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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周刊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328 组数据，62 公斤硅胶，100 套花

纹模型，近 200天，1860块巧克力。

最近，95后女孩范苏木和她复刻的

圆明园海晏堂，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

视频里，巧克力打造的海晏堂令人惊

叹：主楼的琉璃蓝色屋顶十分亮眼，房

檐上的雕塑细节精致，十二生肖兽首金

光闪闪。虽然喷泉效果未能完美呈现，

但这巧克力版海晏堂，仍让我们真切

“看”到了它曾经的模样。有网友看了后

说，“想要流泪”。

海晏堂是圆明园中最大的一处欧式

园林景观，于 1860 年被烧毁，它的背后

是中国的近代沧桑；而在这由 1860块巧

克力拼成的海晏堂背后，作者经历了什

么？还藏着哪些没有说出的故事？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范苏木。

从一幅画的细节提炼出
328组建筑数据

“试试复刻圆明园的建筑。”

2023年年初，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

在范苏木的脑海里，她“被自己吓了一

跳”。像水汽和光线构造的宏大海市蜃楼

一般，这个念头让她激动得心怦怦跳，但

也很快意识到此事“不太现实”。

彼时范苏木正在进行的，是用巧克

力复刻比较小件的传统手工，比如六方

宫灯、发簪和妆匣。粉丝也常常在她的评

论区“大开脑洞”地“点菜”。有人说“可以

做《清明上河图》”，也有人说“做圆明

园”，范苏木发现，竟然有不少人和她不

谋而合。

范苏木想，如果想要实现，她就要负

好责任，要首先全面、深入地了解圆明

园。2023年 3月，范苏木第一次前往北京

圆明园遗址公园。

抵达后，她看到的是，西洋楼的断壁

残垣几乎已经是建筑遗留比例最大的区

域了，其他砖木结构建筑百不存一，只留

下解说牌告诉游客它们曾经的辉煌。范苏

木站在那里，此前看到过的圆明园复原

图、英法联军的劫掠和纵火，在她的眼前

如电影般闪过，“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这之后，范苏木陆陆续续地收集

资料。她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看到了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了解到浙江横店

影视城有“圆明新园”，她专程前往。在那

里，她无意中目睹了这样一幕——西洋楼

十二生肖兽首的喷泉一起喷水，像为海晏

堂织出了一片轻盈闪耀的流苏面纱，“那一

刻仿佛穿越了百年，震撼又遗憾”。

渐渐地，范苏木积累了从学术著作、纪

录片到各类古画的大量资料，包括清华大

学郭黛姮教授（2022 年逝世——编者注）
及其团队复原数字圆明园的项目。她对比

了珠海的圆明新园、横店的复原实体和

1786年成图的西洋楼透视图铜版画，发现

后者的细节更清楚详细，且是最早、更权威

的参考。综合考虑，她决定以西洋楼铜版画

作为主要参考。

范苏木买到了十二生肖雕塑的模型，

以此为现实尺寸标准，测量了铜版画中不

同个体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的方位、距离，进

行等比例转换。“录入到电脑，纯手动测算。

花了 3天，从这幅画里的细节中提炼出 328
组建筑数据。”

此时，范苏木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在

等着她。

闯过重重关卡，得到 1860
块巧克力碎片

范苏木开始做大大小小的巧克力零

件，打算最后一起组装。她首先做墙体和屋

顶等比较大块的零件，在表面刻出模仿砖

缝的纹路，再切割出窗洞。接着，她开始做

细节，清查建筑上有哪些花纹浮雕。她将同

一块区域的花纹按一组计，共归纳出 26
组。这时，她出了身冷汗，这些花纹浮雕都

不是基础简单的，要怎么做呢？

在电商平台上能搜到的欧式花纹纹

样，她几乎都买了。“至少买了 100 种不同

的花纹，试了很久，最后只用到了十几种。”

