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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唐陵雕塑的数字化传播可让世界人民超越空间、时间,零距离地感触到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本文研究

有效助推新型中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国际化应用方案与策略,探索新媒体场域下唐陵雕塑存续的发展方向,

并通过科学技术赋权下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平台建设,构建新媒介视域下唐陵雕塑文化传播的新范式,

焕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新生命”,为研究开发、永久保存和弘扬文化遗产找到了一条优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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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唐代 20 座帝王陵

墓,在原址尚存 500 余座大型石雕石刻。随着历

史变迁,这些矗立在旷野之上的珍贵文化遗产,

正面临酸雨侵蚀、盗贼扰掠、农用耕地的进一步

蚕食,加之位置偏僻,难以科学保护及旅游开发,

有的已经到了濒危的境地,现急需抢救性的数字

化保护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多种新媒介科技手段

进行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转化,有效提升了传统

文化的负载量,用数字化的方式使文化遗产永久

留存的同时,转化成可视化、可共享、可互动的

数字旅游资源,在保护与传播的过程中赋予这一

文化遗产“新生命”,彰显文化自信,推动文化旅

游产业的良性发展。（图 1）

化传播研究逐步受到广泛重视。

2. 理论研究方面

Stan	Ruecker（2011）从数字时代视觉终端、

浏览界面对人的可供性（Affordance）出发,提出

利用数字化的传播路径与表达方式,可使人们增

强对文化遗产的内涵理解与个人体验。[3]Elizabeth	

Joan	Kelly 以维基百科知识型平台为例（2017）,

认为通过和平台合作协同的模式可优化文化遗产数

字化数据的存储与传播策略。[4] 清华大学鲁晓波

（2018）从区块链的独特设计出发,探讨了在全球

文化竞争中,中国特色文化战略资源文化遗产的

数字身份机制问题。中国美术学院郑巨欣（2011）

论述了文化遗产影像数字化,实质目的是对其进行

无界传播。这些研究引领了国内文化遗产数字化传

播的发展方向,为其在数字信息化世界的地域文化

认同建立了良好的机制与路径。

3. 前沿探索方面

“美国记忆”项目（American	Memory,1994年）

及数字新西兰（Digital	New	Zealand,DigitalNZ,

2008 年）,在搭建各自文化遗产主网站的同时,进

一步扩充了信息载体与传播媒介,为同类计划的实

施提供了创新视角与借鉴经验。[5]2017 年,OCAT

美术馆举办“遗址与图像 (Sites	 and	 Images) ：牛

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究计划”展览,将“考

古与摄影”和“历史照片与新图像技术”两个考古

项目的研究成果及传播过程以数字化的方式平行展

出,探讨不同语境下考古与新技术的关系,为物质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4. 实践项目方面

欧洲考古指南项目 (Archeoguide	Projet,2000

年 )、日本九州装饰古墓

群 (Kyushu	Mounded	

Tomb	with	 Decorated	

Chamber,2009 年 )、故

宫的数字音画展示项目

（2010 年）、秦始皇兵马

俑数字博物馆 (2017 年 )、

中国三峡博物馆云计算智

慧数字博物馆（2018 年）

等,都在大遗址群落的数

字化修复与可视化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绩。这些典型

案例,一方面,通过图形

学算法等先进技术,模拟

复原出考古学家的相关研

究猜想；另一方面,利用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

手段,改变了传统文化遗

址展陈的叙事模式,为博

一、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研究现状
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及传

播的结合,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的共识。随着国内

外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紧迫需求与上升趋势,相关政

策规划、理论构架与实践项目陆续完成,为本文的

展开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基础。

1. 宏观策略方面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的“世界记忆

工程”,2011 年欧盟委员会颁布的《物质文化数字

化保存及传播宣言》,2016 年加拿大的国家遗产数

字化战略,都从顶层上制定了关于文化遗产数字化

的发展策略。[1]我国从 1996 年启动了国家数字图

书馆工程,开始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随着《“互

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2016 年）、《国

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 年）[2]等

国家政策与专项计划的发布,中华文化遗产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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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的交互式信息导览,进

一步促进了数字旅游产业的发展,丰富了文化遗

产的传播路径。

继承与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应“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

其更适于当代语境与需求,推动传统文化的良性

续存。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唐陵雕塑,所涉

及的民族美学、礼仪规制、雕刻技艺为各方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亦展现了文物本体所具有的

