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云冈
2023年 8月 18日 星期五

责编 梁有福 版式 赵喜洋

06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 2023 年 8
月 24 日至 27 日，2023 云冈文化遗产智
慧数据与数字人文研究论坛将在世界

文化遗产地——云冈石窟举办。
本次论坛由云冈研究院与中国古

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中国

测绘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大
同市文物局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携
手构建文化遗产开放数据，大力促进数
字人文研究”。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博界、图情界等文
化遗产机构的智慧数据建设与开放利
用问题，分享数字人文研究领域最新的
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以推动中国文化
遗产的数字数据更好地活化利用，促进
人文社科研究。

本次论坛的议题共有 11 项，分别
是：

1.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方法与技
术；

2.基于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数字

人文研究；
3.文化遗产智能计算与活化利用；
4.文化遗产智慧数据的建设与管理；
5.文化遗产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
6.文化遗产数据的语义表示、语义

增强、数据模型；
7.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开放获取

与FAIR原则；
8.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建档与长

期保存；
9.文化遗产数字资产的开发与利

用；
10.数字遗产、数字记忆与数字连

续性；
11.数字展示阐释与活化利用。

构建文化遗产数据 促进数字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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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全景

云冈礼佛大道

《中法人民永恒的友谊》 陈晓钊 作油画

2019 年 4 月，巴黎圣母院塔楼被大
火吞噬；2021 年 10 月，平遥古城城墙内
墙在强降雨中局部坍塌……痛心疾首
之后，人们也清楚地明白，文物是不可
再生资源，承载千年记忆的文物一旦被
毁再也无法重现往日光辉。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始建

于北魏和平初年，历经 1500 余年的风
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石窟大多数石刻风
化严重、洞窟整体稳定性极差，石窟面
临极大的保存风险，随着近代工业的发
展，石窟劣化速度明显加快。

为保留文物最初的信息，还原其历
史风貌，包括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

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云冈研究院在内，各
大文博院馆和文物保护单位正以数字
化为工具，实现文物保护与文化研究的
齐头并进。

数字化为云冈石窟插上翅膀

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
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
首次把数字化技术中的计算机技术应
用于民族部落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后
期，我国学者开始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
文物保护领域的研究。

云冈研究院是从 2003 年开始涉足
文物数字化领域，2005 年，云冈石窟外
立面采集成功，完成了云冈石窟第一张
厘米级精度外立面正射影像图，并绘制
了第一张外立面线图。2007 年，云冈
研究院承担山西省科技攻关项目“云冈
石窟数字化工程示范研究”，该项目是
山西省第一个文物数字化科研项目。
2012 年，专业的数字化研究科室云冈
数字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云冈石窟数
字化研究工作进入了系统研究阶段。

目前的“数字云冈”，是以数字化
为基础的信息化、智能化的统称，目标
是要以科学记录、融合翻译、智慧发展
为理念，实现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续
利用。

云冈的“数字化”已经实现了石窟
本体形变监测。2012 年，云冈研究院
承担的山西省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
究课题《石质文物风化速度定量测定研
究（以云冈石窟第 9、10 窟为例）》，采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石窟风化速度进
行监测，开创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并
首次定量描述了砂岩质文物表面的风
化速度，对未来石窟寺文物风化的研究
和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除文物保护外，近年来，云冈研究
院通过多种技术，实现了石窟“活起来”

“走出去”。

文物活化，从只可远观到“走
出去”

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阻挡了众多
游客出行的步伐，然而实景旅游受到冲
击，网上虚拟旅游却迎来了春天，一时
间，网络直播成为文博馆连接游客的最
好方式。有数据显示，2020 年 2 月 8 日
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当天，有 14 万网
友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上虚拟“云”游了
云冈石窟。

游客坐在家里，在手机上在虚拟的
景区内不断切换页面，近距离观赏云冈
石窟内高高低低的洞窟由远而近，洞窟
顶部及石雕人物造像清晰可见，360 度
感受石雕艺术的魅力，这正是云冈石窟
数字化进程中落地的关键一环。

同时，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
传承中的优势，云冈石窟运用 VR 等高

科技手段，让文化遗产从现场延伸到了
线 上 ，历 经 千 年 的 石 窟 艺 术 走 上“ 云
端”，继而走向世界。

2017 年开始，经过 3D 打印，云冈
第 3 窟被成功复制，落户青岛，完成世
界上首例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原比例复
制工作，成为中小学的教育基地。2018
年，第 18 窟复制窟落户北京建筑大学
大兴校区，成为云冈在京对外宣传窗
口。同年，3D 打印的第 13 窟七佛造像
亮相福州第八届博博会，是云冈石窟第
一个成体系的数字化成果展览。2019
年，开展山西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
制作云冈石窟 18 窟多人 VR 展示系统，
是云冈石窟第一个高精度的多人模式
沉浸式体验系统。

