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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山乃湘东名山。她偎
依在犀城以西二点五公里处的
洣水河畔，绵延于河谷平原和
丘陵山冈之中，峰峦起伏，郁郁
苍苍，云蒸雾绕，如同人间仙境
一般；同时她拥有南岳宫、白云
仙、老君庙和观音庵等寺观庙
宇，是湘东重要的宗教场所，素
有“古南岳”和“亚衡山”之美
誉。其秀奇险幽之情状，在明朝
地理学家徐霞客先生的“游云
阳山”一文中可见一斑。

我们八点半从家里出发，
乘车直奔云阳山，没用十分钟
就到了山脚下。一下车，抬头一
瞧，“云阳国家森林公园”八个
镏金大字赫然入目，在灿烂的
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在奉献
出所有的热情，欢迎着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我们泊了车，就
开始登山。

上山的路为水泥公路，依
山势而建，峰回路转，蜿蜒曲
折，盘旋而上，有的路段仰头可
望见上面的游客近在咫尺，然
而想赶上去却颇费一番功夫。
许多地段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深
谷，另一边却是高耸的山崖和
突兀的岩石。

两个小家伙初次爬山，显
得异常兴奋，精神抖擞，在各色
美味零食的刺激之下，你追我
赶，嬉笑着向山顶一步步迈进，
抛下欢歌笑语在山谷中回荡。
因为是假日，游客比以往多，不
乏像小侄子那样的五六岁大的
孩子。尽管累得满头大汗气喘
吁吁，晒得满脸通红，依然奋力

前行，或许他们内心中正互相
较着劲呢。我一边走，一边给孩
子们摆起“龙门阵”，给他们讲
云阳山的传说，时间一点点地
过去了，我们洒下了数不清的
汗水，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接
近。我正侧头搜寻路旁的野花，
忽听到儿子的声音：“老爸，到
了！”儿子眼尖，从大老远就看
见了刻有“古南岳”三个遒劲大
字的牌坊，牌坊横跨公路，如黄
山的迎客松一般，仿佛在招呼
着广大游客。小侄子的情绪也
陡地升起来了，领头快步赶了
过去。

继续前行不远，就到了南
岳宫，也就是南岳圣帝的行宫，
不过当天的南岳宫有点儿冷
清。如果你是香客，需要等到农
历六七月间传说南岳圣帝来云
阳山避暑的时候，届时攸县、茶
陵、安仁和炎陵，乃至南岳所在
地的衡山、江西的永新和莲花
等地的香客便怀着虔诚的心赶
上云阳山朝拜，那才叫热闹呢！

看看已经是中午了，我们
便在南岳宫附近寻了个地方稍
作休息，补充一下能量。之后我
们游览了近处的“止水一泓，澄
碧迥异”的五雷池、“大石飞累，
驾空透隙”的观音岩以及鬼斧
神工、远非人力之所及的“张良
试剑”。

“张良试剑”四个大字镌刻
于上，每字一尺见方，我还特意
用数码相机将其拍摄下来。

从南岳宫处上最高峰——
紫薇峰的路，不再是公路，而是
数百级陡峭的台阶，其艰苦可
想而知。妻子和小侄子不想爬
了，约好在原地等候。我和儿子
这个“小男子汉”继续前进，跟

随着登顶峰的人流，一步一步
向上捱去，渴了喝口水，累了在
路边的树 下 靠 一 靠 ，坐 一 坐
……终于，令人神往的顶峰在
望，我们不由加快了脚步，希
望 尽 快 投 入 她 的 怀 抱 。当 我
们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当山
顶的微风轻拂着热气腾腾的脸
庞时，顶峰实实在在就在我们
的脚下，如同足球场上的临门
一脚，那份惬意、那份痛快就甭
提了。

山顶建了一座“祈丰台”，
祈丰台是座覆盖着琉璃瓦的仿
古建筑，高高翘起的檐角仿佛
在向游人们诉说着云阳山的风
韵，基座四周刻着介绍炎帝神
农氏的功德的文字。我们怀着
景仰的心情绕着基座拜读了一
番，然后登上二楼，放眼四顾，
顿觉心旷神怡，诗圣杜甫的名
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撞胸而来，但见：东面，阡陌相
连 ，发 源 于 炎 陵 县 的 洣 水 北
行 200 里入茶陵县境，吞文江，
汇西乡诸水，环绕着县城，艳
阳之下，洣水犹如一条金带，由
南而东而北，逶迤十余里，那
是茶陵人为之骄傲的葫芦形
的美景——“金线吊葫芦”；南
面，大大小小的山峰拱卫着紫
薇峰，那远处的山峰如一个个
轻 着 薄 纱 的 少 女 ，在 云 雾 中
若隐若现，峰峰牵苍拥翠，层
峦叠嶂，势若潮涌。这就是位列
于“茶陵八景”之首的——紫薇
叠翠……

