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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新媒体技术在乾陵大遗址数字化展示中的应用。将数字化、体验性、独特性概念与大

遗址展示设计结合，使参观者在空间游览的过程中认知文物价值和产生难忘的体验。方法 通过对乾陵

大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陵墓文化、历史背景、传说故事等信息进行核心要素提取以及多元化展示

手段的研究，建立乾陵大遗址的数字化展示设计模型。深入研究新媒体技术在乾陵大遗址数字化展示中

的创新应用，从乾陵大遗址文化的数字可视化数据库建立、基于移动终端的智慧展览体验、虚拟仿真展

示、户外幻影成像展示等方面进行论述。结论 建立乾陵大遗址的数字化展示模型有利于文化信息的传

播，可以提升参观者互动体验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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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isplay of Qianling Ruins Based on New Media Technology 

ZHAN Qin-chuan, ZHAO Yang 
(1.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display of 
the Qianling Ruins and combine digital, experiential and unique concepts with the design of ruins to allow visitors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artifacts and creat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during the space tour. Through the digital extrac-
tion and display means of core elements in cultural relics, mausoleum culture, historical background, legen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 the Qianling Ruins, the digital display design model of the Qianling Ruins was establishe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digitization of Qianling Ruins was investigated deeply and discuss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al digital visualization database of the traditional Qianling Ruins culture, the smart exhibi-
tion experience based on mobile terminals, virtual simulation display, outdoor phantom imaging display and 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gital display model of the Qianling Ruins is conduciv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can enhance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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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呈现的不仅仅是古代文明史迹的主体，更

是典型历史文明的遗存，肩负着弘扬民族历史和民族

文化内涵的重担。大遗址展示，是其本身所富藏的文

化价值、文化内涵的绝佳体现，也是大遗址保护的有

效途径。如何将体验性、独特性概念与大遗址展示设

计结合，使参观者在空间游览的过程中认知文物价值

和产生难忘的体验是大遗址展示设计面临及解决的

问题。区别于传统的遗址展示形式，现代数字化展示

形式应更具有体验互动性及贴合新时代背景，更加注

重审美情趣。 

1  乾陵大遗址简述 

乾陵大遗址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陵墓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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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一陵二帝葬，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建造历史上举世

无双，在世界陵墓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已被发掘的

5 座陪葬墓中，较为著名的是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

墓和章怀太子墓 3 座陪葬墓，文物总数达 4300 余件，

其中田野一级石刻文物 140 余件。乾陵露天地面遗址

上对称排列着高大浑厚的石刻群，共 124 尊，见图 1，

包括华表、翼马、仗马和牵马人、六十一蕃臣像、无

字碑和石狮等。同时，乾陵也是陕西境内唐代十八座

帝王陵墓中保存最为完整、规模和艺术价值最高的一

座，整个陵园遗址气势磅礴，文物精妙绝伦，建筑高

大巍峨。 

2  乾陵大遗址数字化展示模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馆长认为，大遗址是依据

考古遗址特征提出具有历史悠久、类型复杂、规模宏

大、分布广泛等特点的文化遗址[1]。因此，大遗址的

展示对象是遗址自身以及周围人文自然环境，展示内

容囊括了大遗址内在精神价值或及外在展示形态[2]。

在大遗址数字化展示设计中，既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

性原则，又要重点关注大遗址的展示方式，必须满足

以保护功能为前提的原则。 

2.1  核心要素提取 

乾陵大遗址规模不但令人叹为观止，并且是丝绸

之路的历史见证，其出土的大量文物与丝绸之路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乾陵大遗址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不仅 
 

在于是帝王夫妻合葬陵墓，更在于石刻艺术，高大巍
峨，神工鬼斧，构成了中国帝王陵园中最庞大的石雕
刻群。乾陵石雕群既是封建文化和雕刻艺术发展过程
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存，又是我国古代人民辛勤劳动与
智慧的体现[3]。因此，乾陵又被称为“唐代露天石雕
艺术博物馆”。反映了唐朝与周边各国政治、文化、经
济往来情况，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的见证[4]。 

乾陵大遗址数字化模型的建立以乾陵大遗址露
天文物、陵墓（武则天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
章怀太子墓为主）、历史文化、故事传说 4 个部分作
为主要内容，从年代、故事、造型、技艺、风格、文
化等多个要素分析。以参观者体验、展示设计为基础，
以参观者游览体验过程为轴线，明确参观者接触点，
逐层分析设计研究。从参观游览人群的视角出发，通
过对乾陵大遗址展示设计的背景了解、区位分析、项
目现状分析、功能分区的研究，确定展示内容大纲、
展示原则、展示体系。从信息设计、视觉设计、新形
式探索三大要素上，探究乾陵大遗址展示设计体系的
构建。 

