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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馆久负盛名，拥

有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当代许多著名艺术家

的作品。如今，感兴趣的公众通过线上方式

就能浏览该美术馆的馆藏艺术品，订阅用户

还能观看对藏品更为细致的介绍以及相关

讲座、纪录片等。意大利文化机构正在加快

数字化进程，这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意大利文化遗产丰富，拥有 4000 多个

博物馆和古建筑群等文化机构。为了扩大

文化机构影响力、提升游客体验，意大利多

数博物馆推出了数字化服务。即使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意大利超过 80%的博物

馆等机构已经将部分展品放到了网络上。

疫情对意大利文化机构造成严重影响，

全国的博物馆停业数月之久。为此，意大利

文化部发起了“文化永不停”网络项目，其中

涵盖了很多意大利博物馆的线上资源，受到

意大利和全球艺术爱好者的欢迎。意大利

数字文化传播专家艾丽莎·波纳西尼认为，

受疫情影响，许多博物馆加快了数字化建

设，积极寻找线上替代方案。

疫情导致意大利文化机构收入锐减，

2020 年，各机构平均票务收入下降 56%。压

力之下，超过 20%的博物馆尝试开启浏览付

费模式，同时推出了线上教学活动。意大利

米兰理工大学的研究显示，62%的用户对收

费内容感到满意。为吸引艺术爱好者参观，

目前，83%的博物馆还专门开设了社交媒体

账号。

布雷拉美术馆馆长詹姆斯·布拉德伯恩

表示，相比现实场景的参观，在虚拟环境下，

观众可以发现在博物馆现场难以看到的作

品细节。他认为，线上观展拉近了人们和艺

术的距离，艺术不再是单纯的展览品，更容

易走进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为了了解观众参观偏好，意大利博洛尼

亚博物馆协会还在旗下的博物馆安装了摄

像头等设备。它们会在参观者欣赏艺术作

品时统计人群停留的时间和观察距离，以大

数据的形式计算出最受欢迎的艺术作品，从

而为管理人员布展、安排照明提供参考，让

参观者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

博物馆加快数字化进程
本报记者 谢亚宏

埃及首都开罗尼罗河东岸滨河大道上，

矗立着一座古朴厚重、略显沧桑的建筑——

埃及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

埃及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历史可追

溯到约 1870 年，当时，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

是把学校、档案馆以及政府各部门图书馆中

散落的手稿和印本书收集起来，以保护阿拉

伯语图书、手稿，特别是珍本善本、重要文件

和相关档案。

“埃及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是一部浓缩

的埃及历史，是埃及民族文化的精华荟萃之

地，也是全体埃及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遗

产，因此弥足珍贵。然而，这些纸质图书，尤

其是历史久远的古籍不易长久保存，有些书

页已经发黄甚至变脆。”埃及国家图书馆与

档案馆资深研究员艾哈迈德向本报记者介

绍，该馆馆藏包括一些出土于埃及各地的纸

莎草和羊皮纸作品，有些可以追溯至公元 7
世纪甚至更早，涉及婚姻、交换合同、遗产分

配等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古代埃及社会

文化生活的信息宝库。

“为了使这些文化遗产得到永久保存并

传承下去，我们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花了很大

力气，一期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完成，现在进

一步的升级和优化工作也在进行中。”艾哈

迈德说。

据介绍，10多年前，埃及开始有计划和针

对性地对埃及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的馆藏

进行数字化建设。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

2010年，埃及建成国家数字化档案库，包括约

9000万份文件档案和 3000多万个条目。

埃及开罗大学考古专家巴德朗表示，对

埃及来说，文化遗产数字化十分必要，一是

因为埃及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二是这些遗产

本身十分古旧，建立文物数字化档案，既便

于检索，方便管理，又可以减少对文物本身

的损害，实现更好的保护。这些因素都推动

埃及文化遗产数字化加速发展。与此同时，

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已经决定系统地对全国

各地文物进行数字化管理。

“作为文明古国，埃及历史遗产和文化

遗存丰富，对这些资源进行数字化建设，不

但可以支撑起埃及文化保护传承的大厦，还

可以扩大埃及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将有

助于促进埃及旅游业发展，吸引更多游客访

问埃及。”巴德朗说。

埃及文化遗产数字化也面临着资金不

足等瓶颈。埃及希望在这一领域加强国际

合作，通过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为文物保护