范苏木说。有的花纹太独特复杂，实在无法

拼凑出来，她就自己动手刻，“幸好它是左

右对称的，只要把这 26种花纹重复做两次

就可以了”。

做完数不清的花砖、窗棂、门框、房檐

后，一大批较为独立的小雕塑部件还在等

着范苏木攻克。十二生肖模型有了，贝壳水

盆有遗迹，但瓜果盆石雕、浪花石雕、长短

流水石构件、香炉、石狮子等其他小部件，

除了一幅画，再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它们都

是立体的雕塑，范苏木一开始想过 3D 建

模，但她要求的精度过高，可获取的现有的

3D模型派不上用场，在网上询问相关商家

后她发现，定制一个的费用就要过万元。

没有“多财多亿”，只能多才多艺。范

苏木“被迫”自学了制模和翻模的新技能：

制模一般使用精雕油泥或超级黏土低温泥

雕刻出模子，再滴入配置好的硅胶将其覆

盖、等待凝固，最后把巧克力灌进模具，冷

冻、脱模。

“14天零 17个小时，62公斤硅胶，我们

终于把这幅画里的全部细节搬到了现实。”

范苏木说。其中浓缩的大量劳动，比最浓缩

的黑巧克力还要苦。

范苏木想过，或许可以采取更简单的

方式，用糖艺做出透明固态的“水柱”来模

拟形态，代替真的会喷水的喷泉。但朋友

鼓励她：“你已经做到这儿了，不能退而求

其次地完成，你一定要多试试你的想法，

也许就能成功！”范苏木在短暂迟疑后找

回了原初的斗志。

范苏木买了各种各样的微型喷泉和相

关小零件。那时，她走在小区里，看到物业

洒水的设备都会停下研究一会儿。范苏木

给每个生肖都配上独立的开关，布好管线，

模拟水力钟进行报时。“它能喷水的那一

刻，我非常激动！”

一个漫长的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青

岛的风在海岸自由地穿梭，范苏木在工作

室对作品不停打磨。在组装过程中，还有一

些意外发生。比如，固态巧克力要求室温保

持在 20 多摄氏度及以下。“十二生肖的毛

发特别精细，耳朵和嘴都很薄，巧克力碰上

体温容易化，有时我就得用手先摸冰降温。

有一次停电了，主楼的房顶就塌了……”

最终，这些闯过重重关卡得来的 1860
块巧克力碎片，合成出了她期待已久的、如

魔法一般的盛况。

圆明园无法完全复原，但
年轻人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范苏木上大学时，学的是经济，但也一

直有着对创意事物和创意表达的热爱。

2019 年她开始做自媒体，和中华传统文化

相关的第一个作品，是翻糖蛋糕版《千里江

山图》。她在 2022年央视春晚看到舞蹈《只此

青绿》时被惊艳，“就一直在想，要是用什么方

式可以表达它就好了。”之后，她又复刻了金

嵌珍珠天球仪、故宫太和殿、天坛祈年殿。

“我做复刻，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手工

活儿，我还想表达出建筑的文化内涵。”范

苏木说。她每做一个作品，都会搜集大量学

术著作、纪录片、图纸，甚至民间传说来学习。

“复刻祈年殿时，我知道了林徽因保住

了天坛公园的古树，也了解到她围绕古建

筑做了大量考察和著书的工作；复刻太和

殿时，我看到梁思成手绘的太和殿平面图

稿，最早对太和殿进行测绘的就是他和同

伴。”范苏木说，“这次复刻海晏堂，我了解

到郭黛姮教授带领着她的研究组用了 15
年时间将整个圆明园数字化，真是高山仰

止。他们的研究成果让我这样的建筑外行

人感受到一个具体的支点，支撑我去完成

自己的创作。”

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还有意料之外

的瞬间触动到她。“巧克力材质比较脆，倒

模时，容易破损，这和我在圆明园看到的断

壁残垣很像，让我有些恍惚。”范苏木想，巧

克力还可以重新拼接，但圆明园的那些遗

迹已经不会再回到美好的模样了。

在做完十二生肖，把它们一一摆在已

经组装好的整体建筑两边时，范苏木感到

一种久违的幸福——“我做的海晏堂被注入

灵魂，像活了一样。”在做花纹浮雕时，她得

知，真实的海晏堂花纹浮雕是由五颜六色的

中式琉璃制成，阳光照在上面，流光溢彩。

但今天，我们只能靠想象去感受那种美丽。

“我决定做这件事，虽然不知道我的能

力能把它做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必须得

尽力去做。每次做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

起最开始冒出这个念头那一天的热血。”范

苏木说，“这样说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心

里就像听到召唤，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青

年应该做的事。”