如此人间美景，难怪南岳
圣帝不舍，难怪“徐霞客们”不
辞辛劳争相一睹她的芳容，也
难怪“李东阳们”竞相用如花妙
笔精美辞章来讴歌她……

原
载
茶
陵
县
《
南
浦
潮
》

登
云
阳
山
记

李
林

游记

儿时住在一个飘在云雾
上的旮旯村，它有个好听的名
字——叫西莲，位坐湘西边
陲。夜深了，青蛙醒在埂间，蟋
蟀啼叫在野草地、瓜田里、芭
蕉下。众生和谐地相守于这片
土地，习惯着彼此消长，仿佛
置身于一个无限小的世界，像
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那样安
宁友好，又好比盛开于西天极
乐的莲一般干净圣洁。

童年的这块锦，它安全保
险、质地优良，时常想起，经年
如新——爷爷叼着葫芦烟斗
吧嗒旱烟，奶奶常会捧着“响
嘎”、扯着嗓门哄赶园子里刨
菜的鸡，酿了甜米酒专门留给
我放学回去吃的邻家伯伯，和
我一起玩泥巴穿裤衩儿的小
姑娘，阳光正好，花猫趴在门
边儿伸展腰肢睡懒觉……奶
奶总说谁抱回来的猫跟谁一
个样：懒。

童年，远比想象要丰富得
多，不信？

春回大地，几瓢雨下，邀
了邻家伙伴去稻田里抽嫩草
苗。草苗是从年前割剩的稻谷
茬子上长出的，尚且还是一个
小小的绿卷筒，上半截儿青
绿，下半截儿乳白。抽了数十
根，当手里抓了满满一把时，
携了一身的草香跑回家去喂
蚂蚱，完全不顾及裤腿已被清
晨的露水打湿、鞋底沾满了黏
软的黄泥。为什么呢？因为爷
爷说了，等蚂蚱养肥了就给我
们炸来吃，喷香喷香的。

有一种绿啊，仿佛一年四
季都不会改变——那便是茶
树。一片片、一园园、一山山，
绿得生机盎然、苍老悲壮。

西莲海拔高达七百多米，
群山缭绕，一坡推出一坡、一
崖挤出一崖。清晨的西莲山
上，是雾的世界，放眼望不开，
入眼一片乳白。茶，便在这云
雾缭绕之中，吸天地之灵气，
吮草木之精华，得以生长。在
西莲，茶，是大地的子女，扎根
肥壤，生出件件新衣；茶，是山
的好友，比肩为邻，给寂寥的
大山以慰藉；茶，是村子的恩
人，嫩芽片片，为乡亲带来一
道道好日子。

生活在西莲的人，个个都
是采茶能手，也都是饮茶之
人。摘下的茶叶，可卖给专门
进行茶叶加工的茶厂，也可锅
炒自食。小时候的生活是丰富
的——会帮家里插秧、背柴、
栽番薯，而如今那一切都丢
了，只剩下一山山茶，每年春
天必是要回家一趟的，只为清
晨迈进茶园，采下几枚嫩叶
子，携满袖清香。

小时候，爷爷奶奶会自己
炒制茶叶。初采的茶叶得先笠
水，干爽后将之倒入烧得冒
烟、滚烫的铁锅里用手翻炒，
那手势倒是颇像瑜伽里的花
式小佛手，一刻不能停，否则
茶叶就会被烫坏，此时茶叶呈
柔嫩的清香。茶叶渐软、渐黑，
便可出锅，倒进簸箕里趁热揉
捏，这时的茶叶，叶片蜷缩，叶
芯完好，渐渐茶叶凉了，香味
也似乎随着揉捏而被收拢起
来。再次入锅翻炒，叶片开始
暗沉墨绿，叶心暗白，一片茶，
以叶心为线根根分明，锅炒两
分钟，香气大盛。继而抛掷、翻
转，茶叶砸至铁锅，不再是臃
重的碰撞声，而是焦脆的茶叶

与铁锅相撞而来的清脆的兹
烈响。如此反复，继续出锅揉
搓，只是我力气小，哪怕使出
吃奶的劲也还不够，爷爷便让
我脱了鞋子用脚丫儿踩、揉，
也没人嫌弃我的脚丫子会不
会很臭。

