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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老文明遇到前沿科技

本报记者

张

雪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

三星堆又上新了！这一次，它依旧

没让人失望：酷似“烧烤架”的龟背

形网格状器、工艺复杂的顶尊蛇身

铜 人 像 ⋯⋯ 一 件 件 国 宝 让 人 连 连

称奇。

三 星 堆 不 愧 为 文 博 界 的“ 顶

流”，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风格让

人为它着迷，一下想“穿越”回神秘

的古蜀王国一探究竟，一下想深入

考古发掘现场，第一时间拆开文物

“盲盒”。依靠数字科技手段，一部

手机就能带你在虚拟世界瞬间实现

这样的想法。

不只三星堆，近来，长城、敦煌

等文博界大咖纷纷牵手高科技，古

老文明在前沿科技的助力下跨越时

空、永恒闪耀、活灵活现。

活起来的“顶流”

点击手机扫描二维码，打开一

个 H5 页面，就能进入《三星堆奇幻

之旅》节目构建的数字空间，代表现

在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代表

未来的“三星堆数字博物馆”和代表

过 去 的“ 古 蜀 王 国 ”逐 一 呈 现 在

眼前。

进入“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

无论是穿越林间时树枝发出的晃动

声，还是阳光下光影浓淡的变化，都

在用灵动的细节构建逼真的体验，

让 人 沉 浸 其 中 感 受 考 古 发 掘 的

乐趣。

阿里云智能云渲染产品部高级

产品专家、《三星堆奇幻之旅》项目

负责人卢云介绍，正是云端实时渲

染技术的应用，给观众带来了沉浸

式的交互体验。“在文旅领域，云端

实时渲染技术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

间，大量的文博现场都可以实现虚

拟空间构建，让观众拥有身临其境

的体验。”

历经千年风雨的长城也借助数

字技术“活”起来。不

久前，在“云游长

城 ”微 信 小

程序内，

综合创新多项技术打造的“数字长

城”正式亮相，用户通过手机就能立

即“ 穿 越 ”到 喜 峰 口 西 潘 家 口 段

长城。

“数字长城”研发团队负责人、

腾讯互娱副总裁崔晓春介绍，长城

数字化的概念其实已提出多年，但

多数产品还是局限在图片、全景和

三维模型的简单采集和展示层面，

无法提供便捷、低门槛、有吸引力

的数字体验。科技的发展，为数字

文保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法。“照

片 扫 描 建 模 技 术 帮 助 我 们 实 现 了

对喜峰口长城的毫米级测量，通过

渲染超过 5 万张的海量素材，我们

最终生成了超 10 亿面片的超拟真

数字模型。”他表示，用户通过“数

字长城”不仅可以直观体验长城的

沉浸式场景，还可以通过考古、清

理、砌筑、勾缝、砖墙剔补和支护加

固等互动，了解关于长城的常识和

修缮知识。

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用人们喜闻乐见

的形式和时代联结。

突破时空的力量

提到敦煌，最被世人惊叹的要

数石窟内的一幅幅壁画。那些用泥

土、草料、木料、矿物颜料等制作出

来的壁画精美而脆弱，在时间的作

用下，褪色、颗粒化、剥落等老化问

题成了不可逆的现象。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用“和时间赛跑”

来形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在和时间赛跑中，数字技术大

显身手。敦煌是国内较早一批利用

数字技术进行文物数据采集的文博

机构。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敦煌

已积累了 280 多个洞窟文物数字化

的数据，虚拟世界里的莫高窟成为

永恒。大量的数据还被广泛应用于

敦煌学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美

术临摹，以及敦煌壁画展览等诸多

领域。

“数字技术的永久性和可复制

性，契合文物保护管理需求。”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说。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即时性和高

