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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全国各地散落的众
多古建筑，不仅是古人审美观和建筑理念的
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如
今，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在古
建筑保护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为巧夺天工的
斗拱榫卯建模、用光学扫描技术减少测绘时
对梁木彩绘的破坏、通过电子数据发现古人
设计佛像雕塑与建筑比例的巧思……从信息
采集进行学术研究，到做成VR（虚拟现实技
术）、AR（增强现实技术）等形式供大众体验，
数字化技术让古建筑得到了更先进的保护，
同时也让更多人得以领略中国建筑之美。

让游览更生动

绿树掩映下的四合院清秀典雅，蜿蜒的
长廊中藏着朵朵荷花，蜻蜓轻点水面打破一
池宁静……通过数字化复原，观众得以领略
数百年前承德避暑山庄戒得堂中的美景。承
德避暑山庄卷阿胜境殿的“正色山川又见盛
华”——避暑山庄古建筑数字化复原艺术展，
通过VR复原等多种数字化形式，展示了避暑
山庄 17 处园中园遗址历史原貌复原研究成
果。这也是近年来承德避暑山庄景点数字化
复原工作的一个缩影。

“避暑山庄是这么古朴典雅，太迷人了。”
“ 就 像 真 的 一 样 ，我 好 像 已 经 置 身 其 中
了。”……随着该艺术展的持续展出，许多游
客都沉浸在这些通过数字化手段“复活”的避
暑山庄经典的园林庭院和代表性寺庙景观之
中，古色古香的亭楼阁台、栩栩如生的细节装
饰、远近相宜的景观布局，令人心生赞叹。

如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古建筑保护
和推广提供了更多可能。三维数据采集、三
维模型重建、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正在越来
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古建筑保护。尽管数字技
术不是万能的，但数字技术因其自身特色，可
以提供一些真实世界所实现不了的内容，甚至
在某些领域有所超越。

比如，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成熟，越来
越多的文物保护工作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打
造更生动的体验模式，使数字媒体技术成为
沟通古今的桥梁。运用数字媒体技术采集古
建筑的图像和结构形态，再进行后期的处理
加工，让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古建筑的
形态，领略古建筑的风韵。

让保护更完善

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为木质结构，古老的

梁架、珍贵的彩绘壁画都很容易受到空气温
度、湿度等变化的影响，大量参观游览的游客
也对古建筑的保护有影响。数字化技术则为
兼顾古建筑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日前，北京法海寺壁画主题沉浸式数字
艺术馆对公众开放。位于京西翠微山南麓的
法海寺，藏有10铺明代高水平壁画，也是北京
历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壁画。“距今近 600
年，但这些壁画依然色彩艳丽、栩栩如生。”法
海寺文物保管所所长庞献辉说，真迹必须避
光保护，现场参观也无法欣赏壁画全貌。

如今，数字化技术让法海寺静态脆弱的
文物壁画活起来、动起来。在法海寺壁画主
题沉浸式数字艺术馆，4K高清显示屏原比例
还原壁画真迹，人们可以深入了解法海寺壁
画的前世今生、创作细节、艺术价值。“我们通
过技术手段，放大、拉近展示局部精彩细节，
并逐项介绍壁画内容，让观众有充足的时间
了解壁画。”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长刘晓波介
绍，这样既保护了法海寺壁画真迹，又能让人
们身临其境感受法海寺壁画艺术的魅力。

无独有偶，对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
圆明园，是保留原貌还是恢复重建？数字化
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圆明园是重要的历史见
证地，使用数字化手段得到的虚拟复原场
景，让游客在得以欣赏昔日壮美景象的同
时，也可以使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

到更好的记录与保存。
数字化技术及平台的支持可以帮助公众

更好地形成对古建筑的认知，将片段化的文
物保护信息编撰成系统化的知识网络，方便
信息的查询与获取。突破物质世界的边界，
数字化技术可以呈现出真实、原真性的建筑
装饰，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参照。借助
VR 技术和可穿戴设备，可以在沉浸式的环
境中模拟建筑空间，获得数据反馈，从而对
文化遗产体验进行更好的预测。