往事历历在目，回头便可
望见。奶奶背了个小娃，小娃
手里举着根竹竿，嘴里咿呀咿
呀嚷着戳月亮；爷爷倒了盏
茶，茶香弥漫了整个屋子，昏
黄的灯光下，烟斗声吧嗒吧
嗒；电视上又是七点钟的新闻
联播，小娃玩着玩着把自己反
锁在屋子里了；花猫为了抓池
塘的鱼，刚刚还在游泳，原来
猫也是会水的？等天晴了三分
引诱七分强迫地把猫丢进池
子洗了澡；鱼塘边，小娃躺在
芭蕉叶子做的绿床上，爷爷、
爷爷——女娃儿的呼唤随着
小嘴巴里流下的涎水，流进鱼
塘、流下小溪、流入梦乡。

“爷爷，鱼儿咬钩了，莫
忘记了叫我啊”。“好喂”。“我
的小姑娘一做梦，鱼儿就来
咬钩啦”。

在茶园，绿床是一旺旺茂
密的草丛，和许多油亮亮的茶
树，和好多洁白的山茶花，还
有乍暖还寒的早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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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变脸的想象由来已久。武侠
小说中有易容术以假乱真，川剧中有变脸
绝活惊艳世人，《聊斋志异》中的“画皮”更
是将这种想象发挥到极致。吴宇森导演的
电影《变脸》则将人类的这一设想代入善与
恶的角色互换、伦理冲突与哲学思辨，引人
深思。

为何人类对变脸如此痴迷？或许因为
它提供了一种关于身份转换的遐想。

当主体的身份发生变化后，便有机会
进行不同的人生体验。换句话说，人们可以
从一人一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不同的
职业、生活背景中实现“一人多面”漫游。

【变脸进化史】
对人脸的认知，是我们在纷繁世界中

一种最为基本的信息分类辨别能力。但在
信息时代，这一认知能力逐渐受到挑战。

计算机信息科学中对于人脸的研究早
已有之。20世纪 70年代初，犹他大学的弗雷
德里克·帕克等人对计算机模拟人脸动画
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后，研究思路延伸到对
不同表情下的人脸网格模型进行简单几何
插值，到参数化的复杂人脸模型，再到基于
物理系统的肌肉控制人脸模型。21 世纪以
来，参数化模型和面部肌肉模型的融合技
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人类可以越来越精确
地模拟人脸系统的各种动画，呈现效果也
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脸。

这些研究成果常应用于影视作品、游
戏娱乐等。如《阿凡达》惟妙惟肖的虚拟人
物造型，《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中逝去的
主角再度出境，《美国队长 3》的钢铁侠重回
青涩年华等。基于计算机图形技术的易容
术可以在屏幕上实现返老还童、死而复生，
但达到这种精度的呈现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的计算成本，通常的实现方法是对替身进
行面部捕捉后，再辅以计算机建模、后期特
效等专业环节。因此，如此酷炫的技术在前
些年与普通人无缘。

近几年，基于大量真实人脸数据的学
习，计算机习得高超的变脸能力，制作周期
大为缩短，成本大幅降低。使用一台个人电
脑或者手机，加上原始的照片、视频素材和
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即使不依赖开发好的
软件，普通人也可通过开源代码实现自己
定制的变脸效果。

这一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是 2017年 12月
一个名为“Deepfakes”的 Reddit网站用户发
布的开源教程和变脸视频，这种技术使用了
生成性对抗网络（GAN），即两个相互对抗的
神经网络，最终把视频做得越来越逼真。

这种技术很快在网上传播开来，网友
们乐此不疲地将明星面孔互换，达到移花
接木、以假乱真的效果，后来甚至出现了针
对国外政要的虚假新闻。比如互联网上曾
火爆一时的“ZAO”也是聚焦娱乐明星的电
视、电影画面替换。但其背后的技术并不新
鲜，只是操作更为简便。

【变脸正走向平民化】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让变脸愈发平民

化，技术门槛几乎为零。人们正在踏入一个
充满未知的领域，这个领域有诱人的鲜花，
也有藏匿的荆棘。

正面来看，网络易容术既可以满足大
众的娱乐需求，也可以起到教育作用。比
如，让历史或艺术品中的静态人物“活起
来”；在影视剧中通过变脸可以达到移花接
木、返老还童的神奇效果，还可以降低使用
真实演员的成本，完成真实演员难以实现
的特技动作；打造新一代虚拟偶像，如初音
未来和洛天依等；利用相关技术创造更有
社会价值的软件产品，如跨年龄人脸识别、
帮助走失儿童寻亲等。

复旦大学 2019 级本科新生报到，学校
推出人脸识别“刷脸”报到、云端智能驱 AI
机器人现场快速答疑、垃圾分类知识普及
等，然而，低廉的制作成本、法律的不完善，
可能让一些变脸娱乐软件成为“网络黑产”
的帮凶，导致用户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被侵
犯，还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在网络空间，眼见不再为实，人们难以
证明“我是我”。

