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16年 9月12日 星期一本版责编 孟 欣 E-mail：kejiaozhoukan@126.com 电话：010-64292485

资 讯

演艺科技将“主攻”多功能剧场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演艺设备与科技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孟 欣

业内聚焦

文化科技

全国现存最早道观永乐宫将实现数字化保护

演艺场馆是文艺演出的重要依托，

也是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下，演艺场馆中的新技

术、新设备和新工艺层出不穷，正在悄

然改变剧场和舞台的传统面貌。

日前，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专业音

响、灯光、乐器及技术展览会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各种演艺领域的

新产品、新技术集中呈现，吸引了大批

厂商和专业观众。此外，“第十四届中

国国际演艺设备与科技论坛”也在同期

举办。论坛以“演出场馆新技术应用”

为主题，邀请来自 4个国家的 8位权威专

家进行演讲，推动新技术设备在演艺场

馆中的应用，把脉行业发展前景。

演艺装备进入繁荣发展期

随着经济发展，大众文化消费需求

日渐提升，文化装备迎来了繁荣发展时

期。包括演艺装备在内的文化装备的

研发与生产，受到政府有关部门及业内

人士的广泛关注。

“ 提 升 文 化 装 备 水 平 是 文 化 科 技

融合的重中之重。”文化部文化科技司

司长孙若风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演

艺设备与科技论坛”上表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对外文化交流等文化建

设的主要方面，都需要大力提升文化

装备水平，加强技术研发、集成应用和

产业化推广。

为此，文化部有关部门积极发挥引

导作用，带动演艺装备产业蓬勃发展。

孙若风表示，未来几年，有关部门将着

力实施文化装备系统提升行动，制定

行业技术成长方案，出版《中国演艺装

备系统蓝皮书》；支持举办展览展示活

动，培育提升演艺设备民族品牌；支持

演 艺 设 备 企 业 建 立 国 家 企 业 技 术 中

心，推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重点

认定领域目录增列“演艺设备与服务

领域”；促进国家重大科研设备和科研

仪器开放共享，推进文化装备规范发

展等。同时，还将采取加强研发及成

果转化、优化文化科技管理体制、拓展

文化科技金融渠道等措施，保障包括

演艺装备在内的文化装备系统的全面

升级。

聚焦演艺场馆低利用率问题

当下，国家大力推进公共文

化发展，各类剧场、文化活动中

心的建设热度不退，剧场建设还

呈现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

市倾斜的态势。“然而，目前国内

大量剧场闲置、亏损，政府补贴

仍 是 专 业 剧 场 的 主 要 经 费 来

源。”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理

事长朱新村告诉记者。

据 2015 年文化部发布的《全

国专业剧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显示，全国只有北京、上海、广州

等一线城市的专业剧场全年平

均演出场次达到 100 场以上，其

他地区专业剧场年平均演出场

次 约 为 40 场 ，其 中 年 演 出 场 次

达到 50 场以上的专业剧场只占

总 数 的 35%。 一 部 分 老 剧 场 甚

至出现闲置的现象。而政府补

贴收入占剧场收入的 40%以上，

全 国 仅 有 40%的 专 业 剧 场 能 够

实现盈利。

事 实 上 ，由 于 建 设 不 合 理 导 致 的

剧场或舞台设施闲置、现有设备无法

满足专业演出需求、投入与回报不成

比例的情况，是许多国家剧场建设运

营的难题。韩国测试实验室剧场安全

中心高级研究员柳政植介绍，韩国由

地方政府兴建的国有小型表演艺术场

所为满足多种形式表演而配备的舞台

设 备 ，实 际 上 大 大 超 出 了 演 出 需 要 。

“很多小剧场有音响反射板、顶棚、全

套音响灯光设备，甚至还有升降乐池

或旋转台，但从来不用。那些老式的

自动化系统结构复杂，造价较高，导致

后期剧场翻修困难。”他告诉记者，还

有许多剧场设施项目发展不平衡，例

如使用造价高昂的照明系统，但其他

舞台设备并不配套，因此无法展现预

期的演 出 效 果 。

对 此 ，柳 政 植 团 队 在 剧 场 建 设 中

格外关注剧院中的演职人员与观众的

关系，提升观众的观看体验。“韩国大

多 数 可 行 性 研 究 是 由 经 济 研 究 组 织

或 非 剧 院 组 织 进 行 的 ，研 究 对 象 主

要是普通人群，而非场馆管理人员。”

