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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器官共享网络 (UNOS)———管理全国
器官移植系统的非营利组织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平
均平均每天有 20 人死于等待器官移植 。 虽然现在
每年有超过 3 万例移植手术 ， 但是还有超过 11.3
万名患者在等候器官移植。 所以人工制造的人体器
官已被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打印出“自行跳动的心脏”
目前来看， 实验室里已可以人工培育出具备所

需功能的细胞、 脉管系统。 这些人工培育的人体器
官被许多人视为能解决上述这种移植器官短缺问题
的重要途径，3D 打印的进步大大地提高了这种活体
组织构造人工培育水平。 然而，迄今为止所有 3D 打
印的人体组织仍存在缺陷， 比如它们缺乏用于器官
修复和替换所需的细胞密度以及某些功能性。

美国哈佛大学 Wyss 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和 John
A. Paulson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EAS）的研究人员
共同研发了一种叫 SWIFT (sacrificial writing
into functional tissue)的方法。 它可以通过将
血管通道网络直接用 3D 打印的方法打印到活体器官的
3D 构建模块中，以此来解决一些现存问题，甚至能够创
建出更近似于器官大小且具备相应功能的较大组织结
构，比如在七天内仍能自行跳动的心脏组织。

构建活体组织的“血管”
SWIFT 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制造模式 ，它能够打

印含有大量干细胞衍生出的器官构建模块 ， 能打印
出构建活体组织所必需的血管系统， 它已不仅仅只
是打印一个个微小的细胞。 而它的运作过程相对简
单 ，只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 ，将数十万个由干细胞衍
生的聚集体形成一个密集的活体基质构建模块———
这种基质每毫升含有约 2 亿个细胞 。 第二步 ，将氧
和其他营养物通过打印的血管系统输送到细胞内
部 ， 然后将这个血管系统嵌入活体基质构建模块
中。 从这些模块中形成的最终出品物， 不仅能达到
类似于人体器官的高细胞密度， 其基质的黏度还能
够保证其内部可以放入 3D 打印出的可持续灌注营
养物质及氧的血管系统，以模仿真正的人体器官。

在这项技术中， 研究人员能够将通道的直径从
400 微米变为 1 毫米，并将它们无缝连接，形成组织内
的分支血管网络。 所以使用 SWIFT 技术嵌入的血管系
统能以这种方式“存活”。 如果没有这些血管系统，这种
组织结构 12 小时内可能已开始经历细胞批量死亡。

研究人员表示， 把干细胞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
与新开发的生物打印方法相结合 ，SWIFT 技术就将
极大地推动全球人体器官工程领域的发展 ， 朝着在
体外创造功能性人体器官的目标迈出一大步 。 这项
研究最终有可能大大改善器官工程， 并成功延长许

多自身器官衰竭的患者的寿命。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将这些

人造组织植入动物模型体内， 并探索
它们的“宿主整合”过程。 它正是“3D
器官工程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3D 打印人体器官
可以自主“存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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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式设备展现的虚拟现实能给人们带
来什么？ ”斯齐普·里佐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创
意科技学院医用虚拟现实项目的负责人说道，
“它能让人沉浸在某种可控的模拟环境之中，从
而帮助他们克服恐惧或者直面过去的创伤。 ”

里佐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虚拟现实
的潜在医学应用。 他早期的研究探索了模拟游戏
环境对脑部创伤恢复的作用。 这项研究获得成功
后，他又开始研究其他医疗方面的应用。 目前他
已经证明虚拟现实有助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进食障碍、抑郁症和注意力缺乏症。

虚拟现实对于 PTSD 治疗最为有效。 PTSD
患者一般通过远离创伤事件相关的焦虑、恐惧、
回忆和思绪的诱因来缓解病情。 然而这种措施

只能提供短期保护。长期来看，它强化了把这些
诱因当作有害事物的认知，使得病人更难痊愈。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 心理学家发明了极为
有效的逐步接触疗法。 这一疗法要求病人逐渐
而反复地回想起创伤事件。其原理是，通过这种
想象中的接触， 问题患者可以处理与创伤事件
相关的情绪，认识到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一疗法的关键在于必须依赖想象。 但人
真的能清楚有效地回想起创伤经历吗？ 那些不
愿意或者无法回忆的人又该怎么办？

于是虚拟现实闪亮登场。
这一技术并不让人想象场景或者事件，而

是把使用者从医生面前的舒适长椅上安全地
“传送”到另一个空间。

戴戴上上VVRR
比止疼药还管用？

学者们正在研究虚拟现实如何帮助治疗创
伤性应激综合征、神经性厌食症和焦虑等疾病。

研究者发现，虚拟现实（VR）不仅仅是一种
流行的电子游戏方式，它也可以应用于医疗。

2019 年 1 月的一项研究发现， 这一疗
法对于军队中的创伤也十分有效。 截至治疗
结束时，53%的老兵被诊断患有 PTSD，三个
月后这一数字降低到 33%。