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假如公司法人
高管的照片被制作为虚假视频，发布一些
虚假信息，将会影响股市行情和单位声誉。
在司法领域，变脸技术很可能扰乱司法秩
序，影响司法公正。在现有的依赖人脸认
证、视频认证的支付平台和工商信息平台
上，虚假人脸信息可能带来经济损失。

严重的是，假冒政要或专家面孔，可能
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在美国，已有一
些娱乐视频通过这一技术大肆使用前总统

奥巴马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形象。缺乏相
关知识的公众，极易被这些虚假信息所迷
惑，进而引发社会信任危机乃至国家之间
的信息战争。

【将变脸装进“笼子”】
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鼓励创新，拥抱技

术进步，同时也需要深思：人们对技术的使
用方式决定了其作用的性质。技术是把双
刃剑，如何让其在有利于文明进步、有助于
社会发展的方向上披荆斩棘，而不是反伤
人类？

现阶段的变脸术还有我们可以捕捉到
的瑕疵，比如眨眼频率不自然、耳朵头发细
节融合突兀、皮肤边界明显等。但随着计算
能力的提升，人脸计算模型与真实数据的
进一步耦合，这些问题终将得以解决。科幻
小说中的场景并不遥远，人工智能带来的
种种炫目功能会进一步冲击我们的认知。

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厘清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经济、伦理

风险迫在眉睫。首先，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
通过技术来应对。从控制深度造假源头上
说，需大力开发电子认证、数字签名等技
术，让每一个被制造的视频或者图像标注
信息内容和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可追踪、可
查询。

加强对变脸检测技术的研发。使用人工
智能时代的研究思路检测变脸视频、照片，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现有换脸技术都存在缺

陷，如基于生成性对抗网络技术的变脸视频
往往不具有实时性，可通过人工实时指定交
互来加强检测。现阶段这一小技巧可直接应
用于金融领域的网络视频认证。

其次，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立法
层面规范技术发展。2019 年 4月 20 日，民法
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对 AI 换脸做出规
范。此外，还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制定
和推广。通过对深度学习网络、人工智能芯
片等技术的规范，从根源上加强监督引导。

再次，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要加强
对使用主体的监管。对于使用此类技术开
发娱乐、商业等应用的公司要密切关注，实
施行业准入审核；加强对新闻类网站工作
人员的技术培训，尽快普及 AI 造假识别知
识；鼓励学术界和企业界建立技术联盟，共
同合作，共享最新技术信息，及时对政府相
关部门进行反馈；面向大众建立交流平台，
普及基础知识，揭开人工智能“易容术”的
神秘面纱。

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
术投降》一书中写道：“我们像魔术师的学
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
……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
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我们需
要时刻提醒自己，人类使用技术的初心应
是辅助人类，而不是反之。人工智能技术的
研发和使用，应当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和社会发展。

（文章来源：《半月谈》）

科普

近日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柔性电子技术
研究中心冯雪教授课题组获悉，该课题组借助柔性
超薄光电传感器件与电路，研发出一种类皮肤可穿
戴连续血压监测系统。

这种柔性电子系统像一片又薄又柔的“创可
贴”，能够自然贴附在人体皮肤上，实现医学意义上
的连续血压和血氧测量，并实时无线传输数据到智
能设备终端。这为解决血压和血氧长期动态监测提
供了新途径。相关研究结果日前在《国家科学评论》
在线发表。

研究人员介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约有
1790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31%。
无创连续血压监测是心血管疾病治疗的关键，然而
目前最常用的袖带加压法，测量过程不方便，也很难
实现连续血压监测。

针对这些问题，冯雪课题组发展了基于光学原
理的血压监测方案，利用生物兼容性材料制备出可
与人体自然共形贴附的类皮肤光电子器件。这种系
统可通过测量血液对不同波长的光波吸收情况，判
断血液的容积和流速变化，从而测量出人体的血压
变化。

使用时，仅需将它贴附在手腕处，便可连续测
量人体血压和血氧，并通过集成的蓝牙芯片将测量
值实时传输到智能手机等终端。值得一提的是，该
系统可抑制运动带来的噪声干扰，在运动状态下也
可使用。

“这种柔性电子系统的测量精度已经很接近袖
带式测量法。”论文第一作者李海成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据课题组介绍，临床试验表明，新研发
的柔性电子系统测量的血压值，绝对误差小于 10 毫
米汞柱，能够达到医疗级监测标准。

李海成告诉记者，该研究成果主要得益于理论
模型和器件设计的创新。“研发这种柔性电子器件
时，需要特定的理论模型去建立血压与测量参数之
间的关系。同时，器件变形对于测量的干扰也需要通
过器件结构结合后续算法进行抑制。”李海成说。

（原载《科技日报》）

人工智能易容术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马雷

科学思考

形如“创可贴”，柔性电子系统
实现医疗级实时血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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