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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河南博物院参观
采风，看到一组乐舞俑造型，当
时就在想，假如让‘她们’活起
来，会给今天的人们讲述什么故
事？”郑州歌舞剧院编导、舞蹈
《唐宫夜宴》主创之一陈琳说。

不久前，一支5分钟的舞蹈
《唐宫夜宴》火遍全网。身着融
入三彩元素的襦裙，“肉嘟嘟”
的脸上画着月牙形妆容“斜
红”，借助3D和AR技术，14位
舞蹈演员穿梭于妇好鸮尊、莲
鹤方壶、贾湖骨笛等国宝级文
物影像之间，虚拟影像与现实
舞台交相呼应，让人身临其境。

这些从历史中穿越而来的
“美人”是有原型的。陈琳的灵
感来自1959年河南安阳张盛墓
出土的隋代乐舞俑，一组13件，
包括8件乐俑和5件舞俑。

在河南博物院二楼的展厅
里，13件乐舞俑发式和服饰大体
相同，黑发朱唇，头梳平髻，上身
穿窄袖衣，同色条纹高腰束胸，
长裙高系于胸前打结，锦带下垂
而飘逸，肩披帔帛，好似正在进

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型乐舞演
出。

只见乐者姿态各异，坐着演
奏着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排
箫、横笛、钹、筚篥等乐器，长裙铺
地，如痴如醉；舞者着长裙长袖，
有的还加一件短衫，均以恬静、柔
和的神情，挥舞双袖轻轻起舞，敏
捷轻快的舞步不似在走动，而是
被推动，时而像那急驰的流波，时
而又如溪水潺潺。

“细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
两个琵琶乐俑分别演奏的是直
项琵琶和曲项琵琶，演奏方式
为横抱，与我们现代琵琶的演
奏方式有所不同，见证了中国
传统乐器在乐器形制和演奏技
法等方面的不断演变。”河南博
物院副院长张得水说。

据介绍，隋唐时期为中国历
史上音乐、舞蹈艺术集大成时
期。音乐表演中按照演奏姿势
坐、立来进行划分，分为“坐部
伎”和“立部伎”。堂上坐奏为

“坐部伎”，人数较少，主要演奏
丝竹音乐。而堂下立奏为“立部

伎”，表演人数较多，多演奏打击
乐曲。

“文化的繁荣得益于不同
文化的交融互鉴。张盛墓出
土的这组女乐舞俑，形制完
整，为研究隋唐时期的音乐舞
蹈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
料。乐俑出土时，其衣裙有
绿、褐、红、黄诸色，异常艳
丽。”张得水说。

“火”起来的《唐宫夜宴》将
河南博物院也带出了圈。河南
博物院数据显示，节目播出以
来，6成以上到访游客为35岁
以下人群。“00后”郑州女孩史
怡菲前来“试图寻找《唐宫夜
宴》背后的‘秘密’”。20岁的朱
家鑫也来一睹为快，“预约了几
次才得以成行”。

对于陈琳们来说，《唐宫夜
宴》只是一个开始。“厚重的历
史文化不应仅陈列在博物馆
里，如何用多元的艺术手法加
工提炼并传扬下去是留给文艺
工作者的思考。”陈琳说。

（新华社）

“唐宫小姐姐”原来出自这里

（（新华社新华社））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数字人民币”成为
热词之一。从去年开始，国内多个城市陆续试
点数字人民币。现阶段，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主
要以邀请制为主。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工
作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正逐渐掀开神秘面纱。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最近在上海地铁站内
的部分“黑拾”自助贩卖机开始支持数字人民币
支付方式。在这些设备上，点击商品就会出现
数字人民币支付选项，扫描二维码即可完成购
买。

不仅在线下场景，数字人民币在不少线上
渠道也可以使用。目前，数字人民币App支持
滴滴出行、美团骑车、京东等多个子钱包的应
用。

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与用微信、支付宝支付
有何不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
践教授胡捷表示，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微信和
支付宝是第三方支付工具，两者不在一个维度
上。

