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圣母百

花大教堂始建于 13 世纪末，收藏着众多文

艺复兴时期的名家雕刻和绘画作品。当游

客徜徉其间，欣赏到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时，

可以打开手机应用，与人工智能版米开朗

基罗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游客可以提出从作品到日常生活的

各种问题，“米开朗基罗”不仅一一回答，

还会向游客介绍其作品。圣母百花大教

堂博物馆馆长蒂莫西·韦尔登表示，通过

这 样 一 种 数 字 化 交 互 方 式 ，游 客 可 以 更

好地了解米开朗基罗在艺术上的传承与

创 新 ，以 及 他 对 当 时 乃 至 当 今 世 界 的

贡献。

意大利拥有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旅游

资 源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之 前 的 2019
年 ，有 约 6500 万 人 次 外 国 游 客 到 访 意 大

利 。 作 为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当 时 佛 罗 伦 萨

的 游 客 接 待 量 超 过 400 万 人 次 ，是 其 常

住人口的 10 倍，一些热门景点经常超负

荷 运 营 ，这 也 促 使 该 城 市 在 数 字 技 术 的

应 用 方 面 走 在 了 前 列 。 例 如 早 在 2016
年 ，佛 罗 伦 萨 市 政 府 便 与 移 动 运 营 商 合

作 ，通 过 分 析 移 动 数 据 量 ，研 判 不 同 时

间 地 点 的 游 客 数 量 并 提 出 科 学 合 理 的

对策。

2017 年，意大利政府多部门联合制定

了未来 5 年旅游业战略计划，支持旅游相

关企业积极运用数字技术。

许 多 艺 术 机 构 投 入 数 字 化 大 潮 ，为

游客带来更好体验。乌菲齐美术馆是久

负 盛 名 的 博 物 馆 之 一 ，2018 年 该 美 术 馆

与 意 大 利 和 美 国 高 校 合 作 开 展“ 乌 菲 齐

数字化项目”，将馆藏的 1200 多件古希腊

和 罗 马 时 期 雕 塑 全 部 进 行 数 字 化 处 理 。

乌菲齐美术馆还将其中最著名的 70 多件

馆 藏 作 品 高 清 版 本 放 到 线 上 ，让 全 世 界

的艺术爱好者点击鼠标便能与艺术作品

面对面。

目前乌菲齐美术馆定期举办虚拟展

览 ，只 要 打 开 官 方 网 站 上 的“ 超 级 视 觉 ”

