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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古代遗迹的数字化重构的创新设计思维的研究

程薇颖 黄亦心 施悦婷 王心如 张佳慧
上海市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201620

摘� 要：本研究针对中国古遗迹的加速损毁，综合激光扫描、AI修复与VR/AR交互等数字技术，构建融合真实
性、沉浸体验与文化价值转化的数字化重构方法论，并以案例与数据验证其在保护、教育与文创场景中的可行性。研

究旨在为中国古代遗迹的数字时代再生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参照，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存档向动态共享、从单向

传播向交互共创的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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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遗迹是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和非

物质的文化遗产，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中

国，作为一个拥有上千年辉煌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古遗

迹不仅反映了古代广袤地域上各地人类的不同生活方

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还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

科学价值，为现代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

的帮助。

然而，随着当今社会的不断快速发展、由于环境因素

而引起的自然侵蚀、以及许多不当的人类活动，目前，我

国许多古遗迹也正面临着受到破坏或消失的风险。

1 数字化的意义及其现状及意义

数字化遗迹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将实体文化遗产转化

为虚拟数据的过程和结果。通过将正在面临消失或是被

破坏的风险的古遗迹，可以通过三维建模等数字化的方

式将古遗迹进行转化，从而保存文物原有的各种形式数

据和空间关系等重要资源，实现濒危文物资源的科学、

高精度和永久保存，从而使古遗迹脱离地域限制，实现

资源共享，也使人们能够在不出远门的情况下，广泛了解

并参观数字古遗迹，真正成为可以永久保留的古遗迹[1]。*

通过将古遗迹数字化后，能够使其在线上永久保

存，防止因人为或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历史古遗迹的损失

以及破坏。同时，通过数字化古遗迹，也能打破地域限

制，让学者远程通过数字模型，对古遗迹进行研究，或

是让游客远程对其进行参观，减少对实体遗址的干扰，

延长其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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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古遗迹文创化，就是基于古遗迹进行相关文创产

品的设计，通过这些文创周边，能够通过周边产品的可

互动性、限量性、独特性、实用性等特性吸引买家的同

时，提升这些古遗迹文化影响力，同时也能创造出相应

的经济价值。

2 文化创意产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资源为核心、创意转化为驱动

力，通过知识产权运营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

增值。从英国“创意经济”战略到中国“文化+”政策的
推进，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日

本将浮世绘与动漫产业结合，凭借《鬼灭之刃》IP衍生
品创造超过两万亿日元的产业产值，彰显传统艺术符号

在现代市场中的强大生命力；丽江古城借助数字化技术

记录纳西东巴文字并开发AR互动绘本，以游戏化方式吸
引青少年参与，构建“保护—开发—传播”闭环，实现

濒危文化的可持续传承[2]。数字化重构则以毫米级激光

雷达扫描、多光谱成像及AI图像修复为基础，配合三维
打印技术，支持巴黎圣母院火灾后重建、敦煌壁画高精

度修复与摩苏尔博物馆文物“数字克隆”；VR沉浸叙事
在河南殷墟重现商朝祭祀场景，用户通过触觉设备亲历

古代仪式；AR虚实融合在台北故宫《富春山居图》应用
中，将静态山水转化为动态跨时空对话。这些技术突破

打破历史再现的单向输出，以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

题街区为例，结合LED投影与实时渲染，动态复现唐代
坊市昼夜更迭，并通过智能手环触发剧情任务，实现日

均三万访客的深度参与体验；徐冰《地书》项目与故宫

《石渠宝笈》数字长卷则在解构与重组中创造新美学，

赋予传统艺术以无国界的视觉语言。

成功的文创设计必须完成“传统元素—现代需求”

的语义转换：三星堆博物馆推出的“青铜面具冰淇淋”

将文物造型与休闲食品融合，单日销量突破十万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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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研究院与《王者荣耀》的“飞天”皮肤联动吸引逾两

亿年轻用户关注壁画艺术，电影《哪吒2》与泡泡玛特联
名手办于2025年2月14日狂销超一千八百六十万件。基于
用户行为数据的科学决策亦愈加成熟：大英博物馆通过

电商平台评论分析，开发法老系列文具与生活用品，首

月销售额增长三百%；众筹平台预售模式使设计师可根据

市场反馈快速迭代，显著降低开发风险。这一切表明，

文化与技术的深度耦合不仅实现遗产的高精度保存与远程

共享，还能在文创场景中创造超百倍的文化溢价，为传统

文化的数字时代再生提供了全新的范式与方法参照[3]。

3 数字化重构与历史再现的设计理念

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正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进入革命性阶段。借助毫米级激光扫描、多光谱成像

与 AI 修复等非接触式采集手段，研究者能够在保证建
筑形制、材料质感与空间关系等物质特征高度还原的同

时，通过严谨的考证机制确保历史信息的真实性；虚拟

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交互技术则为数字化重构
注入全新艺术表达，使观众超越时空获得沉浸式体验。