记录作品创作过程的视频在网上发布

后，很快引起热议，范苏木也在关注大家的

讨论。“比较触动我的是，许多人说看了视

频才知道，原来圆明园不只有西洋楼那一

块，还曾经有过那么多美丽的、如今已经

消失了的建筑。还有人分享用自己的方式

来‘复原’圆明园，有画画的，有在游戏里

搭建的……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来表达和纪念。”

范苏木希望自己能做出更多蕴含知识

积累的创意输出的作品，以

现代的、年轻的方式来表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

力。“我们有 5000 年的文化

富矿，空间非常大，能做的事

还有很多很多，希望年轻人

勇敢一点、自信起来，去探

索、实现自己的创意”。

1860块巧克力，95后女孩“重建”圆明园海晏堂

□ 沈杰群

线上抢票那一天，就是我心中每年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日”。

我早早研究完北影节的片单，根据

喜好、时间、距离、“观影搭子”预选心仪

的电影场次，开票日中午 12 点一到，心

跳加速，双手忙乱，手机屏幕被戳得简直

要冒烟……我如龙卷风一般飞速抢完

票，有喜有忧，基本满意。接下来便是截

屏去朋友圈、豆瓣晒出“抢票战果”，顺便

再看一看“互联网邻居们”的成绩。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

这句话是电影节对影迷的承诺。4月，这

座城市沉浸在“光影节日”的氛围中。北

影节期间的影院，具有独特的“磁场”：

能吸引天南海北热爱电影的影迷，聚拢

起散落在时间轴上的老电影。无论那些

片子距今多久，总能等来专程奔赴它的

观众。

北影节观影氛围极好，一个人可以

安静而纯粹地享受观影全程，而各种热腾

腾线下交流的“电影节社交”则是精彩非凡

的加分项。

今年北影节，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放映的《民警故

事》4K修复版。由宁瀛自编自导的《民警故

事》，是“北京三部曲”的第二部，以北京某

派出所民警杨国力的日常工作为主线，讲

述了基层民警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守

护一方平安的故事。

进场的每个观众都会拿到一张海报，

“剧中人物全部由在职民警出演”颇有吸引

力。距离这部电影首映的 1995 年，已经过

去整整 30年了。看着大银幕上 30年前的北

京二环的城市影像，熟悉又陌生；映后交流

环节，导演宁瀛、主演李占河亮相，谈论着

创作这部电影的往昔，你又会感叹于电影

创作者和时间碰撞出的奇异火花。

导演宁瀛说，她当时就想做一种电

影——不是拼一时的票房、一时的荣誉，

而是想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所保

存的生活的意义有没有价值。“当时我的野

心是跟时间较劲，所以也放弃了很多东西。”

在人气火爆的“姜文电影大师班”，姜

文导演说，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与喜欢电

影的人、想拍电影的人深度交流，因此他一

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自己的经验、教训

和看法统统分享给台下的年轻人，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

当被问及青年该如何汲取灵感，姜文

的观点是，想表达的内容比介质更重要。

“真想拍电影，先问问自己，你有什么要表

达的。如果你没什么要表达的，那也拍不

好。电影技术那部分是工具、是话筒，但你

要说什么很重要。如果没有自己的态度、自

己要说的话，那你会很受罪，干起活来也会

很难受的。”

