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杭州城，吴山下，中河畔，一处红墙

引人驻足。

这是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的宫墙。德

寿宫是南宋重要的皇家宫苑，自 2001 年起，

德寿宫遗址历经 4 次考古发掘，逐渐揭开神

秘面纱。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以原貌、原尺度

立体标识展示，巧用数字化手段，在传承保护

的同时让文物“说话”，让宋韵走进寻常百姓

家。2022 年 11 月开馆以来，博物馆已接待参

观游客超 20 万人次，各类社会及旅行社团体

800 多个。“现在人气很旺，每天 1500 个预约

名额，经常几分钟内就一抢而空。”博物馆负

责人周佶说。

原址展示
沉浸体验古今交融

拾级而上，跨过悬有“德寿”匾额的宫门，

眼前的重华宫正殿气势恢宏，巍然挺立，屋顶

样式为仿宋歇山顶式，采用灰陶瓦构件，有脊

兽装饰，极具南宋韵味。周佶介绍，“复刻版”

的重华殿采用全榫卯结构，规格与南宋人撰

写的《思陵录》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从正殿旁的通道一路向下，来到博物馆

一层中区“地下”的重华宫正殿遗址，这是博

物馆的精华所在。玻璃栈道之下，香糕砖、磉

墩、柱础石等南宋遗存尽收眼底。

“遗址历经了近千年风霜，仅这样看，或

许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恢弘。”周佶说，在考

古专家眼中，这些遗迹都是珍宝。

说话间，3 块巨型幕布在遗址的北、东、

西三面缓缓下降，与遗址本体构成的地幕共

同组成围合空间。背景乐与讲解声清晰响

起，光影打在砖石、磉墩等遗存上，投影形成

的建筑基础不断向上“生长”，在遗址本体上

方模拟还原了重华殿的建造过程。

这是名为《德寿重华》的数字化展示。“效

果好，又形象，不起眼的石墩子上搭起重华

殿，我们这些‘门外汉’也能看懂遗址。”观看

完展示，杭州游客王阿姨和身边的朋友谈论。

“对大家不容易看懂的遗址进行展示解

读，在遗址上打造沉浸式体验，这是德寿宫遗

址数字化展示的最大亮点。”德寿宫遗址数字

化复原展示团队负责人介绍。

如果说中区遗址着重于展示德寿宫的兴

衰与宋代建筑的精巧，那么西区遗址则在展

现宫殿基址的同时，呈现南宋的园林之美和

生活之雅。

3600 余平方米的空间里汇集了工字殿

后殿、方池水渠、茶阁、方亭、官厅直舍建筑等

遗迹，共设置有 8 处数字化“打卡点”，遗迹旁

设有 AR 透明屏，直接模拟展示了建筑原貌，

再现了古人的互动画面，游客能直观地了解

遗址遗迹。

此外，利用数字投影技术，方池水渠遗址

之上动态投射出水纹、荷叶、游鱼等影像，还

原了南宋园林的清雅氛围；长约 30 米的动态

长卷上，以二十四节气为顺序，以“小西湖”景

致为重点，结合史料记载，重现宋高宗禅位退

居德寿宫后的游园生活……在这里，游客能

够进行全景漫游。

学科交叉
精准呈现数字化内容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副

主任刁常宇一直深度参与文化遗产高保真数

字 化 信 息 采 集 ，参 观 完 德 寿 宫 后 ，他 颇 为

惊喜。

“德寿宫在遗址空间通过数字化技术，让

观众能‘穿越’时空。”他说，数字生长凸显了

遗址的价值。

博物馆馆员李元初坦言，德寿宫遗址历

经南宋、明清时期等，遗迹间的叠压打破现象

严重，“比如，德寿宫遗址内的遗存多为建筑

基础、道路、排水沟及水渠等，遗址整体观赏

性较差，也难免存在观众理解困难等问题。”