此外，他们在有限的预算下，更强调剧

场的核心功能设计。例如，在韩国世

宗艺术中心的设计中抛弃了室内音乐

的功能，把这部分预算用到舞台设备

上来，让场馆更具目的性，同时节约了

开支。

新技术“主攻”剧场多功能应用

“此次论坛聚焦近年来剧场建设繁

荣但闲置过多的困境，重点探讨多功能

剧 场 的 建 设 与 发 展 。”朱 新 村 告 诉 记

者，由于当下剧场利用率不高，二三线

城市特别是县级剧场闲置较多，对于剧

场的多功能探索持续升温。业内专家

指 出 ，剧 场 未 来 将 成 为 具 备 演 出 、会

议、展览等多种功能、充分满足市场需

求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为此，要求

剧场的灯光、音响、舞台机械乃至舞台

本身和观众座椅全面提升科技水平，兼

顾多功能、可移动、易操作及安全等多

重特性。

在 论 坛 现 场 ，记 者 看 到 了 由 德 国

SBS 舞台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克里斯蒂

安·弗里米勒展示的舞台系统定制技

术及相关案例。他们利用可移动、模

块化的专业机械设备，实现了阿曼穆

斯卡特皇家歌剧院中的一个镜框式舞

台与音乐厅功能的随意转换——在 15

分钟内，镜框式舞台的“镜框”迅速收

缩、舞台地面拉伸变形、观众席位置变

换，这个镜框式舞台迅速“变身”成为

开放的音乐厅。此外，上海文化广场

的 3 个大型车台和高载荷的主升降台

也引起观众的注意。上海文化广场的

舞台不仅有平移、推拉、旋转的功能，

还加载了直径 18 米的主升降台，其动

态 载 荷 达 到 220 吨 ，此 外 ，3 个 大 型 车

台分别为冰车台、水车台、转台，可根

据需要，相互替换应用于舞台，为演出

带来更多炫目的效果。克里斯蒂安·
弗里米勒表示，这些多功能舞台机械

不仅能够满足多样演出需求，还拥有

高等级的安全标准。

“由于墓葬填土的机械性挤压，萧

后冠出土时已经倾斜、坍塌、变形。冠

饰上的丝织品已糜烂，绝大部分花托破

裂，花蕊严重风化，一些饰件间还有粘

连现象。”日前，记者从陕西省文物保护

研究院与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于出土时

保存状况极差，萧后冠已不可能完全复

原。但经专家研究后发现，目前已知的

萧后冠上包含的材料和工艺多达十几

种，复杂、精美程度超乎想象，根据研究

成果仿制的萧后冠也将于近日在扬州

博物馆展出。

传奇皇后薨于初唐

与争议颇多的隋炀帝杨广相比，皇

后萧氏在历史上名声不显。在后世的

话本、小说里，萧皇后更是被描写成无

才无德、失节不贞的“女祸”形象。

其 实 ，萧 皇 后 本 人 的 经 历 堪 称 传

奇。据历史记载，萧皇后是南朝梁明帝

萧 岿 的 女 儿 ，性 情 柔 顺 、文 化 修 养 较

高。由于出生在二月，在江南风俗中被

视为不祥，因此她先后被寄养在叔叔和

舅舅家，度过了一段贫苦岁月。当隋文

帝从梁朝贵族中为杨广选妃时，所占卜

的众多女子竟只有她是吉兆，于是便被

册立为王妃。杨广继位前，为讨母亲独

孤皇后欢心，疏远女色而只与萧皇后形

影不离；即位之后，与萧皇后感情也一

直很好。萧皇后有较强的忧患意识，曾

作《述志赋》规劝炀帝，但隋炀帝闭目塞

听。后隋朝被灭，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

杀，萧皇后被掳到北方。

数月后，窦建德大败宇文化及。此

时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嫁给突厥处罗

可汗的隋义成公主是杨广的堂妹，她把

萧皇后接到突厥。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唐太宗把萧皇后和她的孙子杨政

道迎回长安。此时，萧皇后已是 60 多

岁的老人。萧皇后逝于贞观二十一年

（公元 647 年），享年 81 岁。在她死后，

唐太宗以皇后规制将其葬于隋炀帝之

陵，还特意下诏复其位号，谥曰“愍”。

考古发现千年礼冠

2013 年，隋炀帝墓与萧皇后墓在扬

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被发现，引起全

国轰动，此项考古发掘随后入选“2013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出土的大

量珍贵文物中，萧皇后的礼冠是目前考

古发现的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隋唐

时期的命妇礼冠。据扬州市考古所所

长束家平介绍，萧后冠出土时情况很糟

糕，看起来像“一坨泥土”。究其原因很

可能是扬州的土壤呈酸性，不太适合金

属文物留存。现场清理时，棺椁木箱内

东侧盛放萧后冠的盒子已经倾斜，加上

填土缘由，盒子可能破裂，因此，发掘时

整个礼盒呈彻底坍塌腐败状。考古专

家发现了该盒的铜包角、铜钉、漆皮以

及银合页，变形的冠与礼盒、周围的陪

葬品混在一起，难辨原委。

由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此前

曾成功修复唐朝公主李倕冠饰和唐朝

贵妇裴氏冠，扬州文物部门特地邀请陕

