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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

（以下简称“寻境敦煌”）是敦煌研究院

联合腾讯共同推出的深度文化知识互

动项目，应用了 VR、三维建模、游戏引

擎的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的新技

术，对敦煌莫高窟 285 窟的面貌进行了

重现和还原。游客既能在线上参与知

识互动，又能在线下的沉浸式展馆中

通过 VR 眼镜，深度体验艺术灵韵，感

受深厚敦煌文化。“寻境敦煌”以数字

赋能文物保护，以技术助力文旅发展，

推动数字经济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让

敦煌历史的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

光彩。

光影呈现艺术灵韵

“ 寻 境 敦 煌 ”并 非 单 纯 地 复 制 现

实，而是借助多模态交互技术，实现物

质世界与数字拟象虚拟空间二者的深

度 互 动 。 通 过 VR 眼 镜 ，观 众 可 以 欣

赏到敦煌莫高窟 285 窟，这是北朝石

窟中唯一有确切纪年的石窟，也是敦

煌早期石窟中彩塑和壁画内容最为丰

富的石窟。

游客在“寻境敦煌”中会跟随“摩

灵”的指引观赏整个石窟。游客通过手

柄可以放大壁画内容，打破了传统物理

时空束缚，更好地鉴赏壁画，感受壁画

与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虚拟空间

中，游客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视角，细

致地观察壁画上笔触的走势和色彩的

渐变，体会到千年前艺术的精妙。这种

逼真的视觉呈现与审美方式，不仅增强

了游客的参与感，也让壁画的每一处细

节都生动起来，游客对它们背后的故事

也有了探究的欲望和期待。同时，通过

旁白讲解，游客还能获取敦煌壁画中所

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在画面和音乐

塑造的氛围中具象化地感受敦煌早期

经典石窟的特殊魅力，从而获得一次全

方位的艺术与文化体验。

游客在与“寻境敦煌”中“摩灵”角

色 的 互 动 中 感 知 虚 拟 世 界 的 艺 术 形

象，使得观众的身份被认同，游客的沉

浸感不断被强化。在“寻境敦煌”中游

客可以通过眼动追踪和手势识别等技

术，与壁画中的人物进行实时互动，从

而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游客或

与“雷公”等众神飞跃云端、拿着鼓槌

奏响天乐，或走入《五百强盗因缘》故

事中的战争场面，身临其境地融入流

传千年的佛国故事。

“寻境敦煌”利用技术 1∶1 还原了

洞窟面貌，通过“摩灵”对游客视线进行

有效引导，叙事视角清晰而集中。同

时，利用旁白将敦煌艺术中晦涩的历史

讲解得通俗易懂，使大部分观众能够理

解洞窟的文化内涵，深化游客对于洞窟

的体验与认知。“雷公”从壁画中跃出奏

响天乐，这种把文物活化的艺术手法，

强化了壁画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游客可

以更好地感受经典艺术的韵味与美感。

数字赋能文物保护

“寻境敦煌”围绕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以数字赋能文物保护。2022 年，

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全球首个基

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

台上线，来自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

藏经洞的 6500 余份高清数字档案面向

全 球 开 放 。 2023 年 4 月 ，“ 数 字 藏 经

洞”正式上线，通过数字照扫、三维建模

重现敦煌藏经洞，游客可以利用不同的

人物身份穿越到各个朝代，与洪辩法师

等历史人物对话。

敦煌数字化成果赋能文物保护的

价值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数

字技术制作出虚拟洞窟，缓解石窟开放

的压力。285 窟等石窟可以获得更好

的养护，窟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数

值稳定，使适合壁画保护的窟内环境得

以保持。另一方面，二氧化碳长时间滞

留窟内，窟内环境变化，会侵蚀壁画，加

速病害发展，给洞窟内脆弱的壁画与彩

塑带来潜在的威胁，而“寻境敦煌”等互

动体验项目不仅可以减少游客在洞窟

内停留的时间，还可以扩展游客的旅游

深度和广度。

技术助力智慧文旅

“寻境敦煌”以技术手段推动文化

旅游向智能化、智慧化发展。智慧旅游

是数字技术与旅游产业结合的产物，是

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旨在运用多种先

进技术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寻境

敦煌”借助 VR、AR、XR、AI 引擎等先

进技术和设备，开创了一套完整的服务

体系——线上漫游获得知识讲解、线下