让研究更深入

与传统手段相比，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更
多的便利。在对古建筑进行人工勘察之前，通
过三维激光扫描等非接触式勘察技术，得到
建筑的总体尺寸、结构的变形情况等基本空
间数据，再进一步制定详细勘察策略和手工
校验，为古建筑的勘察工作提高了不少效率。

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李路珂指出，更
可贵的是，数字化技术为古建筑的研究工作
带来了不少思路上的创新。例如古建筑色彩
的研究，传统勘察方法中，对于颜色的表达
是非量化的，只能进行大致范围的描述。但
通过数字化手段，研究者可以对传统色彩进
行量化分析、生成色谱，通过统一色彩坐标
对颜色进行精准定位，进而探索中国传统色
彩体系的建构。

数字化技术在古建筑测绘和保护中的应
用还体现在依靠完善的数据库系统，提高测
绘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古建筑资料主要
由现状遗存、营造史料和相关研究等信息构
成，而现状遗存则包括了空间、尺度、色
彩、纹理、材料等信息。通过大量的前期勘
察和采集工作，配合文字、照片的记录，再
对这些信息进行格式转换、编码，最后构建
古建筑遗产资料数据库来保存这些信息。这
样既方便工作人员对古建筑展开价值研究、
保护修缮、展示利用的工作，也方便古建筑
修复人员、专家学者、古建筑爱好者等共同
探讨古建筑保护问题。

“对于古建筑保护来说，数字化技术的
应用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具体的应用和实
际收益的转换方式，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和
时间的沉淀。”李路珂对于数字化技术在古
建筑保护中的应用充满期待。

本报电（记者杨鸥） 中国散文学会与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联合主办的“结对帮
建大杨湖村文化振兴繁荣发展”日前启动。

位于鲁西南的大杨湖村历史悠久，民
风淳朴，人才辈出。解放战争时期，大杨
湖村因发生过著名的大杨湖战斗而名闻天
下。因电视剧 《亮剑》的热播，该村再度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如今的革命老区大杨湖村，传承红色
文化，繁荣特色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乡
村环境美起来，乡亲们生活质量有了显著
提高。整个大杨湖村 500 余户 1800 多人，
依靠自己的双手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李晓东在致
辞中说：“中国散文学会党支部与大杨湖
村党支部‘结对帮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繁荣发展，正是在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中国作协党组所倡导的‘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乡村振兴战略，
文化振兴至关重要。希望此次‘结对帮
建’为大杨湖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大杨
湖村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

启动仪式上，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
为中国散文学会鲁西南创作基地授牌，中
国散文学会向大杨湖村捐赠3000多册红色
图书。

日前，两岸题材舞台剧 《寻味》 在北京
演出，个人命运的沉浮由两岸演员一起娓娓
道来，悲欢离合的群像在舞台上缓缓展开，

令现场观众沉浸、动容。
该剧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2 年度资助

项目，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
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联合出品。

故事从1949年开始，
24 岁的李金标随国民党
第 177 师北平团来到台
湾。直至 1992 年夏末，67
岁的他才带着儿子李光
启、儿媳杨淑萍与长孙李
明维回到自己曾经生活
的北京胡同。这是一次特
殊的归家。分离的岁月
中，两岸人民流下了太多
泪水，痛苦伴随了许多人
一辈子。尽管身处两岸的
母子、兄妹、朋友曾产生
隔膜，但血浓于水，最终
爱让一切误会、冲突都涣
然冰释。

《寻味》汇集两岸主创团队共同打造，北京
市文联主席陈平担任总策划，剧作家、电影导
演、教授龚应恬及中国台湾导演李宗熹联合编
剧，李宗熹担任导演。李宗熹表示：“这部作品
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点滴。它通过情感的流动拉
近演员和观众的距离，也拉近两岸同胞的距
离。”龚应恬在介绍该剧创作初衷时表示：“‘团
聚’是中国人血液里最温暖的部分，‘和睦’是
我们传统伦理中最美好的组成。牢记过去，是
为了不重蹈旧辙。我们展开一段新的岁月，是
为了以后的日子更好，家更像家，共同沐浴在
一个大家庭的和和美美的生活里。”

