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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余尊造像有了数字“身份证”

“如今我们正在对首批22处大足石刻里的中小石窟进行数
字化。”在主旨报告中，蒋思维介绍，他们正通过数字技术，对文物
进行三维测绘，以形成数字档案进行资料留存。

“20多年前，我们如果要为石刻建档，皮尺、铅笔、橡皮一个
都不能少，手绘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众所周知，手绘出来的数
据，必然有误差，最关键的一点是，手绘无法全方位展现造像的实
际艺术价值和美感。”蒋思维说。

近年来，随着各种各样的数字测绘仪器的诞生，为大足石刻
留下全面的、准确的、真实的信息，成为了可能。地面三维激光扫
描与多基线数字近景摄影测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作
为测绘领域的最新技术手段，这一技术能够快速、完整、高精度地
获得原始测绘数据，重建扫描实物，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单点测量
方式，从而也开启了大足石刻现代数字测绘的新局面。

蒋思维说，为大足石刻造像的数字化工程，从2013年4月正
式开始。10年时间里，专家们通过三维激光扫描、卫星遥感、无
人机倾斜摄影、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虚拟建模等技术，采集石窟
本体信息、石窟依存环境和地形地貌等数据信息。截至目前，大
足石刻已经建立了宝顶山大佛湾、小佛湾、北山136号窟等部分
龛窟、石门山、舒成岩、妙高山等在内的1万余尊大型造像数字档
案。也就是说，这1万余尊造像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身份
证”。而等到正在进行的中小石窟的数字化工作全部完成，大足
石刻将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新生。

把造像从崖壁上“搬”向世界

把崖壁上的造像搬到世界各地进行展览，这看似玩笑的一句
话，如今已经变成现实。

蒋思维说，目前，借助数字技术，大足石刻研究院早已将单尊
造像，从崖壁上复制到展台之上。这种复制，不是虚拟数字化呈
现的，而是借助3D打印的“精确”之手，依据数字技术提供的真实
数据，1：1还原而成。通过这种方法，大足石刻精美绝伦的造像
真正从崖壁上“飞”出，走向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之中。

而如今，经过多年发展，大足石刻已经实现了从单尊造像复制
到大型龛窟整体复制的跃升。蒋思维说，近年来，大足石刻采用行
业最先进的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摄影测量、360度全景等技术手
段，开展了北山第245号龛三维数字化与3D打印复原工作。借用
数字技术，专家们为这个龛窟构建了高清精度彩色三维模型，并在
此基础上，按原尺寸进行等比例的3D打印复制，得到高保真复制
品。这件复制品在最大程度还原文物原貌的同时，还具有拼装、拆
卸、运输便捷、快速等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大足石刻北山
第245号龛被先后“搬”进了金沙遗址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南山博
物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地展出。

明年春天将上“云端”

只需动动手指，便可身着清秀雅致的汉服，穿越千年历史，近
距离感受南宋石刻艺术的庄严肃穆、恢宏壮美。

蒋思维说，明年春天，大足石刻研究院“云游·大足石刻”一期
工程将正式上线。该项目以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为蓝本，通过
大规模数字采集与实景建模，融合云计算、实时渲染、数字人、
AIGC等前沿技术，深度还原大足石刻这一唐宋石刻美学的旷世
之作，以跨越时空、高度沉浸的体验方式，为文旅产业带来一次前
所未有的数字创新。

逼真，是“云游·大足石刻”的一大特点，为了真实为网友们呈
现大足石刻的美景，项目利用高精度数据采集设备配合无人机取
景方式，在不对景区及文物造成任何损害的前提下，对大足石刻
景区地形地貌、摩崖造像，及大足石刻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毫米
级三维数据扫描和1：1数字孪生建模还原。

为给游览者带来沉浸式真实感受，“云游·大足石刻”还以当
前最先进的UE5引擎实时渲染，通过全场景视觉和实时光线追
踪等技术，在8K超高精度的画质中，呈现出毫米级高保真细节、
无与伦比的光影效果和高度真实的材质表现。而实时天气系统
的加入，让游览者不仅能在电影级场景中深刻感受大足石刻这一
历史瑰宝，更能感受到大足石刻一年四季的变换，甚至欣赏到罕
见的雪中大足石刻美景，为游览者带来一场线上数字游览飨宴。

