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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世法的一生中，有很多个“第

一”。

1949 年高中毕业，他来到中国共产

党面向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创办的第一

所新型正规大学——大连大学 （大连理工

大学前身），1952 年到长春光机所工作。

他先后参加我国第一台光学经纬仪 （大地

一号）、第一台红外光谱仪、第一台中子

晶体谱仪等光学仪器的装校、检验工作。

1960年，他作为中共中央批准从全国

选调的首批 105 名中高级科技骨干之一，

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3
年年末，他研制成我国第一个实用玻璃光

纤传感器，在国际上首先成功研制玻璃光

纤，并作为传感器应用于光信息传输。

“有创新的科学研究，一定是高水平

的。你凭什么创新、超过别人，靠的是学

习。向权威学习，找到问题，然后推动创

新。”吴世法说。

少年立志，“我想读一辈子的书”

1928 年，吴世法出生在浙江省东阳

县 （现为东阳市） 的一个贫困农家，家里

只有三分祖传田地和 30 平方米的房屋，

还曾遭两次大水和一次大火洗劫，让本就

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母亲曾在当地秀才

家做其夫人的保姆，父亲则从小给财主家

看牛。后来父亲在浙江省分水县 （现为

桐庐县分水镇） 学泥瓦匠。吴世法 3 岁

左右，学成的父亲开设小作坊，把妻子

和两个儿子接到分水县。“我母亲非常高

兴，她原先做保姆，现在有人叫她‘师

娘’了。我和哥哥也高兴，在老家我们没

条件上学，现在都有机会进小学堂了。”

吴世法说。

然而乱世之中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

桌，逃难、空袭、警报一直伴随吴世法的

中小学时代。吴世法初小快毕业时，为了

躲避日寇侵犯，全家迁回东阳老家，小村

庄没有学校，吴世法每天要走两个多小时

的路，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上课。

两年后，他回到分水读高小，整个浙

江省几乎全部沦陷，分水属于敌后游击

区，几乎每天都有日本战机在头顶盘旋，

发动四五次空袭，投下炸弹或燃烧弹。白

天躲避空袭，晚上学校老师组织孩子们组

成抗日宣传歌咏队，在县城的大街上唱抗

日歌曲，吴世法就是在那时学会 《义勇军

进行曲》的。

吴世法读初中时，家境不允许他和哥

哥同时在初中读书。读完初一后，吴世法

曾跟父亲学过一年泥瓦匠。父亲想让吴世

法接班，一天傍晚，两人坐在大门口的石

板凳上，父亲问他：“以后你想做什么？

一直跟我干下去，好不好？”吴世法回

答 ：“ 我 还 想 继 续 上 学 ， 将 来 当 工 程

师。”父亲告诉他：“跟我学，你也能当工

程师呀。”吴世法对父亲钦佩有加，父亲

没上过一天学，但那时已是分水县泥瓦工

艺的第一把手，在邻县也非常有名。他懂

得利用杠杆原理，扶正歪斜得快要倒塌的

二层楼房，他设计的柴火炉灶省柴、省

时、高效率，工艺完全符合燃热空气动力

学原理。吴世法相信，跟着父亲学习，自

己也能成为工程师。

但他的志向更远大。他回答父亲：

“我想当大工程师。”

