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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
访
谈
】

哈伯毁于狂热 专栏 外卖骑手超时，你该不该原谅 读书

机器猫有一台时光机，可以穿越时空，前往过去或未来
任何时间点。长江文明时光机，可以带我们去往哪里？

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
礼。”同样，巴比伦、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都是江河的赠礼。

最近读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著《长江文明》一书，书中
说：长江流域在北纬 30 度线这一“人类文明发生线”两侧。
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
推定距今7000—8000年，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
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
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

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
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共识。

从三星堆神秘的青铜面具，到楚地绚丽的漆器；从吴越
之地的丝绸，到巴蜀之地的盐铁，长江流域孕育了多元而灿
烂的文化。数字化时代，我们有机会让长江文明焕发新的
生机。通过3D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我们可以重现古代先
民的生活场景，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数字化的长江文
明，将打破时空界限，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历史的脉搏，感受
文明的温度。

王永芳

去人类文明发生的现场

借科技穿越，
文化遗产“活了”

访谈之前，王晓光对《读+》记者发
出邀请：“你来咱们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
验室看看，看完之后，肯定感受更深。”

上周，记者踏入该实验室 200 多平
方米的文化遗产数字演绎剧场，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震撼。

映入眼帘的是不同区域的跨学科尖
端实验空间，数据交互大屏、三维沉浸投
影、XR 虚拟叙事等数字设备……全方
位地展示人文历史、信息管理、文学艺
术、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技术内容。

记者走近文物图像交互展示系统，
这是一块由三块大屏连接在一起的长约
2.3米、宽约1.3米的文物图像墙，大英博
物馆等10余家海外博物馆的珍贵中国文
物数字资源集合于此。记者眼前千万幅
文物图片形成“海外文物瀑布流”，逼真
的三维模型让人忍不住触碰——《姑苏
繁华图》《寒食帖》高清图像在述说动人
的历史故事，箭扣长城超大尺度3D模型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云冈石窟虚拟现
实体验让人宛如来到魏晋时期，一龛一
佛一世界，时间在这里停留，你似乎可以
与太子拓跋晃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当记者点击大屏幕上一把青铜短剑
的图片，它立刻放大，显示出了它的身
份：新疆青铜短剑。这把来自中国新疆
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的短剑，长
67 厘米，材质为铁、铜、金，应为当地游
牧贵族拥有。目前，它被美国大都会博
物馆收藏。

这一系统利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
将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等 10 余家海外博物馆的珍贵中国文物
数字资源集合于此。超过 20 万张文物
图像和13万条文物元数据记录，其中包
括了陶瓷器、铜器、玉石器、书法绘画、雕
塑造像、摄影等各个领域的珍品，这些文
物流失海外，如今在数字化的世界里得
以回归聚合——“这相当于打造了一个
属于中国文物的‘基因库’，无论国宝身
在何处，科技的力量在召唤它们回家。”
王晓光说。

顺着历史的脉络继续向前探究，记
者移步至投影区，看见了灿烂的铜文化
的发展历程。

商、周时期，青铜器制作技术达到了
鼎盛。那个时期的青铜器工艺精湛，器
型多样，涵盖了礼器、兵器、生活用品等
各个领域。通过展示屏，商代的青铜鼎、
周代的青铜觚等器物出现在记者眼前，
展示着高超的工艺水平。

互动屏幕中显示，铜矿石在高温中
历经淬炼，逐渐熔化为炽热的铜液，光芒
闪烁。匠人们熟练地操控着坩埚，将铜
液精准倒入精心雕琢的模范之中。这些
模范，或刻有威严的饕餮纹，其神秘的线
条仿佛在诉说着远古的神话；或镌着灵
动的夔龙纹，夔龙蜿蜒的身姿好似在云
中穿梭。

数字化的呈现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
生动演绎方式，更让这些珍贵的文物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文化遗产传承和
创新的典范。

