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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数字化保护的方式，采取数字媒介的措

施，加强对唐陵雕塑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提高唐陵雕塑全方位

宣传力度。以数字化媒介为手段，对唐陵雕塑数字媒介保护的

方法及展示方式进行研究论述。从数据库标准化建设、资源建

设2个方面对唐陵雕塑数字化传承现状进行剖析；从PC网络平

台、智能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公共文化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

介，对唐陵雕塑的数字化展示媒介进行分析；从3D数据模型、显

示界面设计、传播交互式感知界面方式的数字媒介保护运用，对

唐陵雕塑数字媒介的运用进行分类研究。达到对唐陵雕塑数字化

媒介平台展示和保护措施，这样不仅有利于对唐陵雕塑进行数字

信息保护，还有利于通过多元化展示对唐陵雕塑的保护传承和

宣传，实现唤起大众对唐陵雕塑的关注与重新认知。

关键词：数字媒介；唐陵雕塑艺术；保护与传承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媒介逐渐应

用到文物保护领域，利用3D扫描模型构建得到模型数据再利

用，通过数字媒介进行展示，由于数字媒介中虚拟现实等技术

自身所具备的虚拟与现实结合这一特点，增强了文物保护的生

动性、互动性、实时性、现实性和还原性，为保护文化遗产提

供了新的途径，传承其含有的内在精神与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文化遗产、文物古迹蕴含着整个社会的形态及其发展的脉络，

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历史的积淀，也是艺术、历史文

化的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价值，是不可再生的

文化资源。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时期，强盛的国力造就了

唐代灿烂的文化艺术，唐代艺术的繁荣发达，以至于达到了中

国古代艺术发展的高峰。唐代的雕塑艺术又是唐代艺术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陵墓雕塑作为唐代雕塑艺术关键的组成部分，