吴世法读高小时，杭州沦陷，全家逃

到父亲在乡下的亲友家。亲友家有一座水

磨坊，看见磨坊里水力磨面粉、水力舂稻

米，他感到非常神奇。他沿着磨坊的水渠

溯源，找到了堤坝，发现这是水力磨坊的

源泉。吴世法幼年在东阳时，老家条件落

后，磨苞米粉、舂稻米都要靠人力。那时母

亲每周带吴世法一起去磨粮食，虽然小孩

子出不了多大力气，但母亲也让他帮忙推

磨，教育他“勤奋才能养活自己”。看到水力

磨坊后，吴世法感到这个设备很了不起，

“以前我们每天要自己勤奋劳动，才能吃饱

肚子，现在水就能把这些活儿都干了”。

读初中后，他知道了水的势能可以变

成动能，帮助人们劳动。初中毕业后，吴

世法考入杭州高级中学。高中期间，吴世

法对物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喜欢做物理

实验。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过钱塘江边现

代化的燃煤火力发电厂，这也让吴世法兴

趣十足。他暗下决心在高中学好物理课，

考上好大学。

后来他又了解到， 1918 年，孙中山

曾在 《建国方略》中提出三峡工程的原始

设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

行，而又可资其水力。”他心中想当大工

程师的梦想逐渐具象，希望将来能参加国

家长江三峡大坝水力发电厂的建设。

立下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吴世法高中毕业时，家里很难供他上

大学。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

吴世法迎来了“天上掉下来的机会”。

1949 年，新成立的大连大学开始招生，

实行供给制，不收学费，生活费用也由国

家供给。就在这一年，吴世法在上海考上

了大连大学工学院。

他原本报考电机系，但被分在化工

系。“我能上大学全靠共产党给我创造的

机会，所以我已经下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

心，国家让我念什么，我就去念什么。”

吴世法说。

吴世法读到大一快结束时，我国光学

泰斗王大珩归国，参与创建大连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前身。1950年大连大学名

义取消，成立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

等）。当时学校和物理系主任王大珩到各

系动员学生自愿转系到应用物理系，吴世

法很高兴地转到了自己梦想的应用物理

系，研读光学专业。

当时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

展需要，学校要求应用物理系学生 3年毕

业。那时第一学年已经结束，吴世法和同

学们要在余下的两年内，学完后 3年的课

程。为了给同学们创造学习条件，学校调

整宿舍，两三人一个小房间，晚上不要求

熄灯，可以随便“开夜车”。当时有两三

位同学，因为学习太辛苦、身体顶不住而

退学。吴世法则在苦学的同时注重劳逸结

合，基本保证每天 6到 7小时睡眠。“我还

是比较能睡的，也可能是太累了，一想睡

就能睡着。”

1952 年一毕业，吴世法被王大珩选

中，分配至他主持创办的中国科学院仪

器馆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与物理研究

所前身），参与了多台高精光学仪器的

研发，见证了我国精密光学仪器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逐渐比肩世界最高水平

的早期过程。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助我国建设

了一个中子反应堆，但没有配备中子晶体

谱仪，于是长春光机所开始动手自研。中

子晶体谱仪是高度精密的仪器，吴世法

在参与仪器安装调试时，发现精度总是

不达标。反复研判后，他发现问题在于

这台仪器是用一台高射炮的炮架改造

的，炮架没有高精度要求，导致了精度

不达标。为了让仪器达到标准，吴世法

思考出增加一条精密垫片的方法，经过

20 多天不分昼夜的改造，使仪器达到和

当时全球最高级的中子晶体谱仪相当的

精度。其间吴世法还曾累到晕倒。“我国

的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就是用一台高

射炮架做出来的，在有限的条件下，还

能做出这么高的精度，靠的是创新。”吴

世法说。

科研报国，为新中国核盾
炼出“火眼金睛”