2.2  信息数据库建立 

为了实现对乾陵大遗址信息的有效展示与传播，

基于数字化技术对乾陵大遗址核心内容进行信息的

提取、分类与储存。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建立包含

文本库、图片库、视频库、音频库、动作库和模型库

在内的 6 类素材数据库[5]，并将数据库与 5 类展示途

径进行整合或交叉应用。研究大遗址类数字化展示设 

 
 

图 1  乾陵大遗址 
Fig.1  Qianling Ru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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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方法和思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大遗址的展示

内容与露天文物展示手法相结合，探索大遗址类展示

设计的科学性、前瞻性、科技性及体验性。并且结合

新时代下的用户需求体验和新媒体技术手段，改变传

统落后的展示观念，并且提高人们参观游览的满意度。 

2.3  多元化展示手段 

乾陵大遗址所包含的文物种类繁多且精妙绝伦，

根据展示对象的不同应选择合适的展示方式，可将其

分为传统信息展示类型、篆刻艺术展示类型、传感器

式展示类型、交互触屏展示类型、VR 虚拟现实与 AR
增强现实展示类型等[6]。过去传统的大遗址展示方式

已然不能满足参观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体验的

需求。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的乾陵大遗址展示，应当

转换观念，并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在追求保护、经济、

科教、教育一体化的同时，要重点关注大众的审美情

趣，加入多媒体交互展示来提升参观者的体验感。 
调查发现，乾陵主体与各陪葬墓之间在空间布局

上较为分散且距离较远，并且参观路线导向标识引导

不明确。因此，乾陵大遗址应从其整体空间格局来考

虑展示方式。另外，考虑到乾陵大遗址文物多以地面

石刻群遗存为主，且数量多、难以挪动的情况。所以，

最终针对于乾陵大遗址展示设计，将采取以露天文物

传统信息展示手法为主，篆刻艺术、标识系统展示为

辅的展示模式，并在展示过程中通过新媒体交互设

施、传感器设施来增加展示的丰富性。其优势一方面

在于对地面大量文物遗存的最小干预和展示原真性

的体现；另一方面在于能增强大遗址的吸引力，提高

参观者的参与感。最终，希望能通过对乾陵大遗址展

示设计的研究建立同类型遗址类展示系统体系。 

2.4  多感官体验展示 

人类只有从视、听、触、知、时、味、嗅多个感

官接受信息才能塑造沉浸式体检，完整有效地调动受

众感知和获取信息的经验，用户对遗址文化的信息接

受度将更高。经过多项研究后，建立起乾陵大遗址数

字化展示设计模型，见图 2，分析研究了乾陵大遗址

的各种文物以及适合陵墓文化陈列展示的方法和多

元化手段。根据信息传播的侧重点不同，可以选择适

当的新媒体技术和方法来展示乾陵大遗址的特质。它

还使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看体验[7]。提高乾陵大遗址

文化内容展示的互动性和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为乾陵

大遗址的数字化展示研究提供参考。 

3  乾陵大遗址数字化展示中新媒体技术的

创新应用 

3.1  新媒体交互技术的应用 

在《威尼斯宪章》中提出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两个关键原则，对世界文化遗产 

 
 

图 2  乾陵大遗址信息数字化展示模型 
Fig.2  Diversified display model of Qianling Ruins 
 

的保护与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8]。大遗址作为不可

多得的文化遗产，除了遵循上述原则以外，还应遵循

对大遗址原址的最小干预性原则及与大遗址周围环

境协调原则等。数字化的展示手段常用于实体博物馆

与互联网平台，多媒体技术已然是现代展示设计中不

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传统的展示手法现已无法满足大

众需求，展示设计正从传统的展台展示向多媒体、虚

拟现实技术方向转变。多媒体技术展示指通过计算机

将音频、图像、视频和文本等信息进行相关处理后，

通过多媒体设备展示给公众。多媒体技术不限于多媒

体设施，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声、光、电、味等媒

介也可在大遗址展示中使用。大遗址展示设计运用多

媒体技术展示优点在于一方面可以使参观者与文物

进行趣味互动，营造了良好的体验环境；另一方面为

大遗址展示增添了生动性，同时还能寓教于乐。 
在传统的大遗址展示中，以陈列实物为主要的静

态展示手法，以图像和文字结合的平面展现为辅助手

法。这种传达信息的方式相对单一、被动和缺乏表现

力。而新媒体交互技术的应用则可采用电子展示媒

体，在视觉感官识别能力上相对较强,容易引起人们

的注意。新媒体交互技术最大的特点是沉浸感，“即

通过内容场景设计，将参观者带入设定好的空间中，

与展示对象进行触碰互动，使人更加身临其境的沉浸

式体验” [9]。 
其中，智能交互系统使属于新媒体技术范畴中应

用在大遗址展示中最好的技术之一。智能交互系统不

仅能在文本、图画上协助参观者游览参观，还可以结

合语音、景区管理、求助等系统在参观者寻求帮助时，

及时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在乾陵大遗址展示设计

中，将运用以下几个智能交互系统。 

3.1.1  乾陵大遗址 APP 

以漫游式 WIFI 的方式感知位置定位，开发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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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等资源来增强参观者现实交互体验感，为参观