其他研究还发现， 虚拟现实还有助于治
疗车祸受害者和卷入世贸大厦袭击事件的市
民和救援人员。

基于相同的原理， 这一科技在治疗焦虑
和厌食等失调疾病方面也卓有成效： 将患者
暴露在他们恐惧的事物面前， 从而使他们逐
渐克服自己的逃避行为。

朱赛佩·里瓦博士发现，虚拟现实的沉浸
特性甚至有助于治疗进食障碍。 作为意大利
米兰天主教大学心理系教授以及神经心理科
技应用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里瓦于 1995
年首次戴上了虚拟现实头盔。 一种奇妙的感
觉击中了他： 他无法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那
时他正在研究神经性厌食症， 在他看来，这
种疾病是“身体感觉的混乱”。 他开始思考让
进食障碍患者体验虚拟现实环境， 能否帮助
他们克服这一疾病。

之后的几年里，里瓦开发出“具现式”虚
拟现实体验。 在这种体验中， 身体尺寸认知
失调的患者可以寄居于另一副尺寸不同的身
体。 这种“具现化”可以减轻厌食症患者的认
知失调。 据里瓦所说， 这一技术的工作原理
是， 由于身体尺寸认知失调， 大脑模拟出的
身体比实际更大。 要纠正这一认知， 可以用
大脑无法预期的真实模拟来“欺骗”它，使其
改变认知。

“当你进入另一副躯体，你的大脑会感到
震惊，因为它无法预测和展开行动。 ”他说，

“这迫使大脑重新计算身体的经验。 ”

里瓦同时在研究虚拟现实如何治疗暴食
症。 由于大脑中连接食物认知和进食欲望的
机制出现故障， 暴食症患者无法停止对食物
的渴望。 为了帮助患者克服这一机制， 里瓦
发明了一种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 在这种环
境中， 人们暴露在他们所渴望的食物之中。
通过模拟食物， 被研究者不得不抗拒吃掉它
们的欲望， 从而缓慢地学会分开对食物的认
知和进食欲望。

这种介入疗法比传统的行为疗法更加有
效地抑制了暴食症。 里瓦认为，这是由于比起
单纯的语言，虚拟现实对人的影响更加深远。

“虚拟现实直接影响情感和认知机制，而
这些机制是人类情感和认知的基础。 ”他说，
“认知行为疗法更适用于纠正对特定情感和
感觉的理解。 只有同时改变两者才能达到治
疗效果。 ”

目前为止， 所有这些医疗应用都局限在
实验室里。 随着这一技术逐渐普及， 研究将
持续证明其功效，里佐和里瓦说，他们已经看
到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的医
生都会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同
时两位研究者都明确指出，虚
拟现实不会“代替”传统疗法，
而是“辅助”它。

“人们会说，‘哦，所有治
疗都会在虚拟现实中进行。 ’
但这种看法错失了重点。 它只
是出于对虚拟现实的狂热。 ”
里佐说，“我们能够清晰地辨
别什么是骗术，什么是启发性
的观点。 研究将会记录下真正
有价值的东西。 ”

里佐认为虚拟现实介入治疗的好处是多
方面的。 它绕开了人类的逃避倾向， 同时“欺
骗”大脑相信这一暴露是真实的。

据里佐所说，大脑额叶知道这只是模拟，但
边缘系统，也就是战斗 - 逃跑区域能够身临其
境地做出反应。“这就是我们尝试实现的。 我们
试图激活恐惧， 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实际的坏事
打破条件循环。 ” 他说，“这就是这项技术的魅
力。 它让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和自己所恐惧的事
物互动，而大脑却能身临其境地做出反应。 ”

和所有暴露疗法一样，VR 疗法使患者逐
渐习惯这种刺激或者某种场景， 从而确保他们
不会遭遇二次创伤。

但是患者的意愿仍然重要。 因为即使获得

了知情同意，并且过程循序渐进，仍然有证据表
明， 长期暴露在诱因下———这种做法被认为是
PTSD 的“黄金标准”疗法———也可能在某些患
者身上弊大于利。

据《Slate》期刊报道，研究者发现该疗法导
致部分老兵产生暴力、自杀和抑郁倾向。这一现
象和基于虚拟现实的暴露疗法之间的关系尚未
明确。

里佐的实验室和许多患有 PTSD 的士兵或老
兵合作。 他的研究表明，虚拟现实疗法比传统疗法
更加有效。 比如在 2014 年的一项研究中，20 个现
役士兵平均每人接受了 11 个虚拟现实沉浸疗程。
其中 16 士兵在接受治疗后不再患有 PTSD， 并且
这 20 个士兵人均 PTSD 症状减轻 50%。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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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证实有“创伤恢复”作用

