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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通过大遗址区古物、古建筑布局数字化的建设，改变传统的遗址古物、古建筑受自然灾害、

人类活动、环境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保存和查询困难的现状；通过大遗址区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建设，

改变传统的遗址保护与展示方式多以原貌展示、覆土保护等方式为主的思想。为利用数字技术在虚拟环境

中进行不同文化层的对比，以获得更精准的遗址历史文化信息提供建设思路，为大遗址区文化资源可观赏

性和可读性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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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tradi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buildings are difficult to preserve and search for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human activities，environmental changes，and other factors through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layout of ancient relics and buildings in large archaeological sites；Through the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large archaeological sites，the traditional way of

protecting and displaying archaeological sites has been changed，which mainly relies on displaying

their original appearance and protecting them with soil cover.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compare

different cultural layers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provide construction ideas for obtaining more

accura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the site，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viewing

and readability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large si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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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21 年“十四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在《大遗址保护利

用专项规划》中提出：我国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还有深层次问

题，考古研究投入不均衡，总体基础薄弱；保护利用理论研

究和科技引领不够，科研成果转化滞后。”由于东方遗存多为

土遗址，观赏度低、易遭到破坏与侵蚀，目前我国在融合东

方土遗址特征与西方遗址展示手段方面做了很多有效探索，

为国际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仍缺少对既有遗

址展示设计经验的梳理与总结，缺少对设计方法的系统性研

究，导致遗址展示设计难以形成专业的“操作指南”。

（二）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发布了《历史遗址法》、70 年代

制定了《文物保护法》，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为大遗址的保护奠

定了基础，为之后的遗址保护与自然资源保护也开辟了先河；

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制定了《古都保存法》，目的是保护境

内有益历史环境风貌、营造自然环境、人工建筑以及历史遗

迹等；希腊 20 世纪 70 年代，由建筑学、历史学等领域的

顶级专家学者组建成“雅典卫城保护委员会”，提出“雅典卫

城修缮计划”，对雅典卫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缮；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至今经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英国世

界遗产共有 31 项。

如图统计了截止到 2023 年底中国知网包含“大遗址”篇

名的文献，可知：文献从 2005 年开始逐渐增多，在 2009 年

达到顶峰 240 余篇，之后呈波动状态，但均在 100 篇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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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大遗址”的研究在我国一直是个

热点话题，有很多学者为其做出了贡献，但将“大遗址”与

“数字化”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有限，还有待进一步总结反思。

二、大遗址复兴工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技术应用的局限性

三维扫描和图形建模软件的应用可能受限于硬件设备的

成本和可用性。高精度的数字化技术可能需要专业的操作和

维护人员，这可能涉及到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的问题。数字

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需要有效的管理和存储，涉及到数

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并且需要确保数字化信息的长期

可访问性和兼容性，防止数据丢失或过时。将信息学、文化

学、地理学与建筑学等多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解决不同学

科间的方法论和术语差异。跨学科团队的协作可能面临沟通

和协调的挑战。

（二）用户接受度和参与度

公众可能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不同，需要通过教育和推

广活动提高用户参与度，且虚拟展示可能无法完全替代现场

体验，还要考虑如何平衡线上线下的展示方式。可能涉及到

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和使用权问题。务必确保数字化内容的

合法使用和传播，避免侵权风险。

（三）资金和资源的投入

数字化项目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设备采购、

软件开发和人员培训等。项目可能面临资金不足或资源分配

不均的问题。数字化项目涉及到复杂的时间管理，务必确保

各个阶段的工作按时完成。项目进度还可能受到意外因素的

干扰，如技术难题、人员变动等。

（四）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

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平衡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需求，

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考虑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促进当地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要考虑到环境和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

影响。要有应对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的策略，确保数字化成

果的长期稳定性。

三、推动大遗址文化建设新模式

（一）推动数字化技术—构筑遗址文化记录与保存的新

模式

在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正逐渐

成为主流。通过引入高精度的三维扫描技术和先进的图形建

模软件（如 BIM 技术），我们能够对遗址中的古物进行精确的

数字化记录和虚拟修复。这一过程不仅能够生成详细的三维

模型，还能够在不接触原始文物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深入研

究和分析，大大降低了传统修复方法中可能对文物造成的损

害风险。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管理突破了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例如，通过数字化手段，

