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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天光、夹镜鸣琴、坐石临流、茹古涵

今……一个个意味隽永的名字，承载着圆明

园的昔日盛景。

然而，160 多年前遭遇破坏，大量文物珍

宝流失海外，“万园之园”只余断壁残垣。

是保留原貌还是恢复重建？数字化给出

了一种答案。“圆明园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地。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虚拟复原它的壮

美景象，也使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

到更好的记录、保存，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邱文忠说。

数字存档
采集海量数据资源，实现高

精度永久留存

6 月 11 日，圆明园虚拟仿真田野考古系

统上线。人们在平台上既可以了解圆明园的

历史文化，还可以利用实景三维模型、全景漫

游等方式，参与舍卫城南城门考古遗址、澹泊

宁静一期考古遗址 3D 虚拟体验。“系统将真

实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吸引青少年来体验考

古过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

葳介绍，系统未来计划将虚拟考古与实景模

拟发掘相结合，用于公众考古教学。

圆明园考古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市

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

先后完成藻园、含经堂、长春园宫门、正觉寺、

远瀛观等 10 余处遗址的发掘，明确了遗迹的

保存状况、规模及其形制、规格等。

考古发掘中，文物信息的采集和记录是重

要一环。然而，一般的平面扫描或相机拍照很

难将文物的细节与色彩完整保存下来。利用

三维扫描，则可以留下高精度的永久数字化档

案，进而完成文物虚拟修复。“数字化存档可以

通过信息比对，对文物进行长期监测，发现病

害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实现预防性保护，同

时为数字化复原提供支撑。”张剑葳说。

“文物也有生命周期，尤其裸露在户外的

石刻文物，遭受风吹日晒，很容易受损。”圆明

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圆明园联

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启石刻文物数字

化存档工作，以三维扫描、摄影测量和全景摄

影等技术手段，完成西洋楼遗址区内大水法、

观水法、远瀛观、海晏堂以及北大燕园内流散

石刻文物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数字资源数据

量达 2TB（太字节）。

此外，圆明园持续对修复文物、库藏文

物、回归文物进行数字化扫描，数据进入圆明

园文物数据库和纹样库，公众足不出户就可

以“云观展”。目前，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以

及石刻等在内的 118 件数字化文物已在圆明

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展出。

全景复原
从建筑形制到树木品种，10

多道程序确保精准

行走在圆明园里，面对一处处废墟，一个

个问题萦绕在人们心头：乾隆钦点的圆明园

四十景在何处？它们原先是什么模样？随着

数字化复原的推进，这些问题得到了解答。

2009 年，圆明园启动数字化复原工程，

80 多名参与复原的研究人员来自圆明园、清

华大学、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

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等 50 多

家单位。

圆 明 园 自 1707 年 始 建 到 1860 年 被 毁 ，

150 余年间改扩建频繁，许多建筑都是中国

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大到一座建筑的

形制，小到一座山的高低、一池水的宽窄、一

棵树的品种，乃至一块匾的名称、字体、颜色，

一景一物如何精准再现，皆是考验。

复原工作始终坚持科学性、真实性原则，

每复原一个景区都有基础研究、复原设计、场

景制作、维护更新 4 个步骤，共 10 多道程序，

包括遗址信息精确采集、文献资料精细研读、

样式房建造技术分析、残损构件虚拟拼接等。

除了实地勘察测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郭黛姮带领团队深入挖掘史料，对照样式房

遗存图纸、《圆明园四十景图》、《圆明园匠作则

例》等档案资料开展研究。“在堆积如山、未经

梳理的原始史料中仔细爬梳，寻找线索，才能

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建筑，进而再还原合宜的周

边环境和内部陈设。”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清

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说。

据介绍，一般建筑单体的三维模型包含

3000 至 2 万个面，已足够精致，然而，圆明园

每个建筑单体的三维模型则要求包含 2 万至

15 万个面。3D 复原模型不仅包含了遗址、建

筑，还包含花木、假山等。

1 万余件历史档案，4000 幅复原设计图

纸，2000 座数字建筑模型，67 个景区的 195 个

时空单元……迄今为止，全园 108 处景区已完

成数字化复原，其中约 2/3 的景区实现了精准

数字复原，一些建筑复原精准率达到 95%。

跨越 300 多年时光，“万园之园”在虚拟中

重现。2016 年，圆明园数字化复原项目通过

科技部验收，获得高度评价——“为解决我国

多达 33 万处古遗址、古墓葬类遗产的展示与

利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如今，数字

化复原成果已应用于圆明园移动导览系统，

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全部景区，共 629 项

信息、520张景区复原图和 19段复原视频。

“基于有证可查的一砖一瓦进行虚拟搭

建，今人才可以切身体会‘万园之园’的不朽

魅力。”贺艳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数字化复

原还将不断完善。”

