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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对 比研 究，分析 了在数字时代我 国文化遗产数字化所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探讨如何利用新的技 术方式来弘扬、发展我们丰富悠久的文化遗产 ，使之在信息时代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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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虚拟现实为代 

表的数字化技术得到了K足的发展，数宁化 

技术不仅在各种工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 ，在 

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也显露 了引人瞩 目的效 

果。灵境漫游、虚拟修复等新的技术方式给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 

文化遗产作为信息产品汇人全球市场，受到 

经济规律的无情支配和消费文化的影响，文 

化遗产的数字化工作 已经成为各 国政府和 

学者普遍重视的问题： 

1 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 

通过最新的数字图像技术 、虚拟现实技 

术 、互联网等技术的综合运用，将文化遗产 

进行整理、归类 ，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记 

录 、编辑 、管理和再现这些文物 ，使人们能够 

在不动用文物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和计算机 

清晰地 、全方位地参观和感受文物 ，能够 不 

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超越 国际与文化 ，感 

受到与观看实物极相近的感官体验。这一过 

程就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文化遗产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象 

征和宝贵财富，对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的 

保护一直是各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一方 

面 ，各国把 文物放在博物馆里展示 、把古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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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开发成旅游资源，汁更多的人参观和感受 

文明的辉煌和历 史的久远 ：但 另一方 面，对 

传统文化 (文物 )的不断开发 与无数次的展 

示使文物渐渐损坏：我国是一个文物大 国， 

对文物的保存与展示一直足文物界难以解 

决的难题 网络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和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 

了新的途径和 可能 这也是文化遗产数宁化 

和博物馆数字化工程诞生的现实基础～网络 

作为新的技术手段 ，一方面使无数具有历史 

价值的文物和艺术作品 ，突破原有技术条件 

和保存方式的限制，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 

面作为新的传播 手段 ，为我 国文化遗产在不 

改变和影 响文物原状的情况 下在全世界范 

围内得以迅速传播和不断弘扬提供了无限 

的潜能。 

事实上，文化遗产的“媒体转移”是一个 

自数字技术普及以来，世界各国文化机构和 

企业都关注的主要IX】题 数字图书馆 、数字 

博物馆 、席拟美术馆、数字古都以及各类文 

化遗产 网站等部是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主要 

表现形式 美同 、欧洲 、日本在这方面都做了 

大量的工作 

2 国外文化遗产数字化状况 

2．1 欧洲 

欧洲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主要体现于博 

物馆和美术馆的数字化工程 博物馆或美术 

馆的数字化开始于欧洲国家 ，特别是法国和 

意大利在利用新数宁技术与信息技术开 发 

本国艾化资源厅面处于国际领；l己地位：早住 

1986年法 同奥 尔塞美术馆就成功地将 3、5 

万张珍藏品进行了数字化再现 现在法困美 

术馆联盟(RMN)已经利用数字化技术收藏 

了 50万张美术作品一1991年英国的国家美 

术馆也将 2 000张珍贵的珍藏品制作成 J 

CD—R0M
一 意大利的 ALINARI到 2000年成 

功地完成 了25万张图像的数字化工程 

欧洲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大体经历了4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CD—R0M形式阶段 ；第 

二阶段是利用低速网络通讯技术和WEB形 

式建立网络虚拟博物馆；第三阶段是综合运 

用虚拟现实和QTVR等技术使虚拟博物馆 

更成熟和完善；第四阶段就是现阶段，朝着 

利用高速宽带网络技术方向在发展 

目前欧洲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基本 

上已完成了珍藏品的数字化前期工程：以法 

国卢浮宫美术馆为例 ，1988年卢浮宫设 立了 

文化部，主要负责出现物和音频视频制品的 

编辑 。 

欧洲各国的国家级博物馆数字化工程 

项 目的数量在明显增加，并朝着 ISDN和宽 

带网络传播的方向迅速发展。欧盟在促进欧 

洲文化遗产发展方面作了重要部署和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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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 

