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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火灼痛全球
我们拿什么留住世间好物……
文保数字化，宁波在行动

180多年前，一位年轻作家
走进巴黎圣母院。在钟楼的一个
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留下几个
用 手 刻 画 的 希 腊 字 母 ——
ΑΝΑΓΚΗ（命运），使他大为震
撼。

于是，有了不世之作《巴黎圣
母院》。

从此，巴黎圣母院和它所承
载的文明印记，像长了翅膀一样，
飞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44年8月25日。地堡“狼
穴”。

希特勒气急败坏地问总参谋
长约德尔上将：“巴黎烧了吗？”

千钧一发之际，执行破坏任
务的指挥官竟出乎意料地抗命
——这座“人类艺术之都”在幸运
之神的眷顾下，躲过了史上最具
破坏力的一场浩劫！

最终，巴黎奇迹般地保住了
自己的美丽与荣光。

那天，被定为巴黎解放日，也
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力量！

而就在北京时间16日凌晨，
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巴
黎象征之一的圣母院，却在修缮
之际毁于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同
样把巴黎的伤痛，蔓延到了全球
各地……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延烧了近10个小时，
顶部三分之二被焚毁。圣母院被大火吞噬的场景，
令世人目瞪口呆，令巴黎伤心落泪。

火灾发生时，民众自发地在巴黎圣母院前唱起
挽歌、跪地祈祷。法国全国教堂都敲响了钟声，为
巴黎圣母院祈祷。

“卡西莫多失去了心爱的姑娘，而巴黎也终究
失去了古老的圣母院。”

“前年去巴黎旅游，当时因为要排队所以没进
去。没遇见的玫瑰窗，竟然成了永远的错过……”

圣母院的这一场大火，把巴黎的伤痛蔓延到全
球各地——不论肤色与国籍，全球的社交媒体上无
不是一片同情、遗憾、悲痛之声。

“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之美、宗教意义、历史意
义均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从某种意义
上讲，她是属于全世界的，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
辉；她的命运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值得我们
摈弃世俗、狭隘的观念，倾注更多人文主义情怀去
关注、去呵护。”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久居巴
黎的作家张佳玮说，“世界上本来就没什么永垂不
朽，只是我们都不愿意失去，所以真发生时，无不
瞠目结舌。

前有巴西国家博物馆2000万藏品葬身火海的
惨剧，后有巴黎圣母院建筑毁于一炬的遗憾。且不
说这些轰动全球的建筑，就在2014年的宁波，老
外滩百年教堂的凌晨起火也让不少市民暗自垂泪。

如果悲剧不幸发生，我们该如何重现文物的记
忆？

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文物保护不可回避的一个话
题。

“对于文物与文化遗产3D扫描的重要性是不可
否认的！我觉得天童寺与其他宁波文化遗产应该被
扫描记录。”惊闻巴黎圣母院起火的噩耗，宁波诺
丁汉大学英伟达混合现实联合实验室主任庄以仁教
授（Professor Eugene Ch’ng）怀着悲痛的
心情，发了一条朋友圈。

就在今年1月15日，庄以仁正好在巴黎开一场
主题为“21世纪数字文化艺术遗产”的学术会
议。开会之余，他经过巴黎圣母院并特意拍下了这
座雄伟的文化地标。没想到，3个月后，留给他的
竟然是一场大火。

“之前有一些同行做过巴黎圣母院的数字化再
现，假如有3D记录，将对它的修缮和重建带来莫
大帮助！”

一件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会经受时间的消磨，
更会因为火灾、水灾、战乱、抢劫等天灾人祸而损
毁。这时，既能保留文物全貌，又能免受“物理攻
击”的数字备份，就愈发显得重要。如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项目”也强调了数字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这正是庄以仁团队专注的课题。今年3月初，
他们就用 VR 技术呈现了“元代的宁波三江
口”——头戴眼镜、手持遥柄，海上丝绸之路的节
点“市舶司”就近在眼前。