插上翅膀。

助力文化遗产传承
本报记者 黄培昭

图①：在法国巴黎拉德芳斯新凯旋门，游

客借助虚拟现实设备参观“永恒的巴黎圣母

院”虚拟沉浸式展览。

本报记者 刘玲玲摄

图②：2021 年 12 月 5 日，位于菲律宾首

都马尼拉的阿亚拉博物馆大厅内，一面由 8
块可伸展屏幕组成的数字触摸画廊吸引人们

驻足观看。

影像中国

图③：2021 年 6 月 28 日，阿联酋迪拜的

一家沉浸式数字艺术体验馆举办“挚爱梵高”

数字艺术展。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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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长河里在时间的长河里，，文物本体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文物本体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

响响，，不可避免会出现衰退甚至消亡不可避免会出现衰退甚至消亡。。采取技术手段对文物采取技术手段对文物

进行保护进行保护，，能够很大程度上延缓这一过程能够很大程度上延缓这一过程。。

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保护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保护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数字化

保护可以完整保护可以完整、、准确准确、、真实地永久保存文物信息真实地永久保存文物信息，，形成文物形成文物

的数字档案的数字档案；；数字化保护形成海量数字化成果数字化保护形成海量数字化成果，，经过深度经过深度

挖掘和加工挖掘和加工，，可以为文物的保护可以为文物的保护、、研究以及展示弘扬等提研究以及展示弘扬等提

供有力支撑供有力支撑；；文物的数字化授权和转化也可以为文化产业文物的数字化授权和转化也可以为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丰富的素材发展提供丰富的素材。。

文化遗产的类型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文化遗产的类型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物质文化遗产又可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物质文化遗产又可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

针对以石窟为例的不可移动文物针对以石窟为例的不可移动文物，，所采用的主要数字化技所采用的主要数字化技

术有以摄影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壁画二维图像数字化术有以摄影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壁画二维图像数字化

技术技术、、以激光扫描为主的洞窟结构和雕塑三维重建技术以激光扫描为主的洞窟结构和雕塑三维重建技术、、

以遥感测绘和倾斜摄影为主的大遗址三维重建技术以遥感测绘和倾斜摄影为主的大遗址三维重建技术，，以及以及

虚拟现实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为主的全景漫游互动体验等增强现实为主的全景漫游互动体验等。。针对馆针对馆

藏书画藏书画、、石窟壁画等平面文物石窟壁画等平面文物，，首先要利用图像采集技术首先要利用图像采集技术，，

采集其完整的图像信息采集其完整的图像信息，，再经过后期的图像处理再经过后期的图像处理，，形成完形成完

整的图像档案整的图像档案。。针对雕塑针对雕塑、、器具等三维文物器具等三维文物，，需要利用三需要利用三

维扫描技术维扫描技术，，完整获取文物的三维信息和纹理信息完整获取文物的三维信息和纹理信息，，经过经过

三维重建三维重建，，形成文物的三维立体模型形成文物的三维立体模型。。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当下国内外热门的研究领域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当下国内外热门的研究领域，，

涉及多个交叉学科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并且在国际上日益得到更多重视并且在国际上日益得到更多重视。。目目

前世界范围内文物的数字化研究主要是向多种技术保障前世界范围内文物的数字化研究主要是向多种技术保障

文物信息的完整保存文物信息的完整保存、、网络化的共享传播网络化的共享传播、、人工智能的应人工智能的应

用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发展。。

从国际上看从国际上看，，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意大利的博物馆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意大利的博物馆曾在

上世纪上世纪 9090 年代合作年代合作，，利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对大量文艺复兴利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对大量文艺复兴

时期的雕塑进行数字化工作时期的雕塑进行数字化工作；；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科研团队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科研团队

