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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数字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常 樱, 段淑凤

(石家庄铁道大学 信息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数字博物馆已成为保护和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

但基于实物的数字博物馆受传播主体制约,在资源组织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本文在数字

博物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主题数字博物馆,主题数字博物馆拓宽了

数字博物馆的资源整合和教育传播功能,在文化宣传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文中以 定窑文化!

主题数字博物馆为例,具体介绍了定窑文化主题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思路、内容组成以及实现途

径。主要观点将为促进数字博物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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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数字化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是信息社

会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兴起于上个

世纪 90年代的发达国家,比较有影响的事件是美

国国会图书馆自 1990年开始推动 美国记忆( A

mer ican Memo ry)计划!。我国博物馆数字化以

及数字博物馆建设始于本世纪初, 至今仍然处于

起步阶段。2000年 6月故宫博物院就 故宫文化

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项目合作与日本凸版株式

会社签订了意向书; 2003年 11月 28 日, 中国博

物馆学会成立了 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
2001年 11月,国家教育部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  现代远程教育网上公共资源建设!启

动了 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项目[ 1]
, 建设 18

所大学数字博物馆; 2007年, 教育部科技司启动

建设 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二期) !, 继

续建设 11所大学数字博物馆。当前数字博物馆

的建设主体主要是博物馆机构和一些大学,绝大

多数是依托现有的实体博物馆, 即某个博物馆馆

藏有什么数字博物馆就有什么。由于单个博物馆

馆藏文物往往比较分散,这种建设模式显然不利

于整合专题资源,不能满足文化传承、地域宣传与

网络学习的要求。要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建设主

题丰富、类型多样的数字博物馆,就要开拓出一条

新的数字博物馆拓展应用的思路。

一、数字博物馆

当前,存在着几种核心词为 博物馆!的内涵

接近却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包括数字化博物馆、数

字博物馆( Digital M useum)、虚拟博物馆( V ir tual

Museum) 、 在线博物馆馆( On line M useum) !、

 网络博物馆( Web M useum )!等。
有人认为, 数字博物馆是 在数字信息环境

下,以特定方式(数字传输处理技术)对馆藏文物

进行组织、交流和利用的动态机制或系统!。[ 2] 并

提出数字博物馆必须依托实体博物馆, 这个观点

中的 数字博物馆!接近于  数字化博物馆!或 博

物馆数字化!, 其侧重点主要是博物馆藏品数字化

及博物馆管理数字化。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陈刚博士认为:  数

字博物馆是以采集、保护、管理和利用人类文化/

自然遗产信息资源为目的,建立的信息网络服务

体系。! [ 3]。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上述的 在线博
物馆馆!和 网络博物馆!。而  虚拟博物馆!则是

 特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三维场景,以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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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下载并展示三维展品,

同时提供虚拟漫游服务的系统
[ 4]
。因此, 通常的

数字博物馆可以将虚拟博物馆作为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 [ 5]。

二、主题数字博物馆的提出

关于数字博物馆的类型, 南京博物院信息中

心张小朋主任谈到:  虚拟博物馆分为实体博物馆

在网络上的代言人, 即∀离岸博物馆# ,和与任何一

家实体博物馆毫无关系的博物馆两类。
[ 6] !主题数

字博物馆可以 与任何一家实体博物馆毫无关

系!, 是某个机构根据传播的需要, 以文化传承、教

育宣传为主要目的, 针对某个主题,以数字博物馆

形式组织的相关资源, 是数字博物馆理念的一种

拓展应用。如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数字博物馆是一

个典型的主题数字博物馆,它的建设无现成实体

博物馆可参照,是通过收集、整理分散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 以及独立建设各种媒体资源而构建的。

