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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关中唐十八陵，分析唐陵数字化保护

在虚拟现实手段下的应用性，阐明了虚拟现实与唐陵的数字化

保护相结合的意义，并尝试以虚拟游戏的方式来展示唐陵。在

分析唐代帝王的丧葬制度以及唐陵数字化保护工作重要性的同

时，对唐陵雕塑进行数字信息采集整理，并且研究虚拟现实技

术在唐陵数字化保护手段中的必要性与可实施性，运用软件来

重建唐陵。

关键词：虚拟现实；唐陵；数字化；文化遗产 

唐代帝王陵墓浓缩了唐王朝290年的历史精华，并揭示了

唐代由兴转衰的过程，丰富了对唐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对唐

陵的研究与数字化保护工作更是对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和艺术文

化成就，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开发文物古迹资源服务于当代社

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非凡的意义，而作为唐陵建

筑的辅助装饰石雕无疑更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品和文物，经过了

一千多年的变迁，唐陵雕塑这些曾经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正在

面临着被酸雨的腐蚀、盗贼的侵扰、农民的开垦等重重考验，

处境堪忧，想要合理、完整的保护唐陵文化遗产道阻且长。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而作为人类

历史遗产的文物，也逐渐进入了数字化保护阶段，唐陵的保护

工作也开启了新的篇章。近年来虚拟现实已逐渐进入影像艺术

的主流，并且成为数字化手段中最前沿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

了人们的情感体验，为用户带来了更强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想

象性，使人们获得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体验价值。也获得与真

实场景完全一致的感官和心理体验，甚至将虚拟现实环境完全

当成真实的。[1]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使我们不仅能

通过其将一个个生硬的文物变为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故事，

即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用今生的方式续写唐陵的前

世传奇。

一、唐陵文化遗产的传承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时期，唐朝全盛时在文

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强盛的国力也造

就了唐代灿烂的文化艺术。 

而唐代帝王陵墓是唐代社会历史的见证，是极为丰富的唐

代文化艺术的宝库，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旅游资

源。唐陵雕塑更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唐陵雕塑是唐代社会

变迁的见证，是集政治表现、艺术审美特性于一身的精美绝伦

的大型石雕，突显了唐代艺术的宏伟气势和深厚的历史蕴蓄，

然而，因为人为和自然等原因，这些极具历史、艺术、文化及

考古价值的文化遗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保护唐陵

保护唐陵文化刻不容缓。习总书记在十八大文化建设方面的重

要讲话中说道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

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要使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要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要把跨

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弘扬起来；要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

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让我们

更加明白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延续着华夏民族的精神血脉，历史

文化的传承，告诉我们从何而来；五千年的文明创造每一件文

物都是文化，时代的印记告诉我们，将走向何处，而唐陵是中

华五千年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所以要守护唐陵守护中华

文脉，要不遗余力的对唐陵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科学和合理的

利用，使唐陵文化得到更好的解读与呈现。

二、虚拟现实在唐陵数字化保护中的必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在文物

数字化保护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以三维、动画、

游戏等等的形式展示唐陵的原貌，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展出

所有的唐陵雕塑，以供观者零距离研究参观，并且通过网络更

加全面、生动的展示给每一个人。因为唐陵多在山区农家地，

标识不明确，雕塑的保护也不是很完善，所以虚拟现实的介入

势必会对唐陵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天地。

1.虚拟现实在唐陵数字化保护中的创新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三维数字技术，数字唐陵就是利用这

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实现对文物雕塑与场景的虚拟再现，而实现

虚拟现实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唐陵雕塑的三维数字化。唐十八陵

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典型代表，具

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政治的研究价值，至今仍保存着

丰富的石刻遗产，但是现在唐陵雕塑的保护方式大多都还是相

对传统，一种是物理方法，例如搭棚子、围栅栏、隔玻璃等，

这样虽然可以不破坏文物的现状，但是也有局限性，例如飞来

峰渗水等自然因素就没法阻止；另一种是化学方法，例如在

石像外层涂抹化学层，这种方法虽然隔绝了空气，但是透气性

差，很多石雕容易引起石质的化学反应，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尽

善尽美的达到完美保护的预期，同时因为唐陵多在山区、农家

地、村落，基础设施不完善标识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于游客

前去参观也是十分不便，而数字化虚拟现实的介入完全可以解

虚拟现实在唐陵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与研究
田泽同       张 辉       （西安理工大学       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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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一难题，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交互性，还能提供各

