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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试谈数字博物馆对文物保护与传播的保障策略
朱兰欣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博物馆是征集、收藏、陈列和研究各种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场所，承担着为公众提供教育和欣赏各种文物的任务。随着现

代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实体博物馆固定在一地，开放时间有限制，场地也有限制。博物馆能容纳的

游客有限，能展出的收藏也仅仅是一小部分，难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各地的博物馆展出活动往往都是人山人海，进入博物馆后都是“看

人头”，根本达不到欣赏文物的目的，这一情形不仅不利于公众欣赏文物，更不利于各种文物的保护。信息化技术的出现为博物馆解决

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数字博物馆应运而生。数字博物馆不仅能让人们随时随地地欣赏各地博物馆的文物，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还能实现他们近距离观察文物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各领域的文物研究者，能利用数字博物馆对各种文物进行深度研究。数字博物馆的出

现能让沉寂已久的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数字化技术还能结合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来梳理各种文物。让人们能更深刻的理解各种文物的

文化背景。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展示文物，博物馆能将实体文物进行更好的保护。本文从各地数字博物馆现状出发，梳理了各项文物数字

化的现实情况，研究了目前数字化博物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数字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传播提出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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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我国故宫博物院率先开通了“数字故宫”，代

表着我国数字化博物馆的正式开启。各地博物馆紧随其后对传统

化博物馆进行了数字化改革。国家的“十一五”计划中更是明确

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数字博物馆。标志着数字化博物馆正式进入了

蓬勃发展的阶段。全球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将改变传统博物馆文物

的展出方式，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实体文化进行加工，能让每一个

人都能近距离观察各种文物。可以通过计算机随时随地欣赏全世

界的博物馆的收藏。将网络、统计、空间技术、数据库等计算机

技术应用在人文领域，将各种传统文化转化为数据的形式进行保

存和传播，能让只能存于博物馆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们

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同时数字化博物馆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还

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数字博物馆中，因为面向的是全世

界的受众，有些珍贵的文物和传统文化有着外泄的风险。同时在

对文物进行数字化的转化时，还有着许多各种技术上的困难。

一、数字博物馆现状分析

将实体博物馆中的各种文物进行数字化转变，将原本的图像、

文字、声音进行信息化的转录，数字博物馆因其便利性和便捷性

有了蓬勃飞速的发展。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大大的减轻了实体博

物馆的展出压力，实体博物馆能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对文物的保护、

修缮和文物教学等方面去。但是数字博物馆也不能完全替代实体

博物馆。人们去实体博物馆参观展出的文物展品对其各种感官的

刺激和文物带来的历史厚重感是数字博物馆所不能替代的。而且

数字博物馆大部分都只进行文物的展示，很少会带有对文物的文

化背景、锻造工艺等各方面的讲解，即使有个别数字博物馆有这

方面的讲解也是通过电子机械配音来对展品进行简单介绍。而实

体博物馆一般都配备有专业的讲解员，讲解员能从历史背景、文

化底蕴、文物的发掘过程和文物所特有的属性等全方面地进行介

绍，能让人们熟悉和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而不是仅仅走马观花

一般一晃而过。 而且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尚不久，许多文物在进行

数字化的转化过程中还有着许多技术上的困难。想要完善全国的

数字博物馆，必须要有国家政策的有效扶持，更需要专业的人才

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二、数字博物馆的作用与意义

（一）对普通大众而言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精神领域上的追求越发凸

显。而我国的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全国各地都有着数量庞大的文

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博物馆作为承载这些文物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主阵地，成了集文物展示、教学等各方面于一体的非营利

单位。但是实体博物馆能容纳的游客有限。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可

以让全世界人同时在线浏览、欣赏展品。而且不受时空限制，对

于普通大众来说更加经济实惠。

（二）对于专业文物研究的专家学者而言

通过对实体博物馆的文物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

录，能将原本需要学者们自己进行统计的各种数据直观地展现出

来，专家学者们对有关信息的检索和使用更加的方便。同时全世

界各种博物馆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浏览和研究，学者可以足不出户

便将需要的资料在网上进行收集比对。不仅节约了他们的时间还

能节约经费。因此数字博物馆的出现能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

步。

三、数字博物馆对文物保护与传播的保障策略

在信息化的时代，数字博物馆应运而生，但是数字博物馆从

开始建设到成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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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而文明灿烂，在历史长河之中太多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需要进行数字化转换，对于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信息技术从业