造型手法的特质运用，更是将雕塑的精神性、文化性、简洁鲜

明的力量感和雄伟的气势在盛唐时期推向了巅峰，为后世留下

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现今雕塑界常说的“传统雕塑”，在很大

意义上涵盖了唐代陵墓雕塑的特征。这些极具历史、艺术、文

化及考古价值的古代雕刻的瑰宝，却长期遭受着自然风化和人

为盗窃等双重破坏，部分石刻保存现状不容乐观。

唐陵雕塑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在当今社会大的科技背

景下，应该通过数字媒介、互联网、数据信息终端等新方式、

新技术，达到对唐陵雕塑遗址的保护。数字媒介信息技术方式

下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物

质载体，更是文化和艺术的传承表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于

文物的保护不再停留于文物本身，宣传文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

价值亦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

一、唐陵雕塑的数字化媒介展示

文化遗产的数字媒介是建立在传统展示媒介方式基础

上，借助多种新媒介手段，例如：多媒体技术；互联网、移

动网络、智能应用终端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全息投影、增

强现实等模拟技术手段，来实现数字化的传播和展示。唐陵

数字媒介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用研究
——以唐陵雕塑为例

李珂为       张 辉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710054）

“混血观念”。一个良好发展的社会就像优良品种的混血儿一

样，众所周知混血儿都漂亮，因为与异族通婚。开放的、优秀

的社会需要容纳一些不被主流接受的人，民国在规矩中的反抗

和创新是接纳异己，不用判定那么多所谓的异端。

《师》中的陈识北上想去开武馆，明规则行不通。对于天

津的武林来说就是异端，北派武术接纳南派武术就是异端到天

津主流的过程。不仅仅只是武术上的打赢，更多是人事方面的

博弈，要遵循天津武林的规矩。最终博弈的结果不是两全其

美，而是各退一步。只有妥协才能遵循规矩被容纳，天津武林

最后给陈识的选择是“可以开武馆，但是徒弟要离开天津”。

保全面子作为惩戒，这是主流社会接纳异己的过程，免不了在

克制中进行反抗，一定要按照规矩办事。陈识想要开武馆，就

一定会进入天津武林界这个体系，怎样进入体系这是一种潜规

则的手段。

徐皓峰的民国依靠规矩不断的克制与反抗，有自己的潜规

则，其精神面貌和现在也不一样。这是不是真实的民国武林也

无从得知，他是基于他了解真实的民国武林来构建自己的武林

世界。徐皓峰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武林，他只是营造一种真实的

状态来借古喻今，认为当代社会也是礼乐崩坏的，可是却没有

了礼乐的规矩。如电影行业，大多人只知道投机关注市场，没

有很多人关注电影本身，应该学习电影中的民国时代把人事的

规矩上升到哲理层面，潜移默化现今的生活。徐皓峰拍的是他

认为的真实武林，他的这套规矩放在什么时代什么行业都是如

此，在讲究普世的文化价值观。

传统文化的分寸感

徐皓峰试图通过民国武林的武学文化来解构近现代的文化

史，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围绕着民国武林的架构展开，借

武人的气节和命运，在武学中看人生，在人生中看武道，以武

入道阐述他对儒释道文化的理解。儒释道文化是指儒家文化、

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三者结合，其核心是伦常、人生和救

世，其主张分别是实践理想、主张出世和以避世去入世。徐皓

峰对人性极其的不信任，民国武林的边界是分寸感的掌握。

徐皓峰从《倭寇的踪迹》到《师》有为了商业化和市场化

妥协的转变，但是分寸在于尊重规矩和保持气节。传承的不是

旧规矩，而是气节。新规矩如何建立成为传统，需要诞生一代

又一代的柳白猿，需要想要开宗立派的陈识，新时代的主角和

旧时代的主角都有同样的气节，这个气节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

而改变，先破规矩再立气节，在不同的时代掌握如何运用传统

文化的分寸感。

注释：
1.徐皓峰.刀与星辰（徐皓峰影评集）[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
京公司， 2012：10-23.
2.徐皓峰.刀与星辰（徐皓峰影评集）[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
京公司， 20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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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数字媒介展示，在运用上采取各项模拟影像及互联网

信息技术，将唐陵雕塑可视化、情景化地展示在数字信息终

端设备上，呈现出交互体验性的新属性，能够实现快速有效

的信息传播与展示，达到唐代帝王陵墓、雕塑艺术传承与保

护的终极目的。

数字化媒介展示融合了多种方式和技术应用的展示传播，

具有极强的学科综合性。数字媒介对唐代帝陵、雕塑艺术的展

示，不仅从传统的电脑网络平台复刻到移动智能设备应用的信

息程序上，还从社交媒体网络信息的传播展示到公共文化资源

平台的公共运用，更是从虚拟增强现实设备的造影中还原到现

实事物，多元的数字化媒介平台为唐陵雕塑艺术展示提供了丰

富的表现形式。

1.网络信息的数字化媒介展示

网络信息的数字媒介展示，是数字化展示中较为传统的形

式，也是最早用运和普及的方式。个人计算机信息设备，通过

互联网数据在线浏览资料，直观的图片、视频、音乐等平面信

息方式展现唐陵数字媒介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互动体验性的虚拟色彩展示趋于普及。虚拟展示手段的运用，

使计算机在网络信息上实现了仿真可操作式，带入真实交互体

验，增强了展示方式的带入感和体验性。

用户界面、感知、硬件和后台表现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真

实性、视听性和交互性等方面。适人化、智能化人机交互设备

的研制，通过自然的视听语言感受和触觉感知，让虚拟现实影

像的环境交互性效果得到显著增强。大型互联网信息分布技术

中虚拟现实研究的开发与运用，将虚拟环境系统的分布在复杂

的计算需求中充分体验，让自然需要在协同工作和分布仿真等

应用中对公共信息虚拟环境的建立。虚拟现实的分布式是基于

互联网信息平台的虚拟现实系统，可以让多个且具有区域性差

异的用户共同参与到同一个虚拟现实环境中。

 

图1 360紫禁城全景漫游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

网 

图 1-1 数字唐陵网站 

图片来源/张辉唐陵网站 

图 2 三维全景敦煌莫高石窟 图片来源/腾讯地图敦煌莫高窟 

目前故宫博物院在其官网中实现了“360 紫禁城全景漫

游”（见图1）；西安理工大学张辉教授在唐陵的网站上实现了

数字化方式保护（见图1-1）；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在

腾讯地图发布了三维全景敦煌莫高石窟（见图2）。

2.移动智能终端的数字化媒介展示

移动智能终端促进着人们的生活不断的改变发展，从智能

手机的研发生产，到智能手表、智能手环、以及智能可穿戴等

产品的出现，通过信息科技技术改变生活方式，以Apple Watch

为例的移动智能产品最为典型，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已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移动智能终端的数字化