《寻味》 汇集两岸优秀演员，包括中国台
湾影视男演员李志希，中国大陆演员曾黎、
王毅、唐丽华等。

李志希出身京剧世家，父亲李环春在北京
出生。李志希说自己的根在北京，并表示：“我
一直想回来，要为我的祖国、我的家乡作贡
献。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巡回公演。”在剧中饰
演儿媳杨淑萍的演员柴仲思说，两岸演员会互
相教当地方言，担任彼此的台词指导，大家齐
心协力，真正做到了两岸一家亲。

日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
现对现代的启迪”学术交流活动在北京国
家图书馆举行，旨在进一步深入挖掘“二十
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的学术价
值和文化内涵，探求古文献在文明的传承
和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来自甲骨、简牍、敦煌、明清档案等
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在交流中分享了自
己的研究成果，探讨如何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推动中国古文献在现代化进程中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居延汉
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大古文献的出土
或发现（以下简称“四大发现”），成为中国
乃至世界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让大家能够一站式集中了解殷墟甲
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这四
大古文献，凸显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
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
馆、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 最近
联合主办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
发现展”。展览打破馆际、行业资源壁
垒，突破地域限制，将分藏于各处的珍贵
文物荟萃一堂，展出了甲骨、简牍、敦煌
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
献共249种、382件，是迄今为止“四大发
现”主题相关文物最大规模的展览。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刘一曼以“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
的意义”为题作了发言。“甲骨文的发现导
致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在发言中，她讲
述了通过研究甲骨文中“车”字字形推动
考古工作的经历。曾有学者认为，商代马
车仅有直衡形制。但在甲骨文中，“车”
字的字形有不少是曲衡的，这或许正是商
代曲衡马车存在的证明。考古人员带着问
题有意识地进行发掘，终于在1987年发现
了首辆商代的曲衡马车，其后在殷墟考古
中也陆续出土了更多曲衡马车。刘一曼表
示，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
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使中国的考古
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甲骨文资料为考
定殷墟文化分歧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
也为研究遗址现象和考定遗迹遗物的年代
提供了依据。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
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指出，“四大发现”
的联袂展出，让观众得以完整地感受中华
文脉的源远流长。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二十世纪初
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面向公众开放以
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截至目
前，参观展览人次突破12万。同时展览积
极融入现代技术，完善观展体验，与字节

跳动公益联合推出“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
项目——古籍寻游记”，不仅有实体体验区
落地国家典籍博物馆线下展厅，还以虚拟
现实形式通过 PICO VR 设备平台，以特
别策划形式在抖音上进行推广，吸引大量
年轻群体观展。由于开展时间正值寒假，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在展厅中，
孩子们如同小小讲解员，神采飞扬地向自
己的爸爸妈妈讲解着展柜中文物的珍贵价
值，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孩子神情中流
露出的对于中国古文献和中华文明的热忱
令人动容。

此外，展览还策划举办“沙漠考古与居
延汉简”“敦煌遗书漫谈”等讲座，邀请专家
多角度解读“四大发现”，阐释古文献的内
涵。利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新媒
体账号等举办直播活动，带领观众走近“四
大发现”，“云感受”这些文物文献的价值和
魅力。其中，馆长直播探访“二十世纪初中
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节目，截至节目开始
24 小时，各平台总观看量达 285.9 万，在新
浪微博的直播话题#文物背后有料有趣的
中国故事#阅读次数达1.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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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寻味》在京演出

讲述爱与温情 寻觅家的味道
温 馨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中国散文学会与菏泽“结对帮建”

图片报道

《寻味》演出剧照。 出品方供图

近日，网上掀起“春天傣族舞挑战”
热潮，作为配乐的傣族舞曲《南西米》也
走红网络，舞曲原创团队就是云南省临沧
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

10多年前，耿马县民族歌舞团仅剩下
7 名演员。为了走出发展困境，2012 年受
聘担任歌舞团团长的王峰带着演员们深入
民间采风，走访多位老艺人和非遗传承
人，把散落在民间的傣族马鹿舞、女创拳

和传统古乐收集起来，挖掘提炼、搬上舞
台，打造成艺术精品。演员们在吃透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自己的许多感悟
和理解。经过不懈努力，如今这个拥有32
人、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团队在市级、省
级乃至国家级展演和比赛中大放光彩。

图为耿马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 （右
下） 在拍摄傣族女创拳小视频。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传播民族文化 舞动精彩人生

游客在北京法海寺壁画主题沉浸式数字艺术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 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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