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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进步，数字文博前景广阔

数字技术助力让三星堆“活”起来

参观博物馆，看祖先留下来的文物，已经
成为当代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刚需。在刚刚
过去的这个暑假，全国各大著名博物馆几乎都
迎来了客流高峰，而三星堆则以其出土文物的
瑰丽、奇特成为最受追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随着技术和策展方式的进步，很多文物获
得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在各种不同的维度下，
一件件文物有了鲜活的生命，有了“讲述”历史
的冲动。位于上海北部的遇见博物馆，三星堆
的那些形状特别的出土文物，正在讲述曾经古
蜀大地的灿烂文明。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

在深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怎样做才能“活起

来”？活起来的前提是让人们都

知道它的存在，它的历史，它的价

值，它今天的意义所在。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能有效助力文物活

起来。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

上线，首次通过“互联网+”实现

30个经典洞窟整窟高清数字化图

像及全景漫游的全球共享。2022

年，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

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

煌·开放素材库”上线，来自莫高

窟等石窟遗址及藏经洞文献的21

类壁画专题、6500余份高清数字

资源档案向全球开放，改变了“敦

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

局面。

今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

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场

馆的顶部，被放大270万倍，由上

万块彩釉玻璃组成的太阳神鸟图

案，照亮夜空，向全世界展示中华

文化之美。还有大运会火炬“蓉

火”，顶部依然是太阳神鸟图案，

侧面设计灵感则源自三星堆出土

的青铜立人造型，致敬古蜀文

明。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中华传统

文化，在新的时代，今古交辉，繁

荣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遇见博物馆系列展览就是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展览展示的良好

范例。包括《遇见敦煌》《遇见古

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

都使用了先进的光影数字技术，

将科技与真实融合为沉浸式的体

验，带领大家梦回千年，沉浸于广

阔瑰丽的古蜀大道。

当下，科技力量在中国经济

发展中的动能作用凸显，各行各

业都处于技术变革之中，数字文

博前景广阔。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和进步，如何利用好新一代的

科学技术，更好地保护、传承、发

展中华文化遗产，展示中华文化

之美，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理事长刘玉珠

《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
影艺术展》最与众不同的，是它将
三星堆历史和文物通过数字技术
变成影像，让观众置身其间。

走过实物陈列展厅，越过一
道布帘有面LED墙，踩在墙前预
设的脚印上，观众可以和屏幕中
的铜人打招呼，博物馆里没有生
命的文物，在这里有了温度，影
像墙上的铜人会按照你跟它打
招呼的样子对你还礼。这一设
置特别受小朋友喜欢，看着一件
件文物在这里被赋予了生命，仿
佛走进了童话世界。

而最震撼的，当然是遇见博
物馆的光影厅。近千平方米的
沉浸式数字化光影空间、30分钟
的光影视听体验，融合数字光影
技术和艺术表现手法呈现出一
个神秘辉煌的古蜀文明世界。
光影空间采用高清视频投影，以
3D光雕数字技术打破物理空间，
将物体变成影像投影的显示表
面，幻化成多彩绮丽的三维境
界，为广大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
冲击。

光影单元以“蜀·魂、蜀·现、
蜀·迹、蜀·祭”为叙事脉络，与静

态展陈空间的内容遥相呼应。
由三星堆文明中太阳崇拜连接
扶桑树，引入地下掩埋的三星堆
文明，唤醒沉睡千年的文物。三
星堆的面具、神树、神鸟、器具等
经典形象经过元素提炼和二次
创作后，结合宏大的音乐、恢宏
的视效唤醒观者感官，使观众穿
越古今，身临其境感受三星堆的
神秘莫测与宏伟壮观。观众仿
佛拨开时间的迷雾回到古蜀文
明辉煌蓬勃的年代，沉浸式感悟
古蜀先民独特的生存意向、非凡
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

让我们在绚烂的中华文化中重新相识

展览现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遇见
博物馆并不陌生，这座由老厂房
改建的博物馆，总会有一些出人
意料的展陈方式，让观众时时身
临其境地与文物对话。《遇见古
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
更是别出心裁，灿烂的古蜀文
明一下子如球幕电影，在观众面
前活灵活现了起来。

走进展览大门，首先迎接观
众的是两座巨大的青铜面具仿
制品:左边是三星堆出土的最大
面具，它曾在央视春节晚会上亮
相;右边则是著名的青铜纵目面
具，这座面具眼睛斜长、鹰钩鼻、
嘴角上扬，仿佛带着神秘的微笑
迎接观众。

走进大门，面具上便有奇谲
的光影闪动，造型奇特的面具，

此时有了生动的表情，大大的眼
睛里，似乎有火光亮起，仿佛看
到了人们聚集在一起正在祭祀，
又仿佛看到人们高举着火把，载
歌载舞。

三星堆的铜面具面貌奇特，
先民在制作这些面具时，特别夸
张了一些五官元素，使得面具体
现出一种神秘的美感，威严大
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光影流
动间，人们仿佛可以看见，远古
时的古蜀人，戴着面具，扮演着
部落公认的神祗，点燃篝火，载
歌载舞，除疫、驱鬼、拜神。

一路看去，一张张经古蜀先
民艺术夸张的脸，勾勒出了古蜀
人的文化和民俗。此时，大可身
临其境地体验一下，失落了数千
年的古蜀文明，是如此耐人寻味。

铜面具中有多少关于古蜀国的想象

中华大地上绚烂多彩的
文化构成了丰富的中华文明
体系，其中最为神秘的古蜀文
化，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
遗址，从造型迥异的器物到瑰
丽奇幻的精神世界，无不体现
着古蜀先民神奇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在三星堆遗址发现
之前，古蜀国只存在于古史之
中，所有的记录都具有浓厚的
神话传说色彩。直到1986年，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
揭开了古蜀国尘封数千年的
神秘面纱。作为古蜀国政治、
文化和经济中心，三星堆遗址
出土的大良古蜀国文物震惊
天下。

沿着展厅的指示向前，“古
蜀源流”像一部长卷在观众面前
缓缓展开：从蜀山氏到蚕丛氏、
从柏灌氏到鱼凫氏，刀耕火种，
繁衍生息。

神话传说般的历史记载，
和黄河边成长起的中华文化有
着很大的差别，但却毫无疑义
地属于中华文明中一块重要的
拼图。诗人李白写下千古名作

《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
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
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
烟。”李商隐的《锦瑟》有借古蜀
国第一位君主杜宇的传说抒发
胸臆的名句：“庄生晓梦迷蝴
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古蜀文
明像一颗珍珠，镶嵌在中华民
族的精神丰碑之上。

公元前 316 年，秦灭六国
的第一步，就是灭蜀。秦国大
将司马错认为，“得其地足以
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
兵”。同时他指出，巴蜀可从
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
则天下并矣”。巴蜀之地，历
来人口众多，土地肥沃，有了
这个“天下粮仓”，秦国就有了
源源不断的钱粮和兵源，为秦
国之后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此时，回头再看看展厅，不
禁觉得，古蜀国的房子怎么有点
像杜甫草堂，而三星堆出土的青
铜神树，像极了故宫中那华丽的
灯柱。

古蜀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共同的档案

[专家说]

技术进步让人们得以用更多方式了解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