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微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仿佛是用珠宝雕琢而成的文明符
号，散发出宁静与安详的气息

◎“爽”字明明就是一个人，一手拎着一个猎物，大摇大
摆地走回来了。

◎让甲骨文动了起来，让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字史活了起来！

◎好棒，这样显示给孩子，还觉得有趣至极呢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不改青春活力。让字动起
来真是个好主意！

◎采用互动性极强的表情包和其他延展内容，符合当下
互联网传播的属性，在互动中让甲骨文年轻化，往往更能让
文化历史深入人心。

◎中国远古时代的甲骨文原来可以这么美、这么生动形
象，太不可思议了

岁月改不掉文化的青春活力
近日，一条“甲骨文动画还原 3000 年前战争场面”的动画视频，让网友直感震撼：“好像看见了闻太师霸

气回朝！”
这个视频还原的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战争——牧野之战。两方阵营各有特点：商军阵营象乘而战，图中

以“人”字骑在甲骨文的“象”字上呈现；周军有四匹马拉的战车，图中微调了甲骨文的“马”字并组合了甲骨文
的“车”字，以一人驾着四匹“马”拉的战车呈现。画面中还有士兵的形象，参考了没有破译的甲骨文字形。

动画的作者“博物汉字”项目团队，主要由爱好国风文化的 90 后组成。成员之一黄女士说，最近网上关
于商代的故事讨论很多，他们就想用甲骨文进行呈现，讲解历史故事的同时进行科普。

创作时，他们先根据史料记载找出古人行军打仗会用的装备，再将相应的甲骨文列出来进行组合。“结
合史料、诗词把想象中的战争场面，通过甲骨文字形呈现出来”。选取的这些甲骨文汉字，主要是象形字和
会意字，将里面的笔画拆开，形成对应的几个部分。

黄女士介绍，他们团队从一年前开始研究甲骨文字体，最开始尝试用图文形式解释一些常用字的甲骨
文写法，然而这种静态形式无法生动展示甲骨文的含义，也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那么，如果让文字
动起来呢？团队尝试了第一个动图“爽”字。

在甲骨文里，“爽”字像人腋下有火，表示光亮。动图里仿佛一个人提了两盏灯，这种形式得到不少网友的
肯定。此后，他们陆续发布动图和表情包：“美”字，像一个人戴着羊角状的头饰，原指食物甘美，动图用走路
姿态展示了“美”；“妆”字，像女子在床边梳妆打扮；下雪、下雨、下冰雹的动画，由“雪”“雨”“雹”三个字的甲骨
文改造而来。甲骨文表情包则增加了想象力和趣味性。一个表情包视频一般要做一周，“包括找字、做功课、
设计图案、分镜，然后再制作成动画。最难的是寻找大众好理解的文字，要不断去找灵感”。

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经跨越 3000 多年。从这些甲骨文科普视频中，我们感受到甲骨文的
魅力，以及汉字的文化底蕴与博大精深！ □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网友微评》》

“慢火车”开往“幸福站”

◎胡列车长好样的。干好本职工作，还帮老乡发家致富

◎这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

◎快火车、慢火车，一个都不能少

◎好想去坐坐这个火车

◎真的好棒！不管多偏多远，让每一个老乡都不掉队，
我们中国人一起奔好日子！

◎暖心的“慢火车”

◎这趟车承载了我们童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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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 5640/5639 次列车的视频又一次刷屏网络。这是一趟穿梭在山间、票价低廉的“慢火车”，全
程 337 公里，时速仅 40 多公里，沿途停靠大大小小 16 个站，串联起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
村寨。

每天在这趟车上，都可以看到很多村民，从自家村寨附近小站上车，到临近的城市卖菜，车厢里有序摆
放着装满蔬菜水果的篮子和背篓，不时还有旅客询问价格。

列车长胡贵川参加工作后就来到这趟列车上值乘，至今已经 26 年了。有一次，列车靠站，一位老阿嬷
挑着两大筐萝卜很艰难地上车，胡贵川赶紧上前帮忙。交谈中得知老阿嬷头一次搭“慢火车”，要去凯里售
卖，胡贵川萌生了帮她卖菜的想法。他留下老阿嬷的电话，巡遍了凯里几十个餐馆饭店，找到一家每月都
要买萝卜的农家乐，终于为老阿嬷解了销售难题。从那以后，胡贵川开启了“带货”生涯。