艺术性与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当下的唐陵雕塑研

究对文物本体的历史考据与分析较为充分,但缺

少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的研究。

3. 遗产的对外传播受限

长久以来,凭借大众传媒与现场游览的方式,

唐陵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宣传,但随着社会信息化

程度的提升,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局限性愈加明

显。首先,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主要表

现为机械式单向度传播,文化遗产信息传递方式

被动；其次,传统传播途径依赖游客的实地参观,

这使得本就脆弱的文物保护生态面临更多的危机,

甚至对文物本体、周围环境产生不可逆的损毁与

破坏；再次,当下新冠疫情的防控形势依旧严峻,

人们出行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野外文化遗产更加

依赖于移动互联网传播,以新媒介为主导的文化

遗产信息互联网化与文物本体的物联网化,就显

得更为紧迫。

笔者设计制作的多种唐陵雕塑数字化作品,立足

于当代媒介语境,研究多种传播路径,通过一系

列有效的数字媒介,使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获得

唐陵雕塑文化最新最全最快的海量讯息。

1.“数字唐陵”网站平台传播

笔者通过大数据、云存储和云计算的应用分

析等功能 , 搭建“数字唐陵”网站（图 2.a）,将

唐陵雕塑的原始数据与多种资源信息上传至网络

空间,再基于计算机软件的共同协作,完成虚拟

数据文件的存储、管理与业务访问等数字信息传

递功能。网站集中对唐十八陵雕塑风格形成演变

进行剖析,并以多种历史文献为支撑。同时,观

众还可浏览唐陵雕塑的高清图片、数字扫描文件、

交互体验、纪录片,通过动静结合、图文互作的

方式,打破了文物欣赏的时空限制。唐陵网站通

过云端的方式,对唐陵雕塑的数字信息进行了更

为妥当的保护与快速传播。

2.“数字唐陵”移动端展示传播 

笔者研发的 App“唐陵 360°”及 H5程序（图

2.b）,采用静态三维重建技术,复原唐陵的场景,

可围绕雕塑本身进行 360 度旋转观赏与 720 度环

绕取景,为民众提供沉浸式体验服务。移动端全

景陵墓展示使用户可随时随地“进入”唐陵遗址

现场,更加近距离、多角度、全方位接近历史文

化。同时,将“数字唐陵”在微博、抖音、小红

书等自媒体上发布,利用其流量优势及N次“转发”

功能,打破传统用户被动接受的限制,使“媒介”

与“受众”在信息链中的地位趋于平等,兼具“传”

与“受”的双重身份 [11],从而使得唐陵雕塑文化

的传播呈现一种放射型、非线性、立体化的网状

传播模式,扩大了传播范围,提升了传播效率。

二、唐陵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中谈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

魂。”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将代表国家灵魂的传统文

化、科学技术及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有机融合,成为

弘扬文化自信、传播传统文化与培根铸魂首要的问

题。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灵魂式”重要代表之一的

露天唐陵文化遗产,在数字信息化保护和文化传播

方面,都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1. 遗产的人为及自然破坏严重

唐代陵墓的大规模盗窃始于黄巢军占领长安时

期（881 年）。唐朝衰亡后,帝陵盗掠情况更为严重。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唐诸陵在其境内

者,悉发掘之,取之所藏金宝。”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除却酸雨腐蚀和耕地侵扰的因素,文物

盗掘亦为唐陵雕塑毁坏的一大宿敌：1996 年,唐

庄陵和唐端陵分别有 5个和 4个翁仲头部被盗 [6] ；

2010年4月1日,唐建陵两尊石蹲狮被盗；2011年,

景陵西侧一匹仗马倒地,四分五裂。虽然文物部门

采取多种保护措施,但无法改变历史遗迹随着时

代变迁逐渐损毁的客观现实 , 现急需采取科学的

方法,永久保存完整的遗址数字信息,留存真实

的唐陵艺术全貌。

2. 遗产的当代文化价值缺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

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 并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

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7] 面对当下对传统文化的

三、唐陵雕塑数字化传播的路径探索
制度化、均一化的传统功能主义传播方式可满

足工业化社会对讯息传播的需求 [8],但在信息化社

会,人们对“媒介”的赋能不断加深。麦克卢汉提

出“媒介即讯息”[9],维利里奥进一步发展出“媒

介即速度”[10],当代互联网的“即时参与感”直接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体验和对“速度”的认知方式。

2 3

2.唐陵雕塑数字化传播路径 , 制图：数字唐陵团队  3.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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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唐陵”纪录片、动画视频传播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现在,视频、影像已经