北影节的选片很多元，观影场景和体

验也愈发鲜活。

很受年轻观众喜爱的电影《年会不能

停！》，北影节期间在郎园·Station下沉篮球

场露天放映。晚风中的露天观影别有一番

风味，大银幕的光点亮城市夜空。

《年会不能停！》导演、编剧董润年分享

着创作高口碑喜剧片的心得。“喜剧一个最

重要的来源是每一个喜剧人物天然的冲

突。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只要让他们

自然地互相去摩擦，互相去产生关联，很多

喜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北影节临近尾声的那天，在百老汇电

影中心，我一下午连续看伊日·门泽尔导演

的两部电影。这两部片子中间约有一个小

时的空隙，我看到一些同样选择“连续刷”

的影迷，或是坐在影院外的水池边晒太阳、

聊天，或是在库布里克书店里享受光影缝

隙里的轻阅读时光。

或许，就是在北影节各自沿着“人生电

影地图”寻寻觅觅的轨迹中，我们书写个人

的“光影浪漫史”。

在三里屯英皇电影城放映的纪录片

《旅行时光》（又名《雕刻时光》），记录了安

德烈·塔可夫斯基与托尼诺·格拉在意大

利的旅行。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长里，我们看到“雕

刻时光”在花木繁茂的小院，从早晨聊到黄

昏起风；托斯卡纳温泉水汽氤氲，午后有皮

皮虾、西瓜和气球，眼里流淌过自然完整的

轮回。影迷们亲切称呼的“老塔”，在片中输

出的电影理念令人反复回味——“你应该

属于电影，而不是电影属于你”。

北影节放映的老片子蕴含深沉的情

怀，新片子亦触动人心。例如“天坛奖”入围

影片《从电影起航的 BAUS 剧场》，取材自

真实存在的东京吉祥寺 BAUS剧场——这

家在 2014年落幕的剧场，曾是那个年代无

数文化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该片主演染

谷将太也是 BAUS 剧场的常客。在片中，

染谷将太饰演剧场经营者实男，是一个少

言寡语、默默承受与守护一切的角色。正是

这种笃定承担的力量，支撑起了 BAUS 剧
场几十年的存在。

看完《从电影起航的 BAUS剧场》首映

的我，还意外“蹲守”到了彩蛋：曾和染谷将

太合作过《妖猫传》的演员黄轩亮相，两人

已经五六年未见。黄轩说，染谷将太这部新

片是“写给电影的情书”，而观众通过一个

剧场也能看到时代的变迁。

我想，“在剧场长大”的孩子是幸运的，

他们会一直得到银幕的滋养和陪伴。

2025 年是世界电影诞生 130 周年，也

是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年。站在意义如此

宏大的时间节点，我越发觉得每年去北影

节看电影这件事是可爱的：是工作之余的

“轻盈”，又是生活之上的“厚重”。

你越在乎一个人和一座电影院的交

集，你就越能惊喜遇见更多有趣的身影，也

越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丰富和热烈。

今年北影节我看的最后一场电影，票

根上写着：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

坛奖”最佳导演奖。没错，这就相当于“拆

盲盒”。

运气不错，我拆到的“盲盒”是挪威电

影《爱的暂停键》，一口气拿下了“天坛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

剧四项大奖。影片讲述结婚 7 年后丈夫提

出离婚，玛丽亚骤然面对婚姻的崩塌与未

来的迷惘。迷失方向、漂泊无依的她踏上了

自我发现之旅。

当《爱的暂停键》字幕滚动结束，影院

灯光亮起，电影节也落幕了。大家依依不舍

站起身，在夜幕下各自散去。下一年我们还

会再见吗？

春天，在“北影节”寻找精神栖息地

□ 杨鑫宇

最近，我时常在社交媒体看到形形色
色的“野史段子”。尽管这类内容早已是互
联网上的“固定节目”，但是，和许多传来传
去、在历史讨论圈早已“包浆”的老梗相比，
最近我看到的这类内容，明显出现了大规
模的“升级创新”，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前所
未见的新内容，另一方面在翔实程度、细节
水平上也有很大“提高”。

从“明朝使臣质问帖木儿为何不进
贡”，到“钱大钧枪击军统湖北站副站
长”……乍看之下，这些直戳网民“爽点”的
说法既生动又有趣，配图配字、煞有介事，
有时还会附带原始出处和参考文献。然而，
简单查证之后不难发现，这些说法要么凭
空编造，要么对史实有着严重曲解，而其列
出的“出处”和“文献”，同样是子虚乌有的
存在。更让人吃惊的是，当我尝试向某些
AI工具问询这些内容时，它们居然给出了

