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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宫”：

智能技术落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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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激活文物价值

在故宫博物院馆藏 186 万余

件文物中，绘画类文物一直备受

观众关注，但因这类文物非常脆

弱，每年展出数量和展出持续时

间有限。对此，故宫今年对 2015

年“数字故宫”项目组发布的“故

宫名画记”进行全新升级。故宫

博物院资料信息部数字项目负责

人孙竞表示，此次改版升级令珍

贵绘画藏品增至 345 幅。数十亿

级像素超高清影像和流畅的缩放

体验，不但能让观众用更精细的

方式一览故宫藏画，还能通过标

注、收藏等方式，建立属于自己

的“私人藏画馆”。“相比过去的

相机扫描模式，在我们引进高精

度扫描仪后，有效避免了拼接过

程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各 种 问 题 。未

来，我们计划每月更新 50 幅作

品，最终将故宫所藏绘画藏品全

部呈现给观众。”孙竞说。

如果说“故宫名画记”解决了

平面类文物的难题，那么立体类

文物又该怎么办呢？登录故宫博

物院官网，点进“数字多宝阁”页

面，观众可零距离 360 度“触摸”

文物并与之互动。此外，“数字多

宝 阁 ”还 提 供 了“ 聚 珍 赏 粹 ”功

能，高精度的三维数据全方位展

示文物的细节和全貌。

如何更好满足故宫文化爱好

者和专家学者欣赏、学习、研究文

物的需求？“数字文物库”正在以扩

大资源开放力度的方式激活数字

文物的价值。“在故宫博物院公布

186 万余件藏品基本信息的基础

上，我们首批精选5万件高清文物

影像进行公开，未来这个数字还将

不断刷新。随着故宫186万余件文

物信息分批、逐步地完整开放，也

将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孙竞说。

传统建筑焕发新活力

在“数字建筑”方面，故宫博

物院官网全新改版上线的“全景

故宫”已涵盖故宫所有开放区域。

打开网页或是手机，空无一人的

壮美紫禁城尽收眼底，调整到VR

模式便能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

据了解，2015 年启动的“全景故

宫”项目利用360度全景摄影方式

呈现了无人的故宫，今年完成的

升级又通过 884 个全景点位、5 万

多张全景照片以及VR设备支持，

呈现了故宫的更多视角。“‘全景

故宫’用全景方式记录了我们这

个时代的故宫，也给后人留下了

珍贵的影像记忆。未来，‘全景故

宫’还将通过记录不同季节、天

气、时间里的故宫，为古建筑打上

‘时间的烙印’。”来自故宫资料信

息部摄影组的朱楷说。

为了让观众对故宫古建筑有

更深的认识，故宫博物院第一款以

建筑文化为主题的 APP“紫禁城

600”闪亮登场。作为“故宫出品”

