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30 日，“吉光片羽——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
展”开幕式在故宫博物院敬胜斋
举行。

故宫博物院在对院藏雕版文
物进行整理、保护、研究的基础
上，在太和门内东南崇楼及朝房
开设“雕版馆”，同时举办“吉光片
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
版文物展”，库房式陈列展出文物
15000 余件(组)。这是故宫博物
院建院以来，首次举办该类专题
文物展览。

此次，重点展出 32 件(套)具
有代表性的文物，从国政、文教、
技艺三方面，将清代宫廷雕版放
入中国典籍史、印刷史、清代宫廷
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解读，挖掘蕴
含在雕版文物中的历史信息，发
挥其在文献学中的特殊作用。

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术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它的发明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信息
共享，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
进程。故宫博物院不仅藏有清代
内府印刷的成套典籍、相关的刻
书档案，更珍存宫廷雕版20余万
件。这些雕版文物具有内容丰
富、文种多样、版式各异、雕琢精
巧等特点，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人
类大规模印刷活动的痕迹，承载
着先民的记忆与智慧，是中华文
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
证，为研究我国典籍史、印刷史、
宫廷史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依据。

展览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
起，在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内东南
崇楼及朝房雕版馆正式向公众开
放。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故宫“雕版馆”开馆
首次展示雕版文物15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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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沉浸式三星堆展览上新

翠绿的山谷里停留着萤火虫群，观众触摸展墙上
的萤火虫，就会触发展示神秘古蜀文明的动画。记者
在隆福美术馆的“你好！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
现场看到，一系列互动体验区成为展览的亮点：360°
环幕呈现古蜀国在时空长河的变化；3D多媒体投影技
术让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动起来；观众触摸流沙屏上的
闪亮字符时，就可以领略三星堆文物风采。

无独有偶，位于北京 751 园区的 751 普辣斯光影
馆，“邂逅三星堆——12K微距看国宝全球巡展”展示
了 12K 超高清文物数字影像，观众可以在展厅通过
VR“走进”三星堆考古大棚，漫游考古坑。遇见博物
馆798馆今年12月将展出“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
影艺术展，以数字光影技术重现三星堆的社会发展、
祭祀礼仪以及自然崇拜。

近年来，以敦煌、三星堆等为主题的沉浸式展览
逐渐走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
国文化馆协会沉浸式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卜希霆
谈道，随着沉浸式体验产品和服务的涌现，越来越多
的文博展览正在成为吸引新生代群体的打卡点和聚
集地，有效激发了Z世代青年传统文化参与动力。“沉
浸式体验以其游戏性、互动性、参与性等多元属性，备
受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人青睐，成为文博文旅消费的
时代趋势。”

与博物馆实物展览互为补充

“传统的文物展览将文物置于玻璃柜中，辅以简
单的标签和平面展板，大众难以直观感受文物之美。
而在一些沉浸式文物 IP 展览中，观众可以与文物互
动、参与故事情节，获得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参观体
验，还能够欣赏数字艺术之美，获得新的审美价值。”
中数艺互动科技创始人王泊乔认为，沉浸式文物IP展
览作为博物馆实物展览的补充和延伸，通过数字艺术

的再创作，可以让观众多维度欣赏文物，并激发对文
物的兴趣与理解。

在卜希霆看来，对文物的数字化转化，一方面打
破了文物遗产保护的时空界限，让文物走出去，无远
弗届地传递文化遗产信息、传播文化遗产价值；另一
方面，数字化手段有助于打破文物保护的局限，让观
赏者可以近距离、全方位、多感官体验珍贵文物，还能
通过数字化手段修复、补全、仿真还原文物的历史样
貌，为观赏者提供赏心悦目的观展体验。

如今，参与沉浸式文物IP展览策展的主体不仅有
收藏文物原件的博物馆，还有获得 IP 授权的商业机
构。“数字技术大大丰富了博物馆的新形态。未来，随
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优势将
更加凸显，虚实融合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向沉浸
式博物馆跃进，为博物馆的多元化呈现和体验带来更
多惊喜。”卜希霆说。

科技赋能还需立足文化传承

记者观察到，目前沉浸式文物IP展览的呈现手段
以光影秀为主，部分展览在社交网络上的评价褒贬不
一，“除了看光影之外收获不大”“内容太单薄”等成为网
友吐槽的焦点。王泊乔直言，当前部分展览存在三类
问题：“一是内容质量低，缺乏对文物文化内容的深入研
究。二是技术质量低，技术故障或设备粗制滥造会直
接影响观众体验。三是观众参与度低，体验感不足。”

“文博机构发展沉浸式体验，不能一哄而上，必须
量力而为、量体裁衣。”卜希霆说，沉浸式文博展览不
能一味“炫技”，过度迷恋于“光影变幻”，而缺乏对文
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与鉴赏。只有立足文化创新与传
承，才能赋予文化遗产更为持久的“沉浸式”魅力，让
人们真切体会到中国优秀文化的魅力。

王泊乔建议，创建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平台，进一
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科技创意的深度融合。通过科技
赋能让文化遗产变得更加鲜活、有趣，真正融入当代生
活，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据北京日报

“无文物”展览
要炫技更要文化内核

记者 10 月 31 日从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敦
煌石窟数字资产管理平台构建与应用示范”项目
组获悉，该平台已构建完成，并已上传5个洞窟
虚拟漫游数据、110个洞窟壁画数字化数据、部
分藏经洞文献、三维重建、艺术图像、老照片及
视频数据。

“目前，初步探索出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
化回归的国际合作模式，为法国、俄罗斯、印
度、日本、美国等国家所藏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

归提供参考。”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吴健说。
该项目由甘肃省科技厅立项支持，敦煌研究

院牵头于2021年启动，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
通过调研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流程、数字资源与
管理、英藏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数量与种类以及
数字化现状；建立基于OAIS的数据管理系统模
型，研究敦煌石窟数字资产组织分类方法与视觉
呈现形式，研发数字敦煌数字资产管理平台并进
行应用示范。

“通过进一步加强数字敦煌项目的持续建
设，形成完整有序并能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敦
煌石窟数字文化遗产。”吴健称，此举能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提供丰富数字文化资
源，安全有序地永续管理数字敦煌海量文化遗产
数据，同时为社会各界方便快捷地提供数据服
务。

据了解，敦煌研究院经过近30年的数字化保
护探索与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可移动文物
的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实施了敦煌石窟
数字保护。截至目前，已完成290个洞窟数字化
采集，179 个洞窟壁画图像处理，45 身彩塑和 7
处大遗址的三维重建，形成了超过300TB的数字
资源。 据中新网

敦煌石窟数字资产管理平台构建完成

图为隆福美术馆“你好！三星
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现场。

“遨游”广阔瑰丽的古蜀大道，解
锁色彩千变万化的青铜面具……近
日，多个“三星堆”IP展览落地或宣布
即将亮相北京，虽然几乎不展出文
物原件，但凭借体感互动、声光影交
互等看展体验，吸引了不少观众。
这些“无文物”的沉浸式展览注重以
数字技术营造身临其境之感，让文
物古迹、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