数字化，有助于解决历史信息的丰富性

和展示的弱观赏性之间的矛盾，同时不需要

在遗址本体上施工，不会对遗址保护造成影

响。经过综合考量，项目组最终决定采用“遗

址本体展示、室内陈列展示、数字化复原展

示”融合的方式。

遵循“以遗址保护为前提”和“与遗址展

示不争、不抢”的理念，在局限性较大的空间

里做出好的数字展览，不干扰观众参观遗址，

也成为德寿宫数字化展示的难点与重点。

“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如何确保数字化展

示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周佶说，因为数

字化展示是形象展示，是基于遗址遗迹复原

研究后的数字演绎，必须确保真实准确。

为此，项目组在多家单位支持下，成立了

由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多学

科交叉的复原研究团队，提供精准可靠的考

古数据和详细的复原研究成果，数字化内容

展示也得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艺术

化加工和呈现。

为了不破坏遗址，在数字化展示谋划前

期，项目组确定了“突出遗址、辅助展示、真实

性高、可看性强”的原则。“德寿宫数字化展项

都是在遗址周边，通过巧妙的视觉设定让观

众在遗址中获得沉浸感。”周佶说。

技术助力
让公众感受文物之美

保护、展示德寿宫遗址，也是在潮湿环境

中对土遗址大面积露明保护的系统研究和探

索，要为未来遗址保护展示积累第一手资料

和经验。博物馆在第一时间做了全面的遗址

监测，将日常人工巡查养护与现代技术手段

相结合，及时把握遗址情况。

德寿宫遗址的许多遗迹旁都设有专业仪

器设备。李元初介绍，遗址内的这些监测装

置包括室内环境监测、埋深土壤温度与含水

率监测、地下水水位与电导率监测等，同时在

室外设有监测站。

“比如，传统裂隙监测一般由人工观察记

录，现在我们同时引入监测装置，弥补肉眼观

察的不足。”李元初说，通过连接物联网，待传

感器采集数据后上传至云平台，在线就能实

现对遗址情况的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将人工

与技术手段相结合，共同保障土遗址的安全。

刁常宇介绍，“数字化+文物”，就是借助

数字技术对文物遗迹和遗迹关系进行全面调

查、记录并呈现，为其建立可永久保存和可持

续再现的数字档案。“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是

实现文化资源长久保存并发挥其软实力的基

础性工作，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前提。”刁

常宇说。

如何才能让文物“活起来”？

周佶认为，难点主要在对文物的解读方

式上。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新视角、

新技术构筑出全新的展示方式，以深入的解

读、浅出的呈现，让更多公众感受文物所承载

的文化之美。

在刁常宇看来，想让更多文物“活起来”，

就要在做好保护等基础工作的前提下，进行

体制机制创新，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做好协同

工作，将文物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利

用新技术突破时空距离和保存环境的限制，

连接百姓的日常生活。

“后续我们计划进行更多基于互联网的

数字化传播，比如网上数字展厅等，建立人与

遗址间的连接，传播宋韵文化。”周佶说。

图①：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的数字化展陈。

李元初摄

图②：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外景。

于广明摄

光影还原宫殿建造光影还原宫殿建造，，ARAR再现古代生活再现古代生活，，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

遗址遗址““生长生长”” 文物文物““说话说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江江 南南 窦瀚洋窦瀚洋

■解码·文化数字化R

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历经 4
次考古发掘，在原址上建立博物
馆。遗址之上，巨型幕布打造沉
浸空间，模拟还原宫殿的建造过
程；走近遗迹，AR 透明屏再现古
代生活……博物馆巧用数字化手
段，让游客更直观地读懂遗址，感
受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之美。

核心阅读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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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来，从西安到北京再到沈阳，

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空军工程大学再

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与试飞

员、航空领域专家、一线工作者以及年轻官

兵们一同观看电影《长空之王》，一次次被

他们的热爱与担当感染。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

击队”成员田芳观影后说：“看到银幕上自

己参与打造的战机飞向祖国的蓝天，自豪

而激动”。

向更多人讲述中国航空自立自强的故

事，让观众走近为我国航空装备进步默默

奉献的群体，是我创作电影《长空之王》的

初衷。《长空之王》的主角既是保证前线作

战安全的试飞员群体，也包括为战机列装

付出精力与智慧的设计师、工程师、医生、

保伞员等，他们夜以继日奋战，许多人付出

了毕生的努力。

要写好人物，必须了解人物。我们的

创作从采访开始，从飞行学员、优秀试飞员

到前线歼击机飞行员，从飞机制造厂、飞行

设计研究院到试飞中心，我们采访了 100
多人，积攒下上百万字资料。我从北京电

影学院毕业后就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工

作，剧中有些人物的原型是我的朋友，我很

熟悉他们的事迹。然而剧本创作用了足足

3 年半，从动笔到完成第一稿只用了 14 天，

剩下的时间，是无数次修改调整。写不下

去了，就再去采访，去接触工程师、地勤、机

务、飞行员，了解清楚再接着写。创作过程

漫长而艰辛，耐心和坚持是最大的考验。

采访中我感受到，试飞是勇敢的，也是

浪漫的。只有敢于探索、享受飞行的人，才

可以飞到边界、飞出极限包线。在试飞员

身上，我看到忠于祖国、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设计师、工程师身上，我看到坚韧不拔、孜孜不倦的精神，他