者提供最及时、最全面、最智能的浏览体验和文化教

育服务。通过乾陵大遗址 APP，还可以浏览过程中查

看地图与关键节点、通过扫描关键文物来进行 AR 增

强现实互动式讲解文物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限

制，赋予传统文物新的功能，拓展文物背后的故事等，

见图 3。AR 增强现实技术的运用可以将提高观众的

实时互动性。三维动画、视频、环绕音效等数字多媒

体信息增强内容的吸引力，使所要阐述的信息便于理

解，更加形象化、视觉化[10]。将单方面的信息接收变

成人与文物之间的互动交流，扩大信息量。 

3.1.2  智能语音介绍系统 

参观者在游览乾陵大遗址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枯

燥乏味的情况。在导览标识牌上加入感应式智能语音

设备，见图 4，当参观者想听展示信息自助介绍时，只

需用手感应一下设备，语音介绍系统便会对展示对象

做详细的解说。当不需要语音自助介绍时，可将手再

次感应设备，便会停止。 

3.1.3  智能求助系统 

在景区相对偏僻、容易迷失方向或是通讯条件差

的展示载体上，设置求助按钮。求助按钮链接景区警

卫室或附近求助单位。当参观者在天色渐黑的时候迷

路走丢，可通过求助按钮的夜光功能找到此展示载

体，按下求助按钮，便可获得帮助或等待救。 

3.2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是信息时代背景下一项热门的高

科技技术，又被称为虚拟实镜技术，它通过电脑构造

一个三维虚拟空间，全方位的模拟人类五大感官系

统，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一般。虚拟现实技术是集

构想性、交互性、体验性三大特色于一体的新媒体技

术，它不仅为信息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载体，还 

 

 
 

图 3  AR 增强现实互动体验 
Fig.3  AR interactive experience 

 

  
 

图 4  智能语音介绍系统 
Fig.4  Intelligent speech introduction system 

 

图 5  智能求助系统 
Fig.5  Intelligent hel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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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虚拟现实技术 
Fig.6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图 7  幻影成像技术 
Fig.7  Phantom imaging 

 
提升了大众在参观活动中的主动性。 

在乾陵大遗址展示设计体验系统中，将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与 3D 建模技术等技术手段的结合，将原

本只能在史册上才能看见的乾陵大遗址原址雄伟辉

煌的面貌真实再现。与直接观看史册或图片相比，

参观者的感受更为真切，同时能增加体验和沉浸感，

见图 6。 

3.3  户外幻影成像技术的应用 

幻影成像技术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是一

种全新成像技术，可以将物体图像、影像、声音等几

乎原封不动的演绎在透明载体上。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博物馆及展览馆都争相通过幻影成像技术向参观

者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幻影成像系统就是把拍摄的

成像样品映射至布景箱里核心模型的展示中，其特点

是使映射之后的核心模型成像更为逼真，创造出三维

立体感，能将故事影像惟妙惟肖直观的展示，无需特

定的 3D 眼镜，可直接增强视觉感受效果。幻影成像

系统成像方式新奇、视觉效果强烈，通过刺激参观者

的兴趣点，提升参观者体验满意度[11]。幻影成像技术

不仅可以给参观者带来别具一格的体验，还可以进行

人机交互，给参观者带来主观感受。 
幻影成像技术通常在室内博物馆中运用较多，而

在户外展示使用中极少。而在本次乾陵大遗址展示设

计的体验系统部分，将会在户外引入幻影成像技术，

见图 7，利用此数字多媒体技术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

限制，展现乾陵大遗址背后的历史典故及故事传说等

丰富的文化内涵。 

4  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于乾陵大遗址文物、陵墓、历史文

化等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新媒体技术建立起数字化展

示模型，通过对“遗址文化展示新形式”进行新的定

位与探析，为乾陵大遗址的展示设计数字化“体验”

做出具体设想及研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设计利

用；进而形成一套由大遗址地面遗存及周围环境构成

的完整文化遗产的数字媒体与虚拟可视化展示体系

规划，从而达到增强参观者体验的目的。乾陵大遗址

所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

的认可。通过深度研究乾陵大遗址文化背后的历史故

事，可以达到弘扬中华文化及教育民众的意义。同时，

对国家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存的未来展示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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