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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幅画说起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科技赋能，博物馆
实 现 馆 藏“ 文 物 活 起 来 ”成 为 一 种 可 能 。
例如，在故宫与腾讯合作的三年时间里，
故 宫 先 后 推 出 了 故 宫 QQ 表 情 、《故 宫 回
声》主题漫画、《玩转故宫》小程序、《古画
会唱歌》音乐专辑、《奇迹暖暖》游戏等十
余款数字化线上作品。从漫画、文创到手
机游戏，已满 600 岁的故宫要打造的就是
年轻化的文化意象，将传统文化以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进行演绎创作，广泛
触达并融入年轻群体的生活方式，也因此
广受年轻用户欢迎。

把照片变成名画风格，如今只需动动手
指即可。只要有一两张样本，神经网络可以
迅速地学会各种风格，这种技术被称为“神
经风格迁移”。

卷积神经网络将图像分割为“内容”和
“风格”，高层神经网络抓取了图片的风格，
比如色彩和排列，而底层神经网络抓取的则
是图像的内容，也就是图像的细节，在抓取
风格之后就可以将风格迭代到需要改变的
图片上，最终实现风格的迁移。很多算法会
在过程中计算最大均值差，测量风格图像和
内容图像之间的差异。让两种图像“对齐”，
从而减少图像迭代时造成的损失和误差。

另一种则是基于模型迭代的，通过迭代
式的更新模型来优化网络模型。

文物，在 AI 时代实现了“另一种呈现”，
在普通大众中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2018 年，由意大利主办的《致敬达芬奇》
光影艺术体验巡展让博物馆看到了关于如
何让藏品发挥价值的更大的想象空间。一
方面，借助技术进行藏品的数字化，能更大
程度地将藏品传承下去；另一方面，这也为
众多博物馆的“网红化”提供了支持。在真
迹数字化后，博物馆的藏品可以进行大量基
于声光电的二次创作，通过互动体验提升观
赏乐趣，进一步吸引年轻消费者。

由 Culture24 设 计 开 发 的 数 字 展 览 奖
“ 人 人 可 以 做 梵 高 ”，观 众 可 以 随 意 在 其
网 站 上 选 择 梵 高 的 名 画 ，然 后 根 据 同 一
场 景 拍 摄 不 同 的 主 题 上 传 ，系 统 可 以 自
动 识 别 、对 比 、评 分 和 分 享 ，在 公 众 中 间
掀起了一阵高潮。

串联产品矩阵，形成场景化的使用体
验。

以 2018 年 百 度 的“AI 博 物 馆 计 划 ”为
例 ，该 计 划 实 际 上 是 以“ 逛 博 物 馆 ”为 线
索，在用户观赏的整个过程中，品牌通过
展品识别、AR 讲解、机器人对话、全景交
互等玩法，串联起旗下的多款产品，从而
让用户在观赏过程中也能实现对百度产品
矩阵完整的场景化体验。可以说，这种方
式在无形之中，向用户展现了品牌产品的
特色优势，有助于形象地加深用户对产品
的深刻认知，增进用户黏性。

通过技术手段将博物馆进行数字化呈
现，已经成为一个显著性的趋势。当愈来愈
多的互联网平台与传统文化 IP 及博物馆建
立深度合作，数字化就不单单是将线下实物
搬到线上的“简单性复制”，更多的平台交互
与用户共创形式开始显现。让博物馆自身
在数字化演绎下重新焕发活力，真正达到向
公众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目的，是博物馆数
字化建设的最终价值所在。

2018 年 10 月，一幅名为《爱德蒙德贝拉米》
（Edmond de Belamy）的肖像画在佳士得拍卖，在
引了全世界引发轰动。这幅由法国艺术团队Ob-
vious创作完成的画作，最终以43.25万美元的价格
成交，而在早些时候，尼古拉斯·拉塞尔（Nicolas
Lasserre）从 Obvious 买 下 这 幅 画 时 仅 仅 花 费 了
11000多美元。