1960年 4月的一天，吴世法接到了一

项神秘的调令。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通知

他，中央组织部点名他到北京去参加一项

尖端科研任务，而且要马上到北京报到，

具体做什么，党委书记说他也不知道，而

且吴世法刚结婚一个月的爱人、也在长春

光机所工作的简佩蓉不能同去。得到消息

后，吴世法还未与爱人商量，当即表态：

“党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到北京报到后，吴世法才知道，这项

机密任务就是研制原子弹。

告别妻子，吴世法来到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的爆轰试验场地——位于河北省

怀来县燕山山脉长城脚下的“17 号工

地”。他和同事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

高速摄影光测技术，这是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研制的爆轰实验任务中，首先需要

完成的关键技术之一。

在“17号工地”的 3年，正赶上 3年
自然灾害时期，研究人员们都“勒紧裤腰

带”搞科研，不少同事甚至开始浮肿。最

开始吴世法每个月的口粮是 31 斤，后来

下降到 27 斤、25 斤。为了保持体力，吴

世法规划着，每天早晚各吃二两稀饭，

中午吃两个馒头。粮食少了还不是太大

的问题，当时蔬菜更是供应不上，周围

很多能吃的树叶都被采摘完了，吴世法

和同事们也没有时间去采摘树叶，很长

一段时间里，他就买化学酱油泡馍，填

饱肚子。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吴世

法攻克了许多科研难关。当遇到新问题

时，吴世法的脑子里几乎一刻不停地盘旋

着这个问题，白天想、晚上想、吃饭想、

走路想、坐车想，不想明白不罢休。有一

次，时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的王淦昌在一

场会议上给吴世法提了一个有关炸药爆轰

聚焦原件的理论问题。当天晚上已至深

夜，王淦昌打来电话，问吴世法在做什

么。吴世法说：“我在想您白天给我提的

问题呢。”王淦昌心领神会：“好，一定要

把这个原理搞清楚。”

攻克爆轰高速光测技术期间，用当时

国内仅有的一台狭缝高速扫描相机只能测

量一条爆轰波形。为了实现两条内爆波形

的检测，吴世法苦思冥想，直到一天凌晨

3点多，终于想出用一种转向机构，把一

台相机当作两台使用的技术方案。他立刻

从床上起来，走到办公室，开始绘制转向

机构的草图，等草图绘制完成，已经是

上午 10 点。当天上午，他就拿着这个草

图和同事们开会讨论。之后这个转向机

构方案逐渐完善，成功实现了测量两条

爆轰波形的目标。随着测量需求逐步深

入，吴世法又设计了用一台狭缝高速扫

描相机，测量飞片运动三维数据的技术

方案，这个方案的草图是他在火车上绘

制完成的。那天他扛着行李，坐火车到

“17 号工地”。火车上拥挤不堪，无处落

脚，吴世法就把他的行李放在两节车厢

的连接处，自己坐在行李上，拿出纸

笔，绘制出了名为“轨迹法”的方案草

图。后来，依靠转向机构和轨迹法的发

明，吴世法团队成功地测量出了爆轰实

验中的重要参数。

在钱伟长任总主编的 《20 世纪中国

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书中，还记

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原子弹研制的爆轰

光测技术研究中，吴世法就提出了玻璃光

纤技术方案，并设计出以玻璃光纤传输光

信号的光纤光导束传感器，用于检测爆炸

物体内部的光信号。吴世法提出这一方案

后，1961 年，国家核工业部就曾委托当

时的外贸部部长派专人到世界各地去寻找

玻璃光纤。但那时，国际市场上根本买不

到玻璃光纤，只有一家英国公司同意为中

国研制光纤，但要中国提供 10 万英镑的

研制费。后来，吴世法在国内找到了合作

研制玻璃光纤的单位，研制费用仅需 10
万元人民币。

1963 年，光纤光导束传感器研制成

功，并在 1964年 8月的爆轰试验中，被证

实可以用于传输爆轰波和冲击波的光信

号。后来，这项技术成为核武器小型化的

爆轰试验中不可或缺的测试技术，被誉为

中国核武器研制中的“火眼金睛”，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后来一公里长的光纤

也曾被用来替代几厘米直径的同轴电缆，

用于核爆炸近区物理检测。值得一提的

是，当时玻璃光纤和光纤光导束研制成

功，并作为传感器应用于光信号传输，在

国际上尚属首例。但由于吴世法研发的新

技术涉及国防，有保密要求，在 20 世纪

80年代解密后才得以向外界公开。

1988 年，在第 18 届国际高速摄影与

光子学会议上，王大珩对吴世法的相关特

邀报告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过去历届会议

上很少看到有你们这样丰富内容的特邀报

告，你们的研究水平不比国外差。”