利用文物的数字化成果利用文物的数字化成果，，通过分析文物结构通过分析文物结构、、纹理纹理、、质感质感、、

色彩等信息色彩等信息，，复原了巴米扬东大佛天井壁画复原了巴米扬东大佛天井壁画；；美国哥伦比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研究项目亚大学的研究项目，，对巴黎圣母院等在内的众多法国哥特对巴黎圣母院等在内的众多法国哥特

式建筑进行了系统性的数字化保存式建筑进行了系统性的数字化保存，，建立了由图表建立了由图表、、文字文字、、

历史地图构成的数据库……历史地图构成的数据库……

我国文物数字化保护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文物数字化保护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敦煌敦煌

研究院上世纪研究院上世纪 9090 年代开始探索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年代开始探索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

护护，，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合作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形成了一套适合形成了一套适合

于不可移动文物壁画数字化方法于不可移动文物壁画数字化方法，，建立了近百人的专业技建立了近百人的专业技

术团队术团队。。20162016 年年 55 月月 11 日日，“，“数字敦煌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资源库上线，，首次向首次向

全球免费共享了敦煌石窟全球免费共享了敦煌石窟 3030 个洞窟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个洞窟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

游游，，访问量超过访问量超过 15001500 万人次万人次。。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 20032003 年成立了年成立了

““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借助数字化技术强化借助数字化技术强化

博物馆保护博物馆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基本功能研究和展示的基本功能。。20202020 年年，，故宫博物故宫博物

院发布了院发布了““数字故宫数字故宫””小程序小程序，，进一步整合了故宫在线数字进一步整合了故宫在线数字

服务服务。。洛阳龙门石窟也在数字化保护方面不断探索洛阳龙门石窟也在数字化保护方面不断探索，，在三在三

维重建技术维重建技术、、数字复制展示数字复制展示、、百年龙门石窟研究史料数字百年龙门石窟研究史料数字

化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化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物数字化有一定的独特性文物数字化有一定的独特性，，需要多种学科和专业的需要多种学科和专业的

交叉交叉。。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没有专门设立文物数字化的相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没有专门设立文物数字化的相

关学科和专业关学科和专业，，文物保护单位大多招聘相近专业的人才文物保护单位大多招聘相近专业的人才，，

然后根据实际工作再进行培养和深造然后根据实际工作再进行培养和深造。。随着文物数字化随着文物数字化

的发展的发展，，相关人才梯队建设需要加强相关人才梯队建设需要加强。。

在文物数字化发展方面在文物数字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是继续研发新面临的挑战是继续研发新

的 关 键 技 术的 关 键 技 术 。“。“ 十 四 五十 四 五 ””规 划 明 确 提 出规 划 明 确 提 出 ，，加 强 文 物 科 技 创加 强 文 物 科 技 创

新新。。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已经将文物科技创新国家文物局已经将文物科技创新、、数数

字化建设纳入未来发展计划字化建设纳入未来发展计划。。数字文物未来需要紧紧依数字文物未来需要紧紧依

据 国 家 规 划据 国 家 规 划 ，，借 助 政 策 扶 持借 助 政 策 扶 持 ，，加 强 与 科 技 领 域 的 合 作 互加 强 与 科 技 领 域 的 合 作 互

联联，，利用先进科技与平台优势利用先进科技与平台优势，，引入更多的新技术引入更多的新技术、、新手新手

段段，，加快文物数字化技术的研究加快文物数字化技术的研究，，数字化设备和软件的开数字化设备和软件的开

发发，，加速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的进程加速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的进程。。充分利用文物数充分利用文物数

字化资源字化资源，，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培育更多文创品牌培育更多文创品牌，，充充

分发挥文物数字化资源的价值分发挥文物数字化资源的价值。。通过产学研融合发展通过产学研融合发展，，

形成良性互动形成良性互动，，以高科技保护文化遗产以高科技保护文化遗产，，以新发展理念传以新发展理念传

承文化承文化，，助力实现助力实现““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中国””的规的规

划目标划目标。。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作者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