他发现，由于信息闭塞，老乡们的产品价格普遍偏低。于是，他通过市场调研，定制了“农副产品零售
价公示栏”，通过列车广播播报菜价信息，开设农副产品供应展示牌，方便乘车旅客购买，老乡的菜往往在
车上就会销售一空。胡贵川还把蔬菜种类、价格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有时，他还会提前垫付菜钱。

经年累月，胡贵川与商户及老乡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关系。通过“慢火车”，老乡和商户之间的供
求渠道打通了，老乡们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生活逐渐红火起来。

现在的“慢火车”已今非昔比：座位宽了，还有了空调，“以前我们是真正的绿皮火车，夏天是‘火棍’，冬
天是‘冰棍’。2018 年的时候就变成了空调火车。”在胡贵川看来，更大的变化，是沿线的村子，“沿线变化
太大了，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小洋楼。”

其实，“慢火车”一直没变，它早已融入沿线群众生活。各地的“慢火车”们，正承载新的历史使命，加速
奔跑！ □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网友微评》》
只是给隔壁床病友送了一碗排骨汤，杭州人燕子没想到，她的这件寻常小事，被病友女儿拍下发到网

上，竟冲上了热搜。
视频拍摄者张若南说，她带着母亲从安徽亳州来杭州看病，在病床上随口抱怨了一句“外卖味道不

佳”，却被病房内素不相识的病友家属记下，第二天就喝上了这位“陌生人”亲手煮的汤……这碗汤，让她和
妈妈特别感动，“妈妈刚拿到阿姨煮来的汤时，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从外地来杭州就医，张若南不便自己做饭，母亲日常饮食除了医院食堂供应之外，就是通过点外卖来
调剂。术后第 3 天，母亲食欲不太好，又需营养，她就点了份莲藕排骨汤。母亲随口说了句“排骨汤里只有
莲藕没有排骨”，被隔壁床奶奶的陪护家属燕子记在了心里。

第二天，燕子刚结束晚间陪护，就去菜市场买了排骨。想到张若南母亲刚刚手术完，不能吃太咸，燕子
没有在汤里放盐，而是从家里带了包盐过去，还熬了一点小米稀饭。买排骨的时候，她顺便买了几个馒头，
想着这可能更符合亳州人的饮食习惯。

一碗汤，一份粥，几个馒头，在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饮食，给了张若南极大的震撼和感动。收到排
骨汤的那一刻，张若南除了不停说谢谢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来表达感谢。而排骨汤后，母女俩又收到
了燕子做的螃蟹炒年糕和海带排骨汤。

面对媒体的采访，燕子说得很坦诚。她说，自己照顾母亲 20 多年，在医院时常会遇到像张若南母女这
样从外地赶来就医的人。“外地来看病本来就不容易，如果我们顺手做的事，能帮到她们就帮一点，给她们
一点力量。”燕子之前也曾给别的病友煮过几顿饭，后来还和对方一家成了好朋友。

在连续接受了燕子几顿爱心“投喂”后，张若南决定也为她们做一顿家乡的美食作为报答。她花了一
个多小时车程，赶到位于余杭区的朋友家，借朋友的厨房做了几道家乡菜——蒸茄子、韭菜疙瘩汤、油饼
……

张若南听说燕子阿姨家的奶奶可以出院后，又悄悄定了花，为她们准备了出院礼物。张若南说：“杭州
阿姨的这碗让我们自己放盐的排骨汤，我会一直记得。”

网友评论说：这就是“双向奔赴”的关爱！ □据浙江新闻微信公众号

◎去过好多地方，最终选定杭州。一呆就是 27 年了，把
半生都奉献给了杭州。

◎我婆婆经常住院，公公是老厨师做菜好吃，婆婆看到很
少有家属来探望的病友，她经常会叫公公多做点，给病友吃

◎我去住院，隔壁床阿婆是本市的，家离医院很近的，她
女儿亲戚给她送水果跟吃的，她都要塞给我几个，我有时候
在打针，阿婆的女儿会给我端饭，真的是太好了

◎人们常说：美丽的杭州，善意的城市。处处都会遇到
温暖人心的事。这是真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友。在杭州开刀住院，对床的女
病友每次老公烧了鲫鱼，都会帮我也准备一份。我至今都记
得这份情

◎这座城市一待就是整个青春。十几年过去了，除了我
的家乡，这座城市是让我感到最有安全感的一个城市！

◎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人间天堂，温暖无限。

一碗没有盐的排骨汤，有的是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