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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城市:城市空间的数字化重构
与城市文化的体验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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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城市是利用多感知通道融合的虚拟现实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是城市空间向网络空间的拓
延。城市空间是承载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文化的个性气质、城市文化内涵以及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在
城市空间中发生、发展和展现的。伴随着城市空间从围墙而城到数字虚拟城市的形态变化，城市文化的传播方
式也由身体“历”行、语言传播、影视传播等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走向数字媒介的网络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介
下的城市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的是，虚拟城市空间创造了一种动态全息的、互动参与的、感官沉浸的体验式传播
方式，是数字媒介技术条件下城市文化面向世界的体验式传播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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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拟城市: 城市空间向网络
空间的拓延

与以往任何一届世博会不同的是，以“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 2010 年的上海世博
会，是一届“永不落幕的世博会”。因为本届世
博会不仅在上海修建了世博园，而且在网络空间
中建立了虚拟世博园，每个参展城市都有一个与
世博园中实体空间在形貌上完全一致的网络虚
拟城市空间，受众可以如同实地参观一样“游
览”其中。虚拟世博会使游客突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尽情享受世博会
的精彩，人们不用顶着烈日，忍受长久等待的煎
熬和在各馆之间的奔波劳顿，只需点击鼠标就能
轻松地从不同的方位了解某座城市，还可以进行
信息查询、虚拟交互、全景漫游，这给城市文化的
传播带来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除了上海世博
会，世界上很多城市也都建立了自己的虚拟城
市，例如虚拟纽约、虚拟巴黎，中国的上海、北京、
深圳、宁波等城市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化城
市。目前来看，虚拟城市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智能城市。随着计
算机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推广应用，信息化成
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信息化着眼于在
互联网、数字电视、移动网络、物联网等信息平台
的基础上，利用信息化技术，面向城市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提供完善的
智能服务。其服务类型主要包括政府信息化、企
业信息化、行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教育信息化
等。“2010 中国城市信息化峰会”从信息基础设
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化环境、政府信息化
水平等方面综合评价，评出了中国城市信息化
50 强，上海名列榜首。上海高度重视城市信息
化建设，打造城市网格化管理、交通综合信息和
城市应急联动“三大平台”，涵盖城市管理新机
制、交通信息服务社会公共安全、特殊行业安全
以及防灾抗灾减灾等领域，使公众从城市信息化
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二是网络电子地图式的数字城市。网络电
子地图基于互联网传播媒介，以城市地理数据为
基础，以城市导航、旅游展示、交通查询、市民服
务、地名检索等服务信息为主题要素，为用户提
供一个动态性、交互性的多媒体数字城市的平面
映射。根据网络电子地图城市空间信息表现形



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大类:以地理数据为基础
的矢量空间信息表达，如 Go2Map; 以卫星照片
呈现，结合地理数据的位图动态载入形式，如谷
歌地图( Google Maps) 的卫星地图; 以手工建模
渲染图像为表现的 2． 5 维数字城市，如 E都市。

三是虚拟体验式的数字仿真城市。以虚拟
现实技术和三维 GIS 建模技术为代表的三维体
验式虚拟城市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二维地理信息
系统的数字城市在高度信息输出、质感信息表
达、沉浸感营造等方面的不足，对城市地形、建筑
及其景观信息进行视景仿真，用三维空间代替传
统抽象平面地图来诠释城市信息。正如谷歌地
球( Google Earth) ，用户可以在纽约城市街道上
自由地行走，用各种视角观看街道风景，以近乎
自然的方式体验城市空间。

可见，城市空间由自然空间向网络空间的迁
移，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城市文
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上述三种典型的虚拟城市
形态，体现了城市文化传播从信息化到图形化再
到体验化的数字化进程。

二、虚拟城市空间数字化建构
的技术探索

通过对上海世博会虚拟世博园、虚拟紫禁
城、虚拟罗浮宫、上海、北京、广州、第二人生等虚
拟城市系统的研究考察，建构虚拟城市的技术主
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以 Virtools、Cult3D、X3D 为代表的
Web3D技术。2010 年上海世博会官方指定 Vir-
tools 为主要技术手段构建虚拟展馆，虚拟世博
园中多数省份采用此技术，代表性虚拟城市为贵
州馆。该技术基于 Virtools 的 3D Viewer 网页插
件，提供优异的三维计算能力和图形渲染能力，
画面逼真度和艺术效果在网页插件的支持下表
现较为出色。

二是以 ActionScript 三维引擎为代表的
Flash平台技术。该技术基于 ActionScript 三维
图形算法，在网页浏览器普及率最高的 Flash 平
台上驱动三维对象的显示与交互，因此，用户不
需要安装多余的插件便可体验虚拟空间，其代表
性虚拟城市为广州馆和黑龙江馆。但是由于

