻璃、斜长

石、橄榄石和辉石等多种月壤矿物中含有

少量水，但这些矿物中的含水量极其稀

少，难以在月球原位提取利用。

研究团队经过3年的深入研究和反

复验证发现，月壤矿物由于太阳风亿万年

的辐照，储存了大量氢。在加热至高温

后，氢将与矿物中的铁氧化物发生氧化还

原反应，生成单质铁和大量水。当温度升

高至1000℃以上时，月壤将会熔化，反应

生成的水将以水蒸气的方式释放出来。

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研究团队确

认，1吨月壤将可以产生约51-76千克

水，基本可以满足50人一天的饮水量。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研究团队进一步

提出一种“熔融月壤—水蒸气冷凝成水收

集储存—电分解水产生氧气和氢气—留

存的铁和月壤用作永磁和软磁材料、电子

材料、建筑材料等”的月球水资源原位开

采与利用策略。研究人员表示，该策略将

为未来月球科研站以及空间站建设提供

重要的设计依据，并有望在后续的嫦娥探

月任务中发射验证性设备以完成进一步

确认。 （据新华社电记者朱涵）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张
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在近期由

我国科研人员主导的一项国际合作研

究中，团队在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实验中

观测到一种新的反物质超核——反超

氢-4，这是迄今实验上发现的最重的反

物质超核，有助于探索反物质及正反物

质对称性的更多奥秘。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仇浩研究员团队主导完成，相关成果8

月21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仇浩介绍，当前的物理学知识认

为，物质和反物质的性质是对称的，在

宇宙诞生之初应该存在等量的正物质

和反物质。反物质是物质的“反状态”，

当正反物质相遇时，双方就会相互湮灭

抵消。幸运的是，某种神秘的物理机制

导致了早期宇宙中正反物质数量极小

的不对称，在绝大部分正反物质湮灭

后，约百亿分之一的物质得以“存活”下

来，构成了今天的物质世界。

正反物质性质对称的认知是否正

确？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思路

是在实验室中制造新的反物质并研究

它们的性质。

反超氢-4是研究团队在美国相对

论重离子对撞机上开展的对撞实验中

观测到的，由一个反质子、两个反中

子和一个反Lambda超子组成。由于包

含不稳定的反Lambda超子，反超氢-

4飞行仅仅几个厘米后就会发生衰变。

团队分析了共约66亿个重离子碰撞事

件的实验数据，最终获得了约16个反

超氢-4的信号。

晋城玉皇庙、五台山佛光寺……
“悟空”火了中国古建“出圈”了！

我国研究团队提出月壤大量产水方法

1吨月壤或可满足50人一天饮水

月球水资源原位开采与利用策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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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8月22日电（记者张
建松）深藏在地球内部的地幔充满了许

多未解之谜。通过对地球板块边界动

力学观测上“最后一块拼图”——北

冰洋加克洋中脊的科学考察，科学家

提出地幔动力新机制。

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李

家彪院士领衔、中外科学家共同参与的

这项研究，首次发现超慢速扩张洋中脊

的岩浆活动存在超强的变化，提出主动

和被动地幔上涌双机制控制了全球洋

中脊系统，这对地幔动力经典理论提出

了挑战。8月21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在线刊登了研究论文。

2021年，在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

考察中，李家彪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国

产设备，依托“雪龙2”号，在北冰洋加克

洋中脊海域开展了大规模冰下海底地

震探测，获得大量珍贵科学探测数据。

李家彪说：“最初，我们是奔着寻找

北冰洋加克洋中脊超薄甚至缺失的地

壳而去的，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大吃一

惊，我们发现了超强的变化、部分区域

甚至厚达9000米的地壳。”李家彪团队

提出：在占全球洋中脊系统约20%的超

慢速扩张洋中脊下，“主动地幔上涌”模

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主动地幔上涌的

高敏感性，导致了超慢速扩张洋中脊的

极端变化。主动和被动地幔上涌双机

制控制了全球洋中脊系统。

业内专家认为，这一地幔动力新机

制，颠覆了学术界一直认为的“超慢速

扩张洋中脊岩浆供给极度贫瘠”的观

点，完善了地球板块边界动力学理论。

反超氢-4！
科学家观测到迄今最重反物质超核

探秘“最后一块拼图”
科学家提出地幔动力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