2020 年，云冈石窟第 12 窟音乐窟
3D 打印窟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馆
开启了“行走世界”的第一步。同年底，
3D 版第 12 窟“音乐窟”又从浙江“走”
到上海，开启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的
第二站。

而在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
展 厅 ，戴 上 VR 体 验 设 备 ，一 座 座 石
窟、一尊尊雕像真实地呈现在游客眼
前，让人们感受到数字云冈石窟的恢
弘和精彩。

发力文物资源汇聚的最强平台

提到正在飞速发展的“数字云冈”，
就离不开先进的计算设备，建设数字文
博工具平台成为云冈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最大程度保护石窟的完全信息，
是当今文物保护的最大难题。云冈研
究院开始三维数字化采集模式，通过增
加全站仪、扫描仪等，利用多平台，多种
传感器，建立了全方位空间信息，实现
石窟的数字化采集，并预计在 2031 年
实现云冈数字化全面覆盖。

2021 年，山西创建的数字云冈先
进计算中心建成，每秒 234 万亿次的计
算能力，是全国文物系统唯一的先进计
算中心，未来，云冈研究院将在“数字云
冈”先进计算中心基础上，与石窟信息
保全相关联，运用知识图谱、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建设石窟资源平台、监测预
警平台、虚拟修复平台，实现对专业用
户的服务；通过云上云冈（公有云）推进
智慧文旅融合，为公众用户提供满意的
服务。

数字化手段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给公众提供解锁文博院馆的新方式,也
为文物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一
种新思路。就像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
护中心副主任何勇所说：“以时间轴作
为纽带，以考古艺术为基础，对未来做
预防性保护，让保护、弘扬和研究三架
马车，共同致力于文化的传承，这正是
数字化保护带来的意义。”

据《文旅中国》

云冈石窟耗时二十年打造数字化宫殿

四方四佛，指的是东、西、南、北
四方地域皆有佛：

东妙喜世界阿闲佛，
南方欢喜世界宝相佛，
西方安乐世界无量寿佛，
北方莲华庄严世界微妙声佛。
在 云 冈 ，这 种 佛 教 题 材 均 以 中

心 塔 柱 面 向 四 方 各 雕 一 立 佛 来 表
现。第 6 窟中心塔柱上层四面，第 11
窟中心塔柱下层四面都雕刻出高大
的四方佛像。

四 方 四 佛 造 像 在 云 冈 的 数 量
虽 然 不 多 ，但 仅 有 的 两 处 都 塑 造 在
两 个 大 型 洞 窟 之 中 的 中 心 塔 柱 四
面 ，不 仅 贴 切 地 表 现 了 佛 经 中“ 四
方 有 佛 ”的 意 义 ，而 且 便 于 人 们 观

看和礼拜。
第 6 窟是云冈石窟中期开凿的

富丽堂皇的洞窟，洞窟内容丰富，造
型变化有序，装饰华丽精美，堪称云
冈 第 一 伟 窟 。 窟 内 中 心 塔 柱 高 15
米，直抵窟顶，为云冈石窟最高的佛
塔，其规模之大、雕饰之佳，技艺之
精 湛 ，是 云 冈 中 期 洞 窟 中 雕 刻 难 度
最大的一项工程。第 11 窟内中央为
中心塔柱，是典型的塔庙窟，塔柱分
三层，第一层四壁各雕一立佛，为四
方四佛，塔柱上层亦四面开龛造像，
塔 顶 四 角 雕 山 花 蕉 叶 ，中 雕 阿 修 罗
像 。 四 方 四 佛 在 佛 教 中 意 义 重 大 ，
古代工匠将其刻画得庄严无比并置
于重要位置的原因正在于此。

云 冈 四 方 四 佛
付洁

云冈第 11窟中心塔柱

尊敬的游客朋友：

入夏以来，云冈游客量持续加大，
每日达到 2-3 万人，致使洞窟内温湿度
明显升高，二氧化碳含量较往年升高
32.8%，PM2.5 均值较往年升高 20%，凝
结水对洞窟安全形成的潜在威胁日益
增大。

为确保云冈石窟文物安全，经评
估研究，决定从 8 月 16 至 8 月 30 日，对
第 5 窟和第 6 窟实施隔天轮流开放的
临时管控措施。

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云冈研究院
2023年 8月 15日

云冈石窟景区关于第云冈石窟景区关于第 55、、66 窟实施轮流开放的公告窟实施轮流开放的公告

观众参观 3D 版云冈洞窟

3D 打印的云冈七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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