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F O C U S

责任编辑／俞 越／0571-85311835责任编辑／俞 越／0571-8531183506062 0 2 22 0 2 2 .. 0 80 8 .. 1 31 3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近期，数字技术与文博发展的命题成

为关注的焦点。

8月4日，“数字技术展大美中国”论坛

在北京举行。大会上，由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交互媒体艺术设计

研究所、新京报社、腾讯新文创研究院四家

共同发布了《2022年文博数字化报告》，报

告认为目前的文博行业正在从数字化走向

深度数字化，积极构建文博行业“全生命链

条”的数字化。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

馆馆长冯乃恩，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谭平，敦煌

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故

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副主任于壮，三星

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出席此次论坛。

8 月 5 日，以“数字展赋能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文博发展创新峰会

——2022 数字展示论坛”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行。文博展示行业上下游 40 余位嘉

宾围绕数字展示发展趋势、博物馆数字虚

拟人开发路径追踪、数字影像收藏展示逻

辑再构、数字展示推荐博物馆本真创造力

探究、数字文博与商显融合创新和数字展

示合理性使用研讨等七大议题进行探讨。

据了解，此次峰会是2022数字展示论坛的

首场活动，未来还将在郑州、广汉、广州等

其他城市举办。

两场高规格的、关于数字化与博物馆

的论坛如此密集地举办，在国内也是罕见。

如果说，前者是聚焦构建文博行业“全

生命链条”的数字化，更多属于隐藏在幕后

的建设，那么后者则将目光投向了数字展

示和博物馆展陈方式的创新，是最直接观

众面对面的前端。

什么是文博数字化？

通过对《2022 年文博数字化报告》的

解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谭平表示报告认为，文博数字化的核心是

“信息管理”，即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完成

各类文物信息的修复、存储、传播、再开发

等环节，构建文博行业“全生命链条”的数

字化。

现状是什么？

在报告中提到，在 60 年求索与跨越

中，我国文博数字化历史进程包含着几个

阶段，第一阶段：信息化手段介入文物保护

与博物馆管理，第二阶段：文博信息化档案

建立基础上的数字管理与智慧应用迅速推

广，第三阶段为数字内容产业成为信息技

术与文化创意高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式。

现如今，群众对文博数字化需求日益增长，

“云游博物馆”成为新潮流。

谭平解读到，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显

示，继2020年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项网

上展览之后，2021年度博物馆线上展览的数

量增加到3000多个。据国际博物馆协会报

告显示，2021年全球采用线上展示藏品、展

览和直播的博物馆比2020年增加了15%以

上。同时，“博物馆之城”建设正成为一股热

潮。据新京报贝壳财经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近30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博物馆之城”

或“博物馆之都”，其中云展览、云直播、云论

坛、云讲座等数字化展示形式，成为多数城

市提出发展文博数字化的重要措施。

痛点是什么？

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

事业取得显著成就，文物保护利用和科技

创新应用凝聚新共识，文物保护与考古取

得新成效，博物馆展示和传播能力展现新

形象，文物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得到新提

升，文物国际交流与合作迈上新台阶。同

时，文博行业在努力推动数字化发展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需求和痛点，主要为以下4
点：中小型文博单位数字化发展力度还需

加强；兼具文博知识与数字化技术的专业

人才欠缺；文物当代价值与公众生活的连

接仍需加强；文博数字化与多产业的融合

创新不足。

针对以上痛点，谭平提出了四点对文

博数字化的发展设想：打造文博行业新基

建，构建“全生命链条”的数字化，助力预防

性保护；创新传播文物价值，实现“多内容

形态”的表达呈现，助力活态化传承；联动

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强连接交互”的多元

协作，助力大众化参与；讲好中国文物故

事，搭建“数字化共享”的桥梁平台，助力国

际化表达。

“数字展示”的案例分享

就目前而言，数字展示的应用尽管越

来越普遍，但业内对之的提升空间期望值

还很高。随着技术思维构建模式与单学

科、单线条叙事模式的局限被打破，伴随信

息时代知识革命的推进，数字展示将成为

博物馆融合多学科、激发本真创造力的极

好实践平台。

根据参与论坛的专家的分享，“实体体

验+虚拟体验”“科技+艺术+文化”“构建游

戏型教育展览”、数字影像进入博物馆、文

物数字虚拟人等等成为热议的词汇。

“实体体验+虚拟体验”“科技+艺术+
文化”“构建游戏型教育展览”，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把科技手段高质量地运用到展览展

示中，在形式与理念上进行不断创新，营造

出展览的“沉浸”氛围，开馆一年给百万观

众带来全新参观体验。

裸眼 3D 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熟运

用，但在文物展示方面是近些年比较新潮

的方式。通过展现文物的相关文字、语音

等信息，展示、传播、游戏交互可同时满足

多人沉浸式体验，手机扫码进行移动端浏

览、分享等等，既是对展厅展陈内容有效

的补充，又丰富了展示的形式，增加现场

体验的趣味性，让博物馆走向“年轻化”，

吸引更多年龄段的观众，让观众在娱乐的

同时了解文物文化，从而达到传播知识的

目的。

智慧物联赋能文化产品，“博物馆+新

显 示 科 技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 如 透 明

OLED 显示屏，通过显示、触摸交互和 AR
联动等功能，能够向观众直观展示文物背

后的故事，如可以看到考古遗址影像、考古

过程等画面等。

展览是在藏品有效保护的基础上，以

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创作的精神文

化，目的也是在于向公众传递人类历史演

进的一个过程。

数字技术焕发文博行业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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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德寿宫中区遗址数字展陈效果图。

“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应用了更多新技术和新科技，以全新

方式演绎故宫纹样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