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 文化文化2021年 5月 18日 星期二

展品“活”起来

数字展陈提升观众体验

“曾经，博物馆是有围墙的，展览以实物

形式进行巡展。”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副

馆长朱亚蓉说，数字化让博物馆的边界更加

模糊，得益于先进的技术，“云端”观展成为

常态，展览借助科技走到不同城市，博物馆

真正实现了“无处不在”。

走进改造升级后的三星堆博物馆综合

馆，生动、丰富的多媒体技术更全面、更深入

地 表 达 三 星 堆 文 化 内 涵 。 序 厅 里 ，多 媒 体

“三星堆之眼”勾勒三星堆发现发掘关键节

点；正厅里，L 型视频墙用逼真的三维动画呈

现了三星堆古城形成过程，吸引不少观众驻

足观看。据介绍，这些多媒体视频采用电影

级别的制作，最后的三维渲染环节用了 70 多

台电脑同时作业。

三 两 好 友 相 聚 ，赏 花 品 茗 、抚 琴 对 弈

……打开湖南省博物馆网上展厅，进入《闲

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专题，伴

着古琴乐曲，宋朝文人雅士的生活场景徐徐

展开。该展览于去年下半年上线，运用 AR、

VR、三维影像制作、多媒体信息技术等，制

作了 360 度全景线上虚拟展厅，全方位立体

式呈现了 80 余件文物。

如果说数字技术能作为实体展览的补

充，那么看场没有实体文物的展览是什么感

受？“震撼！”“很炫酷！”“仿佛穿越了！”去年 9
月，“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在首都

博物馆开展，处处给人以惊喜：用手拨动加

入交互密码的“古琴”，一曲《广陵散》在指间

流淌；和着人们的动作，一袭长沙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素纱衣”翩翩起舞……在体验展

现场，一名带着孩子来看展的退休教师说：

“科技与文化结合使展览寓教于乐，增加了

孩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应当积极运用数

字 技 术 和 互 联 网 思 维 策 划 、组 织 、推 广 展

览。”首都博物馆信息资源管理与出版部主

任孙芮英说。与传统展览不同，数字展突破

时空和地域，采用交互式展示手段、开放式

知识探索模式，让观众在生动的数字展品中

开始富有启发性、体验性的“漫游”之旅。

对于博物馆而言，5G 是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契机。“依托 5G 的技术优势，博物馆可以

实现更优质高效的公众服务、更身临其境的

观展效果、更丰富多样的社教体验以及建设

更专业且开放的科研平台，‘智慧博物馆’将

从概念转化为现实。”首都博物馆信息资源

管理与出版部工程师李陶说，目前首都博物

馆主体建筑已完成基站布线，实现 5G 信号

全覆盖。

复原文物细节

三维采集助力保护修复

事实上，业内公认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的

技 术 已 经 普 遍 成 熟 ，数 字 化 采 集 只 是 第 一

步，数字化运用和保护又是一个难题。“内容

为王，怎样把知识性、娱乐性、互动性很好地

结 合 起 来 ，是 博 物 馆 发 展 下 一 步 突 破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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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朱亚蓉如此思考。

故宫发布 5 万多件高清文物影像的数字文

物库、首都博物馆上线 APP 呈现数字化文物、

三星堆开设线上 3D 展厅……近年来，文物数字

化在博物馆行业逐渐深入人心，许多博物馆都

展开了三维数字化采集工作。

整个数据采集过程乍看并不复杂：技术人

员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高清相机等设备收集

文物数据，再通过数据建模，建起整件文物的三

维模型。

然而，“要真实还原文物历史状态与容貌，

需要高精度的数据。”朱亚蓉介绍，以三星堆博

物馆藏的青铜神树为例，因为体型庞大，分成了

几十块残件分段扫描再拼接，单这件文物扫描

就用时一个多月、数据处理用了半年。

精细的数字化采集，往往能做到高度复原

每一块残件乃至文物细节，因此成为文物修复

的重要参考。

古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器乐形式，其形

制和漆色断纹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琴身上所

刻历代琴人的题款，也为美术、书法、文学等考

证研究提供资料。然而，大部分流传至今的古

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保护修复对于研

究和展出都至关重要。

王宜飞是湖南省博物馆科研与编辑出版

部主任，同时也是古琴保护修复研究团队负责

人 。 他 介 绍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藏 古 琴 共 53 张 。

在保护和修复古琴过程中，博物馆成立了保护

修复研究团队，运用 CT 扫描、三维重构和 3D
打 印 等 技 术 ，在 修 复 中 实 现 最 小 干 预 和 有 效

保护。

以唐琴“飞泉”为例，纳音看起来是桐木材

质，可 CT 扫描后发现，原来它的面板是杉木做

的，纳音则是贴镶上去的。扫描后，修复师会运

用古琴三维数据，对缺失部分的结构进行三维

重建，先进行虚拟修复，此后再对本体进行修

复，以此增加修复的精准度。

湖南省博物馆从 2016 年底开始筹备馆藏

古琴保护修复项目，2018 年项目启动至今，组

建了由文物保护、材料学、文物与博物馆学、非

遗保护和艺术设计等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的馆藏古琴保护修复研究团队，对于馆藏古琴