据该实验室成员、宁波诺丁汉大学在读博士生
程丹昭介绍，在设计VR三江口的场景时，一部分
是基于宁波博物馆的微缩泥塑模型，包括匹缎、瓷
器等物品；另一部分则来自史料文字和图片。而要
把海量的文物模型扫描至电脑后再通过实验室的图
像处理技术表现出来。

“现在，用VR记录、收集、保护文化遗产已
经越来越普及，而VR也可以被应用在对过去时空
场景的再现中，比如唐宋元明清。”庄以仁说，“我
们也正在研究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文化遗产的
保护上。”

VR的普及，还能让“保存现在”成为可能。
庄以仁团队的另一位成员、在读博士生蔡胜丹，做
的就是用VR呈现一个江南古村的“现代遗产”：
小桥、流水、青墙、黛瓦……大家亲切地称这一项
目为“外婆家”。

“和三江口项目不同的是，它不是从头到尾3D
建模，而是尽量去实拍，再通过照片建模，所以看
起来更加真实。这样一来，背井离乡的人们就可以
通过技术重建来回家看看，感触乡愁。”蔡胜丹说。

3D建模唤醒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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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数字化宁波在行动
“网上有人说，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对

巴黎圣母院构造的研究和建模可以成为复原的参
考，这不是一个玩笑话。如果哪件文物不幸遭到了
意外，那它的照片和3D模型，也可以起到这种作
用。”程丹昭说，“今天发生的事，让我们更加坚定
了自己所做工作的必要性。”

无独有偶，在去年的一场报告会上，宁波保国
寺古建筑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保国寺大殿将建
立一个三维信息库：从屋顶到台基，以三维技术把
大殿拆分成400多组构件，每一组构件包含名称、
现状照片、监测数据等。建成后的数据库不仅适用
于建筑专业研究者，也为遗产管理者提前干预提供
依据，还将与VR、AR技术结合，唤起公众的关
注。

“宁波有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遗存，从早
期的河姆渡文化，到后来海上丝绸之路。政府需意
识到文化遗产数字化的重要意义，比如天童寺、保
国寺、天一阁、老外滩天主教堂等。我们现在的课
题，也是在帮助中国和我们的下一代记录和保存当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

目前，庄以仁和程丹昭所在的团队，正尝试用
数字技术重建天童寺的景象。若课题进展顺利，也
算为全球的文遗保护做了一大贡献。

这种用“数字”反哺“现实”的思路，还应用
在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中。

当大家为巴西博物馆的损失哀叹时，谷歌的
“艺术文化团队”或成了最大功臣——

想360度重现焚毁前的博物馆？有谷歌街景！
想浏览文物的高清大图和说明文字？有谷歌的

线上展厅！
国内在“互联网+”方面最成功的案例，莫过

于“去年文创收入达到门票收入两倍”的故宫了。
且不说每日故宫等APP里被“搬上网”的文物高
清美图，各种“360度全景游”和自动定位的讲
解，可以说把故宫能“掘”的宝都掘了个遍。

类似的事，宁波帮博物馆也在做，合作对象是
百度百科。他们不仅将藏品的高精度可视化数据，
上传到文物平台实现互联共享，更建设了“数字博
物馆”。公众只要点开“宁波帮博物馆”的百度百
科词条，便可以用“放大镜”看展品，还可以“逛
展馆”“听讲解”。

“叶氏义塾藏书柜、应行久的劳斯莱斯汽车、
李达三宁波市荣誉市民金钥匙、谈家桢手稿……”
据宁波帮博物馆典藏部主任陈茹介绍，这数百条宁
波帮历史重要“物证”信息，现已统统收入数字博
物馆的名列。

而天一阁也在2010年建成投用了“天一阁古
籍数字资源库”。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浙东地方
文献……只要进入资源库网站，即可查询所有入库
古籍的目录。“有形的文化遗产是对过去文化、艺
术存在的证明，每一代人都能对这些文化遗产解读
出不同的象征意义。而数字文化遗产不仅保留了文
物全貌，还得以传承它的内在价值。”庄以仁说。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数字化备份的最终目的仍是唤起对文物本身的

关注。在思考数字备份的同时，更要呵护好眼前的
文化遗存。

记者 严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