沉 浸 体 验 VR（虚 拟 现 实）漫 游 、通 过

AR（增强现实）技术在虚拟演播厅置身

于 285 洞窟中留存纪念视频。

“寻境敦煌”创设的三个环节，环环

相扣地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在线上

小程序中，游客可以通过漫游获得知识

讲解，解决了游客对于文物了解深度不

足的问题。在线下参观莫高窟过程中，

走进 VR 展馆，游客通过 VR 眼镜沉浸

式体验洞窟艺术，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

离被不断拉近，关于洞窟的知识以影像

和视听形式展现，游客能够深度感受洞

窟之美，同时恰当的互动提升了趣味

性，游客对于敦煌文化和审美的需求被

很好满足。在参观完成之后，游客可以

在 XR 技术支持下的虚拟演播厅中留

存下在虚拟 285 窟中与“雷公”以及“摩

灵 ”互 动 的 视 频 ，满 足 了 游 客 社 交 需

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敦煌文化以一

种更加具身性、互动性的方式呈现给公

众，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也为敦煌文

化的传播和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当今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数

字敦煌丰富的资源为智慧旅游的蓬勃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景

区能够在各种先进技术的辅助下，更

加精准地满足受众需求。以敦煌著名

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例，在众多技

术支持下，景区推出了诸多富有创意

和 吸 引 力 的 体 验 项 目 ，如“ 飞 跃 鸣 沙

山 ”的 沉 浸 式 VR 体 验 项 目 。 这 一 项

目充分利用了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

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月牙泉和鸣沙

山的壮丽景色。

“寻境敦煌”项目成功实现了文化

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人们带来了一场

视觉盛宴。通过科技手段的运用，智慧

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及场景得以加速

开发，使得沉睡的典籍、博物馆中的文

物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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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创 排 的 陇 剧

《大河东流》在京演出。该剧以抗战历

史、黄河文化为背景，再现兰州人民用

羊皮筏子运送抗战物资的历史场景，深

情演绎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和家国情

怀。该剧还在甘肃高校巡演，成为大学

生美育和思政教育的生动载体。

陇剧，起源于甘肃环县一带的皮影

戏，是在吸收当地民间音乐，结合道情

皮影演唱方式等戏曲元素基础上所形

成的一种甘肃省独有的戏曲剧种，被誉

为“陇上奇葩”。1959 年，《枫洛池》的编

演使陇东道情从实践上具备了较完整

的舞台艺术规模，陇剧也由此得以正式

命名并成为甘肃地方戏曲代表剧种。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陇剧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

后，被称为“陇剧三部曲”的《官鹅情歌》

《苦乐村官》《西狭长歌》相继问世并晋

京演出，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地

方特色，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关注。

《大河东流》是甘肃省陇剧院推出

的“黄河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这部剧

在保留陇剧传统风格基础上进行了创

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对陇剧的

传承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大河东流》音乐丰富多彩。在唱

腔上，一唱众帮、陇韵浓厚的“嘛簧”是

陇剧最具特色的标识之一，该剧以传统

“嘛簧”为创作唱腔的基础，编创出了多

声部“嘛簧”新唱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演出现场，由 40 多人组成的帮

唱队分声部演唱“嘛簧”，在增加剧目音

乐厚度的同时，提高了人物情感表达层

次、增强了作品表现力，使故事情感的

传播、共鸣得到强化。在音乐结构上，

该剧以传统陇剧基本板式结构为骨架，

如贯穿全剧的“弹板”“飞板”“散板”等，

还巧妙结合其他优秀成熟剧种中的板

式结构，如借鉴京剧现代戏的“上板”