一本正经的解释，仿佛这些内容不是段子，
而是信史的一部分。

当前，这种现象早已不是孤例，以至于
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近日，知名历史学者于
赓哲便在微博上吐槽：“历史粉圈就是善
于曲解史料，自嗨，中文语料库就这样被
污染了，AI 搜到之后常把这类东西作为
信史，这才是现在值得担忧的。”在这条微
博的转发区，另一位研究者也提到：“最近
听朋友说，已经发生过几次，‘聪明的’本科
生用AI写历史类毕业论文，结果里面的史
料是AI编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AI 偶尔会编造
或弄错一些信息，而在于这一整套路径
正在形成一个令人担忧的闭环：人编-AI

润色-网传-AI 吸收-AI 输出-人再信。编
造者为吸引眼球而生发内容，平台靠互动
和流量放大传播，AI 模型将其纳入语料，
再输出给用户形成“答案”，最终被更多人
采信、引用，甚至写入正式文本。这个循环一
旦建立，虚假信息便完成了“洗白”，很难再被
非专业人士辨别出来。

更麻烦的是，AI生成内容的“可信感”
来自其表述形式，而不是真实可靠的资料
来源。很多人之所以会相信这些内容，是因
为它语义连贯、语气肯定、措辞准确，看上
去“像是对的”。但AI的本质是模式识别与
语料拼接，它并不具备对历史真伪的判断
能力。如果训练语料中掺杂了太多未经验
证乃至纯属杜撰的内容，那么输出的文本

再“合理”，也可能是在传递谬误。正如计算
机领域的那句名言：“Garbage in，gar-
bage out”（输入是垃圾，输出就是垃圾）。

这一问题的长期影响，无疑值得正视。
与现实新闻不同，历史话题的可验证性较
差，普通大众很难判断这件事到底有没有
发生过。而当虚假内容一再重复，甚至出现
在AI搜索结果或论文生成中，它所带来的
认知偏差也会更深更持久。

而相较于现实中的虚假信息，人们对
“历史段子”的警惕心理往往弱得多。很多
人觉得，历史本就久远复杂，真假难辨；就
算段子不是真的，只要有趣，未尝不可。甚
至有观点认为，能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
就行，不必太纠结于真实性。这种看法表面

上轻松，实则忽视了此类乱象的长远影响。
我们为什么必须对历史语料污染保持

警惕？因为历史不是段子的素材库。历史是
一种社会共同记忆，是国家叙事、文化认
同、价值传承的基础。如果我们默认“野史
娱乐”可以无限延伸、无须考证，甚至让AI
将这些误导内容当成正史加以再生产，最
终结果将是公共认知的系统性滑坡。一代
人不查出处，下一代可能就找不到真正的
出处了。今天当成笑话看，明天可能就成了

“事实依据”被写进演讲稿、考试题、纪实类
视频，乃至AI生成的教辅书中。

更现实的问题是，当AI工具成为越来
越多用户获取知识的第一入口时，它的语
料污染就意味着认知污染。而这一污染不

是单点式的，更像是系统性下沉：段子替代
文献，主观代替证据，想象替代考证。这种
趋势一旦普遍化，不仅会影响学习者、写作
者的判断力，也会挑战史学研究与教育本
身的权威性和信任度。

应对这一问题，既需要技术介入，又需
要制度建设。平台方和模型训练者应建立
明确的内容筛选标准，对历史领域的语料
设定更高的可信度门槛，避免流量导向
主导内容输入。同时，教育和研究机构也
要主动介入 AI 语料体系的建设，而不能
只是事后辟谣。

普通用户在使用 AI 工具获取历史信
息时，也要培养基本的判断力。别轻易相信
那些“听起来很真”的内容，更不要把 AI
说的当作唯一答案。历史不怕被讨论，
怕的是未经验证的“复制-放大-再信
任”。只有当我们意识到AI参与创建“知
识闭环”的风险，才有可能打破这个“闭
环”，重新找回自己获取专业知识的“认知
自主权”。

