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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开展“数字敦煌”的背
景是怎样的？

苏伯民：早在 1961 年，莫高
窟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求做到“四
有”，即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
有科学记录档案、有专门管理机
构。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敦煌
文物研究所已完成“三有”，唯独
欠缺“科学记录档案”一项。在通
过图片采集建立档案的过程中，
发现珍贵壁画有着严重的退化情
况，研究人员意识到为独一无二
的敦煌石窟艺术，建立能长久保
存真实信息的档案是刻不容缓的
一件事。经过不断琢磨，时任敦
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大胆构
想：为敦煌石窟建立数字档案，在
文物界首开先河，开始了莫高窟
数字化实验。

记者：从设想到实现，“数字
敦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苏伯民：“数字敦煌”从最初
构想发展到现在，始终处于一种

“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状态，就是
一直在不断丰富、完善、延展。

20 世纪 80 年代末，樊锦诗
首次提出“数字敦煌”概念，利用
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永久地、高保
真地保存敦煌壁画、彩塑的珍贵
资料，后来在原国家科委、国家文
物局、原甘肃省科委等各级组织
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与相关单
位实施“敦煌壁画计算机存贮与
管理系统研究”“濒危珍贵文物的
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

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
保护中的应用”等科研课题，为莫
高窟数字化突破关键技术奠定了
坚实基础。

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
立数字中心，主要承担敦煌石窟
及相关文物的数字化技术研究与
应用工作，并经过持续不断的试
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如何在复
杂洞窟环境中精确地布光、如何
针对不同曲率变化的壁画壁面获
取高质量的图像、如何控制图像
拼接产生的形变等系列技术难
题，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集合数
字影像采集、色彩管理、图像拼
接、图像定位纠正和数据存储等
的壁画数字化技术和规范。

2014年，数字中心更名为文
物数字化研究所，主要承担不可
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数据采
集、加工、存储、传输、交换和展示
等方面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

2014 年 8 月，“敦煌艺术走
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在兰州开
展，展览首次集中展出数字化成
果，让不可移动的敦煌石窟艺术
在千里之外得到精彩展示，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

2016 年 5 月 1 日，“数字敦
煌”资源库正式上线，敦煌研究院
首次通过“互联网+”形式，向全
球免费共享敦煌石窟 30 个精品
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及全景漫
游，这是敦煌数字化进程中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全世界观众通过
互联网，即可进入古老中国的历
史中；人类文明的宝库，在科技的

帮助下，也真正实现了永远保
存。2017 年，又发布了“数字敦
煌”英文版。

2014 年 8 月 1 日，历时 4 年
投资3亿元打造的莫高窟数字展
示中心投入运营，借助先进的数
字技术，4K超高清主题电影《千
年莫高》和全球首部展现文化遗
产的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
幻佛宫》上映，为有效实现文物保
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探索出一条
新路子。

2022年6月15日，由敦煌研
究院和腾讯成立“腾讯互娱 x 数
字敦煌 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术
联合实验室”；2023年4月18日，
双方联合打造的全球首个超时空
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上
线。这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
来，首次在虚拟世界以毫米级高
精度重现，并以虚拟形式实现了
敦煌藏经洞与“漂泊”海外出土文
献文物的首度“珠联璧合”。

记者：“数字敦煌”是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包含哪些项目和板块？

苏伯民：的确，“数字敦煌”是
一项系统工程。经过多年发展，
敦煌石窟数字保护工程形成了一
整套关键技术，全球上线“数字敦
煌”资源库与“数字敦煌·开放素
材库”“数字藏经洞”等板块和海
量资源。

记者：“数字敦煌”取得了哪
些进展和成效？

苏伯民：截至 2022 年底，完
成了敦煌石窟289个洞窟的壁画
数字化采集、178 个洞窟的图像
拼接处理、162 个洞窟的全景漫
游节目制作、7 处大遗址三维重
建、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5万张
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工
作，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化成果。

依托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
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石窟数
字化技术和培训已经推广到全国
多个省份，并且为新疆、西藏、河
北、山东等9省区市18处文物保

护单位提供了数字化技术支撑。
通过不断总结，将学术、技术、

艺术融为一体，构建了多元异构的
数字文化；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
用新模式，培育了“数字敦煌”品
牌，开创了数字文化新业态。

2019年3月以来，敦煌研究
院与华为携手成立文化遗产虚实
融合技术实验室，共同探索文物
保护科技创新，支撑敦煌研究院
数字化成果活化利用。

2021年10月20日，敦煌研
究院推出“飞天”专题游览线路，为
游客提供虚实融合的全新感受。

2022年，“数字敦煌”入选世
界互联网大会“携手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这是在
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上文
化交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网络
安全保障、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五
大领域 200 余项案例中获选的
12项案例之一。

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创新出以
文化展销、o2o、IP授权为主的多种
形式相结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文
化产业模式，包括丰富多彩、深受
观众喜爱的各类敦煌文创产品。