志在千里，创新不已

1960 年到 1990 年，吴世法在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历任副研究

员、研究员、高速光测技术研究室主任、

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为中国的原子弹、氢

弹、中子弹事业奋战了 30年。

1991 年退休后，他被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系特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开创中

国近场光学、纳米光学技术、等离子体激

元光学和近场增强拉曼光谱及其应用等研

究，指导建立大连理工大学近场光学与纳

米技术研究所，主持研制成功原子力与光

子扫描隧道组合显微镜……

在近 70 年的科研生涯里，吴世法曾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一项，

他也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二

等奖中的主要参加者，他的发明获得国内

外多项专利。

他不仅践行了少年时代那句“学一辈

子”的誓言，也把创新这件事坚持了一辈子。

时至今日，97 岁的吴世法仍战斗在

科研一线，虽年事已高，但锐意创新从

未停歇，一如年少时光。近 20 年来，他

致力于通过拉曼光谱血检筛查早期肺癌

的研究，为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筛查探索

新方法。

提到想对年轻人说的话，吴世法还是

那句“学习、创新”。“只要有比别人更进

步的，就是最好的‘新质生产力’。”他还

唱起从童年就伴随他的 《毕业歌》来激励

青年：“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

会的栋梁……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

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吴世法：学习一辈子，创新一辈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俞希
见习记者 罗 希
实习生 赵 涵 曾伊可

从被浪潮般的好评推进电影院“试试

看”，到“三刷”还不过瘾，《哪吒之魔童

闹海》（以下简称 《哪吒 2》） 的“百亿

荣耀”让南华大学的王子晗热血沸腾。为

相关视频点赞、踊跃参与话题讨论、每天

刷新票房动态，原是“日漫迷”的她，第

一次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的“自来水”，并

且 一 路 见 证 《哪 吒 2》 成 为 全 球 “ 顶

流”，在全球动漫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回忆起《哪吒 2》电影中的片段，成千

上万的海底妖族飞腾、哪吒突破穿心咒、

捕妖队聚集成一棵大树、合力破顶……一

幕幕特效画面在武汉大学的黄紫怡心中反

复“上演”。在她看来，中国出了一个可以与

迪士尼、皮克斯等动画巨头“掰掰手腕”的

好片子，“大家都想出一份力支持国漫”。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就国产

动画话题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起问卷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7232 份。调查结果

显示，40.64%的受访大学生会关注热门国

产动画作品，30.35%的受访大学生每周主

动关注国产动画新作，21.16%的受访大学

生每月观看 1 至 2 部国产动画作品。如

今，国产动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动漫迷和

普通观众追捧的对象。

东方叙事助力中国故事“破圈”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渝航看来，《哪

吒 2》 中的角色立体饱满，申公豹的经典

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到影片后半段，周渝

航发现申公豹坏有坏的动机，好有好的理

由。“他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我们

平常的生活没什么距离。”

周渝航认为，与第一部相比，《哪

吒 2》“讲故事”的能力有显著提高，

尝试建构更宏大、复杂的世界。相较于

第一部“魔丸 VS 灵珠”的简单二元对

立，黄紫怡谈到，第二部的叙事更加多

维，引入了更多复杂势力。“故事发生的

地点从陈塘关扩展到了天界和龙宫，以

及土肥坡、石矶娘娘的山等地方，整个

叙事空间更开阔了。而且出现的角色是

第一部的两倍，新角色的出现让故事更

加立体。”

