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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石刻艺术数字化建设与展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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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南朝石刻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处于岌岌可危
的状态，开展数字化保护迫在眉睫。基于南朝石刻的保护现状，着眼于对南

朝石刻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展示设计研究，通过搭建南朝石刻相关信息资料

数据库等新媒体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广传播南朝石刻的文化艺术价值。南

朝石刻的数字化，需要解决其艺术风格甄别、艺术与技术结合等问题，从而

更好地对其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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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数字化应用日益广泛并为人们带

来全新的生活体验。针对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新环境、新问题，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保

护和网络传播是一种全新思路。珍贵文化遗产从现实物质世界的有限存在，转变为数

字虚拟世界的无限存在，能够进行更为长久有效的安全保障，实现超越时空限制的数字

化展示与传播。

一、南朝石刻保护现状及数字化研究分析

南朝石刻举世闻名，作为一种物质遗存，其与整个陵墓组构的文化生态，既涉及早



期汉民族的陵墓建筑技术与艺术，又体现出南北朝的丧葬文化传统，并旁及碑版金石文

字学、雕塑艺术乃至古代造物观念与技术，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集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文

史价值。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保护理应成为文化管理的常态。

南朝石刻作为南朝遗物，地面现存３３处，其中帝陵１２处，王侯墓２０处（包括失名墓

８处），陵区入口１处；以时代区分，宋１处，齐８处，梁１４处，陈１处，年代失考的９处；主

要分布在南京的栖霞区、江宁区及镇江丹阳、句容等区域，其中南京、句容以诸侯墓为

主，附以辟邪镇墓，而丹阳以帝陵为主，附以天禄和麒麟镇墓。

目前，南朝石刻大部分依然保留在原址，保护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受时间推移和

自然条件的影响，南朝石刻的永久保护面临很大挑战。例如，很多石刻坐落于乡野田垄

之间，长时间浸泡于水坑泥洼之中，未得到应有的保护，有的甚至被断头折身。据调查，

历史上当地的农民为扩展田地，曾以人工碎石、爆破等手段毁灭了一些石刻，南朝石刻

的命运一度岌岌可危。

在南朝陵墓石刻的保护上，２００５年江苏省文物局确定了十六字方针，即“原地保护，

加强管理，全面规划，区别对待”［１］。２００６年位于丹阳的南朝陵墓石刻被列入国家“十

一五”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项目，并对其进行环境保护和本体保护［２］。２０１４年位于南京

的众多南朝石刻的保护方案亦基本确定，此前“将散落在南京近郊的南朝石刻，集中起

来打造遗址公园”的方案被否定，决定对所有石刻原址“加顶保护”，以防止日光暴晒、风

雨侵蚀，选择其中几处打造石刻公园，例如萧宏石刻公园，萧恢、萧辵墓石刻公园等［３］。

尽管石刻保护受到重视并有所改善，但散落无序的状态仍未得到根本扭转，２０１６年，南

京狮子坝的南朝石刻甚至还发生了被盗事件。

南朝石刻很早就引起世界的关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法国人张璜基于对南朝石刻的田

野调查，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参用现代治学理念，以法文撰写了《梁代陵墓考》，这可谓

南朝石刻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瑞典籍教授、艺术史家喜龙仁，

于１９２５年出版了《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其中包含大量南朝石刻艺术的内容。

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间，中国学者朱希祖、朱翧父子，以及滕固、罗香林、李济等学者，合力完

成了对南朝陵墓石刻的全面调查与测绘，保存了较为科学的数据，成果汇集为《六朝陵

墓调查报告》。

以上是早期对南朝石刻艺术进行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目前，中国知网上关于

南朝石刻的研究论文，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８１年林树中在《新美术》上发表的《南朝陵墓石

刻研究》。从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９年，中国知网上有关于南朝石刻的研究文献仅有４７篇，且

大都停留在文物研究的范畴，有关南朝石刻数字化研究的成果极为稀少，仅有３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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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研究有待深入。

发达国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使用数字影像技术、三维虚拟技术等对古迹和文

物进行保护与开发。中国在文博保护领域的数字化研究，虽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但发展缓慢。而对南朝石刻的数字化保护，目前还未能有效开展，只有少量研究者在进

行研究。学者们希望借鉴已有的数字化保护经验，对南朝石刻进行更好的保护。例如，

同样是古代石刻艺术遗产的重庆大足石刻，目前不仅开展了三维测绘与数字化工程，还

产出了包括数字影像、全息投影、３Ｄ打印等成果，不仅保护了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提升

了其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有效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南朝石刻的数字化应借

鉴大足石刻数字化的经验，努力实现艺术—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吸引更多的人了解

并传播南朝石刻文化遗产。

目前，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博物馆都在开展文化遗产数字保护、展览与研究，愈加重

视文化遗产的数据采集、整理、分类、输出与反馈。迫切需要对其中大量的数据，包括热

数据和冷数据、核心数据和边缘数据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数字化战略。

２０１７年“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

究与示范”通过验收，这对开展南朝石刻数字化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项目针

对中国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制订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框架标准、核心元数据