页 面 ，就 能 浏 览 当 下 举 行 的 不 同 主 题 展

览。许多展览还设置了以真实展厅为蓝

本 的 虚 拟 展 厅 ，游 客 可 以 如 同 在 线 下 展

厅中那样一幅幅观赏艺术作品。

2021 年是但丁逝世 700 周年，乌菲齐

美术馆特地在线上展出了 16 世纪插画家

为《神曲》绘制的纸质插图。乌菲齐美术

馆馆长艾克·施密特表示，由于纸质藏品

十 分 脆 弱 ，此 前 这 些 美 丽 的 画 作 只 有 很

少 一 部 分 向 公 众 展 出 过 ，“ 现 在 通 过 网

络，所有有兴趣的人都能欣赏”。

点击鼠标与艺术作品面对面
本报记者 谢亚宏

戴上虚拟现实头盔，顷刻便潜入大堡礁，看到太平

洋清澈平静的洋流，色彩斑斓的鱼群擦身而过；轻点鼠

标，又置身欧洲大陆，漫步春日的凡尔赛宫花园小径，

或是在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直播……

眼下，足不出户的沉浸式旅游正成为许多人的日常

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旅游、观演、看展等线下体

验活动几乎陷入停摆，全球旅游业遭受重创。变局之

下，旅游业的新趋势逐渐显现：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势

头介入，融入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

合现实）等技术的数字旅游，不仅“治愈”了被困在家中

的旅游爱好者，也为旅游业开启了一扇窗。

诚然，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旅游存在短板：这是主

体不在场的旅行和受到裁剪的风景。我们可以用他人

的眼睛看世界，但错过的是温凉的海水漫过脚背的触

觉、同一件艺术品前和陌生人的相视一笑、美食入口心

生满足的瞬间……不论技术如何飞速发展，旅行总有

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短暂作别日常生活，在陌生的场景

中见山见水，见他人也见自己。但当我们将视线放远，

旅游的另一种图景正徐徐展开。

借助数字技术，游客可以抵达常人无法抵达之处：与

南极洲的座头鲸一同游泳，站在火山口眺望壮阔风景，上

一秒在高空遥望天使瀑布，下一秒化作飞流直下的水花

——4K 显示器、杜比全景声技术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体

验，那些地处险远的非凡景致从未如此触手可及。

在推动“可及性”方面，数字旅游拥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一些提供虚拟旅游服务的企业发布调查显示，

线上旅游受到高龄人士的广泛欢迎，“银发族”甚至成

为公司业务的新增长点。无论是因旅游费用高昂而止

步，或是因高龄、残障等不便出行，数字旅游都能弥补

无法亲身到场的缺憾。

数字旅游同时具有生态友好的特点。对于过度

旅游导致生态脆弱的旅游景区或是需要保护的文化

遗产，数字旅游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数字敦煌”

项目对敦煌石窟和相关文物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采集、

加工和存储，让文博爱好者随时畅游洞窟，以高清分

辨率浏览巨幅壁画。全球各地的博物馆、剧院、音乐

厅、动植物园纷纷开发数字项目，将世界变为“没有

围墙的学校”。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旅游将不再是“权宜之策”，而

是成为重塑旅游业的重要因素，线上与线下实现互补，

旅游的内涵也因此而更加丰富。

打开旅游的另一种图景
庄雪雅

“足不出户，便可游览埃及的很多景

点和古迹，如同身临现场一般，这是我没

有想到的。”易卜拉欣是一位埃及旅游发

烧友，说起数字化旅游，他告诉记者，“这

是一种全然不同以往的感受，除了身临其

境 的 真 实 感 之 外 ，还 有 一 种 玩 游 戏 的 感

觉，三维清晰画面比实地参观景点更富有

视觉冲击力，而且我还可以掌握前行的节

奏，随时随处停下来，或者根据自己的意

愿，快进到任何一个感兴趣的地方，真是

奇妙。”

为满足疫情防控期间人们的精神文化

需求，埃及旅游文物部与科学考古研究所

联合推出了“在家体验埃及”系列精品文化

项目。在这一框架下，埃及数十家博物馆

和考古遗址被纳入数字化虚拟旅游云空

间，景点画质高清、图像栩栩如生，并配有

图文、视频和音频介绍。

“在家体验埃及”文化项目不仅涵盖吉

萨高地三座金字塔、埃及国家博物馆、科普

特博物馆等著名景点，还有一些平时较冷

门，甚至处于关门维护中的景点。“这极大

拓展了人们的旅游范围，激发了人们的兴

趣。其中有些景点我以前都没有参观过，

现 在 总 算 弥 补 了 遗 憾 ，感 觉 长 了 不 少 知

识。”易卜拉欣说。

易卜拉欣还介绍，他以前曾数次去阶

梯金字塔游览，但对这座埃及历史上最古

老的金字塔的许多细节并不了解，这次通

过 网 络 游 览 ，仿 佛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历 史

课。“在现实场景，许多细节并不能看清，加

之游人众多，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一个人

仔细观赏。现在进入数字化虚拟旅游云空

间后，三维游览的高清界面可实现 360 度

旋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数千年前的埃

及历史深处，一些壁画的花纹、质地甚至褶

皱、裂纹等，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现场旅

游很难看到的。”

