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文物穿越时空
文物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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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孙艳

专题

让文物重获“生命”
把历史传承下去

“我们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
段留住文物的色彩。” 首都博物
馆 “北京文博文物科技保护研究
与运用”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负责
人何秋菊说道， 文物保护学是个

多学科交叉的复杂领域， 既需要
化学、 物理等自然科学做支撑，
又需要丰富的文史及艺术史知识
等做积淀。

何秋菊告诉记者 ， 除了化

数字化时代

这是一个数字时代， 随着海量的书籍、 档案、 照片、 地图、 论文和艺术品等
被数字化， 人文研究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便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要如
何在文物与新时代的观众中间架构起一个桥梁， 让文物重获 “生命”， 成为急需
解决的问题。

通过3D扫描 ， 一幅被油漆
刷子 “糟蹋” 过的古代字画在电
脑里重获新生 ； 有着 “万园之
园” 称号的圆明园， 通过数字化
复原， 让世人重见曾经的盛美；
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永
久地、 高保真地保存敦煌莫高窟
彩塑的珍贵资料……这些让文物
活起来， 有了穿越时空的效果，
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数字化虚拟修
复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
发挥了很大作用。

简单的说， 文物数字化保护
是以网络、 通信、 计算机、 光学
等技术的发展为基础， 利用最新
的数字技术 ， 如数字化三维重
建、 平面扫描、 摄影、 数字化编
辑、 三维动画、 虚拟现实以及网
络等 ， 以再现 、 保存 、 分析研
究、 文化传播为目的的对文物进
行数字化加工处理的手段。 与文
物的唯一性、 不可共享和不可再
生的特性相比， 文物的数字化信
息具有无限的、 可共享的、 可再
生的优势和特点。

记者了解到， 其实， 利用数
字化技术保护文物， 并不是近一
两年才开始推广， 早在20世纪末
期我国数字化博物馆开始兴起，
北京市文物局在1999年独立研发
出藏品管理系统， 2003年11月中
国博物馆学会成立了数字化专业
委员会使用虚拟展览技术建立网
上博物馆， 探讨元数据、 虚拟现
实、 资源建设等。 同时， 推进人
文社会科学的研发及科学教育工
作， 推广教育计划， 培养数字典
藏种子人才。

由北京师范大学周明全教授
主持的 “文化遗产数字化与保护
新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课题研究
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该项目组针对中华文化遗产
的保护需求， 采用虚拟现实、 图
形图像处理等信息科学新技术，
完成了多项文物数字化、 文物虚
拟复原修复、 数字博物馆、 数字
考古方面的科研项目， 解决了文
物的三维数字化真彩色信息的采
集、 基于网络的虚拟现实浏览技
术等关键技术问题， 形成了系列
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处理与保护的
方法与科技成果， 为文物保护、
考古、 古人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
的途径。

利用数字化技术， 不论是可
移动还是不可移动文物， 都可以
数字化展现， 比如钟鼓楼、 大小
雁塔， 形状、 环境皆可复原， 非
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可被数字化
记录下来。 周明全说， 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特征， 基于这个时代
的科技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特
征， 也是传承文化的最好载体。
青铜时代， 用青铜作为艺术的载
体， 石器时代是石器， 铁器时代
亦如此。 当今是信息时代， 数字
技术就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不久前 ， 记者从一篇名为
《数字化时代，人文研究如何在大
学重塑精气神？ 》 的文章中了解
到，目前，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国
内石窟保护的行业标准， 数字技
术和人文研究这两个看似不相干
的元素， 就这样亲密接触了。

众所周知敦煌有一座莫高
窟， 而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
院，1:1还原的复制窟令人同样叹
为观止。 石窟形制按三维数据精
确重建， 壁画则采用专用宣纸喷
绘， 完全还原了千里之外那座开
凿于初唐的洞窟的色彩与质感。

早在20世纪90年代， 浙江大

学便与敦煌研究院的文物考古工
作者全程合作， 利用计算机对壁
画进行数字化采集、 虚拟修复、
辅助临摹， 逐步探索出一条永久
保存石窟艺术信息的数字化技术
路径。 2009年， 双方又签署了协
议， 各自投入1000万元， 用于敦
煌60个洞窟壁画的数字化资源库
建设。