浙江大学的陈洲翔对中国传统文化情

有独钟。正因如此，《哪吒》 系列国漫中

深度融入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令他印象

极为深刻。“从视觉符号来看，哪吒标志

性的乾坤圈与混天绫，脱胎于中国古代神

话传说，它们不仅是哪吒形象的独特标

识，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影片中

云雾缭绕的仙山、神秘幽深的龙宫等神话

场景，更是对传统神话世界的生动还原，

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1.10%的受访

大学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赋能是

国漫吸引受众的核心特质，69.32%的受访者

认为其视觉特效与美术风格精良，66.07%的

受访者认为国漫具有突破性的剧情与人物

塑造，53.75%的受访者认为国漫题材能够

反映当代社会现实，44.18%的受访者认为

国产动画技术能够媲美国际水准。

江西科技学院的陈彦宇对 《哪吒 2》
影片中母子诀别的场景感触颇深。“当殷

夫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与哪吒的拥抱时，

那句‘今后的路只能你自己走’的台词，

将东方家庭中的隐忍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

致。”他表示，这种将神话叙事根植于现

实情感的表达方式，正是国产动画打动观

众的核心所在。

天津城建大学的孙潇钧最近重温了

2020 年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 《姜子牙》，

影片结尾处姜子牙勇登天梯与原始天尊对

峙的场景令他尤为震撼。“特别是影片末

尾的决战画面，那种视觉冲击力和叙事张

力让我记忆深刻。”在他看来，这段情节

不仅体现了角色突破桎梏的勇气，更暗含

着对权威的深刻叩问。

同样的寓意在 《哪吒 2》 中也有所影

射。在 《哪吒》 系列电影的众多精彩情

节中，有一幕让陈洲翔印象颇深——一

群仙人误饮 哪 吒 的 尿 ， 却 仍 强 作 镇

定 ， 坚 称 是 难 得 佳酿。在他看来，这

一情节诙谐幽默，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

传统权威形象进行了解构。“这种反差，

打破了人们对权威的固有认知，以轻松

戏谑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全新的视角，看

似老套，实则与 《哪吒》 打破常规、挑

战命运、不被传统束缚的核心精神高度

契合。”

技术赋能国产动画“再崛起”