“文载于物，族髓附间。运脉牵连，
兴者襄见。”王晓光说，他们孜孜不倦做
的事，就是希望能用新技术把中国各种
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充分表达出来，让
人们不仅能去欣赏，还能真正理解它。
只有理解它，传承才能做得更好，只有理
解它，入脑入心，文化才能火起来。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主任王晓光：

乘时光机，与历史真切地“打个照面”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2024年12月7日—12月8日，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长江文化促进会2024年度学术年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
“长江文明时光机就是一个4D时空与数字平台，是看得到、摸得着、可以体验的新时代数字科学与文化装置。”研讨会现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主任王晓光分享了长江文明时光机的建设构想，并针对欧洲时光机项目进行了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
长江文明时光机是集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于一体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与体验平台。该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对长江文

明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计算、建模与展示。平台通过数字孪生、VR/AR等先进技术，超越物理时空限制，探索数字传播新形态，提供沉浸式文化体
验，旨在把长江文明生动、直观地呈现给大众。

长江文明时光机怎么建设？建成后将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带来怎样的影响？长江日报《读+》记者专访王晓光，他表示，知识图谱、数字叙事、人机交互
等先进手段，将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我们要发挥多学科和多媒体优势，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让历史文化遗产火
起来。”

在长江上，一天经历过去、现在、未来
读+：您在研讨会上提到长江文明时光机项

目概况，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它是如何构建历史
文化大数据的？

王晓光：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
如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是全人类面
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
国际上开展了一些遗产记忆与活化的项目，如美
国数字记忆、德国国家文化遗产科研数据基础设
施、欧洲时光机等，这些标志性项目充分体现了
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历来重视文
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在数字时代，怎么

创新长江文明的传播展示方式，需要基础性的方
法论革新。这个方法就是把面向过去的溯源研
究、面向未来的探索研究，以及在当下超越物理
时空限制、探索数字传播新形态等结合，利用新
兴数字技术，把过去、当下、未来集中在一个新的
数字空间里去表达和阐释。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提出长
江文明时光机的设想，就是希望聚焦长江文明，
借助数字技术，对长江文明进行更好的保护、传
承和弘扬。

我们构想的长江文明时光机，是一个多场景
多主题的 4D 时空与数字平台。长江文明时光
机，融合长江流域荆楚、巴蜀、吴越等多种文化，

结合数字孪生、数字叙事、人机交互、知识图谱、
AR/VR、GIS 等多种数字技术，由博物馆、图书
馆、档案馆、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文旅集
团、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进行共创。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荆楚历史往往来自书本、
博物馆等，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时光机，

“来到”先秦时期的楚国城邑，感受长江江畔广袤
的田野，农民熟练地在水田里插秧，绿油油的稻
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是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
生动体现。我们还可以“亲见”屈原一袭长袍，面
容忧戚，吟诵着《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

未来，虚拟世界的构建成本将大大降低。那
时，讲述长江故事可能不再是用语言，而是采用

更加视觉化、体验化的方式。
读+：长江文明时光机的应用对象以及受众

是谁？
王晓光：我们的研究面向两大领域，第一个

是数字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历
史景区、遗址公园等文化遗产记忆与保存机构。
我们的技术可以支撑文物和传统文化资源进行
数字活化的任务，也可以支撑文化科技公司发
展，推动文化科技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支撑文
化领域数据要素市场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个是面向学术领域。我们想推动历史、
文学、民族文化艺术等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研究
范式的数字化转型，支撑数字人文范式的创新。

数字克隆无变形的三维世界
读+：您认为在推进这个项目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晓光：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跨学科合作。

目前，我们在做的工作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发
挥各自的优势开展合作。在项目进展过程中，
各学科的专家之间的对话与协作实际上是有困
难的。原本，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在各自研究
领域从事单学科性研究工作，现在围绕新目标，
例如历史城市虚拟复原、历史建筑数字化重建
等，会遇到各种挑战，从事古建保护、历史研究
和技术研发的专家都需要加入。只有坐在一起
深入讨论，才能取得突破性创新，这十分不容
易。

