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神奇了！每一处历史建筑、每一个服饰细

节、每一件展陈文物都真实可感。动动手指，在家

‘云游’，也能加深对敦煌莫高窟的了解。”体验了

“数字藏经洞”后，家住河南洛阳的大学生小马发了

一条朋友圈。

今年 4 月，结合敦煌学研究成果与游戏科技的

“数字藏经洞”上线，不仅数字化复原了藏经洞实体

与所藏文物，还能让公众一键“穿越”时空，直观感

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截至 5 月 15 日，1700 万人次

进入“云游敦煌”小程序，超过 45 万用户深度体验

“数字藏经洞”云游戏。

打开“数字藏经洞”，循着指引路线走进洞窟，

就连塑像所披袈裟的细微褶皱、底座的实木肌理也

看得清楚。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数字藏经

洞”首次在虚拟世界毫米级高精度复现敦煌藏经

洞，让海内外的藏经洞出土文物以新的方式重聚、

重塑、重现、重生。

“我们通过数字照扫、三维建模等技术，渲染了

超过 3 万张图像，生成 9 亿面的超拟真数字模型。”

腾讯互娱技术团队介绍，窟内壁画、塑像、文物的色

彩和材质也都高度还原，达到无限接近真实场景的

效果。“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对每一个场景和细

节都进行了细致考证，涵盖文献、艺术、考古等多个

领域。”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说。

移动光标，进入 16 号洞窟，窟内原本昏暗的甬

道、壁画被逐一照亮。“我们运用全局动态光照技

术，模拟敦煌上午 10 点的日照光线，还原室外阳光

照耀莫高窟的视觉效果，同时创造性地在窟内设置

了‘开灯’的观赏模式，让公众获得等同于实地游览

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技术团队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公众还可以化身“数字藏经洞”守护

人，一键“穿越”至不同历史时期，与 8 名历史人物

互动，经历从洞窟开凿、封藏万卷、重现于世、文物

流散到再次聚首的全过程，参与抄写经书、绘制壁

画、拯救文物等重要历史事件，深度感悟藏经洞的

文化内涵和宝贵价值。

以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作为支撑，“数字藏

经洞”还对 21 件重点文物进行了高清数字修复和

3D 建模，设置了一个虚拟数字展厅，每件文物都有

自己专属的展开特效和多媒体讲解。

未来，“数字藏经洞”将推出多语言版本，同时

邀请海内外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收藏机构参与其

中，利用数字技术链接全球的藏经洞文物。“研究院

也将不断吸收数字技术成果进行文物价值的发掘

研究，促进敦煌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苏伯民说。

甘肃敦煌藏经洞实现数字化复原—

千载时光 指尖流淌
本报记者 赵帅杰

5 月 7 日凌晨，夜色浓重，蒙蒙细雨中，观众们

撑着伞等候排队入场，走进首次 24 小时不熄灯的

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

当天，正是上博大展“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

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展期的最后一天。上博举办

“今夜无眠·上博十二时辰艺术嘉年华”活动，这是

建馆以来首次全天候开放，将展览推向高潮。

上博一楼大厅竖起一面计时墙，为展览倒计

时。从浙江杭州赶来的王女士成为展览最后一天

的第一名观众——她 6 日晚一下班就乘高铁赶来

上海，并且排在了队伍最前面。

拖着行李箱来看展，王女士不是个例。据统

计，展览接待的观众当中，50%以上来自外省份，还

有近 6000 名来自境外的观众。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

是上博“对话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大展的第二个展

览 ，也 是 英 国 国 家 美 术 馆 首 次 将 馆 藏 精 品 带 到

中国。

此次展览创下诸多纪录：展期 98 天，共开设

50 次夜场，创下了上博夜场开设数量之最；观众

总人数超过 42 万，创下了全国博物馆单个收费展

览观众数量之最……上博馆长褚晓波直言观众的

热情“出乎预料”，“中国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准已

经远超以往，观众对艺术品的理解能力和艺术修

养非常高。”

有观众说，选择半夜看展，是希望能避开人潮

高峰，“也想感受一下‘博物馆奇妙夜’。”