Flash作为轻量级浏览器插件，其三维图形运算
完全依赖于 CPU，对虚拟对象的艺术渲染能力
较弱，因此其沉浸感营造方面略逊一筹。

三是以 OpenGL、DirectX、Java3D 为代表的
大型客户端网游技术。该技术脱离浏览器，以网
游开发的形式构建虚拟城市，其三维图形运算可
完全由硬件显卡承担，因此其艺术渲染效果可以
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尽情表现，而不需要考虑浏
览器的承载能力。该技术的典型代表是虚拟紫
禁城、第二人生。然而用户若想体验虚拟紫禁
城，必须耗费较长时间预先下载一个较大的客户
端，这可能会令很多用户望而却步。

综合分析已有的虚拟城市建构技术，可谓各
有优劣，其主要矛盾体现在艺术效果与计算能力
的矛盾、客户端优异体验与运行环境下载时间的
矛盾。虚拟城市不仅仅是城市文化信息的数字
版，而且应该是虚拟城市体验空间。虚拟城市是
借助于计算机生成逼真的实体;用户可以通过人
的自然技能与这个环境交互;虚拟现实往往要借
助于一些三维设备和传感设备来完成交互操
作［1］。在方法上，虚拟城市是以空间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城市信息系统体系。在应用上，它是一
个基于网络环境的城市信息应用服务体系，为数
字城市的运行提供城市虚拟环境平台［2］。因此
在进行虚拟城市数字建构时，应充分考虑这些矛
盾冲突，尽可能达到在最低的时间消费下获得城
市文化传播效度的最大化。在系统建构的过程
中，着重考虑以下几点原则。

一是逼真的艺术效果。例如，城市建筑作为
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建筑细节、材质
贴图以及光效营造等艺术表现方面充分发挥计
算机硬件的渲染能力，实现近乎现实的模拟。

二是低要求的计算能力。用户操作的计算
机往往是普通家庭机器，配置相对较低，不能支
持过高的 CPU运算和大量的内存占用。因此在
程序构建的过程中，要充分优化三维图形算法和
贴图算法，尽可能降低计算和内存需求。

三是高速的数据传输。虚拟城市传输大量
的多媒体数据，如贴图、视频展示、立体音频、多
人在线同步数据等等。因此，服务器高带宽、高
性能是提供用户快速访问的前提。

四是沉浸式的体验方式。用户在浏览城市
的过程中，单纯的三维视觉信息不能充分地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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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沉浸感和现场感，应结合传感设备为用户
提供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味觉的信息，让用户
在多种感官共同作用下自由地体验城市空间。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选择多种技术平台综合
建构虚拟城市空间，利用 Flash 平台的高普及
率，在 ActionScript 三维引擎基础上，建立“轻量
级”的网页城市空间，作为城市文化的引入，从
总体层面上建构城市意象。为让用户能够自然
化地体验虚拟城市文化，运用虚拟现实设备，基
于 OpenGL图形技术，建立多感官通道融合的信
息传播渠道，构造自然化虚拟城市交互空间。

具体来说，虚拟城市空间的构建，将利用高
性能服务器、高度集成的计算机软硬件以及各类
先进的传感器，通过视、听、触觉作用，对城市进
行多尺度、多时空、多感知的三维描述，结合信息
技术把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网络上进行数
字化虚拟实现，为用户创造一个反映城市文化特
色、具有精确的地理空间坐标和时间属性的五维
体验城市空间。为了增强用户在系统中的感官
沉浸性，该系统在硬件方面利用多种高级传感
器，包括立体显示系统、运动跟踪系统、立体音场
系统、力反馈系统、图像识别体感系统，未来随着
电子嗅觉、味觉技术的发展，将扩展嗅觉、味觉传
感系统。构建一个虚拟城市系统的好坏主要取
决于视景表现系统的质量，根据多感官通道的虚
拟城市系统结构图，首先采集城市物理数据，包
括 DEM地形数据、三维对象几何要素数据、纹理
数据以及其他环境数据，通过三维图形算法和建
模软件实现几何建模、运动建模、对象行为建模
以及模型分割，为虚拟城市系统提供视景环境。
在进行城市重要文化景观数据采集时，采用数字
高清摄影测量系统，通过对高清影像图片的分
析，经过大规模计算，生成该景观的高程和结构
比例，配合航拍影像确定各建筑物地理坐标。交
互算法引擎基于动作捕捉仪、数据手套、数据鞋、
力反馈操纵感等传感设备 API，跟踪用户的身体
各个部位的运动，采集运动数据，在虚拟城市系
统中解析数据，赋予虚拟人物，实现用户在虚拟
环境的基本身体交互。在用户身体的某些部位
放置特征点，配置用户特征点与虚拟人物身体的