日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较快，并有 

广泛 用 他们一 面敛 于网络技术 、数 

技术的研究．如对消失的文化遗址进行复 

的色彩处师 (Kaxunobu Funami， 歧阜县 

任建 、 数 化 案方面的成就和进展》)；研 

究 开发 多媒体网 内容注释系统 (小野 钦 

吲， 文化遗产内存注释 )； 一方面与世界 

其他国家的文化甲 合作，寻求数字技术 、 

网络技术对世界遗产的有效保存。 

作为 13本两大印刷公司之 一的凸版印 

刷公司为义化遗产数字化作了许多工作 在 

阳 ，通过虚拟现实、3D等技术将日本国内 

菩乞的国画家、油画家的全音f5作品予以数字 

化；复原京都古时的街市风貌；复现 、保存鉴 

真和尚和唐招提寺等 这些都在日本产生重 

大影响 此外他们还与同外组织合作：2000 

4月他们与佛罗伦萨美术馆合作，汁划用 

3年时『耳】将座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 

、y、y 美术馆 的全部作品以超高精细的 

数字画像形式保存，利用多种媒体公开展 

示、 中国故宫博物院合作的虚拟故宫项 目 

也在继续之中 

2．3 美国 

自 1993年美国范林顿政府提 出 “同家 

信息基础机构”行动汁划．以信息产、I 带动 

美围经济高速发展以来．两方各主要发达国 

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 自己的信息 

社会发展计划，以求在2l世纪的知识经济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l994年 9月，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正式公布 厂一项为期 4年 、投 

入2 440万美元的“数字图书馆首创计划”。 

同年 l0，Lj．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数字化项 

目，将使该馆馆藏逐步实现数字化，并领导 

协凋全国的公共图书馆 、研究图书馆 ，将 

其收藏的图书、绘画，手稿、照片等转换成高 

清晰度的数字化图像并存储起来，通过互联 

网供公众利用．． 

美 国在数字技 术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 

位．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有了全面的应 

用 存对本国的文化遗 产进行数字化的 同 

时，也开发利用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遗 

产，作为展现最新技术的内容载体，如他们 

重现罗马的Colosseum港L1、虚拟庞倍城等。 

3 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现状 

中国历史悠久 ，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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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拥有 29处世 界遗产地 、l 268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 000多处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40多万处文物点以及 1 000 

多万件馆藏各类珍贵文物：利用数字技术对 

珍贵文物、文化瑰宝进行有效保存和利用，是 

一 项意义重大的工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 

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也有 初步发展j 

20世纪 80年代起，随着汁算机技术的 

快速发展，各文物管理部门和单位都加强了 

计算机进行文物信息保护的研究和探索 

1987年，煤炭部航测遥感公司对陕西省的两 

处重点文物单位：西安东岳庙、耀县药王山 

的近500m!古代壁画进，亍摄影成像，并应用 

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对部分壁画进行边缘 

增强试验；陕西秦兵马俑博物馆对出土文物 

编制包括实物图形在内的文物资料计算机 

档案，其中包括对修复保护工作的记录。近 

年来汁算机技术突飞猛进，使得高容量，快 

速复杂的图像数据的处理成为可能，并为计 

算机在文物领域的普及推广奠定了基础。 

1998年．由浙江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合作进行 

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敦煌壁画多媒体 

复原”项 目，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敦煌莫 

高窟壁画虚拟 漫游和国际互联 网洞漫 游技 

术的实现。1998年底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 

大学共同开展 “数字化敦煌壁画合作研究” 

项 目，这是敦煌研究院所建立的有关敦煌壁 

画计算机数字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新近一 

些著名的文物景点如山东曲阜孑L庙和北京 

故宫等相继投巨资建成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并开发出若干虚拟实景漫游模型。等等此类 

