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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考古工作人员在四川三星堆

遗址祭祀区“8号祭祀坑”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图②：工作人员在广东佛山拍摄

AR（增 强 现 实）数 字 博 物 馆 展 示 素

材。 陈 楷摄

图③：武汉革命博物馆推出数字

展厅讲解。图为数字展厅页面。

武汉革命博物馆供图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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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张芳曼

近年来，在科技的加持

与赋能下，我国文化事业进

入大规模应用现代科技的新

阶段，文化创造力和活力更

加迸发。科学技术使文化的

魅力格外动人。

科技能把种种不可思议

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让美

好的寓意格外彰显。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以其简约大气、

未来感十足的表演令全世界

惊 艳 ，600 多 名 小 演 员 在 雪

地上奔跑时，由光影虚拟出

的 雪 地 竟 会 出 现 逼 真 的 足

迹，由光影虚拟的雪花伴随

着孩子们奔跑，营造出温馨

浪漫的氛围；奥运五环冰雕

破 冰 而 出 的 那 一 幕 更 是 把

“ 破 冰 ”二 字 的 内 涵 彰 显 无

遗，打破坚冰才能打破隔阂、

相互靠近、彼此温暖……深

刻的内涵表现得如此真切而

自然，有赖于最新的裸眼 3D

技术。据统计，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上应用的数字科技创

新手段多达数十种，从早已

耳 熟 能 详 的 超 高 清 LED 屏

幕显示、人工智能、5G、云计

算，到还罕为人知的边缘计

算、数字孪生、绿色燃料动能

等，共同助力导演组将艺术

创意变成现实。

科学技术还能帮助揭去历史的面纱，

让我们读懂古人留下的信息。近年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考古热、文物热、文博热持续升温，相关影

视节目大受欢迎，但不少观众纳闷，在没

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学家是怎么知

道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的古人是如何

生活的？的确，在现代科技诞生之前，即

便偶然发现了远古的遗存，人

们也难以提取蕴含其中的历史

信息，而现代科技大大减少了

这样的遗憾。通过分析骨骼中

的微量元素，考古学家能得知

这些古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移

民，还能知道其食物来源、健康

状况和疾病情况；通过提取和

分析骨骼或牙齿中的基因，就

能知道古人的来源；通过分析

遗存土壤中的花粉就能知道当

时的气温、湿度等气候环境信

息；通过分析遗存中的植物种

子就能知道它们是天然的还是

人工培育的……所有这些信息

加起来就勾画出一幅比较清晰

的古人社会生活图像。这是单

纯依靠文字记载所不能获取的

宝贵信息，对于我们探索中华

文明起源、深化历史认知具有

重大意义。

科学技术应用于文化领域

当然远远不止上述两个方面，

在 21 世纪，文化创造与创作生

产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科技的

支撑。科技丰富了文化创造的

手段，文化彰显了探索创新的

科学精神，二者相互融合，交相

辉映。

最 近 ，神 舟 十 三 号 上 的 3

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

空授课，吸引全国亿万青少年观看。中华

民族的“飞天梦”已从神话变成现实。看

看中国为航天器起的名字吧：载人飞船叫

“神舟”、空间站叫“天宫”、月球探测器叫

“嫦娥”、月球车叫“玉兔”、中继通信卫星

叫“鹊桥”……古老瑰丽的神话在科技之

光的照耀下焕发出新的夺目光彩。这是

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也证明科技让文化

更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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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明几净的考古大棚内，一个