种方面的感知，营造的“虚拟环境”具有真实的信息和意象，

更方便的是可以让游客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唐陵的风采。通常

三维图像都是通过构图以及色彩明暗在二维平面上的变化营造

出三维的视觉效果 ，而虚拟现实产生的唐陵雕塑的图像则包含

了被记录雕塑的尺寸、形状、亮度和对比度等信息能提供唐陵

现实的场景。人们不仅可以操控数字化虚拟环境，还可以自由

地对数字化唐陵雕塑进行设定，场景、动作等等，由用户做出

选择，使数字化唐陵雕塑更加的“现实”，让这些在关中沉睡

了一千多年的辉煌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2.虚拟现实在唐陵数字化保护中的优势

首先虚拟现实技术使观众能够拥有很强的沉浸感，沉浸感

又被称为临场感，即用户可以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观看或参与到

唐陵的虚拟现实场景中，获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从而将

自己当做唐陵虚拟现实场景中的主角，能真切的感受到完整的

帝王陵墓所带给观众的震撼。其次，唐陵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呈

现后交互性也会有质的提升，用户不仅可以身临其境的置身唐

陵的场景里，更是可以参与其中，可以对虚拟现实场景中的物

体进行操作并获得反馈，达到与真实世界相媲美的逼真程度，

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再次，虚拟现实技术大大

拓展了想象和认知范围，它不仅能够对唐陵场景进行高度逼真

的虚拟重塑，而且还可以将过去只存在于人来大脑或想象中的

场景、元素一一构建出来，让观众真正体验到以前只能在科幻

大片中才能看到的场景。（如图1）

     图1 唐建陵—石雕三维扫描/田泽同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众多，其中文物是重要的一部

分。唐陵文物更是如此，文物遗产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文

物的特性注定其不易保存，易受到光、气、温度等外界因素的

影响。而且人们在参观文物的同时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一定的

破坏，然而虚拟现实在文物保护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展

出时可以真实地立体再现文物供参观者欣赏，而使原物保存完

好，如此既能满足人们参观文物的需求又能切实的保护好唐

陵。

三、以虚拟游戏的方式进行唐陵文化体验

游戏是在生活中代入感极强的一种方式，而且老少皆宜，

在进行虚拟游戏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锻炼反应能力还可以增强记

忆力，而历史文化的介入还可以让玩家尽情享受虚拟游戏中的

乐趣的同时还能够大量快速的吸收其中的历史信息，唐陵因为

其地域、雕塑尺寸，陵园规模等限制，保护的进程十分缓慢，

而且也不利于游客的参观，数字化保护的介入使得唐陵雕塑的

数字化信息得以完整保存，但却不是对于唐陵文化传播的最佳

方式，所以虚拟游戏的方式进行唐陵文化体验是可行并且非常

有意义的。

1.唐陵的虚拟游戏制作

虚拟现实简称虚拟技术，也称虚拟环境，是利用电脑模拟

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关于视觉等感官的模拟，

让用户感觉仿佛身临其境，可以及时、没有限制的观察三维空

间内的事物。用户进行位置移动时，电脑可以立即进行复杂的

运算，将精确的三维世界视频传回以产生临场感。该技术集成

了计算机图形、计算机仿真、人工智能、感应、显示及网络并

行处理等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是一种由计算机技术辅助生产

的高技术模拟系统。即可利用电脑模拟现在唐陵的真实环境甚

至是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帝陵，并且用户可以身临其境的进入这

个虚拟世界与唐陵进行直接对话，通过一系列的感知去认识、

欣赏唐陵的每一个细节，感受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与辉煌艺术成

就。要模拟唐陵的真实环境，唐陵雕塑的模型与贴图是其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首先，进行对唐陵雕塑的三维扫描与图像的