系列 APP 的最新作品，这款 APP

以扁平化的风格绘制出故宫的平

面地图，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紫禁

城的建筑分布，此外还兼具日夜切

换的功能，可以白天看建筑、晚上

听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款 APP

中呈现的权威建筑知识都经过故

宫古建专家审核。“这款APP还可

以通过答题方式回顾自己看过的

建筑，引领用户学习建筑知识和它

背后的宫廷故事，在不断闯关中走

近故宫、了解故宫。”朱楷说。

故宫首款建筑主题微信小程

序《故宫：口袋宫匠》将故宫殿宇

上的脊兽化身为可爱的“紫禁城

建造小分队”，在这款由“数字故

宫”项目组与腾讯团队历时一年

打磨的小程序里，呆萌的画风中

穿插了很多建筑小知识，借助游

戏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吸引更

多年轻人关注文化遗产、了解建

筑文化、守护中华文明。

服务观众融入时代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

神文化需求有了更多追求，“为博

物馆赴一座城”正成为一种全新的

旅游方式。在文旅融合大趋势下，

观众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核心服

务对象，为观众提供更好的数字文

化服务也成为“数字故宫”团队的

重要使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博

物馆有温度、让历史活起来，吸引

更多人关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数字

项目负责人叶祎珮说。

2018 年“5·18 国 际 博 物 馆

日”当天，故宫博物院第一个移动

端导览——“玩转故宫”微信小程

序上线，这款深受观众欢迎的导

览小程序也已升级，为观众提供

了更便捷的故宫行前规划方案。

“此次升级版中增加了 AI 导览助

手，包括语音、文字等交互形式，

提供导览问询一站式服务。未来，

‘数字故宫’将继续探索把人工智

能技术更好地落地于博物馆，为

观众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

服务。”叶祎珮说。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近

日举行的“数字故宫”新产品发布

会上说，在当前全新的数字时代，

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

“数字变革”，信息技术应用于各个

领域，博物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这些数字产品是‘数

字故宫’基于近 20 年发展的一次

厚积薄发，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深

入探索。”他说。

（据《中国文化报》）

咻！手机前的你瞬时化身为宫

廷建造大师，骑凤仙人、宫廷御猫

陪伴你左右，太和殿屋檐上的那 10

只脊兽也组成“紫禁城建造小分

队”，收集材料、建筑构件、搭建宫

殿，故宫一起造起来。铜缸、嘉量、

日晷、金柱……玩家还可以在收集

文物的过程中，探索文物背后更多

有趣的历史事件。

在近日举办的数字故宫发布

会 上 ，这 款 由 故 宫 博 物 院 和“ 腾

讯追梦计划”联合推出的《故宫：

口袋宫匠》功能游戏正式上线。10

大 宫 殿 场 景 、50 多 种 室 内 外 陈

设，都是经过故宫专家精心挑选

和严格审核的，玩家不仅可以自

己练就“云造故宫”精湛技艺，还

能约战好友切磋一番。有网友感

叹“古人的建造智慧”，更有不少

人 被 挠 到 痒 处 ，“ 想 去 故 宫 修 文

物 ”。故 宫 建 筑 文 化 ，借 助 轻 科

技，完成一次轻传播。

这 是 人 们 熟 悉 的 那 个 故 宫 。

600 岁的故宫，早已一改严肃 、古

板的面孔，借助科技将自己打造

成一个超级网红。“故宫猫”吸粉

无 数 、“ 朕 已 阅 ”胶 带 纸 热 卖 、各

色口红手慢无……如今出现在公

众 视 野 中 的 ，是 一 个 越 来 越 年

轻、越来越亲民的超级大 IP。《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让 更 多“ 文 化 的

相遇”得到成全，《上新了，故宫》

让沉睡的文物通过独特的方式得

以激活……古老故宫的典雅丰富

和深沉力量无法遮蔽，它就这样

一脚踏进人们的心里。

传统文化如果不与时代连接，

不与人联通，就是“死”的，只能是

一堆空洞的符号和呆板的素材。古

老文化只有“活起来”，可知可感、

可亲可近才谈得上被了解，也只有

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兴趣和敬畏。

以故宫为代表的文博院馆要与时

俱进、再次焕发活力，关键是创造

机会与“新人类”实现“文化的相

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文

物 说 话 ，让 历 史 说 话 ，让 文 化 说

话”，既是“说话”就有对象，古老文

物穿越时空要倾诉的对象，自然就

是我们今人和后人。

根据故宫公布的数据，80 后、

90 后已成为故宫博物院游客的主

力，30 岁以下游客占 40%。故宫文

创在为产品目标用户画像时，也将

其 年 龄 设 定 为 35 岁 以 下 的 年 轻

人。复盘故宫的网红进阶路，不难

发现它确实“投其所好”——为青

年一代投以更多心思，比如写“萌

萌哒”的段子，比如上综艺，再比如

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推出多款游戏。

不过，这种“投其所好”，建立在对

年轻人接受心理与消费习惯的严

肃研究之上，它瞄准的不仅是眼前

的经济效益，更意在通过年轻人接

受的“玩法”吸引青年一代加入到

文化内容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来，而

这也才是传统文化传承不绝更坚

实的支撑。

《子 曰 诗 云》让 人 在“ 连 字 成

诗”的娱乐中感受传统诗词之美；

《尼山萨满》用代码建构出一个来

自少数民族的文化世界；《榫接卯

和》让人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这一古

老技艺……更多兼具娱乐功能和

正向社会价值的产品先后出现，科

技的助力，让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传播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类有