标准，以及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服务和交换标准，研

发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管理平台。同样，南朝石刻的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展示、

数字化传播，不能脱离这些标准框架，离不开这些分类体系和数据值标准。

二、构建南朝石刻信息数据库与数字化展示平台

如今，传统的文物保护手段已经不能很好地维持南朝石刻的存在状态，必须采用数

字化手段实施有效保护。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２０年前就在《数字化生存》一

书中讲到，“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４］。

南朝石刻分布离散，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对其进行数据测量与信息获取十分不便。

通过数据库的方式记录存储相关信息，更便于今后的研究工作。构建南朝石刻艺术信

息资料数据库，目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南朝石刻艺术信息的永久性储存和保护；

二是为南朝石刻艺术的延伸开发与创新设计提供支持。

南朝石刻数据库的搭建，主要从“基本信息”“损坏及保护情况”以及“其他”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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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着手，“基本信息”包括所处时代、分布区域等信息，具体涉及陵墓名称、年代、地

理位置、朝向和石刻名称、数量、方位等内容；“损害及保护情况”包括保护方式、完整

程度、石刻类型、石刻测量、石兽性别等信息，详细记录石刻各部分损毁状况、风化情

况、修复情况以及相对应的保护措施、时间和效果等；“其他”方面则涉及石刻的材质、

纹饰、技法等内容。南朝石刻艺术信息资料数据库的建立，其价值不仅仅是实现数据

的存储，还能够实现石刻艺术的创新应用，能够为今后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提供支持。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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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朝石刻数据库包含的信息内容

（一）创建微信公众号、手机ＡＰＰ等新媒体展示平台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了解各方面资讯，对有关文物

的宣传力度不够。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南朝石刻艺术进行虚拟再现，再通过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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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小程序等新媒体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综合传播。同时，以交互式体验代替传统的

视听传播方式，应是南朝石刻数字化传播设计的重点。

南朝石刻分布零散，限制了其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利用数字化、虚拟

化技术手段，可以提高人们的“探索式”在线旅游体验，改善传统的“参观式”旅游感受。

因此可以根据南朝石刻零散分布的特点，以原生态区域环境设计为基础，抓住用户猎奇

探险的游戏心理，通过创建信公众号、手机 ＡＰＰ新媒体平台等，进行类似“寻宝挖矿”的

在线信息艺术设计，努力为南朝石刻艺术赋予更多寻踪访古的文化内涵。

“寻宝挖矿”式游戏的线上体验设计理念，不仅要基于线下南朝石刻的现实环境，还

要研究还原南朝石刻的历史环境，例如可以将古代帝王陵墓制度与丰富的历史文化知

识结合起来。同时，用户可以从自身需求出发，自主制定探索路线，也就是个性化路线，

选择寻访南朝石刻的顺序。开发新时期年轻人乐于接受的学习方式，对于南朝石刻的

文化艺术传播是极其有益的，能够使受众进一步大众化、年轻化。

（二）建构数字虚拟仿真博物馆

在江苏省文物局“原地保护”的指导方针下，南朝石刻数字虚拟仿真博物馆的建设

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羁绊进而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相较于大型石刻的物理搬运、

集中陈列展示，运用数字化虚拟仿真技术建构南朝石刻艺术博物馆，成本可以大大降

低，而且可以避免对于千年石刻的移动损伤。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虚拟现实技术就已经兴起，虚拟现实技术又称为灵境技术，英

文为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简称ＶＲ。这是对计算机图形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

人工智能、仿真技术等领域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够创建“身临其境”的适人化多维信息空

间，具有交互性、自主性、多感知性等特点。南朝石刻艺术数字虚拟仿真博物馆的建设，

应充分利用这些先进性技术，在无损于石刻文物的前提下，让受众借助虚拟现实系统体

验古老的石刻艺术。

近年来数字博物馆建设日益繁荣，早在２０１６年５月，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就已收录

１６０９家博物馆，上线２１７个数字博物馆，其中包含１６１个图文类数字博物馆，５６个３Ｄ

全景类数字博物馆。目前虽然最新数据尚未统计，但人们已经感受到数字博物馆遍地

开花的繁荣。

南朝石刻艺术数字虚拟仿真博物馆的建设理应更加系统和全面，应努力摒弃以视

觉观看为主导的传统体验方式，通过各种传感设备实现体验者和展品的自然交互，努力

给用户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文化艺术体验，诸如视觉、听觉、触觉和力感、动感等各种

直观逼真的实时交互感知。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博物馆建设，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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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实现南朝石刻艺术的传播，以及更好地俘获习惯于快餐化阅读、碎片化学习的网

络大众。

（三）数字化风格甄别与全景构建

如今很多文物保护手段都借助了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保护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

为技术的使用而改变文物原有的艺术形态。例如，重庆大足石刻的千手观音的修复工

作，虽然利用了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但最终却修复出一尊“全新”的造像，严重破坏了