媒介展示，作为新兴方式运用在唐陵雕塑数字媒介的展示和传

播中，具有广泛全面的数字平台和应用人群。应用程序是移动

智能终端在数字化媒介展示和传播中的重要途径，通过APP程序

的开发运用，推广唐陵雕塑艺术文化，展现陵墓雕塑本质，具

有创新意义。

故宫博物院同社会文化传播机构在研究成果上明显完整，

通过发布的5 款APP 应用程序的故宫馆藏稀有文物，变得触手

可及，使文物又一次“活”起来，走进人们的眼中。在手机中

收藏成为“指尖上的文物”，人们可以更加直观便捷地感受认

知，欣赏文化魁宝。其中的《每日故宫》（见图3），不仅每天

为用户推荐一件故宫馆藏文物，而且在具有特色的界面设计下

提供日历、笔记本等功能，让用户在感受欣赏文化宝藏的同时

带来真实的体验感。此外，故宫还将文物运用数字化方式体现

和传播，利用宫廷文化、书画作品、游戏、日历、教育等元素

展现互动化感受和传播方式，交流信息的应用促进并推动了文

化的资源共享，实现了展示传播的目的。

明清古典家具制作技艺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在工艺制作手

法选择上都是别具一格。由中央美术学院彦风设计开发一款APP 

应用程序《中国古典家具》（见图4），在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

具的奥秘上，通过全方位旋转、张合自由拆组家具部件、深入

零件至造型构造的方式展示明清家具，达到直观简捷并富有多

元化的交互体验，展现了数字化媒介的传播性、互动性、多元

性的全新感受体验，在唐陵雕塑的保护与传承中起到了带动作

用和借鉴价值。

 

图 3 《每日故宫》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APP 

图 4 《中国古典家具》 

图片来源/柠檬岛互动设计 

3.公共文化平台的数字化媒介展示

社交媒体的数字化媒介展示是互联网信息时代最流行普及

的社交工具，以社交媒体为主要的方式，这些庞大的用户群体

运用各种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等工具，可以通过公众号、

H5，公共平台等社交媒体对唐陵雕塑艺术进行全面的展示，不

仅具有快速的传播性、广泛的受众人群等方面，还能够在唐陵

雕塑艺术的展示和传播中带来重要途径，在保护雕塑艺术上起

到新的宣传手段。

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等公共文化平台，除了作为传

统的展示外，在数字化建设上也能为唐陵雕塑的传播展示提供

了良好的公众平台。例如博物馆、数字信息展示馆、文化艺术

平台等传播媒体方式，同步结合全息投影、可触摸屏幕、3D影

像、3D模型仿真技术、感应设备等多种互动方式，在展示交流

过程中体现带入感，增强参与互动性，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实现

影像信息的同步传输和共享。新加坡海事博物馆的数字化人机

交互，展示了当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互动设施（见图5），通

过照片采集，实现民族服饰的虚拟试穿，并将“试穿”合成照

片发送预留的邮箱。甘肃省博物馆丝绸珍品，运用3D技术、虚

拟增强现实技术，展示了数字化丝绸之路文化领域的稀有物品

（见图6），已触摸、交互的感知平台 ，解释陈述并介绍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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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化遗产留下的宝藏。

图 5 人机交互设施 

图片来源/新加坡海事

博物馆 

图 6 丝路珍品数字化展示平台 

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通过简单的体验，能够使人们对文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对地域性文化的传播有很好的帮助效果。