效性，又契合文物展示传播的需求。

2020 年春节，受到疫情影响，敦

煌莫高窟曾宣布暂停开放参观。当

年 2 月 20 日，基于数字技术，由敦煌

研究院和腾讯合作的“云游敦煌”小

程序加急上线。“通过这个小程序，

我们希望能进一步降低普通公众了

解、认识莫高窟的门槛，让随时随地

‘ 到 访 ’莫 高 窟

成 为 可 能 。”

腾 讯 集 团 市 场

与 公 关 部 副

总 经 理 兼 腾

讯新文创研

究 院 执 行

院 长 戴 斌

说 。 过 去 两

年来，总共有 5000

万用户通过手机“云游敦

煌”，这相当于线下莫高窟

年游客数的 19 倍。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止

于疫情之下的应急之举，

它已成为延展文博机构

价值的重要手段。不久

前，敦煌研究院和腾讯宣

布 打 造“ 数 字 藏 经

洞”，以毫米级精度

1∶1 还原藏经洞壁

画、文物细节，重

现敦煌遗书背后的

历 史 情 境 ，让 线 上 游 客

能够一键“穿越”历史，了解藏

经洞的前世今生。

数 字 技 术 正 在 帮 助 传 统 文 博

界突破时空限制，拉近和大众群体

的距离，特别是让更多年轻人沉浸

其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力量。

可以预见的惊喜

近年来，我国数字文保迎来突

飞猛进发展的好时机。尤其是 2016

年，国家文物局等 6 部门联合印发出

台《“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

划》，全国文博机构以及头部科技企

业、主流媒体融媒体平台纷纷加入，

通过 5G、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

推出了大量数字文化精品。近期出

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中对博物馆数字化、数字化文化新

体验等方面都提出新的发展目标，

显示出国家对于文博与科技结合的

高度重视。在政策的引导下，文博+

科技大有可为。

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面对大量

残损的出土文物，拼接与修复是一

大难题。以三星堆遗址为例，1986

年出土的大量青铜神树断枝，经过

十年拼合修复，1 号与 2 号青铜神树

才得以向公众展示，但仍不完整。北

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三星堆 8 号

坑发掘负责人赵昊表示，这不仅是

三星堆遗址的问题，也是整个考古

学界长期面临的问题，数万甚至数

十万件文物碎片，靠人力无法高效

准确地完成拼接修复，如果数字化

技 术 能 协

助 考 古

学 家

进 行

碎片

的 识

别、比对和

拼接，将是考古学上的

重大突破。

腾讯首席科学家、腾

讯 AI Lab 与 Robotics X

实验室主任张正友认为，计

算 机 视 觉 的 前 沿 技 术 可 以

在出土文物的碎片拼接、复

原，以及原初形态的数字化重

建方面发挥协助作用，文物碎

片经过 3D 扫描，建立数据库后，

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器物的颜色、纹

理、断面的形态等信息计算拼接的

可能性，大大提高效率。

“在全国各地出土文物都进行数

字化扫描的前提下，通过计算机视觉

技术可以高效地识别出具有相似性

的文物，包括器物造型、结构上的相

似性，以及局部纹理的相似性等。”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山

世光表示，如果考古数据能大量标注

文物的年代或文化属性等信息，对人

工智能来讲，就是典型的模式识别问

题，可以实现快速比对，进而协助考

古与文化研究。

可以预见，当文博遇上科技，从

考古发掘到文物保护，从价值阐释

到展示传播，二者叠加带来的惊喜

或许远超想象。

“燕京八绝”在这里汇聚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在我国国

家级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中 ，

“燕京八绝”