我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重建大明宫遗址的原貌，让公众即使

在遥远的地理位置，也能通过互联网访问和体验这些珍贵的

历史遗迹。这种虚拟展示方式不仅为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新的

途径，也为文化遗产的传播和教育开辟了更广阔的平台。更

重要的是，数字化技术推动了文物与遗址保护理念的革新。

保护工作不再仅仅是对现有文物的静态保存，而是转向了对

文物背后文化内涵的动态发现、挖掘和扩充。通过数字化手

段，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艺术价值和社

会意义，从而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活化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和形式。这种以数字化技术为驱动的新型保护模式，无疑将

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采用数字化技术—构筑遗址布局视觉听觉的新体

验

在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播领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正引

领一场革命。通过采用三维动画技术，我们可以生动地再现

大明宫遗址等历史建筑的辉煌景象，为观众提供一种超越时

空限制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技术不仅能够重现遗址的昔日荣

光，还能够通过虚拟漫游系统，让观众在数字空间中自由探

索，感受历史的深度与文化的厚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

得遗址布局的视觉和听觉体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利

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我们可以构建一

个多维度的展示平台，通过交互式的内容设计，让观众在不

同的场景中获得更加直观和震撼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限于

视觉和听觉，还能够通过触觉、动作捕捉等技术，实现更加

全面和真实的感知。此外，数字化技术还推动了新网络空间

体系中大遗址地域文化与虚拟交互系统的结合。通过互联网

平台，我们可以将传统的展示方式与新型媒介相结合，实现

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这种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

体验体系，不仅能够提升文化遗产的展示效果，还能够扩大

其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总之，数字化技术在构筑遗址布局视觉听觉的新体验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改变了文化遗产的展示方

式，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教育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化

技术将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应用数字化技术—构筑遗址资源传播与推广的新

服务

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结合大明宫遗址的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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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多平台多措并举的方式传播西安大遗

址无形的文化内涵；以短视频平台作为西安大遗址文化传承

与传播的主战场、突破口，对大明宫遗址的宫殿建筑文化、

皇家园林文化、文学艺术、科技文化及唐朝的文化、生活等

内容通过创新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激活蕴藏在大遗址文化

中的传承基因，运用更多的展示手段去创造更多能够体验古今

文化交融、时代变迁以及符合现代人们生活追求的新服务。

四、数字化视域下西安大遗址虚拟展示与保护应用价值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遗址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保护与传承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不仅能够为我们解读大遗址的演变规律提供新的

视角，还能够通过新媒介的虚拟展示，揭示遗址背后地理环

境、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内涵。

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路径创新，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对大遗址的地理信息

进行精确的测绘与分析，构建起遗址与其周边环境的数字化

模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遗址在历史时期的地理优势和

自然环境对其发展的影响，还能够揭示遗址在不同历史阶段

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例如，通过分析大明宫遗址的布局和

结构，我们可以了解到唐朝时期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建筑技术。

这不仅使得公众能够在虚拟空间中体验遗址的辉煌，还能够

增强其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其次，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可以将信息学、文

化学、地理学与建筑学等多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打破传统

的以静态视角研究遗址风貌特征的局限。这种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全面挖掘大明宫遗址区无形文化资源

的科考价值。例如，通过分析大明宫遗址的建筑艺术和装饰

风格，我们可以了解到唐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审美趋势。

此外，数字建模和三维可视化技术的应用，为大明宫遗

址的虚拟展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构建遗址的三

维模型，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现大明宫的辉煌景象，让

公众能够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情况下，直观地感受到遗

址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这种虚拟展示方式不仅能够增

强公众的体验感，还能够激发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和保护

意识。此外，通过分析大明宫遗址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格，

我们能够洞察唐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审美趋势。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科学制定大遗址区文

化资源活化的相关决策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对遗址价值的深

入挖掘和活化方式的探索，我们可以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

供更为科学和合理的方案。例如，通过分析大明宫遗址的历

史功能和现代城市需求，我们可以提出遗址保护与现代城市

建设相结合的策略，实现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和谐共生。

五、结语

在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大遗址的保护与传承工

作正迎来革命性的变革。通过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手段，我们

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大遗址的演变规律，还能够创新性

地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

实的基础。数字化技术使得大遗址的地理环境、经济技术和

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关联与内涵得以清晰展现。通过构建

数字化模型，我们能够精确地测绘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分析

其历史时期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技术水平，从而揭示遗址在不

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打破了传统的研究局限，使得我们

能够全面地挖掘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为遗址的虚拟展示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总之，数字化技术在大遗址的保护与传承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

法和视角，还为遗址的保护、传承和活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更好地挖掘和传

承中华文化，为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将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

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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