二、唐陵雕塑的数字化媒介保护运用

唐陵雕塑由于毁坏程度过于严重、环境地貌不规则导致原

有石刻保存不完整，各类石刻体型不均匀，雕刻手法复杂多变

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根据唐陵雕塑特征结构的实际情况，运

用数字化媒介的保护方式，通过3D扫描修复模型构建技术、虚

拟与增强现实技术、全息投影和3D漫游技术、多媒体影像技术

等方式，以显示界面设计、传播交互式感知界面为主导，建立

数字媒介展馆，实行雕塑再现还原展示和认知，同时配合相关

保护部门，建立唐陵雕塑文化资料库和数字唐陵资料数据信息

站，以数字媒介的方式对唐陵雕塑健全的保护和宣传。

1.唐陵雕塑3D数据模型

通过唐陵雕塑实地考察分析，在雕塑模型建设数据的收集

上运用3D扫描的方法，通过手持扫描仪对唐陵雕塑进行扫描，

建立模型数据，利用修补软件对雕塑的材质、漏斗进行修补，

还原真实的雕塑模型，实现数字化媒介保护对唐陵雕塑重塑性

的整理和分类展示（见图7）。在数字化时代，唐陵雕塑的数

字媒介保护，以3D扫描技术为基础，对唐陵雕塑数字媒介虚拟

方式的构建，还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创作唐陵环境雕塑模

型，包括模型的建设、场景的拍摄、雕塑的环境、损坏程度、

局部的调查、360环物/720全景的创建等方式，真实的感受唐陵

雕塑艺术魅力的再现和唐代帝陵的壮观伟大。

 

   

    图 7 3D 扫描和修复还原的雕塑模型 图片来源/3D 扫描模型  

2.显示界面设计

显示界面的设计主要在于能够突出唐陵雕塑模型的真实性

和感官性，把控主体的位置，内容的定义，色彩的搭配感和相

辅相成的设计元素、设计色彩、设计理念。

以整体、局部、意义3个方面为主。色彩搭配方面以古代文

化常用的棕色和土黄色为背景色的代表；字体的颜色主要以金

色为主棕色为辅，还原历史的背景色彩；文字选用方面采取唐

代书法字体；细节处理方面以红色印章，金色“唐”文字相结

合代表了唐代时期，同时增加日期日历、雕塑陵墓的名称，以

及唐陵雕塑IH5二维码，实现全方位的感受和多元化深层次了

解；整体版式方面引用中国古老文化象征图印，为唐陵雕塑的

展示添加古代文化的色彩；界面显示方面从整体动态旋转雕塑

模型到雕塑模型局部细节的感受认知再到陵墓雕塑模型资料的

分类介绍，行成完整的体系，达到全面丰富的感官体验和重新

认识（见图8），对于唐陵雕塑直观的显示具有全新的体验，对

于唐陵雕塑文化的宣传具有新的途径和推动促进作用。 

 

图 8 唐陵雕塑数字媒介的界面设计 制作/李珂为 

3.传播交互式的感知界面

传播数字媒介的方式，建立有关唐陵艺术网站，将唐陵雕

塑的数字化数据在网络进行宣传，网站作为唐陵文化资源交流

的平台，建立图片场景及数字模型数据库，真实还原再现唐陵

雕塑；互动感知的体验，用户界面、感知、硬件和后台方面表

现的真实性、视听性和交互性，以适人化、智能化人机交互设

备的研制为主，能够让交互性效果得到有效的提高。APP、H5手

机等数字媒介界面的互动性；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等数字媒介

展示的真实性；3D漫游、全息投影、三维立体影像模型等数字

媒介方式的感知性。一方面可以宣传唐陵雕塑艺术，让更多的

人去了解和认识唐陵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讨论交流和补

漏的途径，如论坛等互动平台，有利于人们补充遗漏和讨论唐

陵文化、陵墓雕塑艺术，在保护的过程中传承唐陵文化精神，

宣传唐陵文化价值。

三、结论

文化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之源，而科技创新作为

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更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利用数字化展示媒

介、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呈现唐陵文化也成为发展

的必然趋势。唐陵雕塑数字媒介，将雕刻艺术风格、陵墓环境

结构、空间布局进行完整的数据收集后，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

唐陵雕塑环境结构、空间布局模型库。真实还原展现唐代帝王

陵墓，感受唐陵文化底蕴，唐代陵墓的壮志，雄伟与宏大。将

唐陵的文化艺术转化为数字化数据永久的保存下来，建立较为

全面完整的数据模型。促进提高了唐陵的文化价值，起到了保

护唐陵可行性的重要意义。对于研究雕塑艺术的造型、配饰、

来源、历史以及唐陵雕塑的保护和唐陵环境的开发具有很强大

的功能性作用。

宣传唐陵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数字化的产品完全可以

利用再包装后进行商业用途，唐代帝陵数字媒介的方式，实现

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信息传递，以视听触多种感官参与的

互动体验，为唐陵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对于宣传唐代帝陵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方法和表现形式，也可

以从另一种角度新的视角增加人们对于唐代帝陵的关注，对唐

陵的保护传承可开发性与创新性工作是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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