特别是，经过近40年的探索
和研究，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
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关键技术和
工作流程，承担了多项省部级课题
和项目，并且制定了不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4项行业标准。课题

《多元异构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
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获甘
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记者：众所周知，“数字敦煌”
得到了广泛运用和推广，请重点
介绍一下。

苏伯民：“数字敦煌”的运用，
随着时代发展和“数字敦煌”技术
与内容的不断完善、延伸在不断
变化，我们也始终秉持“永久保
存、永续利用”的宗旨，在再开放、
再利用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首先，通过“数字敦煌”，永久
地保存敦煌石窟艺术信息，加大
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为

人类留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
其次，“数字敦煌”资源有效

解决了美术工作者临摹工作过程
中起稿难、上色难等难点问题，成
为临摹工作重要的辅助工具，减
轻了临摹工作强度，提高了临摹
工作效率。

再次，便捷、高清的海量数字
资源，为国内外敦煌学学者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为促进
敦煌学走向广阔世界创造了便利
条件。

特别是，充分运用“数字敦
煌”丰富资源和先进技术，一方面
实现“窟外看窟”，减轻洞窟开放
压力，有效保护窟内文物、满足游
客体验；另一方面，通过深度挖掘
文化内涵，在国内外举办各类不
同的数字展览，使深藏在敦煌石
窟中的敦煌艺术“活”起来，走出
石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
国门，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华民族
风格的优秀文化艺术，“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截至目
前，已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台
湾、河北等地及美国、俄罗斯等国
举办“数字敦煌”展览30场次。

此外，“数字敦煌”在深入推
进国际合作、积极传播中华文化、
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等方面，也展
现出独特优势。比如，在已经可
随时随地让全世界观众欣赏到敦
煌文化的基础上，再分门别类，配
上各国语言，让全世界观众更加
轻松地欣赏璀璨的敦煌文化，以
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相互
辉映的人类多元文化。还可通过
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结合人工
智能等最新技术和方式，再开发
一些工具进一步助力敦煌学研
究、助力石窟考古、助力文物保
护；再创作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
敦煌作品，更加高效地弘扬敦煌
文化；再研发更多适合推广的中
华文化节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走向更广更远……总之，“数字
敦煌”应用前景广阔，这也是我们
未来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杨亮）在第六届丝绸之路

（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举办
之际，9 月 3 日，由文旅部国际
交流与合作局主办、省文旅厅承
办的 2023 驻华外交官“发现中
国之美”活动走进如意甘肃，来
自泰国、朝鲜、突尼斯、马来西
亚、巴基斯坦、多米尼加和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的驻华大使及外
交官齐聚金城，共同开启 2023
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相
约甘肃活动。

当日，驻华大使和外交官
们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水车
博览园、中山桥，在盐场堡码
头乘船夜游黄河，品尝了兰州
牛 肉 面 、手 抓 羊 肉 等 特 色 美
食，考察了兰州的风土人情，
沉浸式体验兰州丰富独特的

文旅资源。
泰王国驻华大使阿塔育·

习萨目参观完甘肃省博物馆
说：“甘肃省博物馆是一个馆藏
非常全面的博物馆，在这里我
对陶器、丝绸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泰国和中国甘肃的手工艺
品在制作中有着相同的传统工
艺，在兰州感到非常亲切。”

“我是第一次来兰州，这
里的人很热情，黄河也很美。”
突尼斯共和国驻华使馆参赞
阿代勒在参观兰州水车博览
园时，对兰州文旅资源赞不绝
口。

兰州，黄河穿城而过，得天
独厚的自然优势促进了水上旅
游事业的蓬勃发展，黄河游船
特别是“夜游黄河”已成为市民
和游客的乐享项目之一。当

晚，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参赞法
丽娜在乘坐游船夜游黄河时，
拿出手机频频拍照留影，盛赞
黄河之滨的美景。

据了解，参访团于 9 月 3 日
至 7 日在甘肃开展为期 5 天的
参访交流活动，各国驻华外交
官除参观考察外，还将在敦煌
出席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
际 文 化 博 览 会 相 关 活 动 。

2023 驻华外交官“发现中
国之美”活动于3月21日在北京
启动。各国驻华外交官将陆续
走进广西、新疆、河南、河北、甘
肃、福建、浙江、海南八省（区），
深入大江南北、踏访绿水青山，
感受风土民情、感悟中华文化。
此项活动自2021年首次举办以
来，已有来自 68 个国家的 140
余位外交官参与。

2023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活动走进甘肃

让璀璨文化在“数字敦煌”里永久绽放
——访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莫高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
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敦煌文化既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又融合了世界
各民族文化精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美轮美奂，是一
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富矿。

为了让珍贵人类文化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莫高窟人创
新发展，以走在时代前列的“数字敦煌”与时间赛跑，蹚出了一条全
新的道路。近日，记者专访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一同走进
“数字敦煌”的繁华世界。

游览水车博览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