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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敦煌”项目探路“全球共享”模式

“敦煌石窟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学术，国际接轨很重要”，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2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人类的敦煌”仅靠一家单位是永远研究不完的，必须通过现代数字化手段与全球共享，才能有更深入全面地保护研究。

24日至26日，“2015敦煌论坛：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和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与使用”国际学术会议在敦煌莫高窟举

行。“‘数字敦煌’的国际合作问题”成为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希腊等国家和地区200余位参会专家、学者热议的焦

点问题。

“数字敦煌”的构想自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旨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王旭东介绍，随着数字化技

术的不断发展，加之与国内外相关大学和机构的全方位合作，逐步建立起全面综合的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体系。现在它不仅“青春

永驻”，并获得新的生命。

尤其近年来，“数字敦煌”项目加速推进。利用高科技手段“走出敦煌”的一批敦煌艺术精品通过“数字展”、“网络体

验”、“手机APP”等途径加速“动起来”。伴随此的国际交流亦日益频繁，除栩栩如生的“数字敦煌”产品亮相香港等海外城市

外，流失海外的一些敦煌文献还以数字化形式回归。

“现在是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和王道士所处那个年代已完全不同，只有加强数字化的国际合作才能彰显其活力。”王旭东

在回应“‘数字敦煌’产品共享后可能被‘盗走’”的部分“纠结”时指出，古时“人心相通”铸就了“人类的敦煌”，现代人在

保护好知识产权的基础上，需通过国际合作弘扬它。

王旭东表示，未来将继续与国内外相关大学和机构合作，共同推进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加快数字敦煌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资源库运营和数据永久保障体系的建设，为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教育推广、艺术弘扬等做出应有贡献，这也是敦煌石窟保护研究

国际化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会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回归’的，我想会有这么一天。”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向

中新网记者透露，目前敦煌研究院正在分别与大英图书馆、法国吉美博物馆进行“数字敦煌”的国际合作项目，一些敦煌藏经洞被

盗走文物也在酝酿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共享”。

“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展览将于明年5月在美国举办，这是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历时25年

国际合作中的又一新突破。而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看来“尚不过瘾”，“如果‘数字敦煌’产品不能

在互联网上展现的话，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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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互不相联的数据源、尚未确定的统一标准、存储不同地区、无法兼容和统一检索……周欣平认为，这是“数字敦煌”国际合作

路上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未来将是大数据引领科技发展的时代，其技术将会在文化遗产保存与利用领域显示出广泛的应用性，它

必须吸纳全球资源共同参与。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仅要做好保护传承，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使用它。”同方知网(北京)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宏伟向记者表示，以前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主要是基于保护目的出发，现在随着民众对精品文化的需求在网络上

日益强烈，未来它的互联网趋势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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