从功能上讲,主题数字博物馆既是一种传承与保

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段, 还是一种系统

性地宣传地域文化的途径,更是一种活跃于网络

的学习资源。

表 1  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博物馆!与 主题数字博物馆!比较表

比较项目 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博物馆 主题数字博物馆

建设主体

资源获取

资源状况

资源范围

资源整合

资源特性

虚拟环境

实体博物馆

便利

科学

馆藏范围, 受馆藏限制

难以针对主题整合资源

不利于主题宣传、学习

一般不会针对主题设计虚拟环境

不受限制

相对不便

三维虚拟模型难以达到非常科学

围绕学习需要, 不受馆藏限制

有利于针对主题整合资源

有利于主题宣传、学习

针对主题设计虚拟环境

由表 1可以看出,  基于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博

物馆!与 主题数字博物馆!各有优势,各有侧重。
 基于实体!获取资源便利,建立数据库的目的不

仅仅是为了传播,更是为了保存和研究,数字化资

源建设有科学依据, 最终展现的可视化虚拟模型

科学可靠,针对单个展品组织的资料往往非常全

面;而 主题数字博物馆!由于建设主体不受限制,

难以得到各个实体博物馆全方位的支持,获取资

源相对不便,如无藏品实体可提供三维扫描, 三维

虚拟模型难以达到完全的科学和准确, 藏品的瑕

疵、不规整度、色彩的微妙变化等均难以体现。然

而,主题数字博物馆所涉猎资源不受某个实体博

物馆馆藏限制, 可以根据主题需要组织最典型的

资源,有益于主题宣传与学习。另外虚拟环境建

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当前 基于实体博物馆的
数字博物馆!一般不会针对某个专题或主题进行

虚拟环境设计, 而虚拟环境应当是 传达着一定的
信念、道德精神和建造者的文化品味! [ 7] , 特定历
史时期、不同地域面貌的造型与装饰细节,将在传

播过程中将起到暗示作用,主题数字博物馆显然

更便于针对主题设计虚拟环境。

主题数字博物馆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

念,灵活性强, 可在实体博物馆收藏、研究、教育三

大功能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的侧重点进行拓展应

用。如侧重收藏,可详细收集各种数据,并进行藏

品数字化、可视化工作; 侧重研究,可运用数字博

物馆进行数据的比对与分析; 侧重教育,可在教学

设计的基础上着重整理各种学习资源; 侧重宣传,

可策划宣传活动,围绕宣传组织资料;侧重创新应

用,可组织各种素材资源及提供创新展示平台等。

以上各种应用彼此并不矛盾, 往往结合在一起共

同发挥数字博物馆的功能优势。

三、 河北定窑文化!主题数字博物馆

建设思路

 河北定窑文化!主题数字博物馆集中藏于各

个博物馆的标准器、精品进行系列化地讲解和赏

析。其定位于数字化定窑精品、传承定窑文化、宣

传定窑,提供相关学习资源。让中国人认识这个

曾经于宋代辉煌一时的名窑; 让河北人了解这个

曾经在燕赵大地上的生长兴旺又最终湮灭的本地

文化;为普通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提供准确生动的

资源;为学习艺术的学生提供认识定窑瓷器形式

元素、最终服务于创新运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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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涉及内容与组织关系

建设 河北定窑文化!专题数字博物馆,首先

要利用 概念图 ( concept mapping ) !对相关内容

的组织关系问题进行思考。概念图是包含结点和

连线的一种对知识的结构化进行形象表征的方

法
[ 8]
,运用概念图进行初步梳理,有助于理清围绕

中心概念  定窑文化!的各项内容之间的逻辑

关系,为下一步设计框架、组织材料提供支持。

图 1  定窑文化!概念图

图 1体现出  定窑文化!涉及到众多内容:第

一,  定窑文化!属于 瓷文化!大范畴, 需要对 瓷
文化!相关知识进行简要介绍,如 陶瓷简史!、 陶

瓷类别!、 术语!等, 一方面有助于受众在大背景
下理解知识点,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知识的延伸与

拓展。第二,定窑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其历史、艺

术价值,可落实到 器型!、 纹饰!、 工艺!、 釉色!

等形式特征上, 这部分应着重组织。第三,  器
型!、 纹饰!、 工艺!、 釉色!等内容与 文物鉴定!