另外，如何持续培养跨学科人才，也是一
个难点，相关的课程体系设计也是一个巨大挑
战。

读+：我了解到，从2012年到现在，实验室一

直在研究数字化传播。以您的感受来说，这些年
的研究方式有哪些变化？

王晓光：早些时候，我们主要采用数字技术
将印刷媒介进行数字化转型，已实现数字化表达
和传播。近两年，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我们
正在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我们的研究过程
中，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文献资料进行深度分
析，并提供智能化的知识服务，我们把这种发展
阶段称之为从数字化到数据化再到智能化的发
展周期。未来我们会采用更多智能化方法和技
术，实现文化遗产知识服务的升级。

例如我们做了“赛博子曰”儒家思想大模型
智能体，将儒家思想精髓与现代哲学咨询形式通
过大语言模型有机结合，为用户提供符合中国文
化语境的哲学引导和启发。你可以询问智能体，

“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在什么背景下表达的感悟，
相信这种和孔子进行虚拟的面对面对话服务，会
给你带来非常奇妙的感受。

读+：全球文化专家都在积极参与文化传承
这件事。在您看来，我们共同追求的理念是什
么？

王晓光：使用数字技术实现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和传播，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受关注
的事情。

以前讲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以实体性保护为
主。比如我们去敦煌莫高窟参观，为了保护壁
画，游客进入洞窟参观的时间受限，窟内光线较
暗，游客往往也看不清壁画，确实会影响游客的
体验感。

目前，利用数字保护技术就很好地解决了文
化遗产实体保护与传承传播之间的矛盾。我们
将文化遗产进行原真性记录，运用现代摄影测量
与遥感技术，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三维数字重建，
从而实现“窟内文物窟外看”。

在我们实验室，科研人员可以轻点鼠标，让

石窟的立体模型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这项数字
化技术“克隆”出的三维模型几乎无一形变，并且
应用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播放的高
清影片，让观众可以观看石窟细节——一道斑驳
的木门打开，满墙壁画映入眼帘，飞天画像衣
袂飘飘，服饰纹样纤毫毕现；视角转换，石窟
内景象一览无余，恍惚间与历史“打了个照
面”。

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历来重视文
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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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
字时代，如何借助新兴的数字技术实现文化遗产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凝聚民族
认同、繁荣学术研究、促进文化传播、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需求。

总体而言，我们要发挥多学科优势，立足湖
北，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像玩游戏一样进入古代生活
读+：您提到，这个项目受到了欧洲时光机项

目的影响，能具体说说吗？
王晓光：欧洲时光机项目源于威尼斯时光机

项目，始于2012年，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
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联合推出的一个大型跨
国合作研究项目，旨在建立一个涵盖威尼斯1000
多年历史文化遗产的开放数字档案馆，并利用数
字化技术活化包括历史地图、建筑图纸、贸易记
录、政府公文和法律文书在内的各种档案文件，
将之进行数字化转录，并建立索引和关联，形成
完整的威尼斯历史文献数据集。

它的基本理念是利用先进的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技术将欧洲数以万计的档案、文献、文物、历史建
筑等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扫描建模，建立一个以历
史大数据（The Big Data of Past）为核心的分
布式数字信息系统，挖掘欧洲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
知识，构建跨越千年的欧洲历史文化地图，映射欧
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跨时空演变，便利人文社会
科学的学术研究与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例如很多人想近距离观摩达・芬奇手稿，甚
至立体体验他设计的飞行装置，但这并非易事。
有了时光机的帮助，我们不仅可以高清地观看达
・芬奇手稿，还可虚拟地体验他设计的各类工程
装置，近距离地感受他对艺术和科学的探索。