虚拟现实介入治疗的利弊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VR 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进食障碍、抑郁症等

栏目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

□张静影 董昱璨 / 编译

本
版
制
图/

王
军

图 / 视觉中国

2019 年 11月 16 日 / 星期六 /�娱乐编辑部主编 / 责编 吴慧玲 /�美编 肖莎 /�校对 黎松青

A11娱乐

《鹤唳华亭》在制作方面颇
具匠心，古典素雅的场景、精致
的服化道、具有诗词韵律美感的
台词以及考究的礼仪，无不令人
惊艳。 第 4 集里，借由太子夜探
卢世瑜的桥段，剧中完整呈现了
宋代点茶的全过程。 卢世瑜说
自己想告老还乡时，还提到了菰
菜、莼羹和鲈脍，成语“莼鲈之
思”的典故就与这段情节相似，
再次让网友们“涨了知识”。

杨文军称， 虽然故事背景

是架空的， 但创作时借鉴了宋
代的规制和文化：“从茶道、诗
歌、书法、瓷器到服饰、建筑等
等， 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宋代来
做的。 那个时代的文化非常美，
我们希望能呈现给大家。 ”制作
团队对每一个细节都保持严谨
的态度。“在架空题材下，我们
也想展现出规矩和礼法， 因为
在约束之下展现出来的美更含
蓄、更内敛。 ”杨文军说。

因为追求精益求精， 预期 5

个半月的拍摄延到 7 个半月才完
成。“拍摄过程也很虐心啊！”杨文
军感慨道，“剧组常驻人员有一两
千人， 大家对这部戏都投入了热
情和心血。 比如我们在西北拍的
动作场面，拍完回来觉得不满意，
于是全部推翻重拍； 在敦煌的时
候， 拍完几场戏后又决定往西再
推进 800 里，到雪山去重拍……
我们希望在各方面细节上都做到
位，结果超支又超时，压力很大，
好在最终圆满完成了。 ”

11 月 14 日至 15 日， 以广
东省文联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
乐研究所为指导单位，广东省文
艺研究所、广东省音协、广东音
乐曲艺团、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
学术思想研究中心及附中共同
主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传
统音乐文化研究暨纪念广东音
乐大家黄锦培先生百年诞辰·音
乐文化学开展 30 年回顾” 在广
州隆重举行。

本次学术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以“广东音乐私伙局”和“名
家名曲传承”两场不同形式的音
乐会拉开帷幕。 在音乐会上，民
间乐手与专业音乐家们共同演
绎了《娱乐升平》《平湖秋月》和
黄锦培的《月圆曲》等经典名作。
他们对乐曲的不同理解方式、不
同演绎手段，令人耳目一新。 主
办方意在通过民间与专业的碰
撞，探讨广东音乐的发展方向和
传承，也给研讨会留下了许多探
讨的话题。

广东音乐孕育于 19 世纪
末，20 世纪初开始在珠江三角
洲等广州方言区域广泛流传。 经
过几百年间与南粤文化的交融，
众多音乐文化名人及经典曲目
流传至今，风靡全国乃至全球华
人聚居地，构成了广东音乐深厚
的传统音乐文化基础，成为具有
世界性影响力的乐种。

黄锦培是广东音乐划时代
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集表演、指
挥、创作、理论、教学于一身，曾

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星
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和教授。
他多才多艺、风趣随和，为广东
音乐创作出许多不朽篇章。 除了
《月圆曲》 给后世留下无尽的诗
情画意，20 世纪 50 年代由他配
器的《赛龙夺锦》突破了传统禁
锢，由他改编的《得胜令》至今超
过半个世纪历演不衰，他作曲并
指挥的电影音乐 《七十二家房
客》更是家喻户晓。 此外，他的
《广东音乐欣赏》一书，以独特的
理论和视觉辩析，为广东音乐的
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音乐文化学开展 30 年回
顾论坛上， 我国老一辈著名音乐
家、广东省音协名誉主席赵宋光，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靳学东，中
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 中央音乐
学院教授宋瑾， 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玫， 哈尔滨
音乐学院教授李岩以及我省的冯
明洋、罗小平、王少明等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共同就“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音乐文化的现状与发展前
景”“如何整合湾区内的广东音乐
资源开拓研究和传承”“广东音乐
的艺术风格、特点和美学观”以及
对“黄锦培先生百年来的历程、人
格魅力、 为师之道和对广东音乐
文化的贡献” 等话题展开热烈的
对话和研讨。 专家们以大文化视
角，对岭南地区的传统音乐、近代
音乐和当代音乐进行多维度、多
视觉的观照。