项目对保护文物信息，开发利用文物信息资 

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围博物馆目前已经处于信息化建设 

的初期，以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上海博 

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为代表，其中南京博物院 

和上海博物馆全面开展了信息化的建设，建 

设 了安全监控 、消防 自动控制系统 、楼字 机 

电设备自动控制系统、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网 

络系统。但更多的博物馆目前仅仅开展了藏 

品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就是已经开展藏品 

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的博物馆也仅占全国博 

物馆数量的极少数，估计在 3％左右。目前各 

博物馆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基本处于 

各 自为政状态 ，数据采集标准 、数据结构等 

不一致，基本无法实现机器交流。其原因主 

要在于博物馆自身。就藏品管理而言，由于 

藏品的多样化、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没有形 

成如图书

法基本为各图书馆所认可的分类法 国家文 

物局就此问题开展了较长时期的研究工作， 

但由于面临繁杂的藏品和几十年来各博物 

馆在藏品管理 中所形成的定式 的压力而进 

展缓慢 另外，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在系统设 

计中，为追求开发的便捷，常根据应用对象 

的具体情况采用定制模式，使得系统难以更 

改、移植，更谈不上商品化。 

在电子出版方面，目前已经制作出版 了 

颐和园》、 天坛》、《皮影戏》、《同里》等文化 

遗产多媒体作品，并在国际上获奖。在图书 

方面 ，我 国早 已将 “数字 图书馆”纳 入国家 

“863”计划，这个计划在 2000年已经进入实 

质性运作阶段：建立了数字图书馆(如超星 

图书馆)，开发制作一批电子版的中文古藉 

图书(如《汉语大词典》 《四库全书》等)： 

然而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文化遗产数 

字化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由于在信息资 

源的发展方面仍然很弱，导致信息流人多于 

信息的流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l998 

年世界文化发展报告称，不发达国家在文化 

遗产数字化方面有两个危险：第一，急急忙 

忙地依赖于别的国家的力量实现其文化遗 

产的数字化，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文化 

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国(甚 

至进口经过别人加工的本国信息文化产 

品)；第二，由非遗产来源国进行数字化转 

移，失去对自己的文化的解释权，使遗产的 

基本含义发生变异。 

同时，由于缺乏在 rr业方面的有经验 

的专家，文化遗产的管理、文化遗产的系统 

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 

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对于数字化意 

义的理解上还不够充分，技术优势的应用和 

深层次文化内涵的结合仍然是数字化过程 

中的焦点问题。 

2000年，在芬兰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 

业发展的框架性合作计划启动。1999年．在 

一 次欧盟文化部长非正式会议上，对这个合 

作计划有这样的诠释： 

“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 

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 

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 

的固有威胁 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 

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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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教育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 

我国逐步融人国际社会和教育国际交往的 

增多，中国的教育主权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 

挑战，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面I临着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怎样婵解教育主权在当代 

的发展，深入分析面I临的挑战并做出理性的 

选择 ，对确立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发 

展“样式”，有着重大的意义。 

1 教育主权及其当代发展 

教育主权范畴归属于主权理论之中，是 

国家主权的下位概念，是伴随着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的提出而出现的。关于教育主权的 

内涵，目前教育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对 

此有学者总结了国内学术界对教育主权的4 

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 

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 

最大挑战。” 

欧洲人面对高技术时代 ，对文化内容的 

重视和关注，值得我们深思。 

4 结语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 ， 

是现代人永远的精神家园。社会发展的连续 

性要求、历史运行的惯性，使得任何一个社 

会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前期历史遗产对后期 

发展的影响，这些遗产或通过成员精神素 

质，或通过社会机制的设置，对未来的发展 

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历史越 

悠久、传统越丰厚，历史遗产的作用就越强 

烈。 

现代人处于多元文化影响下信仰迷失 

的状态，如何重建信仰，使之根植于最坚实 

的土壤，传统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重要力量。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 

方式 、可以拥有不同的思想观念 ，可 以践行 

不同的行为准则，但是谁也无法选择历史、 

改变历史、重塑历史。那些传统的文化遗留 

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永远的根，永久的烙 

印。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足对传统文化的 

照搬和简单呈现，而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 

读。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媒介的媒介手段， 

数字化技术以全新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 

了重构和再现，媒介载体的转移，也必然影 

响传播内容本身，使文化遗产内容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具有此前其他媒介载体所无法赋 

予的魅力，其影响也必将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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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Gene in Digital Era 

Abstract：By making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of digitized culture herita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 

tries，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ur country may encounter in the digitization of cul— 

ture heritage．It also discusses the applicatoin of new 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and popularizing our ric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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