原有的风格面貌。这种“修旧如新”变成了对古老石刻艺术的破坏，根本不是对艺术遗

产的保护。

南朝石刻的数字化要始终关注风格面貌的甄别与还原问题，严格遵循“修旧如旧，

恢复原貌”的原则。例如不同类型的石兽，辟邪、天禄、麒麟各有不同特质风貌，同样是

天禄也各有特点，或雄壮、或矫健、或灵活。在艺术与技术日益结合的新形势下，文物的

艺术价值需要格外重视。文物复原工作在努力实现文物外在形式还原的同时，更应注

重其内在精神的还原。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现在奉行“原址保护”的总体规划，但是南朝陵墓石刻所处的陵

墓环境，历经千年已经面目全非。数字化保护可以对此缺憾进行弥补，更好地展示其历

史坐标与文化信息。

目前我国在“博物馆数字化”以及“文化遗产虚拟漫游”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

绩，如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保护工程，三峡文化遗产数字化展

出工程，各类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等。这些都为我们开展

南朝石刻艺术数字化建设与展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今后，利用现代的数字

虚拟重建技术，努力留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

三、南朝石刻艺术数字化与互联网传播

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长久保存与传承，有赖于数字化建设与互联网传播。文化艺

术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日益繁荣，在世界上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２０１１年搜索引擎巨

头谷歌推出“ＡｒｔＰｒｏｊｅｃｔ”计划，依托独创的“ＳｔｒｅｅｔＶｉｅｗ”３Ｄ扫描技术，把世界著名博物

馆、美术馆的艺术作品，以７０亿像素的高清晰度发布于互联网，供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网

络上自由观赏学习。可见，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给艺术的展示、传播和学习带来了变

革，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文明也实现了空前的快速传播和亲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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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以往历史文物的静态陈列呈现和静态叙事传播，今天的文物则借助互联网、

云计算、数字虚拟、交互设计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手段，突出体验性（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强调

沟通性（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实现关联性（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这是一种新型的动态叙事，并实现了从

单向信息传达到双向信息互动的转变。

南朝石刻采取数字化的保护不仅迫在眉睫，当下也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现实条件。

“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项目所制订的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

框架，覆盖文物数字化分类体系的全部类别和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能够为南朝石刻数

字化建设事业提供较为全面和权威的标准规范。今后，南朝石刻艺术的数字化建设与

互联网传播，需要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平衡，处理好技术与艺术的平衡，合理呈现技术

手段下的石刻艺术。

目前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方式，经常会出现技术大于艺术的情况，也就是

技术手段的强势地位挤占了艺术内容的表现空间，艺术内容被夸张、压缩、扭曲，甚至遭

到错误呈现。例如，过度追求高科技呈现或深度互动，会影响人们对于艺术本体的思

考，消解人们的艺术想象空间，损害艺术作品原来的审美品格和思想内涵。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媒介能够对历史文化遗

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产生强大推动作用。南朝石刻的数字化及网络传播，推动了以传

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化，并且通过多媒体信息终端，呈现出集公共传播、文

化娱乐、交流互动、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丰富功能。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南朝石刻的数

字化，与其说这是文化遗产存在方式的重建，不如说是一种新型传播方式的搭建。实体

文物通过数字化、虚拟化进入网络世界，不仅能进行无障碍的大众传播，还能在大众传

播基础上开展精准化传播。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到的，在信息时

代，大众传媒的覆盖面经历了从大到小的变化。一方面，传播媒体拥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和读者，其传播的辐射面变得更为宽广；另一方面，针对特定读者群的传播变得越来越

小，越来越专［４］。精准化传播注重受众多样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实

施“交互性传播”“一对一传播”。

南朝石刻艺术的数字化保护、展示与传播，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快捷

地为社会公众提供艺术信息资源服务。千年之久的南朝石刻，乃是南京作为“六朝古

都”的文脉基石，更是华夏雕塑艺术之瑰宝。相较于同时期的北朝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敦煌莫高窟数不胜数的佛教雕塑，南朝石刻是汉民族“衣冠南渡”之后的产物，其艺术价

值不容低估！

３９第４期 杨祥民等：南朝石刻艺术数字化建设与展示研究



　　参考文献：

［１］束有春．走出南朝陵墓石刻保护的困境［Ｎ］．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８－０３－０７（８）．

［２］裘丽．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列入国家“十一五”文保项目［Ｎ］．新华日报，２００６－１０－１０（３）．

［３］张可．南京南朝石刻公园方案敲定南朝石刻不准迁移原址加顶保护［Ｎ］．扬子晚报，２０１４－０９－

０９（６）．

［４］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Ｍ］．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
（责任编辑：张秀宁）

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ｓｔｏｎｅｃａｒｖｉｎｇａｒｔ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ＤＩＡＯＭ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Ａｒ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ｔｏｎ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ａｔａｒｅｍｏｓｔｌｙｉｎａ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ｎｅｅｄｓｕｒｇ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ａｒ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ｃａｒｖ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Ｆｏｒａｂｅｔ
ｔ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ｔｏｎｅｃａｒｖｉｎｇ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ｓｕ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ａｒｔ
ｓｔｙｌ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ｏｎｅｃａｒｖ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９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