们选择这项事业就选择了远离城市，在“聚光灯”外默默奉献，

用梦想照亮征程。

要塑造人物，必须写活人物的精气神。影片既讲述了我

国试飞员群体的薪火相传，又呈现出时代的跃迁。一代代试

飞员从“勇气型”“技术型”，成长为有很好飞行天赋和扎实理

论基础的“专家型”，使命感始终流淌在一代代中国军人的身

上。《长空之王》中的大队长张挺，综合了多位试飞员的真实经

历。他是军人，是战友，是英雄，也是一个普通人。勇敢不是

不怕，而是用奔赴理想的勇气去战胜恐惧，促使平凡生命闪耀

不凡光芒。

在空军和航空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影片将新型战机

呈现在大银幕上。剧组开着直升机在海南、甘肃等地拍摄天

空素材，到新疆采集十几公里的峡谷地貌、扫描成视效资产，

还研发出机械装置，辅助演员演出飞机在大速度、大迎角、尾

旋、颤振等各种状态下的反应。《长空之王》还用到了虚拟拍摄

技术，把天空素材投射到巨大的 LED 屏幕上，让演员能够真

实感受到 8000 米高空、1200 公里每小时的飞行体验，云影在

头盔、呼吸面罩上的反射也会更真实。

如果观众通过影片认识这群可爱的航空人，被他们的热

爱与担当打动，那是因为电影所讲述的都来自真实生活。希

望我们的电影能为更多人带来力量。

（作者为电影《长空之王》导演、编剧，本报记者任姗姗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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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5月 8日电 （记者李国利）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在轨飞行 276
天后，于 5 月 8 日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此次试验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后

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我国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成功着陆

在伸手可以触摸云朵的帕米尔高原上，在慕士塔格峰雄伟

的身躯下，居马汗·多来提已将车开到了路的尽头。接下来，他

要骑着跟附近牧民借来的牦牛，历经 4 个半小时，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的冰达坂，将几包课本送到孩子们手中。

居马汗是新疆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分公司的业务员。每年他都要多次以这样的方式为牧

民和学生送去书籍和课本，已经坚持了整整 23 年。

为什么要骑着牦牛送书？“为了马尔洋乡小学的孩子们。”居

马汗所说的马尔洋乡小学，是当地最偏远的小学，距离县城 140
多公里，学生来自周边牧民家。由于积雪较厚，居马汗往往只能

把车停在 10 多公里外，然后骑着牦牛继续前行，到达学校时天

都黑了。这条路，居马汗每年要独自往返两三次。

每一次送书的经历都让居马汗印象深刻。2019 年冬天，他

在送书途中，遇到了大雪。厚厚的积雪，挡住了前行的路。于

是，他只能独自用铁锨边清理路面边前进，清理一段、前进一

段。困了，坐在路边歇一会儿；饿了，拿着馕就凉水吃。到达学

校后，他在值班室睡了一晚，第二天再原路返回。

“这些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居马汗话中透着质朴，“孩子们

需要看书，不管路有多远，我都会按时把书送到。”

图为居马汗·多来提在送书路上。 受访者供图

高原上的送书人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本报兰州 5 月 8 日电 （记者董洪亮、赵帅杰）8 日，文明

汇聚·光耀河州——史前文化临夏论坛在甘肃省临夏市举

办。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现场，深入挖掘史前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时代价值、研究探讨临夏地区在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为促进史前文化交流互鉴搭建平台。

史前文化指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文化。临夏从史前时期

开始，便是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出土了较早时期的彩

陶和铜器，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甘肃地区的史前文

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遗址遗存不仅展

示了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而且对认识同时代的中国史

前文化具有全局性意义。本次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甘肃省文

物局、临夏州委州政府共同主办。

史前文化临夏论坛举办

本报重庆 5月 8日电 （记者刘新吾）近日，中国电影科创

峰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在重庆永川开幕。此次峰

会以“科影融合·数创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中国影视科创展、

影视科技与人才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该活动由重庆市委宣

传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单位

共同主办。

据悉，此次峰会发布《中国电影数字制作规范》白皮书，启

动“2023—2024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 48 小时虚拟制作大赛”。

同时，永川科技片场正式揭幕，大型弧形 LED 虚拟拍摄屏对

标国际虚拟制片工业标准，为导演和演员提供更多创意空

间。西部科技影视拍摄基地等 70 余个项目在永川区签约落

地，项目投资金额超 50 亿元。近年来，永川区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永川大数据产业园聚集数字经济企业 487 家、从业人员

近 2 万人，2022 年实现营收 350 亿元。下一步，永川区将通过

中国电影科创峰会长期落户的优势，加快推动重庆建设“中国

科技影视名城”。

中国电影科创峰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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