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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兰建平
近日，国家自然博物馆引入数字人、AR

（增强现实）导览、大模型等先进技术，通过智

能识别展览内容呈现特效和互动问答等方式

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智

慧化服务设施以无形向导的身份引领游客探

寻博物馆的每一处惊奇所在。

科技开启博物奇境

戴上 AR 眼镜，步入“古哺乳动物”大厅，

科技的力量让更多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标本

“活”了起来。来自江西的李女士将眼镜对准

两头剑齿虎与大唇犀的标本，下一秒，搏斗的

场景便生动地呈现在眼前。“就像在我眼前真

实发生的一样！不戴上眼镜很难想象恐龙称

霸地球时还上演过这么精彩的故事。”李女士

告诉笔者，虚拟与现实的结合让她真切感受到

科技的进步。国家自然博物馆还利用增强现

实技术，提供精准且个性化的参观路径推荐和

实时导航，AR 智能导览系统能够根据游客的

兴趣和需求，自动匹配最佳参观路线。

“我们通过创造互动式参观体验，助力博物

馆数字化转型，促进文化传承和科学普及，为游

客提供了一个智能、多元和互动性强的导览系

统，也激发了游客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国家自然

博物馆信息技术部副研究馆员许波说，通过系统

推荐参观路线，可以为参观者提供不同的游览动

线，还能有效实现对客流量的管理。

数字领航求知方舟

圆溜溜的大眼睛、胖乎乎的小手、一脸天

真无邪的笑容……呆萌可爱的小恐龙身穿一

套探险服，背着一个小书包，仿佛是一位即将

踏上神秘旅程的小探险家———这是国家自然

博物馆推出的数字讲解员。当观众来到展品

前，它会自动介绍这件展品的背景信息，并进

行互动问答。“数字人具备音色、服饰等元素

的个性化编辑能力，能够通过语音识别、语义

理解、语音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与参观者进

行自然语言对话，提供专业且生动的讲解服

务。这种服务既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参观体

验，也增强了博物馆的亲和力。”国家自然博

物馆信息技术部主任夏晓飞说。

“数字大模型具备强大的常识理解和知识

推理能力，能够实时回答游客的问题，提供相

对准确的信息。”许波介绍，问答系统的大模

型是数字讲解员的“AI 大脑”，能进行高互动

性、高体验感的智能问答，为游客提供个性化

服务。

全面提升场馆服务

“之前在咨询台轮岗时，有不少参观者会

提出讲解需求，因为讲解资源相对较少，我们

就会推荐游客租 AR 相机或自动讲解器，但这

些设备有的只有声音，有的只有画面，很难达

到面对面交流的互动效果。”国家自然博物馆

工作人员杨冰说，目前，博物馆针对藏品打造

了 300 多件 AR 特效，其中 S 级特效 5 个、A
级特效 15 个。这些数据资料增加了藏品的数

字化规模，未来将被广泛应用于图书出版、动

画制作、文创开发等领域。

对此，许波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AR
智能导览系统、数字人形象、智能 AI 互动问答

系统，全面提升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参观体验、

教育功能和运营效率。” 牛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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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普手段 传递自然之美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人类

社会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开启了新时代文化高

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探

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

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

文化发展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

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

业态。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就要大力推进

文化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播方式转

型、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实现数字化赋能，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之所系、

脉之所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作用，指出“要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

综合利用”。实现文脉传承，不仅仅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考古式”的保护，更要结合时代特点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是国家和

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五千

年发展的智慧凝结。然而，受时间、自然灾害、人

为破坏等因素影响，文化遗产面临着留存困难和

传承风险等问题。数字化技术具有超越时空的特

点，为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新

的路径和方式。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文化遗产不

仅能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

能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当代魅力、在“润物细

无声”中入脑入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

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

域”。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建设，需要推进各种新

规则、新制度的设立。如数字版权保护、网络数字

文化产品创造、数字形态的文化服务提供等，都

需要用新的规则来规范，因而迫切需要推动这些

领域的制度创新与体系构建。

完善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一是加强文化数

字化新标准建设。文化数字化标准涉及内容广，

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我国数字文化业态的

特点，加强部门、行业协会等沟通协调，建立起统

一、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

二是创新文化数字化治理范式。建立跨部门协同

的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整合文化、教育、科技、

金融等相关部门的资源，加强文化数字化治理的

部门协同和区域协同，提升数字文化治理效率。

三是增强文化数字化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

权。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鼓励和

支持数字文化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推广，

不断增强数字文化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四是加强

数据保护。强化数字伦理与文化伦理建设在数字

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加强从创造、传播到消费全

过程的监管，守牢数字安全底线。

以数字化
赋能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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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你这画是挂上去的还是画上去的？”

2024年 12月 21 日，在运城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盐湖六号灯杆旁，墙绘师王莹正在进行运城吉

