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 2023 年度优秀员工的廖剑波，于 2007 年入

职雅昌，现为深圳制造中心数据处理部图色处理员。提

及这位同事，他的部门经理王邦平表示：“剑波在工作

中积极主动，团结同事，客服意识和目标意识都很强。

更难得的是，他非常爱学习，除了本专业技能，他还掌

握了摄影、摄影布光、数据采集、视频拍摄和剪辑、图

片退底等技能，积极响应部门所倡导的‘一岗多能’号

召，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 

廖剑波：
在布达拉宫合力采集数据的雅昌人

廖剑波（后排左一）被评为 2023 年度优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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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学习、不断自我提升的人，运气一般不会差。因

为廖剑波的图色处理能力强，而且肯学习，积极拥抱变

化和挑战，故被数字化交付部总监潘敏君看中，加入到

雅昌布达拉宫数字化采集团队。从此，廖剑波的职业生

涯，也因为参与数据采集工作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

从 2012 年到 2015 年，雅昌布达拉宫数字化采集

团队经过四年艰苦努力，最终圆满完成宫殿内所有壁画

的数字化交付。这是布达拉宫有史以来首次对宫内壁画

进行系统、完整的数据采集，令尘封多年的壁画艺术重

见天日，以数字化艺术形式走进大众视野。该项目的完

美收官，是雅昌对国家文物保护和助力藏传艺术传承、

传播所作出的实质贡献，是该团队精诚协作、长期耕耘

结出的硕果。作为团队的重要一员，廖剑波也功不可没。

通过壁画数字采集合作项目，布达拉宫管理处进一

步加深了对雅昌的了解和信任，为后续双方的深度合作

奠定了扎实基础。2022 年上半年，廖剑波再次随同团

队进驻布达拉宫，这次任务是对布达拉宫八座灵塔进行

数据采集。按照合同约定，雅昌每年要完成两座灵塔的

数字化交付，整个项目要在四年内完成。

说是“雅昌布达拉宫数字化采集团队”，其实对于

灵塔项目来讲，现场开展工作的也就三人。“这就要求

我们每个成员不仅专业能力要强，而且凡属工作开展所

需要的技能，大家都要掌握。”项目带队领导、雅昌数

字化交付部总监潘敏君说：“虽然剑波、邹嘉和我会有

分工，但我们的工作边界不会特别明显。不仅在白天采

集数据时，我们会根据现场需要彼此交换手头工作，到

了晚上更是一起处理当天采集的数据。”

据廖剑波介绍，布达拉宫的每座灵塔都在殿内，仅

有灵塔正面的空间比较宽，左右两侧空间狭窄，尤其灵

塔背面，几乎紧挨墙体或建筑承重的柱子，这使得数据

采集设备很难放到理想位置；同时灵塔越往高处越难采

集，最后搭架子和梯子也到不了想要的位置，而文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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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集必须从平视的角度正对着拍摄，且要按照 1:1 高

精度采集……面对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廖剑波不惧

困难、主动作为，总是积极出谋划策，为解决问题和达

成团队目标不遗余力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廖剑波的团队协作事迹远不止以上列举。据潘总介

绍，布达拉宫的安全用电要求非常严格，任何用电都不

允许在殿堂内接线，数据采集所用电源也只能从殿堂外

面拉线进来，因此，廖剑波常常背着沉重的电缆配合团

队开展工作。“这个活儿，非常消耗体力，在平原地区

看似普通的体力搬运，在高海拔地区因氧气不足，会显

得异常艰辛。”潘总如是说。

在布达拉宫出差的日子里，廖剑波还担负起了日常

与客户及时沟通的职责。据廖剑波介绍，布达拉宫的管

理特别严格，为了团队工作的顺利开展，他要经常与布

达拉宫数字中心、文保课、殿堂管理课、行政课、保卫

课等部门密切协调。“只有所有部门都协调好了，我们

才能开展工作”。

布达拉宫的墙体很厚，导致殿内通讯信号很差，所

以人际沟通基本都靠步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与

布达拉宫各部门协调，就得上上下下的跑。剑波他年轻，

在体能方面有优势，且熟悉布达拉宫各部门，能马上找

到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协调，所以与客户沟通，他承担

得最多，为团队做出了特别贡献。”潘总介绍说。

不出差的日子里，廖剑波又是如何体现团队协作的

呢？笔者了解到，有些客户在过来跟机前，会先到公司

图像课查看图片色彩，这时廖剑波会与客户主动沟通，

提前将原始拍摄文件按客户要求转换成印刷模式的图片

格式，并将器物类图片进行分类，然后及时通知相关同

事优先完成器物类图片的退底、做影等工作，从而实现

客户在跟机过程中“零等待”。这样，既提高了团队的

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活件质量，降低了出错率。

2024 年 4 月 19 日，雅昌布达拉宫数字化采集团队

再次整装出发，飞往拉萨。在此衷心祝愿廖剑波和他的

团队伙伴们工作顺利，圆满完成年度工作任务，为雅昌

在国家文物保护、助力藏传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方面再添

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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