“摇板”等板式结构。多样的板式随着

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情绪的推进而不

断变化，与唱腔和伴奏衔接得当。表演

程式上，演员在演唱过程中以陇东秧歌

和地游子等表演形式为身段基础和表

演手法，又融入环县道情皮影戏元素，

以精湛的演技和优美的唱腔将剧中人

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甘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红色文化

资源丰富，陇剧《大河东流》是对甘肃红

色文化的一次深入挖掘。据史料记载，

在整个抗战时期，地处战略大后方的甘

肃遭日军空袭轰炸共 71 次，炸死炸伤

平民 1426 人，炸毁房屋 2.4 万余间。金

城兰州黄河边上的筏客子们，用原始简

陋的羊皮筏子和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抗

战前线输送了无以计数的战略物资，写

就了一段“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不朽传

奇。该剧主创团队深入挖掘兰州抗战

历史资料，将目光聚焦在黄河边上的兰

州筏客子这一群体，通过他们在民族危

亡之际的爱恨情仇，以小见大地展现出

兰州大后方群众的家国情怀，诠释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该剧人物饱满，剧情紧凑，戏剧冲

突层层递进，主旨呈现水到渠成。剧中

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阐释，是通

过朱槐花、王宝山、婆婆刘杨氏等主要

人物的思想转变自然而然地进行的。

如刘记筏子栈女掌柜朱槐花的丈夫在

货源争夺中丧命，她因此与王记筏子栈

掌柜结下仇怨，凭一己之力独掌刘记筏

子栈。她精明能干，能够识破军阀奸商

谋夺码头的阴谋诡计，但是当儿子刘金

城劝说她国难当头，要放下个人恩仇，

与王记筏子栈联手扎联排大筏共同运

送抗战物资时，依然觉得“抗战打仗是

官 府 的 事 ”“ 我 们 过 好 自 己 的 日 子 就

行”。就在他们争论之际，传来自家的

货物、羊皮筏子、筏客子在运货途中惨

遭日寇飞机袭击的噩耗，这使朱槐花不

得不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随后，儿子

金城在日军空袭中失去生命，她彻底醒

悟。面对家园被毁、失去亲人的伤痛，

筏客子们同仇敌忾，他们的家国情怀在

层层递进的戏剧冲突中得到升华。无

论是朱槐花与金城争论时的对手戏，还

是朱槐花痛失儿子时的哭戏，都深深感

染了观众。

陇剧《大河东流》注重弘扬黄河文

化、地域文化，整部作品可以说是对浓

郁黄河风情的一次集中展示。如在舞

台上出现的中山桥、水车、羊皮筏子、太

平鼓，尽显兰州古朴风情；牛肉面、灰豆

子、甜醅子，展现了兰州饮食特色。台

词中运用了大量兰州方言，演员对白中

更是融入了兰州地方特色俗语、俚语，

“攒劲”十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

插入了极具甘肃地域特色的“花儿”，这

在陇剧中尚属首次。“花儿”是流传于我

国西北地区由多民族共同创作的原生

态民歌，因歌词中将女性比喻为花朵而

得名。“花儿”本是心上话，是农民农闲

时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表达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期盼的方式。该剧在嘹亮

通透、直击人心的“花儿”声中拉开序

幕，引人入胜。剧中，娶亲一幕对“花

儿”的使用更是神来之笔，恰如其分地

诠释出年轻人娶亲时的喜悦与激动，在

展现地方风俗特色的同时丰富了作品

的音乐语言。而兰州太平鼓的运用起

到了点睛的作用，台上演员随着隆隆鼓

声起舞，体现了筏客子对黄河的敬畏和

尊崇，更彰显了民族危难时中华儿女的

民族大义与担当。

这些元素的融入是对甘肃地域特

色音乐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大河东流》通过生动的舞台呈现，

将甘肃的地域特色、历史文化与时代精

神紧密结合，主题深刻、情节设置精巧，

演员表演精湛，不仅触动了观众的心

灵，也为陇剧这一地方戏曲形式走向全

国带来新的契机。

（本文配图均为《大河东流》剧照，

由郭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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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剧《大河东流》—

深情演绎黄河儿女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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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境敦煌”线下 VR 深度体验场景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