和 创新应用! 两种实用功能产生关系。除以上
四种形式因素, 文物鉴定还关注 胎体!与 款识!,

这二者也要划归艺术特征领域。此外文物鉴定必

定与专家有关, 网站的内容也来自于专家多年呕

心沥血的积淀及研究成果,因此,专家人物及他们

的权威专著也形成了一个重要内容。创新运用是

传承传统文化的较高级领域,  艺术特征!及提炼
出来的 代表形式!均可直接指导或参与设计创

新。第四,考虑发挥网络学习资源的交互性, 调动

受众参与的热情并促进资源再生, 设置了 游戏!

和 论坛!两项内容, 游戏是针对主题设计,不仅能

够调动受众的参与兴趣,其自身也是创新应用的

一个方面; 论坛是问题、想法交流的园地, 能够体

现网络资源的及时更新能力与再生能力。第五,

 简史!、 地理!等基本知识不可或缺,对 精品!的
赏析是调动受众兴趣的重要部分。

(二)内容整合与框架设计

在对概念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的 河北
定窑文化!专题博物馆框架图,如图 2所示。一级

目录主要围绕中国 瓷文化!进行, 将具有普遍意

义的内容归于此;二级目录是对特定瓷文化

 定窑文化!的具体展开。一级目录中,  术语词

典!包含 类别!、 五大名窑!等概念性知识;  游戏

天地!、 文化论坛!中涉及的游戏内容和论坛内容
为瓷文化大范畴,不再局限定窑一系,这样能够提

高受众兴趣、开拓受众视野;  下载中心!包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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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及经过提炼的、具有代表性矢量化纹样的下

载,为创新设计提供形式元素。二级目录主要体

现定窑艺术的 器型!、 纹饰!、 工艺!和 釉色!,

将 胎体!与 款识!等更加专业的内容并入 鉴定

宝典!;  虚拟参观!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虚拟

场馆和虚拟展品,带给受众虚拟世界的沉浸感受。

实现了框架纲目的页面见图 3。

图 2  定窑文化!主题博物馆框架图

图 3 实现了框架纲目的页面

(三) 技术设计思路

定窑文化主题数字博物馆主要涉及的技术为

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建站技术与虚拟现实技

术。首先,发挥多种媒体优势。各个栏目都要用

到图像采集、处理技术,特别是 传世珍品!、 精品

赏析!等内容需要大量清晰而数据量相对较小的

图像, 要利用 JPG 与 PNG 图像格式;  历史沿
革!、 地理环境!等设计为图形化展示, 并需要一

定的动态交互,可利用 FLASH 技术完成,如图 4

图 4 FLASH 历史沿革!界面

为 FLASH 实现的 历史沿革!部分交互界面; 图

像矢量化技术用于为创新设计提供定窑瓷器相关

素材,矢量化后的素材支持任意的放大缩小, 适用

与各种设计。游戏主要运用 Flash 和 Act ion

Script 3. 0语言进行原创设计, 借鉴经典小游戏

思路,同时突出元素、事件的准确、科学性,最终体

现可玩性与教育性的结合, 如图 5,为 五大名窑!

主题 对对碰!游戏截图。

图 5  五大名窑!主题游戏截图

博物馆  虚拟参观!部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

完成,涉及的软件主要有 3DMAX 与 VRP, 图 6

图 6 虚拟现实博物馆整体场景

为实现了的虚拟现实博物馆外景, 整体设计为古

典建筑群,为受众提供参观过程的趣味感和沉浸

感。为了弥补实体博物馆展品介绍不详的缺憾,

将运用 FLASH 软件及 Act ion Scr ipt 3. 0语言制

作多媒体课件, 对展品进行扩展介绍; 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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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P 与 FLASH 的接口整合展品与课件, 使学习