一一对应，基于摄像头拍摄的用户特征图像，利
用图像特征识别算法，为用户提供一种方便、廉
价的体感交互系统。为了更好地增强虚拟城市
的体验感，配合视景系统构建立体音频系统，对
虚拟空间中的声音根据声源的空间坐标、声音属
性进行数字合成，通过立体声场设备还原声音的
空间感。例如在模拟城市空间音效里，根据场景
中音源的位置，设置相应的声源，随着用户在虚
拟空间的位置的不同，实时计算合成相应的乐器
组合音效。

三、虚拟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
的体验式传播

1．寓身于虚拟城市空间的城市文化系统
城市文化是生动鲜活的、不断成长的文化系

统。以哈尔滨城市文化为例，哈尔滨市是黑龙江
省省会、我国东北北部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制
造业基地、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
城。① 哈尔滨城市文化作为哈尔滨城市人群的
物质创造、精神价值、生存模式的完整价值体系，
是哈尔滨城市本质的最高体现。在中国大城市
中，哈尔滨给人的印象总是别具风情，这是其时
空属性所规定的文化特质。

从时间属性来看，哈尔滨是一座建城仅百余
年的城市，其诞生之时，世界正从近代迈进现代，
沿着中东铁路，带有近现代文明印记的俄罗斯文
化、犹太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从西
方输入，使她从诞生之初便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和
南方地区城市的悠久与凝重，显出开放、青春与
轻盈、浪漫的色彩。

从空间属性来说，哈尔滨地处中国的东北
部，远离中原传统文化中心，本土的女真金源文
化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坚韧与豪放; 又由于
它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北与俄罗斯相接，东
与日本隔海相望，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北方口
岸。开埠之初，随着 19 个国家领事馆的相继建
立，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二十多万移民涌入，哈
尔滨成为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风云际会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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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前半叶历史动荡，日本侵华、大量关内移
民的涌入，日本文化和关内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
参与了哈尔滨城市文化品格的建构。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中与前苏联的密切关系，
使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受到苏联文化很大的影响。
“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的美誉不仅在于
它靓丽的欧式、俄式建筑，更在于其城市文化中
蕴涵的浓郁的艺术色彩和浪漫气息。得天独厚
的时空属性形成了哈尔滨人率真、洒脱、浪漫的
生活模式，在衣、食、住、行方面形成了洋气、时
尚、灵动又不乏厚重的意味，形成了哈尔滨城市
文化独具特色的浪漫气质和艺术秉赋。

城市也是在不断成长中的。“东方莫斯
科”、“东方小巴黎”或索非亚教堂只是哈尔滨城
市历史定格的记忆，开埠之初的外来文化印迹凝
结成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底色，但不能代表今日的
哈尔滨城市形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社会
主义大工业生产建设，造就了哈尔滨城市的大
气、豪气、集体主义精神和独立自主的坚毅品格;
改革开放以来，以哈洽会、“中国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文化品牌逐渐确立
了哈尔滨在国际大都市的文化身份。目前，“超
越自我、再塑形象、奋起追赶、努力晋位”，通过
“北跃、南拓、中兴、强县”战略把哈尔滨建设成
为现代化国际名都。一个“画廊百里沐春色，湿
地万千舒壮观”的松花江沿江城乡一体化综合
开发的“北国水城”和“科技创新城”正在逐渐展
露出来。美丽的哈尔滨，在中国，是“北国浦
东”，在世界，是东北亚国际都市———这一城市
身份的主题定位，集中体现了哈尔滨作为通往中
国内地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系的门户地位［3］。哈
尔滨市开放包容、优雅时尚、务实创新、和谐奋进
的城市核心价值逐渐突显出来。城市核心价值
是一个城市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和精神理念，是
城市的灵魂，是凝聚和团结全体人民实现城市奋
斗目标的共同信念和追求［4］。今日的哈尔滨不
再仅仅是模仿“莫斯科”或“巴黎”的摹本，而是
在哈尔滨现代城市核心价值的追求中破茧成蝶，
发展成为独具风韵、气度非凡、生机盎然的“冰
城夏都、滨水丽都、魅力之都”。

运用多感官通道的虚拟城市系统建构一江
两岸，展翼高飞的天鹅城。按照受众的游览规律
和游览模式，把城市重要节点、景观轴线、公园广

场、特色街道、空间单元要素，形成布局结构清
晰、主题内容丰富、认知度较高的形象系统。一
是按时间线索，展现中央大街、果戈里大街、新开
发区等城市公共艺术空间营造的“文化视觉构
物”，依时光推移积淀出的“城市的年轮”［5］。二
是按空间线索，展现冰雪大世界、哈夏音乐会、哈
洽会等等独具特色的哈尔滨城市文化。两者之
间自由跳转，塑造哈尔滨冰城夏都、时尚丽都、国
际名都的城市形象，力图展现哈尔滨开放兼融、
务实创新、和谐奋进精神的神采风范，和时尚热
情、别具风情、风光无限的自然的空间形象，成为
网络上开放的“形神兼备”的城市空间，使受众
能够通过对哈尔滨城市文化从空间识别和意识
形象识别，感知哈尔滨，传播哈尔滨城市文化。