这幅画是巴黎的一个名为 Obvious 的艺术团
体使用代数算法创作的作品，而这次拍卖一下子
把AI艺术置于公众关注之中。

美国杜克大学的数据科学计划（+Data Sci-
ence）认为，从这次拍卖可预见 AI 发展的趋势，该
大学在 2019 年举行了一个 AI 艺术比赛。要求上
交的作品必须是数字图像或视频，并且完全由计
算机软件生成。此次比赛吸引了20多个个人和团
队的参与，作品涵盖景物画、肖像画、抽象画。

利用人类收集的大量已有图像，通过算法对
图像进行分类、识别等学习，最后生成新的图
像——这就是AI产生画作的基本步骤。在多次尝
试的过程中，Obvious团队发现 GAN算法（Gener-
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直译为“生成对抗网
络”）在模仿学习肖像画的过程中，展现了它的创
造力。GAN 由发生器和鉴别器两部分组成，发生
器根据已有的肖像画数据创造图像，鉴别器则负
责区分发生器创造的图像和人类的画作，当鉴别
器无法区分二者区别时，AI画作就算完成了。

AI 还原的杜甫，也是 GAN 算法的一个杰作。
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活的杜甫”，其形象结合了画
家蒋兆和的杜甫画像、南熏殿的《唐名臣像册》和
雕塑大师吴为山的杜甫雕像。

香港艺术家黄宏达花了3年时间创造了AI“双
子座”并训练其作画。黄宏达说：“我希望把这些作
品当作对技术发展的回答，能够在21世纪唤醒世界
对中国水墨画的兴趣。”

“双子座”由人工智能处理器和机械手臂构
成。人工智能的大脑负责接收并分析嫦娥四号拍
摄的月球图片和 3D 图像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创造
新的月球表面图像，而机械手臂负责用画笔蘸墨，
在宣纸上作画。

如何看待在创作过程中人类、机器与作品之间
的关系？这些作品究竟是谁的创作、谁的表达？

黄宏达这样总结他与“双子座”相处三年的关
系：他指导它掌握简单的笔触并对其进行编程，训
练它画出拥有自己风格的作品，而不是单纯地复
制图像。如今，这位“学生”可以在没有任何帮助
的情况下通过周密的算法和随机因素创造出“老
师”无法预料的水墨画。

Obvious成员之一乌戈认为，机器不可能把想法
或情绪投入到作品中。“要指望机器拥有自己对世界
的认知并以此创造新的东西，现在看来还只是虚无
缥缈的概念。”杜克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埃
蒙斯则认为AI生成的艺术品可以体现一种概念的
美。这次大赛中，他通过 AI 创造了 900 张不同的
画。在杜克大学的AI艺术大赛中，大部分参赛者都
不认为那个艺术家就是自己。一位参赛者认为，尽
管人为选择了输入算法的图像数据，但人类“对结果
几乎无法控制，并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

由于AI技术的加持，文物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使其得以穿越时空限制生动地呈现在参观者的眼
前，从而为他们提供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疫情的暴发加速了AI和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
的推广和应用。

2020 年 3 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文艺复兴
巨匠拉斐尔逝世500周年纪念展览，却因疫情原因
被迫暂停，网上一片惋惜之声。3 月中旬，策展方
推出一段13分钟的虚拟导览视频，展示《西斯廷圣
母》《披纱巾的少女》等珍贵名画。视频上线3天后，
浏览量即突破34万人次。

一位网友感叹说：“尽管和现场观展无法相
比，但是能在家一饱眼福也让我无比激动。”

目前全球多家博物馆和文化遗址都推出了虚
拟游览项目。欧洲博物馆组织网络对全球41个国
家的650多家博物馆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这些
博物馆中，60%都增加了数字手段的运用。