个祭祀坑被隔成一间间考古发掘舱，

考古工作人员穿着专用的白色服装，

井然有序地工作着。走进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

仿佛走进了现代化的工厂车间。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

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三星堆遗址

祭祀区的考古发掘开创性地将实验

室搬到考古现场，恒温恒湿的考古发

掘舱能够通过最新的环境调控系统，

将现场温度控制在 20—25 摄氏度之

间，湿度控制在 80%左右，防止文物

在发掘过程中氧化、损坏。

据了解，在当前的考古发掘中，

实验室考古已被广泛应用。考古工

作人员将考古发掘的各类文物运到

实 验 室 ，在 实 验 室 内 运 用 科 学 实 验

的 手 段 ，测 定 考 古 发 掘 所 获 古 代 遗

物 的 材 料 成 分 、各 种 元 素 组 成 及 其

含量值、遗物的绝对年代。此前，实

验室或远离发掘现场或在发掘现场

附 近 ，此 次 三 星 堆 遗 址 祭 祀 区 的 考

古 发 掘 ，将 实 验 室 直 接 搬 到 考 古 现

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

星 灿 说 ，这 在 中 国 考 古 历 史 上 是 前

所未有的。

在考古发掘现场，记者看到，每

个祭祀坑上方设有一个可升降的桁

架，考古人员可以通过桁架，升降至

祭祀坑上方，在桁架上实现“悬空”考

古发掘。“相当于把人吊在‘吊篮’上

进行发掘。”冉宏林说，这种无接触考

古，也便于考古信息最大程度保留。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

采用网格法，对祭祀坑的信息进行全

方位采集、研究。考古工作者采用层

层分析的方式，便于考古发掘、保护、

研究同步开展、同步进行。每发掘一

层，考古工作人员都会进行数字记录，

并对提取的文物进行电子显微镜观

察、三维激光扫描等，让考古发掘的每

一个细节都尽可能科学、全面、准确。

在考古发掘现场，记者还看到，

除了考古发掘舱，考古大棚内还设有

声光电智能化设备、应急保护实验室

和库房。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

谢振斌举例说：“我们对 4 号坑样品

进行了碳 14 测年，并经过贝叶斯统

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 4 号坑埋藏年

代有 95.4%的概率落在距今 3148 年

至 2966 年的时间范围之内的结果，

属商代晚期，为三星堆 4 号坑断年提

供了科学依据。我们通过 X 射线探

伤、CT 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 3
号坑出土小铜人像采用芯骨铸造工

艺；发现玉管钻孔方式分为对钻和单

面钻两种类型；孔道加工分为经过打

磨和未经打磨两种类型。”

冉宏林介绍，在发掘区的外围，

也设置了全套环境监测设备，对土壤

酸碱度、温度、湿度、风向等进行专门

监测。据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

发掘与文物保护秉持“课题预设、保

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

理念。在科技考古方面，谢振斌说，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我国多家

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了实验室考古、

青 铜 器 科 学 研 究 、出 土 文 物 分 析 技

术、环境考古、科技测年、出土象牙保

护 材 料 研 究 、出 土 骨 渣 样 品 与 象 牙

DNA 测定、象牙与海贝来源研究、有

机残留物分析研究、冶金考古、玉石

器研究、祭祀埋藏学观察与埋藏过程

研究、灰烬沉积物微形态分析、考古

物探技术、科技考古装备研发等方向

的多学科研究。

冉宏林说，除了恒温恒湿考古发

掘舱，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

创新设计的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

统，集 360 度升降可旋转的平台、扫

描平台、拍摄功能等于一体。声光电

智能化设备可以实现专家远程分析

“会诊”……这些在考古发掘中探索

创造的新技术和方法，为考古发掘提

供强大支撑。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

把实验室搬到发掘现场
本报记者 王明峰

广东佛山市民钱枝希最近迷上了

在网上参观佛山的博物馆。“不用专门

入馆、不用担心珍贵展品没展出、不用

害怕人群聚集，随时随地、足不出户就

能获得沉浸式的体验，非常棒！”钱枝

希说。

佛山致力于让观众在数字博物

馆能“身临其境、自由行走、自由参

观”，甚至实现实时真人导赏，应用多

项最新科技，让博物馆在线上“活灵

活现”。

近年来，VR（虚拟现实）技术正

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文博场馆中，

让观众可以在线参观。但从模型和

容量来看，VR 的模型较小，能容纳的

内容有限；从参观视角来看，VR 只能

做 360 度展示，观众也仅能跟着设置

的路线进行跳转，没有连贯性……

许多参观者留言：能否突破技术

瓶颈，让在线博物馆游览更有意思、

更加丰富、更接近线下体验？

2021 年以来，佛山集中开展公共

文化设施“效能革命”专项行动，着力

解决设施使用率不高、设施存在感不

强、公众参与度不足等突出问题。佛

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陈新

文表示，佛山探索文博事业数字化转

型路径，建设佛山市 AR（增强现实）

数字博物馆新互联网平台，对 VR 进

行升级和迭代，带来沉浸式的博物馆

参观体验，并建设数字展厅集群，有

效拓展了博物馆服务空间与效能。

“VR 参观的时候，展陈的内容清

晰度不高，如果要对某件藏品进行详

细了解，即使是放大到最大倍数，仍

然比较模糊。而 AR 可以容纳几千

张高清图片和多个时长不超过一小

时的高清视频，能够对博物馆的藏品

和 活 动 进 行 更 为 清 晰 且 完 整 的 展

示。”佛山市博物馆馆长曹学群介绍。

“ 每 个 博 物 馆 可 以 看 的 内 容 很

多，但是 VR 展厅只能看到一部分。

有些内容由于没有提供，我们就无法

观看。”市民沈志倩说，“AR 展厅就像

是真实的博物馆，观众不再局限于博

物馆设定的参观内容，可以看到展厅

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有人想看博物

馆角落里的消防栓，只要走到它面

前，都可以一览无遗。”