AI把野史当信史？警惕公共认知的滑坡

□ 黄 帅

最近，湖南桂阳 00 后
男子小朱再次申请改成 48
个字的名字的话题，引发舆
论场的热议。此前，他已经
成功申请改名“朱雀玄武敕
令”，但又申请更名为“周
天紫微大帝”时却未被通
过。改成 48 个字的名字，
看起来更“离谱”，获得通
过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出
生时名为朱云飞，但因为个
人喜好的原因，后来改的名
字越来越长，甚至都无法得
到亲人的理解。

一般人最初的名字是长
辈起的，自己并没有参与起
名的过程；成年之后，因为
不喜欢原名而改名，也在情
理之中，并得到法律的尊重
与保护。但是，改名确实不
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不仅要遵守相关法规的要
求，还得符合姓名文化的传
统与风俗。

根 据 我 国 的 民 法 典 ，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
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当然，有关“公序良俗”的
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争
议，这也让这一话题有了更
多可探讨的空间。

更名符 合 公 序 良 俗 ，
首先就是不以侵犯他人权
益 、 有 损 外 界 观 感 为 前
提。比如，有些人想改的
名字里有非中文字符，显
得很有“个性”，却给别人
识读姓名带来不小的麻烦，也很难进入身
份证的数据库。再如，有的家长对孩子期
望很高，想给孩子起一个伟人的名字，这
其实也不太妥当。暂不说这样的名字可能
会给孩子带来无形的压力与烦恼，也会让
外界难以接受。

再者，名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需要
符合传统的姓名文化伦理。正如《论语》
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传统文化秩
序中，“正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它关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与身份
认同。有了个体的清晰认知，才能形成稳
定的群体文化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给
孩子起名，或者孩子长大之后去改名，都
是个人或家庭的文化心理的体现。它不仅
应该遵循个人内心的想法，还应该符合社
会文化层面的秩序，绝不只是个性的展
示，更要具备社会属性。

回到上述具体案例，其实不难理解
“朱雀玄武敕令”的家人与外界的疑惑、
担忧。客观而言，“紫微大帝”等具有神
圣性质的名字，对普通人而言确实是“太
大”了。从古至今，民间也有说法，给孩
子起名不能“太大”。甚至古人会给孩子
起所谓的“贱名”，如狗儿、丑儿，有些
人在成名之后，依然用这样的名字，如元
朝名将石抹狗狗、大孝子宁猪狗。步入
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
给孩子起名更加文雅，但多数人也不会
给孩子起一个很怪异、很“夸张”的名
字。用字简单、寓意美好，才是更受欢迎
的取名之法。

不过，“朱雀玄武敕令”也未必如外
界某些声音所言，“涉嫌迷信色彩”，可能
只是觉得好玩。毕竟，如今不少电脑游戏
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名字，这可能反映出
个别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解构心态，
用看似“霸气”的神祇、帝王之类的元
素，来获得一种全新的自我认同。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是在游戏中使
用“朱雀玄武敕令”“周天紫微大帝”之
类的 ID，多数人并不会觉得不妥，毕
竟，比它们更“夸张”的网名也不少
见。但在现实生活中，若使用这样的名
字，则很难让人接受。这在本质上反映
了虚拟名字的娱乐性与真实名字的契约
性之间的差异。

人毕竟是活在现实中的，在起名、改
名这种人生大事上，还是应当清晰地区分
现实与虚拟的边界。现实中的姓名一旦确
定，就具备法律效力，与户籍、身份证、
毕业证书等关乎自我身份认定的重要信息
绑定在一起，应当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
轻易变更，形成一种文化与法律上的契
约。因此，更名要慎之又慎，避免给自己
与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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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轩（左）、染谷将太（中）亮相《从电影起航

的BAUS剧场》映后交流环节。 沈杰群/摄

95后女孩范苏木用巧克力复刻的圆明园海晏堂。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看巧

克力版圆明园

是如何建成的

范苏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