的内部结构、断代、定名、流传经历等有了新的

发现。

数 字 化 采 集 是 一 个 漫 长 的 过 程 ，成 本 不

菲。李陶认为，博物馆数字化首先是藏品信息

的数字化和展览陈列的数字化，以此为基础，通

过各种多媒体展示形式，让受众获得丰富的数

字化体验。首博目前亟待对藏品进行深入发

掘，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和不断更新的过程。

洞悉文物“身世”

数字技术用于考古发掘

博物馆的展品大多来自考古现场。如今，

文物展品与数字技术的关系，早在考古发掘现

场就已经开启了。

“目前正在进行的三星堆遗址发掘，无论

是从多学科研究还是考古发掘方法与技术，都

站在了世界考古的前沿，可以作为新时代中国

考古学的典范。”5 月 16 日，中国考古学会给新

成 立 的 四 川 省 考 古 学 会 发 来 一 封 贺 信 ，这 样

写道。

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科技范儿”引起人

们广泛关注，数字技术体现在文物发掘、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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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 3D 打印数字

化技术 1∶1 复原云冈石窟

第十二窟；黄河沿线九省

份博物馆开展“云探国宝”

在线直播；苏州博物馆推

出“再造云课堂”在线教育

体系……近年来，我国各

地博物馆纷纷加快数字化

建设，不仅在展陈形式、文

物保护等方面迭代更新，

更推动了博物馆管理、保

护及运营理念的革新，助

力博物馆转型升级。

博 物 馆 的 数 字 化 生

存，是博物馆与数字技术

的全方位、多层次有机融

合，体现在博物馆运营管

理，藏品保护传承与挖掘

阐释，以及展览陈列、公众教育等诸多方面。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构建在智慧管理体系之

上。通过数字化联通，博物馆得以形成以信息流为

纽带的新运作模式。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推行智慧

博物馆建设，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构建集保护、管理和服务为一体的智慧体系。

比如，通过藏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对文物本体

和环境实现远程实时监测，还可以对每件藏品的登

录调用、保护修复等信息进行全流程溯源。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体现在对藏品的保护传

承与挖掘阐释上。数字化技术让文物信息采集和

长期保存成为可能。由藏品数字信息编织成的“知

识图谱”不仅具有可持续性，还可以通过知识再挖

掘，为深度研究提供可能。

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也为观众走近文物架起

了一座桥梁。观众可通过交互式展陈、个性化导览

等获得互动式与沉浸式体验，更直观、深入地感知

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内涵。“云展览”则可以让观众足

不出户感受博物馆的魅力，拓展博物馆的观众群

体。据统计，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博物馆推

出 2000 余个线上展览，吸引超 50 亿人次浏览。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博物馆既要拥抱变化，也

不能陷入“唯技术论”，忽视技术应用中的公众体

验 ，更 不 能 人 为 抬 高 技 术 门 槛 ，将 部 分 公 众 拒 之

门外。

博物馆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连接过去、

当下与未来的重要公共文化场所。当前，博物馆数

字化建设方兴未艾。用好用足技术优势，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更好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博物馆才能

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文化空间，优秀传统文化也将获

得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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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搭建的

现代化大棚内，只见围绕 6 个恒温恒湿的玻

璃方舱，排开多个考古实验室：无机质文物

应急保护室、应急检测分析室、微痕应急保

护室……旁边的会议室里，占据整面墙的大

屏幕实时显示考古大棚内的情况。“每个发

掘坑都设有 24 小时不间断拍摄系统，采集

记录的所有数据集中存储起来，是未来考古

研究的珍贵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 长 、三 星 堆 遗 址 考 古 发 掘 总 领 队 唐 飞

介绍。

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考古技术也实

现了多个首次。在实验里，一件青铜器形状

的白色硅胶套摆在桌上，这是为新发现的青

铜尊量身定制的 3D 打印“防护服”。原来，

青铜尊器型大，采取传统的石膏固定提取易

碎。因此，团队先用 3D 扫描仪采集文物数

据，再在 3D 打印出的模型上制作好硅胶保

护套，给文物穿上后再提取。唐飞说：“3D 打

印技术以前在文物修复中应用得比较多，但

用在考古发掘上还是第一次，实现了技术应

用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还首次应用了

高光谱数据采集与分析，来识别文物表面的

物 质 组 成 。“ 高 光 谱 技 术 一 般 用 于 遥 感 卫

星。对于文物来说，不同材质对不同波长的

电磁波的响应不同，对发掘坑表面进行光谱

扫描，就可以预判文物的材质。”现场实验室

里，西安光机所研究院研究员杨瑞杰演示起

了数据分析设备，“比如青铜、象牙和丝织物

的光谱表现就不一样，在肉眼看来只是黑色

‘土块’的物质，在高光谱成像仪的扫描下能

一目了然。”据介绍，本次挖掘的 4 号坑中，

一些丝绸制品的残余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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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中心工

作室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影像数据采集。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图②：山东济南，“东方智美”国宝数字体验展

现场。 资料图片

图③：安徽博物院数字展厅的“新安江上桃花

红——明清时期徽州女性文物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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