“这个系统由120盏LED灯和
40个摄像头组成， 每秒钟可以完
成5至7次全方位、 无干扰信息记
录， 还可以对考古发掘过程实现
任意瞬间的现场三维重构。”浙大
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老师说道。

1:1还原千里之外的莫高窟
利用数字技术

写论文不用再扎图书馆
“大部头”装进网盘

数字化时代对人文学科的影
响， 与普通百姓最贴近的， 恐怕
就是读书了。 人类大致经历了五
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口传文化、
手抄本文化， 印刷文化， 电子文
化， 数字文化。 现代文明虽然缘
起于印刷文化， 但是， 数字化电
子阅读已经建构了我们全新的阅
读习性。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张
鹏现在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中层管
理者， 他回忆道， 学生时代， 没
有太多的娱乐活动， 看小说是很
多人消磨时光的方式， “一本好
的小说， 要提前到图书馆预约才
能借到 。” 张鹏说 ， 时移世易 ，
当下的问题不是没书读， 而是书
太多不知读什么好了 。 “打开
APP， 成千上万本书可以随便
看， 可我却已经很久很久没完整
的看过一本书了。” 张鹏说， 他
曾经问过身边的同事， 不论年龄
大小， 竟没有一个人还有阅读长
篇书籍的习惯。 “但我们并没有
停止阅读， 我们都是在微信公众

号或者微博上看短文， 可以说，
数字化时代， 完全改变了我们的
阅读习惯。”

再有就是， 数字化使文史研
究所需的各类文献资料更易获
得。 95后林佳颖是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一名大四学生， 不久前， 她
刚刚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 “如
果没有检索功能， 我们写论文时
要引用某个文献内容， 就只能去
图书馆翻厚厚的资料， 那简直难
以想象啊 ！ 能生活在数字化时
代， 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林佳
颖说道。

最近在为职称论文忙碌的职
工王晓琳也受益于检索功能 。
他 说 ， 文史研究中常用的那些
“大部头” 或工具书， 如 《四库
全书 》 《二十四史 》 《康熙字
典》 等， 现在都可以装进网络硬
盘里了， 配上网盘检索， 就成了
获取基本文献的 “利器”。 “论
文中需要引用哪部分数据， 很方
便就可以检索出来， 节省了很多
时间。”

用上标准色卡数据库
古书画修复

学、 物理手段， 最近， 她将计算
机技术也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染
色领域中。 何秋菊说， 染色技术
是古书画装裱修复工序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画装裱中
的镶料、 托纸等常常需要染成旧
色， 画心， 也就是没有装裱之前
的画需要补全颜色。 然而， 在书
画传统修复流程中， 染色依然凭
借经验配色。 所以在实际的染色
实践中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
就是染色的重现性差， 每次配出
来的色彩都不一致。 染色人员需
要通过多次反复配色才能染出想
要的色调， 因为不能保证下一次
染出相同的颜色， 所以， 必须一
次配好足够的色水。

对于刚从事染色的人员来
说， 更是很难染出目标色调。 面
对这种情况， 何秋菊开动脑筋 ，
她想， 如果能采用科技手段解决
这些问题， 染色重现性差的难题
将会迎刃而解， 在查阅大量文献
的过程中， 她发现纺织品印染、
油墨配色领域， 为了产品的一致

性， 在大量的使用电脑测色配色
系统。

“这个系统是这样， 只需要
建立一个标准色卡数据库， 然后
将颜色输入软件， 在想要配置目
标色时， 电脑便会给出配色指导
方案。 这样一下就可以少走很多
弯路， 当时我就想， 这个技术我
们书画修复领域完全可以借鉴过
来啊。” 何秋菊在仔细研究了电
脑测色配色系统后， 便开始着手
搜集各类国画颜料、 丙烯颜料、
水粉颜料等， 配制各种比例的单
色、 复色色卡， 并采用测色软件
采集了色彩量化数据。

经过长达一年的时间， 她终
于制作建立了五百多张古书画修
复用标准色卡， 这些色卡可作为
古书画修复室的染色标准， 通过
标 本 库 查 询 所 需 色 彩 中 对 应
的 颜 料 配 比 以 及 染 色 工 艺 信
息 ， 进而迅速地染出目标色 ，
有 效 减 少了染色的失败率 ， 节
省了时间成本， 科学化了配色染
色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