加强文物科技创新
吴 健

文物承载着人类文明历史文物承载着人类文明历史，，其保护和利其保护和利
用受到世界各国广泛重视用受到世界各国广泛重视。。借助先进的科借助先进的科
技手段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可以赋予可以赋予
文物文物永久的信息档案永久的信息档案，，形成可供创造性利用形成可供创造性利用
的数据库的数据库，，也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丰富也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丰富
的文化体验的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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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巴黎西南近郊的凡尔赛宫被

誉为世界五大宫殿之一。进入凡尔赛宫参

观，游客们可以下载一个包括 11 种语言的

手机软件，实时更新所处位置，还能通过图

片和视频讲解参观这座“法兰西式”的大花

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游客们从不同角度

深入观察房间内部结构、艺术品、家具等。

在这片虚拟空间内，游客可以查看并随意移

动这些家具和艺术品，甚至在镜厅虚拟参加

路易十五组织的盛装舞会。这种沉浸式参

观让游客不仅穿越时空界限获得全新游览

体验，而且收获丰富知识和启迪。

“这是对凡尔赛宫的一种全新认知，对

年轻观众非常有吸引力。借助数字技术，人

们可以看到不便直接展出的藏品，还可以看

到文物的细节。”凡尔赛宫数字开发部门负

责人保罗·谢纳表示，凡尔赛宫十分重视数

字化建设，如今已经有 2.2 万件藏品可以在

线浏览，文物遗产数字库正逐步扩大。

同凡尔赛宫一样，近年来法国古建筑、

博物馆等文化场所越来越多地使用三维全

景、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一方面拉近人们

同历史和艺术的距离，另一方面为古建筑保

护和修复、馆藏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更多便利

和可能。

在卢浮宫，数字技术也被充分运用到博

物馆内部信息的建构中。借助信息技术、计

算机技术，卢浮宫对馆内大量藏品进行了高

清图像采集，实现了馆藏文物信息的全方位

储存和管理。这一馆藏数字库包括近 50 万

件藏品，于 2021 年向公众完全开放，人们足

不出户便可观赏卢浮宫的珍贵文物。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法国相关文化机构

进一步加强了数字化工程，充实数字资源

库。例如法国巴黎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借

助数字多媒体技术，在馆内设置多处触摸屏，

通过三维影像呈现展品的细节。法国《回声

报》文章评价称，如今数字技术不断改进，这

不仅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也实现了对文物

更加有力的保护。将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

数字化不仅可以确保它们免受时间和灾难

的影响，而且让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接触到

艺术和文化，让艺术流动起来，滋养更多人。

作为拥有众多历史古迹的国家，法国在

古迹修复和保护工作上也越来越广泛地使

用数字技术。法国文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法国有 45684 处古迹。位于法国安

德 尔 — 卢 瓦 尔 省 的 希 农 城 堡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2010 年该城堡启动城墙修复工作，当

地政府为此提供了数字化保护专项资金。

工作团队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

等技术获得数据后，用电脑软件模拟出不同

时代的城墙模样，为城墙修复、历史考证提

供了参考。

“在文物和古迹的修复重建过程中，数

字化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建筑师利维奥·德·卢卡表示。卢

卡所在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文

化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组成了包括 100 多

名研究人员在内的巴黎圣母院数字修复团

队。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收集、核对和研究

与巴黎圣母院建筑有关的所有数据，并创建

数字生态系统。这套系统将相关的文字、图

像、视频甚至三维模型结合在一起，用于剖

析建筑框架和屋顶的每个组件。此外，这套

系统可以对建筑某一位置进行监测、拍摄照

片并形成三维图形，用于指导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物数字化保护模

式与法国传统的博物馆发展模式存在较大

差别，法国文博机构数字化发展仍有巨大潜

力。“相关部门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培养更多

数字技术专业人员，不同国家的文化机构也

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和经验交流。”卢

卡指出。

让艺术流动起来
本报记者 刘玲玲

1717 国际国际2022年 3月 28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