曾经，王子晗认为美国和日本的动漫

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动漫凭

借宏大的制作规模和震撼的特效，构建出

一个个奇幻壮阔的宇宙；日本动漫则以细

腻的情感描绘和独特的故事架构，打动了

无数观众的心灵。

黄河科技学院的张举作为“国漫

通”，追过的国产动画不下 10 部，包括

《葫芦娃》《熊出没》《侠岚》《罗小黑战

记》《星游记》 等。在他看来，和日漫或

欧美动画的建模效果相比，早期国产动画

的 3D画风难以望其项背。

而如今，对国产动画燃起热情的王子

晗不仅购置了许多 《哪吒 2》 的周边产

品，将其视为珍贵纪念，她还意识到，那

些陪伴自己成长的经典作品，比如 《铁扇

公主》《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等，原

来都是国漫的璀璨瑰宝。这些经典之作承

载着她满满的童年回忆，更是国漫辉煌发

展历程的有力见证。

近些年来，在技术迭代与文化传承

的“双轮驱动”下，国 产 动 画 的 质 量

有了显著提升。以正在更新的 《完美

世界》 为例，张举说，每一季主角的外

貌形象都有改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

张力。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67.78%的受访大

学生认为国产动画的整体质量有显著提

升，精品数量明显增加，26.45%的受访者

认为头部作品进步明显。其中，84.75%的

受访者认为国产动画技术进步明显，比如

特效、建模、流畅度等方面；63.41%的受

访者认为美术风格更具独特性，63.21%的

受访者认为剧本深度与叙事逻辑有所提

升 。 此 外 ， 传 统 文 化 现 代 表 达 能 力

（59.87%）、角色塑造立体度 （57.98%）、

音乐/配音等视听体验 （48.98%） 等方面

也让受访者感受到国产动画质量提升。

孙潇钧认为近年国产动画在技术和剧

情等维度都实现了明显跃升：“首先是制

作细节愈发精雕细琢，比如 《姜子牙》

《杨戬》 等封神榜系列作品，毛发渲染、

粒子特效已达到国际水准。更重要的是故

事架构的突破——从简单的情节铺陈转向

对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度挖掘。”他以封

神榜系列的 IP 改编为例，这些作品虽然

脱胎于传统文化典籍，但通过创新性改

编，让年轻观众重新感知经典的内核，

“就像用现代镜头语言激活了沉睡的文化

基因”。

“比如 《长安三万里》 用 AI复原唐代

建筑肌理，让‘九天阊阖开宫殿’的诗词

意境有了可视化载体；《哪吒 2》 通过现

代家庭伦理重构经典神话，也证明技术最

终要服务于文化表达。”陈彦宇说。

同时，陈彦宇也特别指出，国产动画

在“出海”的过程中易出现理解偏差：

“比如 《白蛇 2》 的修罗场轮回设定，曾

被部分国外网友误读为‘东方丧尸围

城’，说明国产动画在跨文化传播上还是

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难题。”他建议未来国

产动画可以考虑利用 AI辅助创造，“从建

筑纹样复原到服饰材质模拟，也许科技能

为文化考据提供全新可能”。

文化自信引领国漫 IP“席卷全球”

“以中国视角阐释中华文化，向世界

传达中国态度”，这是周渝航认为国漫应

当具备的要素。

回忆起 《长安三万里》《深海》 等影

片上映的时候，黄紫怡感觉语文书上的诗

歌都活过来了，“基于历史的改编很好很

真实，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长安三万

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让她易于接受，而

《深海》 的奇幻讲述也让她获得了误入仙

境般的体验。

“我觉得中国动画是能闯出一片天地

的。”在黄紫怡看来，日本动漫有很多青

春浪漫题材，美国动漫包含个人英雄主

义，但中国可发掘的题材多得多。“不

管是历史还是现代，神话还是现实，中国

的文化元素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引起华人

的共鸣，既有能创作的内容，又有市场和

受众。”

在陈洲翔眼中，近年来，国产动漫实

现了从小众娱乐到大众文化的华丽转身，

从小屏幕迈向大荧幕，吸引了越来越多观

众的目光，汇聚了丰富的资源。这一发展

趋势让他坚信，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国

产动画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前不久，陈洲翔一次外出还偶遇了 《哪

吒》 系列中敖丙的 Coser （进行角色扮演
的人——记者注），并且看到很多争着要

合照的粉丝。

对于国漫“出海”的前景，孙潇钧表

示：“像哪吒、孙悟空这些承载厚重文化

底蕴的 IP 形象，在跨文化传播时确实存

在理解壁垒。但 《黑神话：悟空》通过视

觉、剧情消解语言障碍的尝试值得借鉴，

或许适当加入文化注解，才能更好地架起

国产动画‘出海’的桥梁。”在他看来，

相比国外动画的创作理念，国产动画更侧

重“天下大同”的集体叙事。

“当技术壁垒逐渐打破，剧情深度就

成为决胜关键；用心打磨故事，观众自会

看见诚意。”时至今日，孙潇钧仍记得

《白蛇：缘起》 这部国产动画给他的深刻

感触：“它在传统故事的框架中构建了一

个全新世界观，既保留了文化根脉，又注

入了现代的思考。”在他看来，《白蛇：缘

起》“叫座又叫好”的秘诀，正在于用扎

实的剧本完成了对经典 IP 的创造性转

化。“这部动画证明，当技术创新与人文

关怀并重时，国漫完全有能力打造出兼具

东方美学与普世价值的精品。”孙潇钧说。

对于国漫“出海”，陈彦宇认为既要

坚持东方美学符号体系，更要构建能引发

共情的叙事语法。他提到，只有当技术硬

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形成合力时，才能诞生

像 《哪吒 2》 这样既彰显文化主体性，又

具有全球对话能力的作品。“这部影片成

功地将‘修身齐家’的传统智慧注入了神

话叙事，在炫目特效之外，也输出了我们

坚实的精神内核。”在他看来，当国产动

画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那些关

于成长、亲情与传承的主题，自会跨越山

海，引发共鸣。

技术与文化共振，东方美学与叙事交融——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认同国产动画质量提升

2月 25日，湖南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100多名外国留学生在长沙一影院观看《哪吒2》。留学生们了解电影中的中医药相关剧情与药理知识，并体验非遗剪

纸与冰糖葫芦制作。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