数字化重构的最终目标不在于制造完美复制品，而是

构建开放的文化认知平台，让遗产在数字时代焕发生命

力，为公众提供兼具教育性与审美性的多维文化体验。

在此框架下，传统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解构可划分为

三条路径：其一，通过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对纹样与

构件进行轮廓识别与几何分析，实现形态提取并转换为

可编辑的矢量或三维模型；其二，将静态纹样转化为可

编程的交互式 AR 滤镜与现代产品设计语言，完成功能
转化并将传统美学融入当代生活；其三，利用 AI 生成对
抗网络催生全新纹样，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重组其象

征意义，实现语义层面的创新重构[4]。典型案例如大英博

物馆“数字木乃伊”项目：基于高精度 CT 扫描构建的拼
图玩具，不仅让玩家在组装过程中直观认识古埃及丧葬

文化，也完成了考古数据向教育产品的成功转化。面向

市场，2020–2023 年全球数字文创市场以年均 17.3% 的
速度爆发式增长，体验型消费占比提升至 45%，“Z 世
代”占比达 62%，文化溢价空间突破 300 倍；北京大学
针对 1 200 名消费者的调研显示，文化认同感（β = 0.41, 
p < 0.001）、技术易用性（β = 0.32, p < 0.01）和价格敏
感度（β = 0.19, p < 0.05）共同影响购买决策。清华大学
ARIMA 模型预测，至 2025 年中国数字文创市场规模有
望突破 800 亿元，其中数字藏品、沉浸式体验产品和教
育衍生品分别占比 35%、28% 和 22%。这些数据与实践
表明，技术驱动与文化叙事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产业升级

与遗产活化的关键路径[5]。

4 数字化重构与历史再现的技术实践

当代数字化浪潮不仅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再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依

托毫米级三维建模、多光谱成像和人工智能修复等前沿

手段，研究者能够在非接触式采集过程中精准还原古建

筑的形制与材料质感，同时通过严谨的学术考证确保历

史信息的真实性；“数字敦煌”项目便借助激光扫描与

图像拼接技术对莫高窟壁画与洞窟结构进行了高还原度

数字重构，使公众在虚拟空间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壁画艺

术的魅力[6]。更进一步的技术实践还包括虚拟现实与增

强现实的深度融合：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推出的“虚拟导

览”项目利用 AR 技术为观众提供数字增强的信息层，而
吉萨金字塔的虚拟重建则打破空间边界，实现全球远程

参观；在国内，“数字圆明园”项目通过历史文献与建

筑图纸结合 3D 建模与动画制作，成功复现被毁园景，引
发公众对古典园林文化的关注。数字化技术同样在传统

文化符号的现代设计中催生出创新表达：设计师将中国

结纹样进行矢量化提取，融入高定礼服的刺绣与印染工

艺之中，使服装既保留文化底蕴又兼具时尚魅力；榫卯

结构在数字化还原后被应用于现代家具设计，既承袭传

统建筑智慧，又满足当代家居功能需求；汉代瓦当图案

则通过数字提取与现代首饰设计相结合，打造出兼具古

朴韵味与当代金属质感的项链与手链，成为市场抢手的

文创产品[7]。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口红”与“数字文物盲

盒”更在对古代宫廷色彩和流行元素的精准把握下，形

成既富文化内涵又具潮流属性的爆款单品，彰显了技术

与设计的深度耦合对传统文化焕发新生的推动力[8]。

面向消费市场的调查与访谈进一步验证了数字化再

现与文创产品结合的成效：对 18–35 岁年轻群体的问卷
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对文创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表示

欢迎，认为其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价值，还增强了文

化共鸣；在选购过程中，受访者除关注外观设计外，更

重视产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品牌理念，而 AR 试戴与虚
拟展示等数字互动体验则有效激发了参与兴趣与购买欲

望。综上所述，数字化历史再现与文创产品的联动不仅

是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更是一种以技术为手段、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文化传播新路径；在未来发展中，应

在坚守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创意表达与用户体

验的融合，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价值转换[9]。

5 结论

数字媒体艺术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维

度：通过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不仅实现了

文物的高精度数字存档，更在数字重构过程中融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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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达，使传统文化焕发当代美学活力；敦煌莫高窟数

字化项目即证明，技术与艺术的深度结合能够超越形态

复制，实现对文化内涵的创造性转化。基于游戏引擎的

沉浸式体验系统与多模态交互设计，构建了交互式数字

叙事，将观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参与者，有效解

决了传统文化传播中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参数化设计与

生成艺术等数字艺术手法，使传统纹样和建筑元素实现

从静态到动态、从实体到虚拟的跨媒介转化，为文化创

新注入无限可能；动态图形与虚拟收藏等表现形式正重

塑年轻一代与文化遗产的对话方式，提出了对数字媒体

艺术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为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首要在艺术院校及研

究机构建立跨学科数字艺术创新平台，整合创作与技术

研发资源，设立专门的数字文化遗产实验室，促进艺

术家与学者协同创新；其次，应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改

革课程设置，强化传统文化素养与数字艺术创作能力的

双重培养，通过“双导师制”等模式培育复合型人才；

再次，建议构建数字艺术产业链生态，通过政策引导与

市场机制并重，支持青年艺术家实验性创作，建立规范

的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推动优秀作品的产业化转化；最

后，必须重视数字艺术伦理建设，在创新实践中保持对

文化本真性的敬重，建立专业的伦理审查机制，确保技

术应用始终服务于文化保护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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