数字人民币有哪些优势？安邦智库研究员
魏宏旭表示，数字人民币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征信效率、强化支付便利的功效。在广泛应用
后，数字人民币有望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创造出更
具穿透力的直达性工具。

人民币现金电子化了，以后还会有纸币流通
吗？胡捷认为，央行数字货币会替代一部分现
金，但不会完全替代纸币，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对
于纸币还有需求，并且纸币具有匿名性等特点。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货币、人民币纸币和
硬币将长期并存。

（新华社）

数字人民币咋花？

3月22日是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记
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水资源利用率近年来
持续提高，用水效率总体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节水潜力还有较大空间，经测算分
析，2025年全国总节水潜力为298亿立方米。

据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统计，全国
用水效率近年来明显提升。2019年全国万元
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
60.8立方米和38.4立方米，与2015年相比分
别下降24％和2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则从2015年的0.536升至0.559。

“我国三项主要节水指标均提前实现了国
家节水行动2020年目标。经过比较分析，我
国用水效率总体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大致相
当。”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许文海
说。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用水总量基本平
稳，2019年全国用水总量为6021亿立方米。
2018年较2002年我国GDP年增长3倍，粮食
增产36％，用水总量只增加9％。

此外，全国用水结构也在逐渐调整。2019
年全国用水总量与上一年相比，工业、农业用
水量分别减少44亿立方米和10.8亿立方米，
占比分别降低0.8％和0.2％；生活用水量和人
工生态环境补水分别增加11.8亿立方米和
48.7亿立方米，占比分别提高0.2％和0.8％。

“我国节水成效虽然比较显著，但与我国
水安全形势需求、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节水不充分、不均衡、不可
持续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许文海说，我国节
水潜力还有较大空间。经测算分析，2025年全
国总节水潜力为298亿立方米，2035年为614
亿立方米。 （新华社）

记者22日从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获悉，国家网信办、工
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常见
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
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明确了地
图导航、网络约车、即时通信、
网络购物等39类常见类型移动
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要求APP不得因为用户不同意
提供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
用户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

据了解，随着移动互联网
快速发展，各类应用程序迅速
普及应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同时，APP超范围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问题十分突
出，特别是大量APP通过捆绑
功能服务一揽子索取个人信息
授权，用户拒绝授权就无法使
用APP基本功能服务，变相强

制用户授权。规定的出台旨在
解决APP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
问题，规范收集个人信息活动，
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移动智能终端上运行的
APP存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行
为的，应当遵守本规定。”规定
指出，APP包括移动智能终端
预置、下载安装的应用软件，基
于应用软件开放平台接口开发
的、用户无须安装即可使用的
小程序。规定还明确，必要个
人信息，是指保障APP基本功
能服务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个人
信息，缺少该信息APP即无法
实现基本功能服务。具体是指
消费侧用户个人信息，不包括
服务供给侧用户个人信息。

规定明确了39类常见类型
移动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
围。其中，地图导航类的基本
功能服务为“定位和导航”，必

要个人信息为位置信息、出发
地、到达地。即时通信类的基
本功能服务为“提供文字、图
片、语音、视频等网络即时通信
服务”，必要个人信息包括注册
用户移动电话号码；账号、即时
通信联系人账号列表。网络社
区类的基本功能服务为“博客、
论坛、社区等话题讨论、信息分
享和关注互动”，必要个人信息
为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网
上购物类的基本功能服务为

“购买商品”，必要个人信息包
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收
货人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
话；以及支付时间、支付金额、
支付渠道等支付信息。

据悉，规定自2021年5月1
日起施行。任何组织和个人发
现违反规定行为的，可以向相
关部门举报。

（新华社）

四部门明确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运营者收集信息不得“出圈”

用水效率总体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节水潜力还有较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