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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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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数字媒体技术与文化资源相结合以适应当下不断迭代更新的展陈空间及展陈方式的现实角度，以数字处理

化后的文物为蓝本设计和制作三维动画，探讨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影响，并探索文物数字化在文化遗产大

众传播领域存在的突破和创新。文章分析了数字媒体技术在文物的保存修复及虚拟重建中可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归纳总结

文物数字化多元展示的新思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仅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有望为文化产业的

发展注入新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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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事业的高速

发展，世界进入了传播媒介空前多元、展陈方式倍加丰富的

电子时代。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数字媒体艺术是

艺术与科技相互融合的绝佳典范，它对传统的艺术创作和设

计行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与点化作用。数字媒体

技术在设计领域与传播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国内文

化产业也顺势乘上这股技艺相济的热潮新风，正式迈入了

“数字化”时期，深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和数字媒体技

术相结合的无限可能性。

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见证了中

华文明史千年发展的无数文物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有

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汲取了时代精华，不仅从各方面反

映过去某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方式和公共道德

习俗等历史信息，为现代人了解当时的社会及群体状况提供

了基础条件，同时也是传承民族精神、彰显民族世界观的重

要物质载体，是民族文化价值的最好体现。

近年来，国家向我国的文化产业投入了更多关注，并

针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现状，以数字媒体技术为

核心基础，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战略，以加大各类文物的

保护力度。基于新时代的发展背景，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中的应用实践探索逐步深入，研究力度持续增

大，在文物复原、展品陈列、古建筑模拟重建、历史文化遗

产宣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举措既提升了文化遗

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凸显出数字媒体技术在该领域的应

用与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2. 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应用研究

现状

2.1 国际研究现状

目前，数字媒体技术在国际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领

域大放异彩，已然成为文物保护和展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

素。以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Google Arts & Culture）在 2019

年推出的“虚拟访问博物馆计划”为例，该计划利用街景技

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图像识别和大数据等技术，借助

于 2016 年留存的部分藏品数字化处理影像，将巴西国家博

物馆中曾经毁于火灾的展品和展厅通过三维建模或三维动

画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使得今天的人类依然可以在虚

拟世界中重返领略这座古老的博物馆。巴西国家博物馆内

被摧毁的文物成功“浴火重生”，展现了数字媒体技术在这

一领域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客观、完整的数字

化存档，有助于实现真实有效的永久保存与展示利用，使得

文物数字化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而在文化遗产

的传承方面，谷歌于 2011 年正式上线了“艺术计划”（Art 

Project），其目的是谷歌与世界各地博物馆合作，利用数字

媒体技术将所拍摄的博物馆内部实景再度整合，令其在虚拟

世界完美重现，以达到用户“足不出户”的观览体验。在“艺

术计划”网站上，人们只需轻动手指，即可欣赏绘画、雕塑、

街头艺术，各类照片等作品。

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运用数字媒体技术

对博物馆进行数字化的改造呈现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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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博物馆既可以利用

数字媒体技术对文物或历史古迹实现数字化复原，也可以为

观众带去多样化的沉浸式入展，真正做到了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合一，相关研究与探索也将逐步深入并推动数字化博

物馆的高质量发展。

2.2 国内研究现状

数字媒体技术在国内文化遗产的修复与保存领域发挥

着革命性的作用，比如国家图书馆系统已于近年基本实现了

馆藏图书古籍的数字化工程，基本杜绝了纸本、绢本类文物

所载信息因年代久远而自然风化侵蚀，或因保管不当引发的

虫蛀蚁噬等客观情况下损毁遗失的可能性；山西忻州九原岗

壁画实现的数字化和再现、云冈石窟第 3 窟西后室在山东青

岛完成的异地重建、云冈石窟 12 窟完成积木式可移动再现，

都是国家秉持着文物数字化的理念标准，在坚实的数字化档

案的基础上实现文物“活起来”的具体成果。

在文物保护之外的同时，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

文化遗产的大众宣传提供了全新的途径与窗口。目前，国内

对于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应用场景多为地方

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展览馆等公共空间。馆中的数字化沉

浸式展览成为人们争相体验的热门参展方式。在《长安三万

里：诗意美学互动体验展》中，观众不仅能伏案“题诗”，

还能举杯“邀月”；既能用《将进酒》呼朋引“鹤”，还能

与“古人”一起拨弦奏乐，令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大唐盛景。

多媒体交互影像作品《清明上河图》和《金陵图》，借助画

卷般的电子显示屏幕来打破时空界限，大量动态人物、山水

风景跃然其上，再佐以各色吆喝声、叫卖声与无数自然音，

将北宋京城开封的繁华景象和金陵盛世的乡野城池、市井风

情一一呈现，还原居民最真实平凡的宋代日常生活，为观众

带去前所未有的的视听体验。北京市西城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运用了数字人、XR 云渲染等数字媒体技术，打造 2024 新