交互体验
落地多种应用场景，让历史

可触可感

漫步圆明园银杏大道上的拾光买卖街，

步入“御园莺歌”光影互动空间，虫鸟窸窣、树

影婆娑、琉璃错落。用手轻轻触碰墙上的动

态光点，荷花绽开、仙鹤展翅。坐在西洋幻

境·拾光咖啡厅，脚下是青花八宝万福如意地

砖，抬头可以欣赏古代名画。“真是大开眼界，

原来圆明园这么美！”游客张钰坤连声称赞，

兴奋地拍照发到朋友圈。

数 字 + 文 旅 ，会 迸 发 出 怎 样 的 火 花 ？

2013 年，圆明园和清华大学共同承担了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重现辉煌——数字圆明园研

究及文化旅游应用示范”项目，组织建筑、历

史、计算机、文保、考古、测绘等学科的专家，

开 始 探 索 数 字 化 文 旅 服 务 产 品 转 化 路 径 。

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遗址文化内

涵叙事化展示与交互技术研发项目”将圆明

园选为首个应用示范园区。

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感

映现实以及交互现实游戏，数字化复原成果

在更多的应用场景落地，帮助人们走进历史

深处，感受中华文化的脉动。

光影圆明园还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来

到了更多人身边。2016 年起，5 个空间体验

展先后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亮相，观众超 40 万

人次；郑州园博园举办的数字感映展中，海晏

堂数字重生全过程呈现于高 7 米的弧幕上；

2020 年 7 月，《重返·万园之园》数字交互展在

北京首钢园举办，观众写下上万条留言：“历

史与科技让人敬畏”“国家只有更强大，历史

文化才能得到更好保护”；即将推出的移动式

体验项目“梦回圆明园”和数字胶囊影院，打

开更多想象空间……

“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未来圆明园将以

更多更好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让人们充

分感受文化遗产的风采。”邱文忠介绍，“通过

文化科技融合的方式，为游客带来新鲜生动

的感官体验、酣畅淋漓的文化享受。”

图①：拾 光 买 卖 街 内 商 店 售 卖 的 文 创

产品。 崔 楠摄（影像中国）

图②：数字化复原的圆明园海晏堂。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供图

图③：考古团队在对圆明园进行数字化

采集。 袁 艺摄（影像中国）

借助三维扫描借助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圆明园数字化复原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圆明园数字化复原

帧帧光影帧帧光影，，重现重现““万园之园万园之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施 芳芳

核心阅读

1 万余件历史档案，4000 幅复原
设计图纸，2000 座数字建筑模型……
10余年来，圆明园持续开展数字化复
原工程，通过采集文物数字信息、打造
线上虚拟展览、开发互动体验的文旅项
目等方式，让人们穿越时空，感受历史
文化遗产的光彩。如今，全园108处景
区已完成数字化复原，约 2/3的景区实
现精准数字复原。跨越百年时光，“万
园之园”在虚拟中重现。

浙江杭州建德市航头镇航川村，一栋闲

置多年的旧楼成了热闹的“摄影艺术村民学

校”。一堂手机摄影课开讲，几名赶来的村民

听得津津有味。上课的是建德市摄影家协会

名誉主席范胜利，他是由市文联选派下乡进

村的文艺专业人员。

范 胜 利 的 摄 影 课 从 今 年 4 月 开 始 第 一

讲，每次开课前，听课名额几乎都会被村民早

早抢完。

“把辣椒拌进饭里，再辣饭也香。把汗水

夯进坝基，再累心欢畅。”建德市三都镇镇头

村文化礼堂内，传来阵阵歌声。建德市音乐

家协会名誉主席周霞和村民们一起唱起村歌

《镇头，一个很乡土的村庄》。

“村歌早就有了，但缺老师指导，演节目

只能自娱自乐。”曾有村民向村两委要求，“能

不能找专业的老师来上课，我们也想学点简

单的乐器。”