者而言是一项庞大而艰苦的工作。完成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时

间和精力，更需要高额的经费支持。但是数字博物馆在对文物的

保护和传播方面有着实体博物馆不可替代的优点。要想让数字博

物馆在文物保护和传播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博物馆从业人员和相

关技术人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要攻破技术难关

想要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各类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传进

行有效的保护，使其转换成为各种数据进行储存，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专业的技术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熟悉各类文物的特

性还要掌握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特别是我国各类民族文化种类繁

多，文物数量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完成其数字化的转化需要有

大量的技术人员来采集实施。各地实体博物馆自身并没有那么强

大的数字化技术，那么可以考虑引进企业技术人员。与各种互联

网公司合作，让互联网公司为博物馆文物的数字转化提供技术支

持，数字博物馆为互联网公司带来门票、浏览量等方面的盈利，

实现合作共赢。

（二）必须多领域人才合作

数字博物馆建成需要文物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新技术人才的共

同努力，但是数字博物馆建成后的运营工作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数字博物要面对全世界公众开放，不仅需要技术支持，还需要各

方面人才一起努力。比如说需要管理领域的专家来对数字博物馆

的各项专利和数据进行统筹，需要播音配音方面的人才对各类文

物进行详细讲解等等。只有集全社会的力量才能让数字博物馆日

趋完善。

（三）避免文化外泄

实体博物馆能让公众在对展品的参观中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

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数字化博物馆也

需要在人文领域让公众认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从而增

强中华人们的民族自信。数字博物馆要让普通大众最大程度的了

解和感受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又要对国家秘宝实行有效的保

密措施。在公开与私密之间如何平衡，也是需要数字博物馆从业

人员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四）商业合作共赢

现代人的生活少不了各类娱乐活动，实体博物能传递的人文、

科教资料毕竟有限。数字博物馆要想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就必须

思索新的途径。信息化时代，网络、电视、电影等媒体占据了大

多数人的娱乐生活。数字博物馆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将原本庄

严肃穆的博物馆文化和潮流现代的娱乐文化进行有机结合。比如

说可以通过文艺类的综艺节目进行宣传，比如说近来备受观众喜

爱的《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特别

是 2021 以来，河南卫视陆续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节目《博

物馆奇妙夜》《唐宫夜宴》等。不仅让收视率一跃而上，更为文

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让全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从而从心底认同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观点。

（五）虚拟现实技术实践应用

文物从实体转变为虚拟出现在网络空间中，打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能将文物进行更深更广的宣传，能让社会各群体都能

随时随地欣赏文物的同时还能让博物馆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但

是，许多博物馆目前只能做到将文物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

数据加工。但是目前许多新的信息化技术的出现为数字博物馆的

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思路。比如说“3D”技术的出现，通

过“3D”技术，可以使文物“活”起来，人们在数字博物馆浏览

时可以像是在实体博物馆一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观看。还能

达到实体博物馆所不能达到的，近距离观赏。除此以外，还可以

通过各种文物周边产品的生产，让人们对数字博物馆典藏的文物

有更加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说可以将各种文物做成小挂件，摆台。

还能像故宫一样，在网络上建立专门的故宫周边销售官网。游客

们不仅可以对文物进行多角度浏览，还可以拥有那些原本触不可

及的文物的翻版，就会更加想要去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这

一举措不仅能让大众更热爱数字博物馆，还能促进他们对本民族

的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同时还能为数字博物馆带来经济

效益，这些收益又能反之运用到数字博物馆的运营之中去，如此

循环往复，生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数字博物馆的建立虽然为文物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解决方案，但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方式方

法，在数字化的今日。人们的崇尚的“快餐式”文化的冲击，让

人们更加的浮躁，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必须要有着一批真正

热爱的人沉浸其中进行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与数字领域还需更

深更广的合作，才能让实体博物馆的各类收藏走下神坛，成为人

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一部分。只有让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适应现

代社会，让他们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光彩，才是对传统文化最有

效的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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