趣、有味、有料的创意产品，创新了

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让情感实

现联通，让文化完成抵达。

就在此次数字故宫发布会上，

故宫新“掌门”王旭东说，走进数字

时代，置身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变

革”，“信息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

博物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科技的力量，既体现在故宫 20

年数字化的孜孜探索中，也闪现在

小体量、有趣有料的创意游戏及应

用上。无法想象，没有了科技支撑

的故宫，如何将壮美“交给下一个

600 年”。数字故宫发布会上的气

象，带给人们更多遐想和憧憬。

数字故宫带来更多“文化的相遇”
莫洁

牧场晨曲 胡智慧（安徽）摄

酒糟嫩姜
钟燕

读汪曾祺的《故乡的食物》，引了

一段《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

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

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

具”，每每读到这里，便倍感朴实亲切。

郑板桥是江苏兴化人，汪老的家

乡在高邮，风气相似。我的家乡浙江

泰顺也有吃姜的习惯，只是做法与二

位先生的家乡有所不同。兴化、高邮

的是酱姜，而我的家乡则是用红酒

糟、糖、醋浸泡腌制而成的酒糟嫩姜。

新姜上市时节，去菜场挑选新鲜

的嫩姜来做这道爽脆开胃的小食，最

好不过。嫩姜和老姜区别明显，新鲜

的嫩姜皮色黄中透粉，像少女的纤纤

玉手，点着一抹淡红的蔻丹。鼻尖凑

近一闻，便传来奇特的芳香，这正是

生姜辛辣成分中的一种物质——姜

油酮散发出的气味。

选好新鲜的食材，只是第一步。

制作这道家乡风味小食最要紧的材

料就是酒糟。家乡人喜欢用酒糟烧

菜，特别是做红烧鱼、红烧肉时，在锅

里加入一勺酒糟，就像起了神奇的化

学反应，锅中立刻香气四溢，菜品色

味更佳。酒糟也被家乡人应用到了这

道小食制作之中。嫩姜经过晾晒，用

盐拌匀后，便加入酒糟拌匀，然后加

入糖、陈醋，放入容器内压实后浸泡

腌制数月，待彻底入味后便可食用。

小时候的我总是没等到日子，就

迫不及待地偷偷打开盖子，挖出一

两块姜尝尝鲜。一入口，陈醋的酸味

充满了整个口腔，不由得口中生津，

连一个个味蕾都变得异常敏感，以

门齿轻轻咬下一块，一股辛辣的味

道便占据了舌尖，不由得再咬一口，

辣味变得更加直接而猛烈了。就这

么一口接着一口，吃到嘴里不住哈

气，眼泪也流了下来，却停不住口，

真是痛快淋漓。

母亲常说姜是好东西，民间自古

也就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食

欲欠佳时，只需几片腌好的嫩姜，胃

口就能被打开；晕车不适时，几片爽

口的酒糟嫩姜也能让人舒服不少。

一道故乡小食，蕴藏着丰富的情

感，也承载着遥远的记忆，而身在异

乡的我，也正是在这一道酒糟嫩姜

中，体会出了久违的故乡味道……

近日，由湖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株洲市政

府主办的 2019 年湖南

夏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在

株洲市攸县开幕。

此次旅游节以“锦

绣 潇 湘—— 悠 游 古 攸

州 清凉酒仙湖”为主

题，将持续至 8月 2日，

包括水上嘉年华、湘赣

边区文化旅游商品展销

会、攸县美食展示品尝、

湘赣边文化旅游推介

会、大湘东文化旅游合

作联盟工作会、焰火·酒

仙湖之夜等九大主题活

动，并配套举办“味道攸

州”“清凉攸州”“悠游

攸州”“文韵攸州”4 项

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攸

县的秀美风光、乡土人

情、民风民俗和特色产

业，助推湖南乡村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深化湘

赣两省文化旅游互动。

开幕式上，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为大湘东文化旅游合作联盟轮值

单位攸县授旗，并发布了2019年湖

南省暑期特色旅游产品，包含红色

研学游、非遗文化游、清凉避暑游

等7条主题线路，囊括全省61个景

区（点）。

据了解，自 2016 年以来，湖南

按春、夏、秋、冬四季，突出“花季春

游”“清凉世界”“金秋彩林”和“冬

游湖南”等主题，举办了 13 届乡村

文化旅游节，已成为扩大乡村文化

旅游新产品供给、展示和营销乡村

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平台，在统筹

城乡发展、促进脱贫攻坚战略实

施、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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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汉字风采专题展开幕
传承“汉字之美”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记者

史竞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的新

时代汉字风采专题展 24日在北京开

幕。本次展览汇集了最新的汉字字体

设计、应用及衍生产品，通过丰富的

展示和互动活动，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呈现汉字的音、形、意之美。

据介绍，该展览由上海印刷（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

限公司、汉仪字库、北京科印传媒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900 平方

米的展区分为四大专区——“活字生

香”专区、方正电子专区、汉仪字库专

区以及公共互动专区，寓教于乐，让

观众重新认识汉字，品味汉字之美。

此次展览，方正字库展示了百款

精品字体，并介绍了正在推进的“中

华精品字库工程”。该工程计划用 5

年时间，将中国历代经典书法名家名

作 100 种开发成电脑字库。展览上，

观众可欣赏到部分书法精品字库，一

睹名家风采。

运用了北京大学人工智能辅助

字体生成技术研制出的“手迹造字”

也在展览上亮相。通过这款字体创作

软件，用户只需在纸上或电子屏幕上

书写100字，即能生成专属于自己的

字库，让大家在移动互联时代，重温

“见字如面”的感受。

展览特别设置公益宣讲区“汉字

课堂”，科普汉字知识，解读汉字的历

史文化内涵，传承汉字文化。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

群，故宫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珍贵

的文化遗产。如何利用好丰富

文物资源，为公众提供更好的

服 务 ？如 何 在 原 有 的 采 集 方

式、展示手段、内容挖掘基础

上进行不断优化？近日，故宫

博物院集中推出 7 款数字产

品 ，或 换 新 升 级 ，或 全 新 亮

相，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

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资源，

并围绕这些数字资源展开保

护、研究和利用，让实体故宫

与其收藏文物既能紧密关联，

又 能 够 脱 离 实 体 ，在 任 何 时

间、空间被公众感知，成为一

座超越时空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