祥物———“盐精灵”的绘画创作时，一位路过的

大爷好奇地问。经过王莹允许后，大爷近距离摸

了摸画好的部分，夸赞道：“画得真好、真像！”

王莹，一位“95 后”的运城姑娘，自小就

对绘画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她回忆道：“小时

候，家里的废纸、学校的黑板都是我的草稿

纸，画画是我唯一的爱好。”这份对绘画的热

爱驱使她选择了室内设计专业，并在毕业后

毅然选择了墙绘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

王莹的墙绘之路始于上海。她跟随老师

四处奔波，从上海的街道到杭州的村庄，每

一次作画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和成长。回忆起

刚开始工作的情景，王莹说：“那时候，即使

是很小的空间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在

一次次失败和重来中，我的绘画水平和空间

布局能力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为了巩固自己的绘画水平，王莹在工作之余

报名参加了艺考生集训班，深研基本功。随着时

间的推移，她的笔触越来越熟练，作品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学校、景区、购物中心、私人茶

室、饭店，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她的作品以其丰富

的画面和明艳的色调，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在外工作的几年里，王莹不仅看到了外

面世界的广阔，也看到了家乡的市场潜力。

她决定回到运城，用自己的画笔为家乡增添

一份色彩。2023 年年底，王莹开设了自己的

墙绘工作室，开始在家乡开展自己的事业。

回到运城后，王莹不仅在城市的大街小

巷留下了自己的作品，还深入乡村，为那里的

环境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她回忆起第一次

在村里画墙画的情景：“那时候休假回家，没什

么事做，就在自己家门口画了一幅画。村里人看

到后都过来合影，我觉得特别自豪，那一刻，在

我想要美化乡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此后，王莹利用回村的闲暇时间，在村里陆

续创作了多幅作品。她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进

行精心设计，每一幅作品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她坦言：“乡村老龄化比较严重，我就想通过一

些卡通形象，让这里的氛围更加生动一点。”

上郭村位于运城市盐湖区的北面，是上郭

乡最大的村庄，也是乡政府所在地。这个村庄在

王莹的眼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她注意到，村

里的自建宅基地大多是普通的砖墙，缺乏生气。

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画笔，为村里的孩子们增

添一份趣味。一周的时间，她精心创作了一幅 5
米宽、6 米高的卡通大熊作品，大熊手持小红

花，笑容可掬。小红花，这个孩童阶段老师和家

长用于激励孩子们成长的象征，如今在王莹的

画笔下，不仅美化了墙面，更成为了村里孩子们

拍照摄影的热门地点。这也是王莹短视频自媒

体账号“乡村改造第一期”的精彩开篇。

作品发布后，好评如潮。在上郭村党支

部书记的支持下，王莹的壁画创作与美丽乡

村建设紧密结合。在村委会右侧的墙面上，

她又创作了一幅反映运城盐湖和上郭村果农

经济的画作。这幅画将景区与果农跨界关联，

展现了上郭村丰富的水果种植文化和盐池的

壮丽景色。运城，这个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城

市，因王莹的画笔而更加鲜活。

而在德兰旅游度假村，王莹的壁画创作

同样令人瞩目。这个度假村是运城市中小学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包含了野生动物园、亲子

园、滑雪乐园等多个综合性研学休闲娱乐场

所。王莹在这里创作了一幅五十余米长的动

物与自然作品，涵盖了从大熊猫到猛犸象、从

东北虎到斑马和长颈鹿等多种动物。她详细

考究了每种动物的生存环境，在整体环境细

节中精心打磨，让来此游学的孩子们对地理环

境、季风气候等环境因素有更准确的认知。“这

幅作品不仅展现了动物的多样性，更传递了关

爱地球、保护动物的环保理念。”王莹解释道。

深耕墙绘 10 年，王莹已经数不清自己画

了多少平方米的作品。但她一直热爱着自己

的职业，并为此感到自豪。她说：“墙绘师是个

自由的职业，能用自己所学把冰冷的墙面打

扮得绚丽多彩，感到挺自豪的。”不忙的时候，

王莹特别喜欢去运城博物馆和永乐宫等地参

观学习，研究绘画的理论知识。她表示：“如何

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人物画等经典题材中，

融入现代的思想内涵和明亮色彩，形成独特

的艺术风格，一直是我思考的重中之重。”

王莹，如同她自己所取的自媒体名

字———“萤火虫壁画”一样，像一只小小的萤

火虫，在艺术的田野上默默耕耘，用自己微弱

却坚定的光芒，温暖着那些曾经冰冷、单调的

墙壁。她的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对家乡

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原本平淡无

奇的空间，转化为色彩斑斓、充满故事与情感

的画卷。这些墙绘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

受，更是心灵的慰藉，人们在欣赏美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希望。

墙绘师王莹：小小“萤火”温暖冰冷墙面

王莹在进行墙绘创作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