2．虚拟城市文化的体验式传播方式
城市文化的传播有多种方式，可以通过游览

者的游历传播，也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等方式传播。但是，传统的媒介方式总
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游览者虽然身临其境，
但受时间局限，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印象只是对城
市文化的片断经验。例如口传中的“握手拿瓜
摸，都拉时气好。来了个戈比旦，开着马神车，搂
着玛达姆，喝着俄特克。奶油斯米旦，列巴大面
包，水桶喂得罗，拦波电灯泡。没钱喊涅肚，有钱
哈拉少”———像这种俄语加汉语的洋泾浜，也只
是老哈尔滨略显怪诞的记忆。至于文学作品中
《夜幕下的哈尔滨》，影像作品中的《黑三角》，甚
至反映日军侵华的有关“七三一”的各种作品，
都不同程度地织就了哈尔滨的印象之网。至于
当代关于哈尔滨的影像、文字，也只是一种标本
式的展示，其生动鲜活的城市文化，在传统媒介
中总是静态的、片断的、某一视角的，无法避免外
界对哈尔滨城市文化的误读。

城市是一个空间。对城市的认知，是要进
入、触摸和感受的。与传统媒介传播方式最大的
不同在于，虚拟城市为受众提供了多感官、超时
空、参与式、互动式“亲历”其境的“遥在”空间，
受众不必再受导游的牵滞，不必再有时空约束的
烦恼，以一种“遥在”的方式在哈尔滨城市空间
中随心所欲、反复游览，甚至生存其中，创造了一
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式传播方式。只需轻轻点击
鼠标，受众就能以虚拟人物的主观视角在虚拟哈
尔滨中畅游，就可以去到想去的地方、看到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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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这种虚拟的主体体验是一种自由的体
验方式，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随时随意对事
物进行解构，“亲手”“搬”开墙砖，“亲眼”看看
索非亚教堂的内部结构; “踩”着百年石条路感
受老街的年轮与苍劲;“抚摸”冰灯、雪雕感受冰
雪的那一份玉润冰清; 或者“亲身”体验滑雪的
飞翔感;然后，到哈尔滨音乐厅“聆听”优美的音
乐……如果技术条件允许，人们还可以亲自“品
尝”哈尔滨啤酒，尝试列巴、红肠、苏伯汤的美
味，亦或在丁香花沁人心脾的馨香中陶醉……在
生存体验之中，受众对哈尔滨城市文化的接受就
不再是文字的、意象的，而是感官的、情感的，在
受众开放身心的感知体验中，哈尔滨城市文化得
到了潜移默化的生动传扬。

四、结 语

凯文·林奇把城市意象定义为群体在头脑
中对城市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和经验
记忆的共同产物，可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
为［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介的城市文
化传播，是借助城市意象的头脑加工活动完成
的。受众因头脑中形成的城市意象而产生对该
城市的价值判断或行为活动。当哥伦布们阅读

了意大利青年马可·波罗 13 世纪游历中国后记
述的元大都及其富足与奢华，激发起对东方世界
的探险欲望，由此开启了发现新大陆的世界新纪
元。相信通过网络虚拟城市的搭建，受众在虚拟
城市空间中生存、游历的过程中，感知她的细节，
体味她的感情，观察她的成长，在“亲历其境”的
过程中完成对城市文化接受与认知，这种体验式
传播必定会比意象传播更加痛彻、更加强烈。虚
拟城市空间是现实城市空间的数字化拓延，也是
动态式传播城市文化的赛博场域。在虚拟技术
的帮助下，虚拟城市空间有助于更好地向世界展
现城市风范，进而使城市文化传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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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City: Digital Restructure of City Space and
Experiential Communication of City Culture

WANG Yan，WU Si-yi
( Department of New Media and Art，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 Virtual city is a virtual space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of integration for multi －
channel perception． It is an expansion from city space to cyberspace． City space is the carrier for city＇s culture，the character，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core values of city＇s culture are all came out，developed and unfolded in the City space． With the city
space＇s morphology changed from the city to build a wall to virtual city，city culture spreading also experienced changing from
body written records，language communication，film and TV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tradition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to
digital media mode of transmission． Being different form the way of city＇s culture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traditional media
forms，virtual city space create an experiential mode of transmission which are dynamic holographic，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ensory immersion，so the virtual city construction is a new way for experience spreading for the city culture to facing the
world under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Virtual City; City Culture; Experienti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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