春厂甸元宇宙庙会，在元宇宙世界里将百年琉璃厂历史文化

街区整体复刻，使用户得以以数字人身份游览，在了解荣宝

斋、一得阁等老字号历史和感受非遗文化的同时，还能进店

购物、进入湖广会馆观看戏曲和沉浸式演出，甚至体验猜灯

谜、写福字、非遗制墨、烟花燃放等互动活动。此外，诸如《石

渠宝笈》《印象莫奈：时光映迹艺术展》等沉浸式观览的古

今中外绘画作品数字科技展，在社会上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得

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

文化遗产与数字媒体技术的成功融合，使人们看到了

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广阔前景。

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是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方式的

创新，文物数字化打破了文化、艺术和科技的界限，不仅消

解了观众与文物之间的壁垒，让游客们体验到鲜活生动的历

史，在寓教于乐中收获知识，还有利于提升基层群众对于文

物的保护意识，加强专业能力，促进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体系的改进与完善。

3. 数字媒体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影响

3.1 文物数字化保存与修复

文物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

的艺术、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然而，由于文物大多年代

久远，且材质上具有不易保存的特性，各种人为因素、自然

因素、地理因素等影响因素导致了文物在不同程度上的破碎

与毁坏，对这类残缺文物的妥善保管与修缮修复曾经是文博

行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文物数

字化工程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技术和人力等方面的不足，

为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提供了重要保障，是化解文化遗

产保护难题的一味良方。

文物数字化是对文物进行全息记录和转化的处理方式，

其核心工作就是通过精准获取需要被还原或修复的文物的

各项数据，构建三维模型以实施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和不可

移动文物的数字化，精准还原文物，保证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在虚拟视角下，对珍贵文物的修复成为了一场可以反复试错

的实践，在不与原文物自身接触的前提下，完成落实文物修

复工作前的数字化模拟演练，从而提升修复成功率。在数字

媒体技术逐渐成熟并广泛推展应用于社会各方面的今天，针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难题受益于文物数字化，使得文物信息的

永续留存成为现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打下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开展文物数字化建设工程，在记录保全文物全面信息、

实施文物的数字化信息保护，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成效与技术

水平的同时，也能实现文物资源由单一的物质资源向多维的

数字资源的转变，使其成为可永久保存，可持续再现，可持

续保护、研究和利用，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具备增值效用的文

化资源。在数字时代，文物数字化工程是系统地建构文化遗

产数字资源档案的首要工作，通过文物数字化，文物方可实

现由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转化，从而成为数字时代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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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走向公众、走向社会，乃至走向世界

参与文明互鉴的必由之路。可以预见的是，数字媒体技术赋

能传统文博行业，将改变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模式

及方法；扩大现有文物数字化建设的规模，加大对文物资源

向数字化转化的投入，能够极大的提升文化资源的利用率，

发掘出更多的文物资源价值，实现文化资源的长久保存并在

文化产业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3.2 文化遗产的大众传播与继承

以多种媒介跨越融合为设计核心的数字媒体项目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它在营造多观感刺激方面，存在传统的艺术

形态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比如，数字媒体艺术就是借由多

媒体设备与技术，实现对观念、思想与情感表达的一种新

兴艺术种类。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各类融合了最新科技

和艺术、人文理念的现代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已经走进大众

生活。技术的发展在催生出影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全新

的数字媒体艺术门类的同时，也对诸如书、画、雕塑等传

统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促进其在展陈方式上进行

适应时代的变革。

博物馆、美术馆等城市艺术空间是社会公共文化传播的

重要载体，也是承担社会美学教育职能的主要场所。为了顺

应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旧有

的展陈方式正在面临数字化的挑战与变革。在多元化表现、

多种主题创作、多重感官共享、多种观览路径共建等方面，

数字媒体技术都在展陈设计中具有独到的应用优势。数字媒

体技术不仅可以模拟、还原、修复文化遗产，还可以深度参

与乃至主导数字博物馆的构建。借助数字媒体技术，以数字

化设计为媒介，将文化资源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创造出具备

强互动性的数字化作品，在作品与用户之间形成资源的供需

关系，增加传统文化资源展示所缺乏的游乐性、互动性和用

户的文化娱乐体验度，寻求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传播

空间突破瓶颈的创新增长点。

因此，数字媒体技术在激发公众参与、营造社会美育

环境、提升市民文化认知和构架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起到了

强大的促进作用。维持数字媒体技术与文物资源二者间的动

态平衡，结合数字化设计以呈现、展示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有助于直观的表现出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所在地的环境、精神

与价值观面貌，彰显其独特的地域性与文化属性，丰富大众

传播和教育途径。通过人工智能、图像处理、虚拟现实、动

画制作、交互设计等数字媒体技术手段，增强公众与文物之

间的互动性，为观众和用户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提高文物

展示传播的效果。

4. 结论

文物数字化不单单是将线下实物搬到线上的“简单性复

制”，而是对现阶段各项科技手段的综合应用。数字媒体技

术与文博行业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有利于发掘出文物其独

特的文化符号和元素，令博物馆、美术馆等城市公共美育空

间在数字化演绎下重新焕发活力的同时，也真正做到向公众

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目的，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开发

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遗产在数字媒体技术的

加持下，也将丰富并革新以往的表现模式，极大的拓宽文物

在展示、推广和传播方面的途径与渠道，促进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扬，并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机遇。

反之，文物数字化的举措在反映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价值的

同时，也为常态下的数字化设计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

产品和作品赋予地域特色和情感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完成

多维度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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