在 AR 展厅，不用害怕人群扎堆

或者其他因素带来的个体参观不便

等问题，观众可以自由参观，自由转

换角度，还能对藏品进行任意缩放，

甚至比在线下场馆看得更清晰。

数据显示，去年 5 月至今，佛山市

AR 数字博物馆新互联网平台的参观

人次已超过 240 万。广东省博物馆副

馆长陈邵峰表示，新技术可以实现虚

拟与实体的结合，让观众看到的内容

更多、范围更广。随着网络速度的加

快，以后还能得到更好的应用。

在数字展厅参观时，人们遇到问

题或想深入了解展品时，许多参观者

都想咨询讲解员或导赏员。佛山努

力探索把最新的科技应用到博物馆

管理中，结合三维模型重建算法、即

时语音通信以及远程互动协作系统，

开发和完善 AR 展厅真人导赏功能，

让观众在线参观时，只要呼叫讲解员

或志愿者，就能进行实时沟通。

“我们正在加大社会导赏员的培

训力度，将爱好博物馆的各界人士发

展为志愿导赏员，他们将在接受培训

后上网为观众提供导赏服务。”陈新

文说，“这一举措也能很大程度上激

发博物馆爱好者的热情，并逐步加深

对文博知识的了解。一传十、十传

百，可以预见，这些志愿者将带动更

多社会力量加入传播文博知识的行

列中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弘扬。”

佛山文博事业

博物馆在线上“活灵活现”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在湖北武汉武昌江边，一条名为

都府堤的街道，吸引着慕名而来的观

众 。 这 里 是 武 汉 革 命 博 物 馆 所 在

地。这条长度只有 417 米的街道上，

坐落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

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暨陈

潭秋烈士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中国共

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等在内的

革命旧址和场馆。

近年来，武汉革命博物馆以科技

赋能馆藏资源管理和数字化利用，启

动藏品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建设、智慧

博物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武汉革命

博物馆馆长曹波说，在革命文物保护

方面，武汉革命博物馆创新博物馆藏

品管理服务模式，做好新入藏文物的

信息采集、录入工作，建立文物数字账

本，对现有的馆藏文物资料分期分批

次做好文物信息化、数字化工作。

打开“武汉革命博物馆”微信公

众号，点击进入“语音导览”栏目，观

众可以在线获取语音导览，获取“私

人 定 制 ”的 讲 解 员 。 点 击“ 全 景 展

馆”，观众可以从空中到地面 720 度

观赏场馆全景，更可以进入到展厅内

部，细细参观陈列展览，足不出户享

受高清游览体验。

在 传 播 方 面 ，武 汉 革 命 博 物 馆

积 极 建 设 微 信 公 众 号 、智 慧 博 物 馆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支 撑 端 。 利 用 大 数

据、可视化等信息技术手段，武汉革

命博物馆将微信公众号打造成服务

于展前、展中及展后全流程，不受限

于时间和空间的博物馆游览及公众

服务、文化传播平台。另一方面，智

慧博物馆综合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

挖 掘 与 分 析 技 术 ，找 出 最 受 观 众 喜

爱的游览区域、文物及活动，不同时

间 段 的 客 流 热 力 分 析 、观 众 情 感 分

析等，支撑博物馆游览服务、文化推

广决策。

今年，武汉革命博物馆对智慧博

物馆综合服务平台进行升级。观众

通过实名制预约，扫码进馆参观。博

物馆可精准掌握观众健康状况、进馆

时间、进入场馆情况等。曹波说：“下

一步，我们要实现对馆藏革命文物智

慧管理、保护和展示，全面提升文物

数字化保护和展示水平，为文物数字

化修复、文物历史研究、文物展示等

提供数字基础和平台，同时，加大自

助导览在全馆的覆盖范围，开发更多

的公众服务功能，建立起和观众持续

互通、互动的互联网文化社区。”

近年来，科技不断助力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国务院办公厅去年 11 月

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

新规划》指出，要加大革命文物保护

力度，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强化

革命文物研究阐释，拓展革命文物运

用方式。为此，各地纷纷展开探索。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红岩文

化展演与传播技术集成与示范”为抓

手，通过曲面投影、全息投影等科技

手段，打造《红岩记忆》数字体验厅。

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推出“馆长说党

史”专栏，依托新媒体手段，用故事化

的 讲 述 和 通 俗 的 理 论 阐 释 讲 说 党

史。浙江湖州市南浔区红军长征追

踪馆借助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通

过多媒体、幻影成像等展陈手段，打

造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红色电影等

内容，增加和观众的互动。

国 家 文 物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将

积极运用 5G、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通过虚

拟展示、“云”直播讲解、智慧博物馆

等 创 新 方 式 ，实 现 展 览 内 容 和 展 览

形 式 相 得 益 彰 ，增 强 代 入 感 、沉 浸

感、愉悦感，促进革命文化的广泛深

入传播。

武汉革命博物馆

实现馆藏革命文物智慧管理
本报记者 王 珏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