今年 2 月，建德市启动相关项目，围绕农

村群众文化需求，选派像范胜利、周霞这样的

文艺专业人员下乡进村，激活和带动乡村文

化建设。

进村之后，周霞定期开设音乐课，从葫芦

丝等乐器教学开始，计划组建一支乡村电声乐

队。越来越多的村民聚到课堂，村民参与文艺

活动的热情高了，还吸引了邻村村民来听课。

近年来，浙江各地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乡村建设，探索艺术共建模式，助力乡村振

兴，播下文艺的“种子”，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艺术文化大餐。

今年 5 月，浙江省委宣传部、省乡村振兴

局、省文联共同印发《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

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浙江提出，通过开

展“艺术乡建”，引领乡村文化发展，以文艺因

子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产业，美化乡村环

境，要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

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到 2025 年底，浙江计

划打造 50 个“艺术乡建”省级典型案例，建成

100 个省级艺术特色示范村、1000 个市级艺

术特色示范村。

未来，浙江将继续探索艺术家驻村等模

式，鼓励和支持艺术家、规划设计师、高校专业

人才、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参与艺术乡建，并

支持返乡文艺人才、乡土文艺人才等创新创

业。鼓励各地采取减免租金等方式，为文艺家

开展“艺术乡建”提供创业发展空间；探索金融

支持模式，对文艺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给予信

贷支持，帮助解决创业融资难问题。

浙江开展“艺术乡建”助力乡村振兴

广袤田野播下文艺“种子”
本报记者 江 南

■解码·文化数字化R

本报北京 7 月 4 日电 （记者黄福特、罗艾桦）3 日，由国

家大剧院、中国国家画院、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州市委宣传

部、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主

办的“踏歌而来——许鸿飞雕塑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西展览

厅开幕。

展览展出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作品 120 余件，分为 4 个

篇章。“清音妙舞”诙谐幽默又充满戏剧张力，与国家大剧院艺

术殿堂相得益彰；“东风入律”艺术化再现建党百年、抗击疫

情、北京冬奥等重大事件，彰显民族精神；“花开岭上”突出地

域特色，描绘南方乡风趣景，助力乡村振兴；“华韵悠扬”呈现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形象，用雕塑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踏歌而来”雕塑作品展举办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潘俊强）日前，首届北大红楼

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大

红楼举办。研讨会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的

指导下，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李大

钊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收集到来自 20 个

省份 100 余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研讨会主会场设在

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北大红楼原北大教室，分会场设在中国共

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相关旧址。

据介绍，研讨会汇集了多个学科领域的领军者，从历史内

涵、实践意义和现实启迪上，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剖析了北

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借

鉴的学术观点。大会自今年 1 月中旬发布征文启事，到 6 月中

旬共收集 132 篇学术论文，经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

李大钊研究会等机构权威专家审阅，精选了近百篇论文。论

文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北大红楼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研

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关事件与历史人物研究”“革命

文物与纪念馆研究”等多个专题展开。

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举办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陈圆圆

近期，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

正在播出，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这

部剧通过一间茶餐厅，讲述几代人的

故事，写出了香港自 1984 年以来经历

的时代变迁。一间茶餐厅如同一个时

光机，记录了数十年岁月，刻画了两代

人的奋斗史，亦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

融入大湾区发展的时代巨变。

有人问我，大时代、大事件如何和

人物相结合？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

大事件都是和老百姓命运相连的，都

是老百姓时刻关注的事情，这些事件

跟剧中人物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大时

代的变化也有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

比如在剧中，我把大事件设置成对人

物的人生考验，每个人物会有不同的

方法来应对和解决问题，这就会使人

物设置呈现出不同的层次，让大时代

背景中的人物命运发生不同的变化。

同时，剧情还要合情合理，符合每个人

物的性格。比如剧中的女主角梁欢，

经营着一个茶餐厅，她在金融风暴中

看到商机并且抓住机会，把危机变成

了机遇。

在平凡的世界中平实生活，把生

活中的真善美传承下去，是这部剧想

要传递的内核。梁欢、劳金、罗一同

……在每一条大街上，每一栋大楼里，

都有类似的平凡人的身影。他们不一定学问渊博，也不懂得

讲大道理，但他们的生活充满人情味。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人

物”和他们拼搏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凝聚起澎湃力量，

让东方之珠的光芒更加璀璨。“狮子山”也代表了香港市民拼

搏向上、坚毅不摧、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特质。

很多人评价这部剧有“烟火气”，我觉得“烟火气”可能说

的就是很真实、接地气。《狮子山下的故事》里没有所谓的人物

原型，而是来自我的真实感受和对生活的观察，剧中人物正是

我们身边平凡老百姓的缩影。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小时

候一直住在西营盘，到 20 岁时才离开。从小在这里成长，我

对那个时代香港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熟悉。那个时候，没有互

联网，没有手机，如果想了解日常生活以外的东西，全靠自己

的眼睛去发现，靠自己的心去感受。我从小就喜欢观察路上

的行人，或者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了解大家都是什么样

的状态。那时候我常听收音机，听电台里播放的广播剧，广播

剧是没有画面的，全凭听众想象，于是我的想象力变得越来越

丰富。我也喜欢去看各种新闻报道。通过各种信息来源和媒

介途径，那一个时代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提供了非

常丰富的创作养分。

作为编剧，我平时不是有目的性地去研究他人的生活，而

是天生就很喜欢去感受生活。遇到一件事情，我愿意去换位

思考，体谅别人的不容易，理解别人经历的困难。不管是从他

人的快乐还是苦恼，新闻还是故事中，都能吸收到许多养分，

逐渐变成自己的积累。慢慢地，这份“用心”将自然而然地提

高生活感悟的含金量，写东西的时候，厚重感也就自然而然具

备了。然后，再将生活中汲取的养分，以艺术化的手法提炼表

达。许多年轻人刚开始学习创作剧本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

经验，但是不用着急，耐心积累。人生里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宝

贵的经验，每一天都需要用心去感受。

（作者为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编剧，本报记者刘阳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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