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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采集
助力服饰大展

7月15日，山东博物馆珍贵文
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启动，山东
博物馆、北京邮电大学等单位，将
对山东博物馆馆藏的近50件明代
服饰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如此大
规模、精细化的工程，填补了国内
服饰类文物采集的空白。

穿衣风潮的变换之间，藏着时
代更迭。说起当下年轻人群的流行
服饰，汉服占据着重要位置。据统
计，整个“汉服圈”的粉丝年增长率
达77%，汉服市场的主体消费人群
或已超过360万人，背后支撑起数
十亿元的庞大产业。

在以古为美的“汉服圈”，明代
服饰是神一般的存在，明代服饰既
继承了传统华夏服饰的端庄大气、
华丽雍容，又部分地吸收了其他民
族服饰的优点，最终形成自己的特
色，成为华夏古服饰艺术的最高
峰，备受“汉服圈”推崇。

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保存不
易，明代服饰传世量很少。“汉服
圈”公认，明代服饰看山东，山东博
物馆则是山东乃至全国明代服饰
收藏的“领头羊”。

山东博物馆书画部主任于芹
说，山东博物馆藏明代服饰数量
大，规格高，弥足珍贵，主要包括出
土服饰和传世服饰两部分。其来源
有二：一为曲阜孔府旧藏，历代衍
圣公亡故后，其生前所用服饰装箱
打包，束之高阁，由于孔府的特殊
社会地位，未遭兵火，因而保存，这
些服饰以皇家赐服为特色；二为上
世纪70年代，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的大量服饰，代表着明初洪武前期
的亲王冠服高度。

“墓葬出土的明代服饰，国内
多家博物馆有收藏，传世服饰则非
常珍贵，目前主要是山东有。”于芹
表示，传世明代服饰由于长期处在
自然状态下，色彩更加鲜艳真实，
保存也更加完好，是明代服饰文化
的“活化石”。

服饰是有机质文物，不比陶
瓷、石刻等文物“坚强”，原本寿命
就短，又很容易受光照、温度、湿度
影响，所以多数情况下，服饰类文
物只能长期珍藏于库房。山东博物
馆的明代服饰作为国宝级珍品，很
少拿出来展览。

2013年，山东博物馆为庆贺“国
际博物馆日”，曾联合故宫博物院、曲
阜文管会，推出“大羽华裳——— 明清
服饰特展”，展出了明清服饰精品200
余件，体现了中国古代服饰工艺的
最高水平，引起一时轰动，至今仍被

“汉服圈”津津乐道。
为了配合正在筹备的“大明华

裳——— 明代服饰文化展”，按照《国家
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利用工作
的通知》，山东博物馆把近期文物数
字化的重点，放在了明代服饰这个

“刀刃”上。“这次对明代服饰进行数
字化采集的成果将全面服务于展
览，让观众获得有关明代服饰的最
全面体验。”于芹说。

“拍写真”不易
换了七套方案

“文物数字化”是个专业名词，但
对普通公众来说，其实并不遥远。国
内外各大博物馆官网上推出的数字
展厅、虚拟看展、VR看展，让观众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海量文博资源，背
后的技术支撑，正是文物数字化。然
而，尽管有着丰富的文物数字化经
验，从古代服饰入手，仍然非常困难。

文物数字化最简单、最基础的工
作，是给文物拍写真。对陶瓷、青铜器
等文物来说，只要相机和光线给力，
技术上几乎不存在障碍，但搁在服饰
上，就成了一道超级难题。在山东博
物馆数字化保护工作室里，工作人员
正在拿一件服饰文物复制品进行反
复调试，以寻求最佳的拍摄效果。

服饰造型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穿在模特身上、平摊在地面上、挂在
衣架上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为
了最真实记录文物原貌，仅拍照这

一项工作，山东博物馆就设计了七
套方案。“拍摄中布光是最难的，光调
整光线我们就花了两天时间。我们
用了两个专业书画调形灯，并且把
原本竖着的灯管横过来，这样一来，
用来放置服饰的摄影台表面的光的
强度是完全均匀的。”山东博物馆文
物摄影师阮浩说。

拍摄角度也进行了反复尝试。
阮浩介绍，过去拍摄服饰文物，都
是直接挂在墙上，但是因为受地心
引力影响，服饰的裙摆会下垂收
缩，没法展示全貌。如果平铺在地
面上，摄影师拍摄角度又很难把
握，而且如何布光也是问题。“最
后，我们定制了三十度角的斜坡式
拍摄台，摄影师在几米之外的升降
台上作业，这样能达到最佳效果。”

为了取得更好的画面质量，山
东博物馆专门引进了先进的飞思
相机，像素达到一亿五千万，是以
前相机的四倍，可以对文物实现近
乎百分百的数码化还原。

摄影区不远处，项目工作人员
宋伟菖正在使用结构光三维扫描
仪，对一件文物复制品进行扫描，旁
边的电脑屏幕上同步形成了三维图
像。宋伟菖说，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
是对文物的空间尺寸、凹凸、纹理等
各种细节进行扫描，对文物进行全
息记录。“与此前使用传统测量工具
对文物进行测量相比，扫描仪可将
误差控制在10微米以内。”

宋伟菖表示，随着3D计算机
图形、高分辨率渲染、人工智能、
3D打印等技术的出现和日益成
熟，先进技术在文物保护过程中逐

渐被广泛应用，有
助于文物的预防性
保护与修复。“通过
信息采集以及后期
技术合成，我们将
尽可能地还原服饰
类文物最初的颜
色、款式等形态。”