是 知 晓 度

颇 高 的 绝

技 。 它 指

的 是 随 清

王 朝 落

幕 ，清 宫

内 务 府 造

办处工匠散

落 民 间 ，逐

渐 形 成 的 包

括金漆镶嵌、花

丝镶嵌、景泰蓝、

牙雕、玉雕、雕漆、京

绣 、宫 毯 在 内 的 8 种 绝

技。而今，这些用料不菲、工艺

繁杂细腻、华美异常的宫廷重器，齐聚

于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为京西驼铃

古道再添一抹华彩。

“‘燕京八绝’充分汲取了各地民

间工艺的精华，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

新的高峰，并逐渐形成了‘京作’宫廷

艺术特色。”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

博物馆创办人和现任馆长柏群告诉记

者，2010 年，燕京八绝八大技艺传承人

首度携手，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

的千年古刹承恩寺建立了“北京

燕京八绝艺术馆”，2020 年艺

术馆升级为“北京燕京八绝

博物馆”，并于 2021 年正式

对社会开放。

这是石景山区第一家正式经市文

物局和市民政局备案审批的非国有博

物馆，是北京市第一家在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设立的非遗主题博物

馆。走进博物馆，观众不仅能沉浸式

欣赏馆藏的四百余件（套）“燕京八绝”

及木雕、根雕等艺术精品，还能在大师

工作室品鉴和体验非遗技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秉承

非遗“活态传承”的理念，基于打造“当

代造办处”的战略构想，逐步建设燕京

八绝大师工作室集群，融合皇家建筑

之美和燕京八绝宫廷技艺之绝，打造

集中展示国家级非遗项目“燕京八绝”

的高端平台。观众不仅能在博物馆欣

赏到燕京八绝宫廷艺术精品，还能在

大师工作室品鉴和体验非遗技艺。

在展厅后的大师工作室中，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漆镶嵌髹饰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侯雪正在制造一个柜子

的柜门。他使用的是金漆镶嵌髹饰技

艺中的“平金开黑”工艺，将金箔贴在

漆物之上。这种技艺向来为皇家所

用，元代已颇为成熟，元代油漆局、明

代果园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都为北

京 漆 器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技 术

基础。

由于大漆高贵的气质和独特的美

感，一些地区又称大漆为金漆，称用大

漆髹饰的漆器为金漆漆器。大漆与金

的结合，如描金、贴金、泥金、搜金、扫

金、洒金、戗金等，也强化了人们对大

漆即金漆的意识概念；在“金漆”上做

“镶嵌”装饰工艺，两种工艺的结合称

为“金漆镶嵌”。

镶嵌工艺从材质上分，有玉石镶

嵌、彩石镶嵌、螺钿镶嵌、百宝镶嵌。

从 工 艺 上 分 ，有 平 嵌 、矫 嵌 、立 体 镶

嵌。以木胎成型、髹漆，然后在漆底上

运用镶嵌、雕填、彩填、堆古罩漆、刻

灰、平金开彩、断纹、刻漆、金银、罩漆

等装饰技法。主要有车马、仪仗、皇家

器具、屏风、牌匾、桌椅和盘盒等上千

个种类。

“这些工艺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

以综合运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艺

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侯雪说，北京

金漆镶嵌直接传承了宫廷漆器的生产

技艺，并经过不断创新与改进，逐步形

成了做工精细、质量坚固、品种繁多、

格调高雅的北京风格。

近年来，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举

行了超过百场的“燕京八绝承恩文化

传习大讲堂”，将技艺展演带进社区。

同时，博物馆联合北京燕京八绝协会，

与多位工艺美术大师携手，推动燕京

八绝宫廷文化走进加拿大、俄罗斯、美

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更广

阔的范围内宣传了以燕京八绝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承恩寺

来头也不小。这座取义“承天恩泽”、

由明武宗朱厚照赐名的寺庙，始建于

明正德五年（1510 年）、落成于正德八

年（1513 年），至今仍保留着明代建筑

的风格，布局严谨，有四进院落。1990

年，承恩寺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第四

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成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承恩寺所在的模式口历

