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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为文化传承插上“数字翅膀”

编者按：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蕴藏丰厚，无数文物、遗址、风俗、手工艺等文化资源背后都有一段

传奇的历史。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许多文化资源正面临着无人问津或失传的危险。可喜的是，
数字技术的出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它不仅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展示方式，还可让观众
身临其境，与其互动。然而，要使现代数字技术真正激活传统文化，仍需在数字技术创意的深
度与广度上做出努力。相信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传统文化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并以新的形
式滋润当代人的心灵。

为文化传承插上“数字翅膀”
标题即观点，运用比喻，
形象生动。

①最近，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式发布“当古窑址遇上
AR 新科技”产品，游客只需在移动设备上下载专门的 APP，现场
扫描导览图，就能再现 800 年前的龙窑烧制场景。通过数字技术，
让古窑址“活”起来，如今，文物正通过科技手段获得“重生”。

开篇由浙江杭州南宋官
窑博物馆正式发布的
“当古窑址遇上 AR 新
科技”产品引出数字技
术的话题。

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许多文化资源——无论是语言、
文字、风俗、传说，还是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正面临着流
失乃至失传的危险。如何把历史文化传承下去，是所有国家都面
临的共同挑战。数字技术的诞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辟了
一条新路。当前，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正
在全世界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我国文博事业与非遗传承要想跟
上时代潮流，就必须抓住数字化机遇，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

重要性分析。论述利用

数字技术传承文化的重

要性。

③数字技术的最大好处是突破时空界限和物理限制。博物馆
的藏品本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走出“深闺”，为社会所共
享。但现实是，博物馆的展馆面积、服务人员等都是有极限的，
不可能满足所有参观者的需求，也不可能把所有展品一股脑全拿
出来展览。如何解决博物馆有限展馆面积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采集文物
或展品的数字信息，打造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就能使观众足不出
户而遍游天下。特别是未来 VR 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可能与人的视
觉、触觉等深度融合，各种以前只能近观而不可把玩的珍贵展品
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在虚拟中触摸，实现全方位、沉浸式、交互
性地参观。这就在实地参观之外创造了替代性选择，对于扩大受
众群体、保护文物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重要性分析。阐述数字
技术的优点之一：可突
破时空界限和物理限
制。

④数字技术还可以提升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水
平。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现在不少博物馆在展品和展厅里设置传
感器，收集观众停留时间和是否拍照等行为数据，以此作为改进
展览的依据。法国卢浮宫用蓝牙传感器采集观众参观行为数据，
分析短期停留和长期停留的参观者的不同参观模式，为治理馆内
拥堵提供决策依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观众
对有文字的展品、图版、成套的文物更感兴趣，驻足时间明显更
长。大数据分析具有准确、客观、简便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
改进服务、提升效率。

重要性分析。阐述数字
技术的优点之二：可提
升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
管理和服务水平。

⑤目前，我国文博与非遗领域应用数字技术的成功经验不少，
比如“数字敦煌”“虚拟圆明园”等，但与观众的需求相比，仍
有较大差距。一些数字博物馆点击率很低，对非遗的记录还停留
在录音录像的初级阶段。应当看到，当前青年一代已经成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在故宫的参观者中，一半以上是 30 岁

现实性分析。数字技术
在文博与非遗领域的运
用与青年观众的需求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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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年轻人。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青年人已经习惯于
从数字化世界中汲取知识。文物与文化遗产“进驻”到数字化世
界里，才能赢得青年人，让历史延伸到更远的未来。

⑥我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也就意味着数字化的工作极其繁
重，因此必须增强紧迫感，加快数字化进程。只有跟上数字化的
时代潮流，才能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提出要求，勉励期待。

来源：2019-05-23 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张贺

【时代警语】
我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也就意味着数字化的工作极其繁重，因此必须增强紧迫感，加快

数字化进程。只有跟上数字化的时代潮流，才能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下列句子中和原文不相符的一项是（ ）
A.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许多文化资源正面临着流失乃至失传的危险。
B.大数据分析具有准确、客观、简便的特点，可以让博物馆等文化场所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
提升效率。
C.目前，我国文博与非遗领域应用数字技术的成功经验不少，但与观众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
D.数字技术的出现，解决了博物馆有限展馆面积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青年人已经习惯于从数字化世界中汲取知识。文物与文化
遗产‘进驻’到数字化世界里，才能赢得青年人，让历史延伸到更远的未来。”根据这段话，
联系自己的学习及生活体验，为文物与文化遗产“进驻”到数字世界里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写成一篇小短文，不少于 3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巩义市高中 张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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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建立文物与公众的“超级链接”

前几天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最好的保护。针对我国
文物修复保护人才匮乏的问题，有政协委员表示，将建设“文物医学院”，培养更多“文物医
生”。代表委员们的建言献策，让更多人关注文物保护利用的话题。

随着近年来文博事业发展带来的博物馆热，人们在领略文物之美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文物
从被发掘到被修复，再到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整个过程。不久前，一个以“修复文物，遇见文明”
为主题的 H5 成了“爆款”。这一新媒体作品展现了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陶三足
炊器，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等 3 件代表性文物的修复过程。网友只要轻触手
机屏幕，就可以“亲手”完成文物的修复工作，从而感受文物修复的独特魅力。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文物知识的普及获得了更多更新的渠道，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
传播方式。2017 年举行的国际建筑博览会上，人们欣赏到了敦煌莫高窟精美的洞窟壁画，同
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莫高窟的人流、壁画实时环境状况，也一同通过数字传输同步呈现；第四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乌镇国际互联网会展中心用三维高清采集、三维打印等技术，将临潼的
兵马俑请到了乌镇，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它，还可以与它亲切握手。

文物作为历史的物质遗存，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精神瑰宝。现在，人们通
过互联网，用更多元的方式感知文物、与文物互动。2016 年底，国家文物部门与中国移动、
腾讯、百度、网易等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通过技术平台的引进，将智慧博物馆由理论推向实践。众多博物馆积
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与公众的“超级链接”，通过门户网站、手机
APP、公众号等多种渠道，集中展示精美文物，讲好文物故事，不断创新文物传播方式。

在文物传播领域，3D 数字动画技术，VR、AR 等技术的运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更
广泛、更多样、更迅捷地传播开来。“阳春白雪”的内容得以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
人心，润泽千里。“修复文物，遇见文明”等文物主题文化产品，就是创新文物传播方式的典
型案例，通过新的媒体样态将文物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立体呈现，进而在历史的经纬上拓宽了人
们对文物的认知。传奇的故事、生动的表达、多样化的参与方式，进一步激发起人们对文物的
兴趣和保护文物的意识，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渴求，无声无息间，
拉近了人们与文物、与历史、与传统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出现，让人们通过精妙的故事、立体的呈现、多元的互动，
认识和了解更多的文物和文物故事，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来源：2019-03-19 《人民日报》 作者：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