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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从什么时候开始，
数字化技术开始应用到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护中？在您看来，这项技术
的应用现状如何？

阎照：国内文化遗产做数字化，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主要包括对古遗址、古建筑、古
石窟、古村落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
产以及对古乐曲、传统剧目、民族民
风民俗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数字化复制、数字影像记录。

故宫博物院早在 1999 年底就建
立起存有 5 万多张影像数据的数据
库；2005 年，蓝田水陆庵也对 3700 余
尊彩绘泥塑全部扫描和模拟。近年
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河姆渡文
化遗址、圆明园遗址等文化遗产管
理单位都在大力推进数字化保护方
案和技术策略，数字化文化遗产保
护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负责
部门的共识。

中国环境报：请问什么样的建
筑，适合运用数字化复原技术？对
建筑有何要求？

阎照：一般情况下，能够利用数
字化复原技术的建筑为历史性建筑、
成为遗址的或者已经灭失的建筑。但
是，这些建筑要保存有较为完整的文
献、测绘或者其他信息，能够利用数
字化技术加以展示的建筑。

中国环境报：对于历史文化遗
产来说，数字化复原技术的应用有
什么样的意义？

阎照：数字化手段在我国文化
遗 产 保 护 中 主 要 有 数 字 化 复 制 存
储、数字化建模再现及数字化虚拟
漫游和 4D 影像体验等几种应用形
式，主要集中于数据保存和商业性
旅游、娱乐等方面。

数字化应用就是要通过技术手
段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安全性，扩
大文化遗产保护的交流性，增强文
化遗产保护的大众性，促进文化遗
产 保 护 的 高 效 益 性 。 举 个 例 子 来
说，2000 年“五一”假期，参观敦煌莫
高窟游人暴增，导致洞窟温度、湿度
失控，壁画因此急速剥落。为了减
轻参观敦煌洞窟游客过多可能对壁
画造成的损害，当地文物管理部门
与 美 国 梅 隆 基 金 会 合 作 开 始 建 立

“数字化虚拟洞窟”。这样既减轻了

高峰时期人流量，同时也扩大了公
众线上体验和文化交流。

中国环境报：使用数字化复原
技术复原历史文化遗产或建筑，需
要考虑哪些因素？遵守哪些原则？

阎照：数字化复原技术和传统
的遗产研究所要遵守的原则相似，
就是要严谨、可靠，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出文化遗产的价值。2006 年
起草的《伦敦宪章：关于基于计算机
的文化遗产可视化》就提到，“数字
遗产可视化至少在一致性、清晰性
以及技术上与长足发展的文化遗产
研究和交流方法是、且能看出是同
样严谨的。”具体包括计算机可视化
方法应在它是针对特定目标最适当
的可选方法时试用；应该以某种结
构清晰的记录方式鉴别和评估相关
的研究资料；可视化方法和成果能
在联系其应用的环境和针对的目标
进行理解和评估；要保障可视化成
果和材料记录的长期可持续性；以
及应保证文化遗产的研究、理解、阐
释、保存和管理取得最佳成效等等。

中国环境报：国外有哪些先进
的、可以借鉴的经验案例？

阎照：关于数字化复原历史文
化遗产或建筑，国外有很多案例可
以借鉴。我记得巴斯罗马浴场，在
浴池遗址上复原投影了当时罗马人
洗浴时的场景和声效，非常有特点。
同样，谷歌推出了“艺术计划”项目，他
们结合谷歌街景，将全球著名的艺术
珍品以 70亿像素的高清晰度呈现于
世界网民的眼前，包括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凡尔赛宫等 17 家博物馆、美
术馆都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了虚拟漫
游，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进行全球文
化交流。

中国环境报：一般来说，这些数
字化应用后的成果，都以哪些方式
跟公众见面？

阎照：主要包括博物馆的展品
展示与阐释、室外遗产点的一些虚
拟现实的展示导览、遗产保护过程
中的公众参与，以及影视、动画、交
互等方面与公众的互动。比如说，
在迪庆独克宗古城火灾的恢复重建
中，我们发现可参考的资料非常少，
就 线 上 征 集 大 量 游 客 用 iPad、

iPhone、数码相机等拍下来的影像资
料，再通过辨识、比对和后期的遗产
保护重建设计等措施，保障重建工
作的顺利进行。这个就是公众参与
遗 产 保 护 和 遗 产 数 字 化 的 典 型 案
例。再比如说，西安大明宫文化遗
址，制作了 3D IMAX 电影《大明宫
传奇》、球幕电影《飞越大明宫》等数
字立体化视觉作品。未来 AR、VR
技术的呈现也会是一种潮流。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运用数
字化复原技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有哪些不足？

阎照：以下几个方面，可能需要
改进：

一是目前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主要以复制、数字存储入档形式为
主，缺乏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挖掘与
创新。

二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
字化工作还有待进一步重视，加强
投入，同时从方式、方法和技术上加
以创新。