史文化街区，也是历史上京西古

道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通往京

西的主要货运通道。近几年，通过修

缮改造，这里统筹推进搬迁腾退、规划

设计、工程建设、招商运营等工作，集

中改造多项惠民市政设施、升级多处

文化休闲空间、打造多个特色小微展

馆、建设多处商旅文化院落，形成了古

韵新生的独特商业模式，并于 2021 年

9 月底正式开街。这个始于西周、闻名

于明清的历史文化街区重现驼铃古道

往昔商旅纵横、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之

盛况。

在这里，可仰止古刹承恩，欣赏燕

京八绝；可参访法海禅寺，观赏绝世壁

画；可探田义墓，品精美石刻；可观冰

川擦痕遗迹，觅上古尘埃；可寻迹“驼

铃古道”，忆模式口往昔繁华，溯源京

西民俗文化；是过去商旅往来的繁盛

通衢，也是现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

的璀璨明珠。

今年下半年，模式口历史文化街

区还将继续开展房屋搬迁腾退，推进

多处重点院落改造及部分沿街外立面

修缮，加快建设法海寺壁画艺术馆，

加紧筹备运维管理中心，提升商业

品质、打造消费商圈，持续宣传

推 广 、打 造 品 牌 影 响 力 。 未

来，这里有望成为石景山区

乃至北京市精品文化旅游

线路上的重要节点和首

都历史文化新地标。

消费新时代，红色文化旅游

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正日益得

到发挥。数字化带来的新逻辑、

新突破、新任务，有助于实现红色

文化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将是

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现代化的关

键所在。

数字经济时代，以虚拟现实、

三维全景等技术为代表的产品和

服务展示展览与体验“新产品生

态圈”，以新的消费理念、消费行

为和消费模式为重点的“新消费

生态圈”，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

引领的“新服务生态圈”，共同构

筑了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现代化

的新生态，推进红色文旅产业链

现代化。

依 托 其 强 大 的 资 源 整 合 能

力、现代化的传播能力与精准的

预判分析能力，数字经济深度推

进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重构，数

字化红色文旅与红色文旅数字化

互动关系进一步强化。

现代信息技术引导红色文化

资源跨越地域限制在有需求的目

的地扎根；智能穿戴等设备让消

费者可以“体验式”“穿越式”展开

消费；参与主体身份突破单一限

制向生产者、消费者、传播者多角

色拓展，消费者也可以是红色文

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者与首倡者；

数据资源突破静态限制向资产

转变，大数据挖掘让红色文化旅

游的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数

据成为资源，并得到有效开发利

用——跨越时空的新型消费关系

为产业链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以数据为代表的科技力量深

度渗透，带来了红色文化旅游产

业的需求端、供给端和配套服务

领域变革，衍生出新的价值和服

务模式，加速了红色文化旅游产

业链现代化。契合数字经济运行

的新逻辑，红色文旅通过“优化资

源配置、优化市场环境，增强发展

动能、增强有效供给，对接市场需

求”走向产业链现代化。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完善基础性制度体系，提升红

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效能，是数字经济服务产业链

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

优化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社会信用

等市场生态建设，强化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现代化生态

是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

增强发展动能，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精准招商、服务

项目落地投产，有效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是形成现

代化新动能最为重要的抓手。

增强红色文化旅游有效供给，适应新消费提质产品

和服务、引导新业态做大总量规模、强化品牌发展满足

个性化需求、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有效供给改善是重

点任务。更加有效推进供需对接，以供给引领需求，以

需求创造供给，激发消费热情，是促进红色文化旅游产

业链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依托数字化，培育开放合作生态，可促进要素流动、

交易与共同开发，全面增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资源配

置水平；聚焦新技术新产品应用，能有效推进产业链各

环节数字化改造，全面增强发展动能；畅通产业合作交

流渠道，可实现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全过程、全领域、全

要素的深度耦合，全面增强一体化发展水平。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数字经济推进红色文旅产业链重构

陶庆先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上 图上 图 博 物 馆 内博 物 馆 内

展示的展示的““燕京八绝燕京八绝””雕漆雕漆

精品精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学聪杨学聪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