（文/陈浚辉 摄影/邓淇章）

探讨广东音乐传承
促进传统音乐发展

纪念广东音乐大家黄锦培百年诞辰系列活动在广州举行

《鹤唳华亭》导演讲述 7 个半月的“虐心”拍摄

罗晋演“太子”险得抑郁症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优酷独播的古装剧《鹤唳华亭》近日低调上线。 该剧改编自雪满梁园的同名
小说，由原作者自己担任编剧，在保留小说人物设定和关系的前提下，情节上做
了较大改动。

剧集开播后，非但没有被吐槽“毁原著”，还凭借不断反转的强情节、精良的
服化道以及优雅的文化内涵获得观众好评。导演杨文军透露，快节奏风格会一直
持续到最后：“小说可能更文艺一些， 但原著作者在改编时选择了这种反转的方
式，他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和突破。 我认为他改得很成功。 ”

《鹤唳华亭》的故事背景设
定在架空的朝代， 太子萧定权
（罗晋饰）少年丧母丧妹，与父亲
之间隔阂颇深。 兄弟齐王及岳父
中书令屡屡制造祸端迫害萧定
权珍视之人，萧定权的老师———
吏部尚书卢世瑜调回监察御史
陆英进京帮助太子，阴差阳错促
成了陆英之女陆文昔 （李一桐
饰 ）与太子的相知相许，两人为
了社稷安宁互相扶持……

有别于历史题材剧的厚重
风格，《鹤唳华亭》 走的是高能
反转路线。剧集一开始，铺垫了
主要人物关系后便迎来第一场
大戏———太子的冠礼， 即成人
礼仪式。先是齐王诱惑吴内人，
命其在冠礼上抛出讨伐太子的
檄文， 此勾当被张内人无意间
听到；冠礼开始，太子突然主动
提及齐王为自己准备了“贺
礼”，原来他已经从张内人处得
知齐王的阴谋；然而，此时张内
人却从高处坠地重伤， 同时掉

落的还有一封指向太子意图嫁
祸齐王的信； 其后， 张内人生
还， 没想到他却坚称自己是失
足坠楼，而后咬舌自尽；太子根
据张内人遗言的隐藏信息找到
了关键证物， 当着皇上的面打
开却是一片空白； 早朝上太子
主动请罪， 齐王联合中书令落
井下石， 结果……仅仅 3 集的
篇幅里，剧情反转又反转，一会
儿看似齐王得逞， 一会儿又是
太子占上风， 不到最后一刻永
远不知道谁是赢家。

杨文军说， 相比原著小说
的文艺范儿， 剧集的特点就是
强情节、快节奏。 对于原著作者
的这种改编， 杨文军坦言一开
始有点反对：“因为我就是冲着
小说来的， 但作者觉得完全按
照小说拍就没有新鲜感了。 ”随
着女主角陆文昔的登场， 情感
戏的部分会沉稳一些， 但杨文
军透露：“惊喜会一直持续到最
后一集。 ”

剧中的太子萧定权腹背受
敌， 皇上对他一再疏远甚至忌
惮打压， 还纵容庶长子齐王对
储君之位的觊觎。 萧定权与授
业恩师卢世瑜情如父子， 但眼
看着皇上无限度包庇齐王，卢
世瑜也打算告老还乡。 萧定权
的孤独无依与凄凉处境， 惹得
不少观众泪奔。

罗晋在以往的作品中也塑
造过不少“苦情”角色，这次他饰
演的萧定权脸色苍白、 嘴唇干
裂，经常眼含泪水、神情沮丧，与
角色设定非常匹配。杨文军对此
也表示认同：“萧定权表面看上

去会比较懦弱，因为他在非常严
厉的环境下长大，导致了他阴郁
的气质。但其实这个戏的意象是

‘鹤’，鹤是猛禽，不像外表看上
去那么纤弱，声音也是非常清亮
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他后面
会有很多爆发点。 ”

杨文军表示， 读小说和剧
本的时候， 他脑海里想到的就
是罗晋：“选角更注重的是内在
气质， 罗晋给我的感觉就是萧
定权。拍戏的时候，他也几乎很
少出来跟我们吃饭喝酒， 挺孤
独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内秀的
人。 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气质。 ”

据杨文军透露， 罗晋常常因为
拍摄强度太大、剧情过于虐心，
收工后要瘫坐两三个小时才能
缓过神来：“他演得太心疼了，
回去都没有力气卸头套， 就瘫
坐在那儿。 ”罗晋甚至怀疑自己
要得抑郁症，导演组就用“虐心
法”来鼓励他：“不会的，我们还
要继续折磨你呢！ ”

反反转转剧剧情情：：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结局

精精良良制制作作：：借鉴宋代规制展现古典之美

苦苦情情罗罗晋晋：：一度怀疑自己要得抑郁症

▲罗晋饰演苦情太子萧定权
荩李一桐饰演陆文昔

《鹤唳华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

学术
活动以音
乐会拉开
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