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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委员：

博物馆与数字化建设

履职这一年

在每一年的政协会议上，万捷都会提出和博物馆发

展有关的建议，这对各地博物馆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作为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人、理事，故宫

学院副院长，对于文物数字化采集，万捷非常肯定它的

传播作用。比如过年前夕，故宫办起了“宫里过大年”

的展览。数字化应用为这次的展览增添了不少色彩，乾

清宫的数字体验展尤其受欢迎。只是凭借文物与画像，

观众还无法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宫中过年的恢弘典雅的氛

围，但有了数字化的展览，很多礼仪、活动都直观地展

现出来。无论是引人瞩目的“万寿灯”，还是清朝时期

的杂耍、冰嬉，都能让观众直接感受到百年前皇宫过年

的仪式。

万捷：“过去的文物展览是有时间限制、环境限制

的，文物数字化之后，大众可以随时随地看到艺术作品，

不受时间限制、空间限制，同时还能够参与互动，也能

够近距离地观看艺术品的一些细节，听到不同版本的专

家讲解，所以不管是对于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的艺术修养

和艺术生活来说都有极大的好处。”

故宫曾办过《千里江山图》的展览，但排队就要几

个小时，等看到的时候只有几分钟。为了画作的安全，

展览现场的灯光也是昏暗的，作品的很多细节是看不到

的。但是万捷所推动的数字化展览可以让所有没看够原

作的人回到家中也能细细回味，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

都能随时随地观看，并且可以互动。

万捷：“过去可能要等很多年，去故宫才能看一次

这样的珍品，但也只有十几秒的时间来看，现在你可以

天天看这个作品。做成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产品，既进行

了艺术方面的教育，又做了美学的教育。”

数字化采集故宫展览的同时，雅昌也正在进行西藏

布达拉宫壁画的采集工作，具体实施中遇到了许多新的

挑战。布达拉宫环境面积比较狭小，文物也比较脆弱，

很多文物都在家具和保护网的后面，保护网不仅拆掉的

过程十分麻烦，而且在拆掉保护网时，还要保证不损坏

文物、符合宗教的要求。而万捷团队研发的设备用了四

年把所有的数据采集完，文物的每一个细节和图案都能

够清楚地看到，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也让更多人欣赏

到了民族文化。

万捷：“布达拉宫本身是一个博物馆，平常我们去

布达拉宫的时候基本上要排队两个小时才能进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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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看细节，只能走马观花的去看，但是通过数字化

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对研究者、爱好者都能够有一个

非常大的帮助。”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数字化

因为有强大的数据库，文物不仅有完整的影像，文

物背后的信息也非常充分。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它

的管理行为、开放行为等等也被作为资源保留下来。这

些资源和数据，共同构成了故宫博物院想要向外界传达

文化内涵所必需的基础。

还有因此而建立的博物馆网站：故宫博物院官网、

故宫博物院英文官网、故宫青少年官网，不仅针对年轻

人输出文化，还拉近了故宫和各类人群的交流。因为资

源的充足和完善，万捷的团队还开发了“故宫展览”APP，

借此来广泛传播故宫文化内涵。

除了这些线上的活动，还有相对应的线下展览，专

门的数字展厅。故宫的端午门就有一个大型的数字博物

馆，不仅现场观众大大增加，更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很多时候，年轻人对于文物缺乏兴趣，但是当所有文物

都通过编程和数字化的方式展现，年轻人既可以互动也

能够欣赏，对于文物的感觉自然不一样。

万捷：“我们通过三维采集和建模把文物做成三维

形态，以 VR 场景的形式与观众进行互动。比如说可以

用场景式来进行互动，像是我们刚才看到桌子上面的茶

杯，可以看到倒茶、也可以把玩，但这些文物都是虚拟的，

所以它是以游戏方式进行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游戏。

对于文物或建筑的这种了解和欣赏，不知不觉也变成一

种互动，这样的互动能够让大众更有意思地了解文物，

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数字化的意义

随着传统文化的发展，故宫文化已经成为大众生活

的一部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故宫，更会亲自来故宫。

关于故宫的话题多，讨论也多。但艺术品是脆弱的，是

会随着自然环境等因素而有所损伤的。

同时，万捷团队凭借近 30 年服务文物艺术品数据化

经验指出：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要以高标准进行规范化管

理，如果仅是为了满足目前低清晰度使用需求而进行简

单采集，势必会造成多次重复拍摄，不但增加了成本，

更增大了文物自身的风险。

万捷团队不断研发文物数据采集设备和手段，不但

制定了企业自己的采集标准，更是结合采集经验和设备

技术研发了自动采集设备，极大提高了采集质量、提升

了采集效率、减少了造成文物损害的风险。让数百年后

的人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采集欣赏和还原文物艺术品

的原貌。

万捷：“过去一般就是以录像这种方式采集展览，

但录像是无法和观众进行互动的。要不就用照片的方式，

一帧一帧去照，现在我们用自动设备来照。我们在这个

展览上面设定好不同的点，机器自动走到那个位置拍照，

效率非常高，而且数据本身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这也

是一种对文物进行保护的方式。”

但像故宫这样大的文博机构还是少数，数字化是个

大工程，必须由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万捷一直

都希望由国家制定数字采集的标准，也经常在两会中提

出相关的提案。

万捷：“通过这些年的提案，国家把数字化的文物

普查列为非常重要的工作，故宫、国家博物馆、中国美

术馆、首都博物馆、安徽博物馆等博物馆的文物都有很

细致的数字化采集，但不同的地区资金还有能力都有差

异。”

文物是国家的一种文化象征，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透过文物可以触碰到多年前的历史文明，它

们是时间的纽带，是文化的长河，是一点一滴的中国精神。

通过文物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文

物，喜爱文物。可以互动的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留存，

而是生动的文化教科书。

曾经的故宫固守着老一派的展览方式，如今与数字

化相结合，绽放出新的生命力。

万捷说：“在这样的 IT 时代，科技企业承担着这种

社会责任。”

自 2008 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万捷在每年的两

会上始终关注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万捷非常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他不

仅是雅昌集团董事长，更是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人。

去年的两会中，万捷提出：“实行严格的版权保护、完

善社会服务、引导专业机构建立艺术品真迹数据库和鉴

证体系。”在今年的两会中，万捷依旧把自己的文化责

任看得十分重要：“通过技术升级全面提升博物馆的数

字化标准和服务水平。” 去年雅昌与故宫合作举办的“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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