意大利文化部发起“文化永不停”项目，覆盖
意大利400多家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展览资源，包
括教育、图书馆与档案馆、博物馆、音乐、电影和戏
剧 6 部分内容。网友可以在其网站上观赏博物馆
的虚拟导览、雕塑3D模型、歌剧和音乐会等。

同年 4 月起，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组织的“体验
埃及”虚拟旅游活动，把埃及著名景点以精美 3D
动画和导览视频的形式“搬”到社交媒体上。

韩国济州岛则打造了该景区全球首家沉浸式
数字艺术体验馆，运用投影映射技术和传感交互
技术，对花园、海浪、沙滩、月亮、瀑布等自然空间
和素材重新诠释。为了增强现实效果，还聘请了
两次获得格莱美大奖的音效导演和法国著名调香
公司负责展示馆整体的声效和嗅觉设计，目标是
打造沉浸式的五感体验效果。

2018 年 9 月 2 日 晚 ，一 场 大 火 席 卷
了巴西国家博物馆，让这座历史悠久并
存有 2000 多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几乎被
大火吞噬。大火摧毁了数不尽的无价
之宝，包括大量具有国内和国际意义的
文物。

2019 年 1 月，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
（Google Arts & Culture）推 出“ 虚 拟 访
问 博 物 馆 计 划 ”，利 用 其 街 景 技 术 ，将
巴西国家博物馆中曾经的展品和展厅
呈 现 在 人 们 眼 前 。 在 平 台 上 ，网 络 访
客们能够“进入”博物馆，360 度参观其
中的文物，包括原始面具、陶器以及色
彩斑斓的蝴蝶标本等。这一计划运用
了虚拟街景技术，因此能够产生“亲眼
所见”的感觉，带给观众沉浸式的参观
体验。

早在 2016 年，谷歌就曾和巴西国家

博 物 馆 合 作 ，将 部 分 藏 品 进 行 数 字 化
处 理 ，并 利 用 街 景 技 术 对 展 厅 内 进 行
了 全 景 展 示 ，这 批 影 像 的 留 存 为 今 天
人类追索这座古老博物馆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

中 国 的 腾 讯 公 司 也 在 火 灾 后 迅 速
参 与 到 巴 西 国 家 博 物 馆 的 重 建 工 作
中，与博物馆签订了“数字博物馆建设
计划”。

据了解，腾讯 QQ 浏览器“识你所见”
及其旗下的腾讯“博物官”小程序基于现
存的数字内容，借助图像识别和大数据技
术，携手巴西国家博物馆共同打造“数字
巴西国家博物馆”，以数字化手段助力巴
西国博重建。

同时，腾讯还通过面向全体中国网民
的“数字化资料征集活动”，收集民众参观
留存的影像信息和文字记录，并使用 3D

技术将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文物精确还
原，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让中国乃至
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到这些珍
贵的文物资料。

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对文化遗
产和藏品的客观、完整的数字化存档，实
现真实有效的永久保存与展示利用，数字
化保护正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
段，而愈来愈多的互联网平台在近年来开
始与传统文化 IP 及博物馆建立数字化方
面的深度合作。

例如自 2016 年起，腾讯便与故宫博物
院开展长期合作。经过三年时间，双方的
合作已经延续到智慧营销传播推广、文创
产品研发、创新型大赛、智能化导览、共建
科学实验室等多方面；2017 年，腾讯与敦
煌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发起了“敦
煌数字供养人”计划。在敦煌“数字供养
人”互联网公益活动中，用户通过捐赠 0.9
元即可参与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该项
目上线仅 2 个小时就获得超百万用户的
关注度。

AI让博物馆重生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
的大背景下，博物馆陈列展览向“互联
网 + ”转 型 ，不 断 应 用 新 技 术 在 展 前 规
划、公众观展体验和展后资料管理、分享
传播等方面。“互联网+”背景下的博物
馆陈列，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及信息通信
技术，让互联网与博物馆陈列深度融合
在一起，创造出新的陈列形态：从单一静
态的文字、展品到音频、视频再到多媒
体、虚拟现实等互联网新技术新平台的
展示手段。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就建立了
博物馆信息交换联盟，对博物馆的藏品
进行数字化的处理，推动博物馆的展览