据重庆日报

近日，重庆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酉阳为市级历史文化
名城，自此，重庆拥有市级历史文化名城五个（江津、合川、
万州、荣昌和酉阳）。同时，还设立酉阳河碧津桥、酉阳建华
机械厂2个传统风貌区。前者是酉阳县城发展的缩影，反
映了当地少数民族以山为靠，逐水而居的营城智慧，后者是
酉阳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见证。

酉阳获批实至名归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重庆市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申报市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区
县（自治县）需要符合4个条件：一是保存文物较为丰富；二
是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三是保留着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四是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
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
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接合部，
辖区面积5173平方公里，始建于南宋，不仅是川渝东出湖
广的重要通道，还是巴楚文化和商贸交往的重要节点，更是
元明清时期重庆武陵山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文化价值来
看，酉阳有三大亮点：首先，酉阳是重庆土家族的文化起源
地，见证了渝东南地区近800年的土司政权更替；其次，酉
阳是古代理想人居环境的典范，有古代山水人文营建和人
居环境的杰出代表——酉阳桃花源；第三，酉阳是革命文化
和长征精神的重要承载地，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节点。从历史文化资源类型来看，酉阳现有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2个、市级历史文化名镇3个，市级历史文化名村14
个、中国传统村落41个、市级传统村落5个，传统风貌区2
个，文物保护单位107处、历史建筑15处，以及以少数民族
特色歌舞、技艺、民俗习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2
项。因此，酉阳符合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获批成为渝
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首个历史文化名城。

两个传统风貌区将设立

“由于申报市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区县，在其申报的保护
范围内还应当有两个以上历史文化街区或者传统风貌区。
因此酉阳还将设立酉阳河碧津桥、酉阳建华机械厂2个传
统风貌区。”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酉阳河碧津桥传统风貌区位于酉阳老城区中部酉阳河
畔，属桃花源街道，于明代兴起，至今已有约400年历史。
曾是酉阳县城最为繁华的地段。明万历年间建成碧津桥，
清代形成河街并建成骑龙桥（红卫桥前身），新中国成立后
成为县城商贸中心。酉阳河碧津桥片区是酉阳县城发展的
缩影，也反映了当地“以山为靠 逐水而居”的营城智慧。

片区内历史文化遗存丰富，街巷格局保存完整，片区内
有1口清代古井雅浦泉、2条传统风貌道路，以及众多20世

纪70至80年代修建的商业店铺、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河
上的碧津桥、红卫桥2座桥梁虽历经多次重修但位置始终
不变，基本沿袭了清代以来形成的顺河而生的空间肌理。

酉阳建华机械厂传统风貌区位于酉阳老城区中部二酉
洞旁，属钟多街道，建于1965年。酉阳建华机械厂前身为

“新农机械厂”，20世纪60年代初，由龙潭迁至现址后，主
要生产农业机械。这个地方是酉阳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历
程的见证。在这片传统风貌区内，人们可以完整地看到20
世纪60至70年代修建的生产厂房、办公用房、职工宿舍等
11处传统风貌建筑，这些建筑依然沿袭着建厂初期的建设
布局。

下一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将指导酉阳及时编制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做好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利用、保护和
管理工作。 据华龙网、重庆日报

酉水河镇河湾村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供图

酉阳获批成为第五个市级历史文化名城

端庄典雅的观音、精美绝伦
的壁画，精致繁复的彩塑，仿佛都
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漫步在意趣
盎然的林间小道，一日之内遍览
宝顶山的四季美景，在风花雪月
中体验千年一瞬……借助数字技
术，大足石刻将“飞上云端”，让游
客足不出户就能感受世界文化遗
产的美。

12月9日，在大足石刻数字
展示中心举行的“遗产活化：历史
与现实的有机互动”文化遗产论
坛上，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
维作了题为《数字化与大足石刻》
主旨报告。

在报告中，蒋思维透露，
2024年春季，大足石刻数字化建
设将迎来最新成果——“云游·大
足石刻”一期工程正式上线。首
批“乘”网络飞向全球的，是大足
宝顶山的造像。

首批“乘”网络飞向全球的是大足宝顶山的造像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云游·大足石刻”明年春天上线
足不出户就能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云游云游··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里呈现出的宝顶山石刻里呈现出的宝顶山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