三是在数字遗产商业化过程中
还有很多误读和曲解的现象，需要
更加严谨的态度来呈现。

中国环境报：对于这些不足，如
何加以改进？

阎照：我认为，首先要加强文化
遗产数字化的延伸发展，从文化的
深入挖掘和解读、创意的结合、新技
术的呈现等入手，使之与公众的兴
趣点紧密结合起来。比如故宫的创
意 系 列 就 很 好 地 把 一 些 数 字 化 遗
产 ，与 动 画 、故 事 生 动 地 结 合 了 起
来，提高了公众的兴趣度。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对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不能仅仅运用拍照、录音、录影
等形式来存档，更应该对其形成的
背景、工艺、编排流程、技术细节等
加以研究与整理，同时可以更多地
采用动作捕捉等新技术进行保护拓
展。同样，还要加强这些非遗数字
遗产的共享和利用。

最后，要研究加强数字遗产商
业化形式与标准，加强 3D、4D、5D
数字遗产学术研究和复原成果的广
泛应用，开拓其商业化渠道，从而降
低其边际成本，保障其商业应用的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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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数字圆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的《“看见”圆明园》数字体验展目前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二号临展厅展
出，展览将持续至 2017 年 8月 13日。

本次“看见圆明园”展览，借助圆明园数字复原成果，精选“园居理政”、
“畅襟仙境”、“西风东纳”三大主题，组成相互贯通的三大展区，全面而有重
点地呈现了皇家园林文化、造园艺术的丰富内涵。展览共涉及正大光明、勤
政亲贤、方壶胜境、西洋楼等 26 个景区，同时结合数字化手段，为观众提供
前所未有的新鲜观展体验。

此外，展览还精选丰富多样的展品，包括西洋楼彩色琉璃构件复制品、
奥地利艺术家以复原成果为基础绘制的系列铜版画作品、海晏堂十二生肖
人身兽首喷泉仿制品、清代官方建筑图纸——样式房图档复制品等，全面展
示圆明园历史建筑样式、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流散文物研究、数字复原成果
海外传播和授权再创作等方面的可视化信息。 王琳琳

曾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
园（含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
几经劫难后，如今只留下些许断
壁残垣。长期以来，人们只能通
过残存的图片和文字记载想象当
年的盛景。曾经几度有人提出重
建圆明园的建议，但每次都引发
广泛争议，难获共识。

然而，有这样一位老人，在圆
明园劫难发生 100 多年后，孜孜
不倦地研究圆明园，保护圆明园，
并且坚信，自己可以带领团队让
世人“重见”圆明园的宏伟景观，
她就是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

今年 81 岁的郭黛姮师从一
代建筑大师梁思成，是他的关门
弟 子 。 1954 年 ，她 考 上 清 华 大
学，成为建筑系的一名学生。毕
业后，她留校任教，被分配到建筑
系建筑历史教研室。

一度，社会曾有将圆明园遗
址毁掉的趋势，多亏周恩来总理
就圆明园保护与重建三次下发命
令，圆明园的遗址才得以保留下
来，没有成为众小区当中的一个。

上世纪 80 年代末，郭黛姮主
持珠海某旅游景区——圆明新园
的 设 计 工 作 ，在 这 个 占 地 58 公
顷，以圆明园为样本的园林中，郭
黛姮精选出圆明园 40 景中的 18
景加以复原。

2000 年，郭黛姮申报圆明园
档案资料研究课题，设想建立一
个圆明园的数据库。彼时，正值
北京市文物局开始进行考古发
掘，出土的文物价值举国震撼。

圆明园管理处找到郭黛姮，合作
进行进一步研究规划。她带领研
究团队秉灯夜烛、日夜翻阅文献
资料，穿梭于石桥、山洞之间，辛
勤探索，终于还原出了圆明园“四
十景图”。

2006 年，横店重建圆明园引
发“圆明园是否重建”大讨论。郭
黛姮反对全面重建，数次挺身疾
呼。在她看来，要谈复建，首先
要对圆明园的性质有一个明确
的认识。圆明园是一座考古遗
址公园，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历
史信息中如果有很多东西不是
今 天 的 人 能 够 做 出 来 的 ，当时
各方面的材料、工具，今天的人无
法复原，使用的技术、方法，今天
的人也无法获知。

数字化技术成为郭黛姮和研
究团队复原圆明园的倚仗。2009
年，她正式和研究团队一起，开始
对圆明园进行数字化虚拟复原。
复原工作坚持科学性、真实性原
则，从考古工地一砖一瓦亲自测
量做起，一座山的高低、一池水的
广窄、一棵树的品种，乃至一块匾
的名称、字体、颜色都一一推敲，
并采用烘焙技术诠释更加真实的
光影效果。

经过多年努力，郭黛姮带领
团 队 完 成 1 万 余 件 历 史 档 案 ，
4000 幅复原设计图纸，2000 座数
字建筑模型，6 段历史分期中的
120 组时空单元，让圆明园这座

“万园之园”跨越 310 年的时光，
再次展现在大家面前。

日前，清华大学数字圆明园研究和应用项
目团队，对外发布圆明园数字化复原的最新研
究成果，让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跨越 310 年
的时光，再次展现在大家面前。

实现这些成果的不是别的，正是数字化复
原技术。这项技术有何精妙之处？对我国文
物保护和发展有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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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光的相会
——圆明园复原背后的故事

“看见”圆明园数字体验展正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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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胜境”是
乾隆皇帝最为
重 视 的 景 区 ，
是圆明园诸景
之始。在八国
联军火烧圆明
园 中 尽 毁 ，图
为数字化复原
的样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