者在参观过程中点击展品标识即可调出具有知识

详解与扩展功能的课件。展品的虚拟化可能受到

精品藏于各个博物馆难以获取扫描等局限,根据

资料与图片建立的模型不能科学还原原器,需要

向学习者说明。

考虑网络资源的及时更新能力,  传世珍品!、

 术语词典!、 专家人物!、 釉色工艺!、 纹饰风

采!、 器型百态!、 精品赏析!、 鉴定宝典!各项,
均运用数据库技术,支持后台增删处理。最终的

主题数字博物馆在互联网上传播, 故整体采用建

站技术, 包括界面设计、页面制作、服务器环境搭

建等,涉及多种软件,具体见表 2。

表 2  定窑文化!主题博物馆主要技术示意表

主要技术 具体问题 运用栏目 涉及软件

多媒体技术

图像采集、处理与格式运用  传世珍品! 精品赏析!等 Photo shop

图形化与二维交互设计制作  历史沿革! 地理环境!等 F lash

图像矢量化技术  下载天地!等 C++

游戏设计与制作  游戏天地! F lash 与 AS3 . 0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场景设计与制作  虚拟参观! 3DMAX与 VRP与 C++

虚拟展品采集与制作  虚拟参观! 3DMAX 与 VRP

数据库技术 后台更新  术语词典! 专家人物! 鉴定宝典!等 SQL Server

建站技术 网站设计与制作 博物馆整体
Phot oshop Dreamw eaver

JSP 语言

四、结语

主题数字博物馆的应用领域较广,对于博物

馆领域来说,它能够让更多民众走进博物馆, 为博

物馆迎来民主化的未来; 对于地方文化建设来说,

它能够增强地域文化的渗透力、辐射力和感召力,

树立地域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教育领域来说,它

能够促进网络学习资源, 营造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和学习化社会的氛围, 推动各领域文化的普及和

网络学习的有效开展。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技术的

不断进步,主题数字博物馆必将以崭新的姿态活

跃于互联网,在文化继承与传播的各个领域做出

突出贡献,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优秀的资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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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与信息技术管理平台之间, 推动人员管

理系统与信息技术管理系统之间高度融合、整体

联动,全面提高考场控制能力,增强对舞弊行为的

打击力度。再次是应让监考员正确认识考场秩序

管理的重要性, 制定明确的管理依据、严密的操作

程序和可量化的执行标准。按照监考岗位的设置

原则、工作标准、职责要求、劳动待遇和责任追究

做好责权利的综合衡量。基于监考等考试工作人

员兼职的特点,研究监考工作与本职工作挂钩的

办法,有力提高监考工作的吸引力,推动监考工作

的职业化发展,提高监考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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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xamination Fraud

LIU Chao

( T he Educat ion Examination Auth ority of H ebei Province, Sh 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fraud is a chronic il lness in examinat ion and a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As a sec

ondar y social system, examinat ion sy stem takes up important social act ivit ies of ex am inat ions and

bears signif icant social relationships. If w e w ant to find out the cause, harm and the countermeasure

fo r exam inat ion fraud, w e should realize the relat ionships betw een the people, the society and the sys

tem. The fraud is a chronic illness in examination and a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As a secondary so

cial sy stem, examinat ion system takes up impo rtant so cial act ivit ies of exam inat ions and bears signif i

cant social relationships. If we want to find out the cause, harm and the countermeasure fo r exam ina

t ion f raud, w e should r eal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the people, the society and the system.

Key words:Fraud; Cause;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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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matic Digital Museum in Communication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CHANG Ying , DUAN Shu feng

( S chool of Informat ion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 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Digital museu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 in culture communicat ion w ith the gr eat

development o f informat ion technolog y. At the same t ime, the digital museum depending on physical

ar ticles is rest ricted by communicat ion subjects in terms of co llect ion and integrat ion of orig inal mate

r ials. In view of this fact , a thematic digital museum mode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dig ital museum in

this paper, w hich has g reat advantages in pr opagat ion of cultur e. M or eover, this mode w ould develop

the r esources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 ions of dig ital museum. As an example,  Ding kiln! themat ic

digital museum is int roduced to descr ibe the str ucture, content and realizat ion o f the pr esent mode.

This mode pr esented in this paper offers some new idea fo 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useum .

Key words: digital museum; themat ic dig ital museum; culture communicat ion; Ding Ki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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