文物数字化是
线上博物馆、智慧博
物馆的前提，是大势
所趋，但是数字化的
过程毕竟会对文物
本身带来或多或少
的损伤。为此，山东

博物馆馆长郑同修表示，这次项目要
求尽可能考虑全面，做到一次采集、
全部到位，并总结经验，形成古代服
饰数字化的行业标准。“我们希望这
些工作能持续下去，最终把山东博物
馆馆藏文物全部实现数字化。”

复建巴黎圣母院
三维模型少不了

央视《国家宝藏》栏目中，山东
博物馆馆藏的银雀山《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竹简、明衍圣公朝服、
战国铜餐具三件瑰宝惊艳亮相。此
次文物数字化，明衍圣公朝服将是
受益者之一，在这之前，战国铜餐
具已经体验到了文物数字化。

战国铜餐具，1991年出土于淄博
市临淄区永流乡张家庄村的一座战
国墓，是一套制作精美的组合餐具，
共计62件。这套铜餐具，不仅反映了
当时齐国工匠的高超技能，也从侧面
反映了当时齐国的繁荣和兴盛。战国
铜餐具外形小巧，却内含乾坤，分别

由10个耳杯、10个小碟、10个盒子、4个
碗、25个盘组成，以罍形的外壳盛装。
每件餐具之间套合紧密，环环相扣，
稍有偏差，便无法再次装入或取出。

历经千年沧桑与岁月洗礼，战国
铜餐具出土时已变形，无法进行组
合。央视《国家宝藏》栏目选定这件文
物后，山东博物馆与技术企业全方位
采集了铜餐具的各种数据，并利用特
定算法推算各餐具的弧度，然后对模
型不断进行打磨、优化，实现了对铜
餐具的数字化重组过程，使之形成一
套完整的组合，重现古人智慧。

文物数字化除了采集信息、方
便观众欣赏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用
处。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遭
遇大火，损毁极为严重，震惊了世
界。值得庆幸的是，有人曾做了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为巴黎圣母院建
造三维模型存档。这个人是安德
鲁·塔隆，生前是美国瓦萨学院建
筑与艺术史副教授，也是全球第一
个带队对巴黎圣母院进行全景及
内部结构扫描的专家。2015年，他
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激光束扫描，
获取了其三维模型。

他用激光束扫过教堂的每一
个部分，测量扫描仪和激光打在建
筑结构之间的距离，每次测量结果
都用一个光点表示。搜集完毕后，
他把数以十亿计的光点放在三维
图像里，可精确到5毫米。画上线
条，再与实地拍摄的全景照片结
合，将图像立面上色、加上光影效
果，一座数字化巴黎圣母院便诞生
了。有了这些资料，巴黎圣母院完
全修复就不再是天方夜谭。

然而，并不是所有文化遗产都
有这种运气。2018年9月2日晚，南美
洲馆藏最丰富博物馆之一的巴西国
家博物馆燃起了大火，火光照亮了
里约热内卢。最终，曾经拥有超过
2000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在大火中化
为灰烬，众多的藏品中仅仅抢救出
72件。有评论称，有500多年历史的巴
西，一场大火“其中的200年就这样
永远消失了”。这场大火给全世界敲
响了警钟。任何文物终究是有寿命
的，特别是那些不可移动文物，随着
环境的变化，在不断衰老，只有文物
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文物信息精确
地、永久地保存下来。

国内这方面做得最早的文博机
构是敦煌研究院。从20世纪90年代开
始，敦煌研究院就在做文物数字化，
目前已有200多个洞窟全面实现数字
化。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
上线，向全球免费提供敦煌石窟30个
精品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及全景
漫游，目前访问量突破750万次。

文物的敌人是时间，文博人唯
一能做的，就是让文物保存长久一
些，再长久一些。每年旅游旺季，过
量的游客对敦煌洞窟保护造成很
大压力。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等指
标的剧烈变化，日积月累会给洞窟
带来不可逆损害。出于文物保护的
需要，如今敦煌的大部分洞窟，游
客都无缘得见，即便进入洞窟，停
留时间也相当有限。

有了文物数字化，文保技术团
队可以通过对数据分析处理，了解
文物当前情况，并预测其若干年后
的形态变化，未雨绸缪地制定保护
方案。即便文物受损，也有可能进行
高精度修复，为文物延续生命。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今今年年年年初初，，山山东东博博物物馆馆
发发布布了了全全年年的的展展览览计计划划，，““大大
明明华华裳裳——明明代代服服饰饰文文化化
展展””赫赫然然在在列列，，消消息息一一出出便便引引
爆爆了了““汉汉服服圈圈””。。可可惜惜受受疫疫情情
影影响响，，原原计计划划55月月1188日日与与观观众众
见见面面的的展展览览被被迫迫延延期期。。

77月月1155日日，，山山东东博博物物馆馆珍珍
贵贵文文物物数数字字化化保保护护利利用用项项目目
启启动动，，将将对对馆馆藏藏近近5500件件明明代代服服
饰饰文文物物进进行行数数字字化化采采集集，，插插上上
科科技技翅翅膀膀的的““明明代代服服饰饰文文化化
展展””，，又又离离观观众众近近了了一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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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工作人员对一件文物复制品进行扫描。

山东博物馆对馆藏明代服饰文物

进行数字化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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