记者登录易卜拉欣介绍的网站进行体

验。果然画面壮观、场景宏大，图像完全模

拟游客进入阶梯金字塔的实景设计，移动、

前行、回退都十分自如。整个过程寓教于

乐，十分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

目前，数字化旅游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在人和场景的互动感方面还有待提升。

同时，一些数字化虚拟云游空间页面需要

较高的网速，有时会出现卡顿或者页面在

某些浏览器环境下无法打开等现象。

在易卜拉欣看来，“这些仅仅是美中不

足，无论如何都瑕不掩瑜。在疫情的特殊

情形下，人们跨出家门多有不便，‘在家体

验埃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畅游埃及的数

字化产品。即使疫情过后，我也会继续使

用数字化旅游，甚至可以将网下和网上旅

游结合起来，从而对景点有更加全面细致

的了解。”

让游客获得不同以往的体验
本报记者 黄培昭

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数字化旅游
的 新 模 式 加 快 发 展 。
一些国家的旅游景区，
不仅借助数字技术将
景点或展品放到网上，
而且加强了景区自身
的数字化建设，着眼后
疫情时代，为游客提供
更为丰富的互动体验
和智能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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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伦贝格市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

州，拥有约 3.1 万居民。小城风景如画，环

保美观的半木建筑房屋和设有钟楼博物馆

的古老教堂是该市的旅游特色。现在，得

益于德国斯图加特高性能计算中心等机构

合作开发的“数字孪生”模型，世界各地的

人们有望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饱览赫伦贝

格小城的美丽风景。

“数字孪生”模型由空间句法概念发

展而来。斯图加特高性能计算中心团队

的法比安·德姆斯基博士表示，如同人体

骨骼为人的其他系统与功能提供了支架

一样，空间句法建构了一个城市的物理网

格 轮 廓 ，为 执 行 空 间 分 析 提 供 了 基 础 框

架。此外，该团队还添加了地理信息系统

和交通控制系统等数据，整合城市地形、

交通流量等信息。

旅游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据统

计，2019 年，来德国旅游的外国游客总数

约为 1.9 亿人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德国旅游业形成了巨大打击。世界旅

游业理事会的报告显示，2019 年，德国旅

游业收入高达 3440 亿欧元，2020 年大幅降

至 1830 亿欧元。

疫情为德国旅游产业带来挑战的同

时，也促使其加速数字技术转型。疫情防

控期间，德国推出了各城市景点的虚拟旅

游网站；博德博物馆、柏林国立歌剧院、柏

林爱乐乐团等机构也纷纷推出虚拟游览、

线上听歌剧或音乐会等项目，让世界各地

的游客足不出户即可游览德国的自然风

光、体验文化艺术。

虚拟旅游是德国旅游业数字化发展的

一个方面，数字技术在旅游业领域有着更

为广泛的应用。2019 年，德国政府提出了

“提升旅游业能力创新示范项目”。在该项

目支持下，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州的吕贝克湾开发了名为“智能人群控制”

的交通管理系统；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

的黑森林国家公园则开发相关项目，用以

提供有关游客流量的实时信息。

当前，德国仍在加大力度继续推动旅

游业的数字化转型。德国国家旅游局董事

会主席何佩雅表示，数字化形式和信息技

术开辟了更多机会，扩大了旅游机构与客

户的精准对话，加强了德国和国际旅游产

业的联系，“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进

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将帮助德国旅游业走出困境，变得更加

强大”。

推动旅游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张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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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意大利历史名城威尼斯近年来推出多项数字化

游览项目，其中包括通过贡多拉（当地特色小型游船）上的

网络直播视角欣赏运河风光。

人民视觉

图②：通过“在家体验埃及”文化项目，游客可以借助电

脑和手机等设备，登录相关旅游景点和历史古迹网站进行

“云”游览。

“在家体验埃及”文化项目供图

图③：3 月 12 日，美国洛杉矶旅游和探险展上，游客体

验虚拟现实旅游项目。

图④：在日本千叶动物园，摄像机器人为在线旅游活动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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