采集；其次，在3D软件上进行对模型的修补，将扫描过程中没

有扫描到的空洞进行填充；再次，对修补好的模型进行贴图处

理，让雕塑变为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唐陵石雕一般；最后，在引

擎里对其编程，放置在完成的虚拟环境中，就形成了唐代帝陵

虚拟场景中的唐陵石雕。（如图2）

       图2 唐建陵—石雕3D制图/田泽同

2.以虚拟游戏的方式展示唐陵

唐陵所在的地方多靠近山区，“干旱少雨、交通不便”。

自然条件较差这些综合因素造成唐陵所在村庄长期贫穷，且陕

西汉唐帝陵除了乾陵、茂陵、昭陵外其他陵墓旅游发展难度很

大，都是土包和石刻，一般也很少有人能够一个陵一个陵的看

完，所以很多人也对唐陵知之甚少。但是虚拟游戏可以完美的

解决这一问题，游戏的代入感极强，受众广泛，并且可以更生

动、有趣的带给体验者有关唐陵的知识与研究现状，虚拟唐陵

环境可以让体验者在游戏的过程中了解唐代帝王丧葬制度，以

及唐代建筑特点。虚拟环境中扫描的石雕可以让体验者感受中

国古代雕刻艺术的魅力。体验者在虚拟游戏中与唐陵的交互程

序能更好的使其了解唐陵了解唐陵文化，例如“寻找翁仲遗失

的部分”等的游戏剧情等。虚拟现实技术与唐陵结合，可以将

唐陵的展示、保护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使唐陵脱离地

域的限制实现资源共享，并且真正成为全人类可以“拥有”的

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唐陵文化中来，保护唐陵保

护中华文脉。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推动文博行业更快地进入

信息时代，实现文物展示和保护的现代化。（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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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贺州——作为旅游的胜地，在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当

中，想让商品能够脱颖而出，就必须设计出具有当地文化特

色的纪念品；贺州是瑶族的聚居地，通过把瑶绣装饰纹样运

用到旅游纪念品当中，基于传统与现代纹样进行提取、重构、

整合，运用雕刻的形式进行工艺加工，使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

产品走向市场，必将获得消费者的喜爱。本文结合当地文化特

色，提取瑶绣装饰纹样，把民族元素运用到旅游纪念品之中，

提升了旅游纪念品的艺术审美性与实用性。

关键词：瑶绣纹样；旅游纪念品  

一、瑶绣装饰纹样提取的必要性

瑶族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由于长期以来瑶族过

着隐居深山、以狩猎为生的生活，瑶族民族个性是十分鲜明

的，并且一直保持着原有的语言、习俗、信仰、服饰、刺绣

等。瑶族，以创世图腾分，包括盘瑶、布努瑶和茶山瑶三个支

系。盘瑶源自以盘瓠为始祖图腾的盘瓠蛮。盘瓠蛮主要分布在

湖南西北部至广西、贵州东部山区，又称五溪蛮。盘瓠蛮向东

向南迁移后形成苗族、畲族和盘瑶。瑶族是中国华南地区分布

最广的少数民族，是中国最长寿的民族之一，传说瑶族为盘瓠

和帝喾之女三公主的后裔 。贺州瑶族均为盘瑶，盘瑶进入广西

贺州经历了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南宋末年三次大规模迁

徙，而小的迁徙则千百年来反复不断。

作为广西贺州目前我国较大的瑶族聚居地之一，贺州瑶绣

装饰纹样是瑶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2006年，以

青、黄、红、白、黑五色瑶绣为基础的瑶族服饰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

视。贺州的旅游业旺盛，但在旅游纪念品之中还没有一组完整

的、能体现贺州瑶族文化特色的产品。作为旅游纪念品，必须

突出浓厚的地域特点和文化气息，贺州瑶绣装饰纹样图形元素

恰恰迎合了当地的文化特色，通过对瑶绣装饰纹样的提取，重

构、整和，运用到旅游纪念品中，在表现形式、造型设计、艺

术风格和寓意传承等方面进行分析，让瑶绣工艺品更好的传承

应用，并开发、创新旅游纪念品。

二、瑶绣装饰纹样在“瑶韵”品牌纪念品中的应用

在进行“瑶韵”品牌纪念品设计之初，首先要通过收集资

料，进行实地调研，深入到瑶族聚居地进行实地考查，了解该

区域的地域风情、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好的工艺品需要传统

的艺术精粹，需要蕴藏着深刻的文化积淀、民族心理情感、风

俗习惯、审美观念及审美情趣。了解工艺品制作的工艺、制

作过程、用途；了解市场上对工艺品类的受众人群等。对工艺

品进行全面的策划，从形态的规格尺寸、形态的造型、材料、

色彩、图形和文字都要和工艺品的属性与用途相适合。其次要

到相关旅游景区去搜集有关跟该产品类似的资料，该工艺品所

适合的人群，销售价格等；再次由于要通过工艺制作而呈现出

瑶绣装饰纹样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
梁观光       （贺州学院       542899）

      图3 唐建陵—虚拟现实复原图/田泽同

四、总结

唐代帝王陵墓使唐代社会历史的见证，是极为丰富的唐代

文化艺术的宝库，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旅游资

源，其浓缩了唐王朝290年的历史精华，揭示了有唐一代从兴盛

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和原因，丰富了唐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为

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和文化艺术成就，弘扬名族文化，开发文物

古迹资源服务于当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数字信息

化进入我们的生活，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已经离不开影像媒介。

虚拟现实作为一种新型影像传播符号，已经渐渐成为了影像艺

术的主流，有助于人们直接了解唐代的文化发展历程，大大增

强了对唐陵雕塑的艺术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在历史文

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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