成为受众普遍接受的传播方式,唐陵雕塑所代表

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可需要二次创造,运用这

种兼具娱乐性与专业性的艺术形式,收到动态的、

多元的传播效果。笔通过者创作多部唐陵短视频

与动画影像（图 2.c）,并以流媒体（自媒体、社

交媒体、视频媒体等）平台为载体,依靠庞大网

民基数互联网群体,通过“平台与平台”“平台与

个人”“个人与平台”的无障碍传播,实现唐陵视

频在媒介层次上从“点对面”到“点对点”的传

播方式突破,将历史文化的数字化成果进行快速、

直接、有效的传播。

4.“数字唐陵”游戏交互体验传播 

移动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游戏行为愈发普

遍,伴随游戏传播面不断扩张的趋势,媒介与传

播也呈现出明显的游戏化趋势。在唐陵雕塑的数

字化传播中,笔者将唐陵文化与游戏结合起来,

通过对游戏中故事框架的运用,不但能为游戏的

构建提供基点,而且通过这种故事框架反映了当

时环境的文化特征 [12],以一定的娱乐属性引导体

验者的心理需求。在技术层次,结合交互体验设

计理念基础,进行了交互体验平台的开发流程设

计,并从完善游戏的媒介选择、界面设计、造型

设计、交互设计等具体的环节,制作出以唐文化

为表达对象的手机游戏,通过沉浸式的游戏交互

体验,拓展了唐陵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手段。

扫描、实物测量的方式进行全面记录采样,搭建“数

字唐陵”网站及 App 组成的综合数据库,在永久

性保存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时,将可视化成果转

化成数字旅游服务产品。用户只要通过手机或 PC

端,便可检索文献资料、浏览石雕石刻图文、参

观唐陵古迹、了解遗址实用信息。

2. 进行跨学科研究,重新构建唐陵雕塑的中国语

言体系

唐陵雕塑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艺术的代表,

一方面承载的是国家文脉与精神诉求,另一方面

也间接呈现了当时劳苦大众的优良品格和气质。

尤其在东西方文明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唐陵雕塑

的艺术风貌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故此,需要

运用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

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归纳、

凝练、重构中国雕塑艺术的传统语言体系。在互

联网背景下的文化输出过程中,用真实的唐文化

“故事”,再次确立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

3. 介入新图像技术,充分活化唐陵雕塑的现代文

化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更新,使用数字影像、三

维虚拟等新图像技术,对历史文化古迹、文物进

行保护与开发,搭建全视角、深层次的数字化展

示平台,已成为当下文化遗产传播的趋势。笔者

依循“互联网 +艺术 +科技”的思维方式,借助

交互设计、虚拟现实、动画视频等数

字信息技术对唐陵雕塑进行艺术再创

作,为其注入现代的艺术语言,使得

传统文化更具时代魅力,由表及里、

从物质到精神,充分“活化”唐陵遗产,

创造可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文化遗

产,抢占国际信息内容革命的战略新

高度。

4. 确立多媒介模式,有效助推数字文

化旅游良性发展

“互联网 +”的时代,信息的流传

方式从线性传播逐渐转向去中心的散

点式传播。[14] 笔者制作的“数字唐陵”

网站与 App,正是把握这一传播趋势,

利用媒介流量将唐陵文化遗产转化为

可共享、可交互的数字化资源,使物

质文化遗产超越时间、空间界限,形

成无接触的动态传播,缓解商业旅游

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据统计,唐

陵线下参观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趋势：

地处偏僻的唐庄陵、端陵年均参观人

次为 2000,建陵为 1万,顺陵、崇陵总计不足 2万；

而乾陵 2019 年仅国庆假期参观人数便突破 3.4 万,

但庞大游客量也增加了景区文物受损的风险。目前,

“数字唐陵”网站的浏览人次累计超过 15万,相比

传统的物理游览模式,多媒介的传播模式利用平台

优势加快了唐陵综合 IP 推广,有效提升了唐陵文化

的辐射影响,推动了唐陵旅游均衡、良性发展。

四、唐陵雕塑数字化传播的范式创新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

年）明确指出,要在重视文物保护的同时,鼓励文

物保护与现代科技创新融合。唐陵雕塑数字化研究,

就是将其本体研究与科学性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同

时以影像学、艺术学为线索进行对比研究,综合艺

术学、社会学、图像学、考古学对帝陵雕塑进行研

究和论证,缓解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传统旅游开发

的矛盾[13],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传播范式。

（图 3）

1. 完善数据库建设,永久保存唐陵雕塑的图文数字

信息

唐陵雕塑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研究价值。笔者在文

献史料、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一方面,整合唐文化

遗产相关图文资料,结合艺术学、历史学、影像学

进行归纳与总结,将传统文献转化为系统的、可读

性强的数字文献；另一方面,采取数字摄影、三维

结   语
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结合,已成为该

领域全球的发展趋势,本文正是在这一趋势下进

行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探索。利用

信息化手段,有效平衡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

系,将传统物质化的唐陵雕塑资源转化为数字旅

游服务与数字旅游文创产品两大类,利用数字传

播的全球性、交互性、虚拟性和超文本链接性,

以网站平台、移动客户端为传播载体,依托全景

图像、动画视频、互动游戏以及定制文创产品为

内容主体,在促进唐陵雕塑文化的多元活态传播

的同时,进一步融合科技、旅游与文创产业,为

同类型的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研究、开发利用

与弘扬、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 基 金 项 目：2020 年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编 号：

2020-A-04(084)-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