自成立以来，欧洲时光机组织（TMO）从战
略计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协调等多个方
面制定了相关措施，为该项目创造了一个持续交

流、不断发展的学术社区。
目前，欧洲时光机项目已汇集了来自40多个

国家与地区的600多家机构，其中包括欧洲顶级
学术研究机构、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以及文化领域领先的大中小企业、机构团体和有
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

欧洲时光机体量非常庞大，具有标识性和牵
引性。我们也想做一个对标性的项目，希望它可
以推动我国文化科技的发展、数字人文的研究以
及文旅事业的创新。这样的工程可以牵引多维
度多方面的创新，包括文化遗产保护传播、数字
文化产业发展和文旅新业态等，社会影响力是巨
大的。

长江文明时光机项目可以在不同的尺度上
建设。例如我们可以制作一个武汉时光机，展示
武汉建城史的发展过程。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资料将武汉
历史的发展以数字化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么我们
就可以穿越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看见那时候的
人们在城中建造房屋、制作陶器，青铜器、鼎、爵
等青铜器雏形也许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让我们感
受其制作过程——早期武汉地区文明的萌芽与
发展将以更生动、更震撼的形式呈现。

读+：从字面意义上看，“时光机”的意思是不
是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时切入时间维度感受当时
的历史？

王晓光：我认为时光机是一个标志性概念，
如果真正将其落地转化为可以浏览、体验、交互
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些数字化的系统平
台，例如VR体验系统和装置带有时间轴的设计，
我们可以进入其中，如同玩游戏一样体验古代的
场景。就像现在很流行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一
样——我们甚至可以在场景中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驱动与虚拟人物进行对话。

试想一下，我们登上不同时期的黄鹤楼，见
证黄鹤楼的数次重建过程，甚至可以与不同时期
的建筑工匠聊聊天，也可以与不同朝代在黄鹤楼
上题诗留词的历史名人进行对谈，是不是很有趣？

读+：欧洲时光机能实现您提到的这种互动
吗？它目前的发展情况如何？

王晓光：据我了解，欧洲时光机尚未完全发
展到这一步，但各项工作都在推进中。建设时光
机，第一步就是对海量的文化遗产进行采集、计
算、建模和数据资源建设，这一块的常规技术已
经比较成熟，欧洲并没有领先我们很多。

在大尺度三维建模技术上，武汉大学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大尺度高精度三维建模技术
不仅速度快而且精度高。在新兴的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上，我们与全球的步伐基本是一致的，在
某些应用方面，我们甚至发展还要快。

读+：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场景实现，需要怎样

的专家、怎样的系统来合力完成这件事情？
王晓光：我们希望利用新的数字媒介和人工

智能技术，为人们创造一种更加灵活、身临其境、
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和感官享受。

这就需要文学、历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专
业解读，同时还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信息管
理、测绘遥感等领域专家提供数字技术与方法，
只有融合多学科的知识方法才能构建历史文化
数据资源。有了海量的历史文化大数据做基础，
我们才能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新质
生产力，让用户在全新的数字平台和数字空间上
进行体验感受和交互学习。

读+：长江文明时光机目前的建设情况是怎
样的？有怎样的规划以及推进计划？

王晓光：目前，我们实验室开发了长江文明
数字平台原型，并且聚焦于楚文化相关主题。

长江文明覆盖的时空范畴很大。从地域上
划分，上有巴蜀文化，中有荆楚文化，下有吴越文
化；从时间上划分，还有历朝历代。实验室已经
获取了一些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代表性
的长江文明文物数据资源。我们与历史学院和
文学院的专家组建了跨学科的科研团队，正在分
工协作推进数字平台建设。

目前我们正聚焦楚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处理，
未来会逐步扩展到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等
时期的文献资料。

王晓光

人们通过数字文物墙可与珍贵历史文物零距离接触。 机械臂自动扫描文物三维图像。

借助科技手段，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对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数字修复。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工作人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观察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