方式发生了变革；在欧洲，一些著名博
物馆，如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英国
大英博物馆、梵蒂冈教廷博物馆等，也
都于上世纪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了建设
博物馆数字化展示计划；在亚洲，以日
本“全球数字化博物馆计划”为代表的
博物馆数字化展示促进了亚洲地区的
博物馆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在展览方面也
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互联网技术，例如二维
码、微信语音导览、虚拟展厅、互联网“360
度”展示等，都是对“互联网+陈列展览”的
有益探索。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自 2014 年起开

展了陈列展览数字化的工作，主要包括
“陈列展览可视化管理”和“智能导览系
统”等。

陈列展览可视化管理系统通过对展
览的事前规划、资料与展览场景的电子
化管理，达到展览管理工作的高效、安
全，及事后可重复使用的目的，具有计划
管理、资料管理和网上展厅管理功能，智
能导览系统包含针对普通观众的智慧旅
游终端和 APP 应用程序，针对团队观众
的讲解服务系统。观众可以通过交互式
的导览获得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
的交互参观过程，并运用视频、动画、“沉
浸式”虚拟现实技术等形式为观众创造
一个多感官的博物馆展览体验环境，比
如，APP 应用程序包含 7 种语言的导览，
通过 WIFI 和蓝牙定位自动向观众的智
能终端推送信息。

AI带来不一样的文展形态

观众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中体验与石刻互动

美国卓纳画廊内容主管卢卡斯·卓
纳表示，与现场展览相比，在线展览可
以嵌入视频以及和艺术史相关的背景
介绍。通过 360 度全景展示，博物馆的
空 间 结 构 、艺 术 品 的 陈 列 格 局 得 到 更
好 呈 现 ，观 众 还 可 以 借 助 数 字 高 清 技
术 欣 赏 作 品 的 细 节 ，获 得 身 临 其 境 的
参观体验。

法国美术老师克里斯蒂娜说：“我们
看到了现场无法观察到的作品细节，例如
画布上的笔触、隐蔽的作者签名等，这给
人以强烈的审美享受，甚至令人产生‘私
人订制’的难得体验。”

葡萄牙塞拉维斯当代艺术博物馆馆
长菲利普·沃涅认为：“虚拟现实技术使展
览得以保存到未来，还可以激发公众对艺
术的兴趣。”

以线上反哺线下，可以促进艺术传
播和文化传承。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
成熟，人们对数字化展览的期望将会越
来越高。

“私人订制”的文化体验

A
I 时代

博物馆

﹃
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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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让博物馆
实现与观众互动

AI打造“身临其境”的博物馆

文/陈红生

蒋兆和的杜甫画像

以往我们知道的杜甫，是印刷在书本上沉默的唐诗，以及草堂中那座安静地伫立的雕

像。雕像所呈现的杜甫是深沉忧虑的样子，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似乎有无尽的话要

对我们诉说。

幸好有了AI的加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活过来”的杜甫：你可以看到面前的杜甫缓缓

地睁开眼，炯炯有神地和你对视，他会抑扬顿挫地朗诵《春夜喜雨》⋯⋯

AI让一个活生生的杜甫穿越到了现代。AI的风格迁移技术让杜甫变得有血有肉，亲切

风趣；同样通过AI，杜甫生活的场景也得以重现，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俱往矣。以往那些封存于高墙大厦陈列柜之中沉默的冷冰冰的历史和文物，那些在

“请勿触摸”标志庇护下的“高冷”文物，在AI时代的时空里重新焕发了活力，博物馆能给观

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互动式体验，从而重新定义了博物馆的功能。

联合国“国际博物馆日”有一句口号叫作“博物馆的力量”。AI的到来，唤醒了博物馆潜

在的巨大力量，让沉睡的历史和文物以新的姿态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