这是一场关于艺术的嘉年华。现场，特展中备

受观众喜爱的“画中人”也“出现”在馆内，与观众互

动。夜色渐浓，博物馆的公共区域内，不时响起美

妙的音乐，从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到《春》《饮

酒歌》等古典音乐曲目，从二重唱组合，到上海彩虹

室内合唱团……“今夜无眠”的艺术嘉年华氛围感

被彻底拉满。

嘉年华的最后 6 小时，多种形态的不间断直播

让 35 万名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在“云端”同享这

场“艺术狂欢”。

褚晓波表示，举办各类活动的最终目的，还是

让观众到博物馆体会多元融合的文化氛围。他认

为：“未来博物馆需要考虑在全过程中跟观众产生

互动，而不是简单地打开展厅。”

“众多文博精品大展的举办，不断推进文明交

流互鉴，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呈现了一个个中国

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实践案例，不仅让中国看到世

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方世忠表示。

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次全天候开放—

艺术魅力 沉浸感受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如果穿越回唐朝，你最想做谁？”5 月 11 日晚，

在河南洛阳的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数十

名游客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挑选角色、换好服装，

期待在演出《唐宫乐宴》中沉浸式“走进”历史。

套上青底黄花对襟衫、系好大红烫金齐胸襦

裙，再盘一个倭堕髻……经过悉心装扮，来自河北

的大学生李晓华和张小娄化身唐代仕女：“这是我

们来洛阳的第一个打卡地，能在遗址层上、博物馆

里体验沉浸式演出，真是不虚此行。”

随后，她们跟随“狄仁杰”“上官婉儿”等历史人

物，在“万国来朝”的宫廷盛宴中，探寻“名画丢失之

谜”，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的历史文化。在这场穿

越之旅中，她们与众多游客从博物馆的参观者变为

历史的“参与者”，在可知、可感的文化体验中，切实

感受“科技＋创意”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魅力。

目前，洛阳共有 102 家博物馆，其中有 96 家向

社会免费开放。洛阳市文物局局长余杰介绍，近年

来，洛阳各博物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馆藏文物资源优势，

借助虚拟现实、场景塑造、全息投影、智能交互等

“黑科技”，在“文物 IP”上持续叠加创意，以公益和

技术资源助力博物馆可持续发展，探索推出一大批

高品质文化产品，致力于不断提升游客的交互感、

代入感。

在各类创新元素的助力下，洛阳各博物馆一改

“严肃”的形象，以亲民化路线快速“破圈”，走向大

众。洛阳博物馆“河洛之光”数字馆内，游客可以近

距离接触文物、自己用编钟创作乐曲，数字科技不

仅让历史文物“活起来”，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到十

三朝古都洛阳独特的文化魅力；隋唐洛阳城中轴线

南段的牡丹博物馆，“牡丹诗文互动体验空间”让游

客置身诗词世界，点击诗文，便可与唐宋诗词名家

进行千年“对话”。

“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门类多样的博物馆体系，

是洛阳的‘金名片’。”余杰表示，下一步，洛阳将进一

步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加强文物价值的挖

掘、阐释与传播，充分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为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贡献博物馆力量。

河南洛阳推动博物馆提升交互感—

体验文化 “走进”历史
本报记者 毕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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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 是 国 际 博 物 馆

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

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

类文明的重要场所”。近年来，

随着“博物馆热”的日益升温，

越 来 越 多 博 物 馆 通 过 创 新 策

展、研发文创等方式，尝试将文

物的深度、历史的厚度、文明的

广度，转化为特色馆藏的辨识

度、观展人群的参与度，以及与

日常生活的连接度，受到广泛

关注。

全天候开放，将艺术活动、

艺术市集搬进博物馆；借助前

沿技术，云端“穿越”千年，数字

化重生珍贵文物；挑选角色、换

上服装，在博物馆里体验沉浸

式 互 动 …… 今 年 国 际 博 物 馆

日，我们将目光投向不同地域、

不同类型博物馆的有益探索，

看这方有限馆舍如何创造无限

可能，让更多人感悟多彩文化、

感受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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