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萧后冠进行保

护修复。鉴于该冠的重要性、复杂性、

脆弱性，不宜在考古现场进行全面清

理，考古专家决定整体提取后进行实验

室考古清理。2014 年，扬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经协

商同意合作开展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

考古与保护研究。

为尽量弄清楚包裹在其中的萧后冠

的详细情形，两年多来，文物保护人员先

后使用了显微观察、扫描电镜能谱分析、

X 荧光分析、X 光探伤、CT、3D 扫描等技

术，终于确定如今已知的萧后冠上使用的

材料有金、铜、铁、玻璃、汉白玉、珍珠、木、

漆、棉、丝 10 种；工艺包括锤揲、焊接、掐

丝、镶嵌、珠化、鎏金、贴金、錾刻、抛光、剪

裁、髹漆11类，构件复杂、工艺精巧。

目前，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

已经完成。据萧后冠实验室考古与保

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教授杨军昌介绍，从萧后冠四周共清理

出大小铜钗 12 件、铜香炉 1 个、铜灯 1

个、额托 1个、博鬓 2个、花朵若干和其他

残片，饰件有水滴形、荷花形等多种形

状。除香炉、铜灯外，铜钗、额托、博鬓、

花朵等应当都是萧后冠的构件。

结构复杂、工艺精美

“ 通 过 实 验 室 考 古 清 理 并 结 合 无

损的 X 光探查，现已明确萧后冠的框

架是由两博鬓、呈十字交叉的两道梁

和 呈 环 带 的 3 道 箍 组 成 ，上 面 共 分 布

有 13 棵花树。”杨军昌说，这些花树与

框 架 连 在 一 起 ，表 面 是 直 径 5 毫 米 的

铜柱，铜柱外面包裹着直径 30 毫米的

木质楔子，一束束弹簧状的鎏金铜丝

串连的花朵插在木头上，就构成了一

棵棵花树。每朵花由花蕊、花瓣、花梗

构成，花蕊的材料主要是玻璃和汉白

玉，里面有丝的成分，所以是五颜六色

的。带着它走动时，花梗便会抖动，富

丽堂皇，颇为高贵。

2013 年从萧皇后的墓室中清理出 8

件钗，在试验室考古清理中又发现了 4

件钗，这与史料中关于隋代皇后佩带 12

件钗的记载相吻合。考古专家通过 X

光对清理出来的 4 件钗进行分析时发

现，钗首和钗脚呈中空状，并通过两根

管状物衔接。通过进一步提取分析，杨

军昌发现该管状物是木销，而为了让钗

首和钗脚结合得更密切，当时的工匠竟

然还在木销上包裹了棉花。

时隔 1300 多年，萧后冠上的丝织品

都已全部糜烂，金属部件也腐化得异常

严重，棉花和木销为什么能遗留千年不

朽？同时，历史学界认为在南宋之前中

原地区是没有棉花的，然而棉花却出现

在了萧皇后的铜钗之中，这究竟是什么

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此外，史书记载，隋朝皇后冠应佩带

12 棵花树，但萧皇后的冠上却发现了 13

棵花树。“可以说，萧皇后是历史上少有

的前朝皇后由后朝依照皇后规制埋葬

的案例，所以她的礼冠在发掘时并不是

戴在头上，而是摆在棺椁一侧的盒子

内。这 13 棵花树或许就是唐太宗给她

的哀荣。”杨军昌说。

本报讯 日前，中国首届 VR艺

术展暨“中国 VR 虚拟空间艺术展”

在上海开幕。观众将通过头戴设备，

进入虚拟世界欣赏艺术作品。

“中国 VR 虚拟空间艺术展”以

“身临·奇境”为主题，着重突出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技术优势，即沉

浸 式 体 验 的 加 强 ，让 观 众 能 直 接

“走进”画中，感受每一个笔触，观

看每一幅立体画的不同面。

据介绍，VR 画展的最大特色

就是集中展示艺术与 VR 的融合，

在 艺 术 和 科 技 领 域 都 很 有 意 义 。

独特的展示和体验方式吸引了不

少前来观看的艺术爱好者。

此次画展由 VRT 虚拟空间艺

术联盟与香港广场联合主办。联

盟创始人王辉介绍，VRT 虚拟空间

艺术联盟是联合国内 100 位知名艺

术家，运用 VR 技术打造的一个全

新的艺术平台。

据悉，这一展览将会在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成都五大城市进

行巡展。相关专家认为，VR 与艺

术融合的模式如果被广泛接受，将

在平面设计、装修、房地产等方面

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发展前景将是

超乎想象的。 （胡 亮）

在 威 尼 斯 电 影 节 上 ，除 了 巨

幕、3D 影片之外，还出现了诸如虚

拟现实、生物传感等新的电影技术

手段，为这个老牌电影盛宴增添了

令人惊喜的“新气象”。

抬头、低头、左右转动……坐

在转椅上，头戴设备和耳机，观众

们安静体验的正是今年威尼斯电

影节的亮点之一——VR 电影（即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的电影）。

电影节期间，坐落于电影宫二

层的 VR 电影院总共循环播放 11部

影片。前来看片的观众络绎不绝，

每场影片上映前都会排起长长的

队伍。

与普通电影院不同，VR 电影

院四白落地、装修简单，既没有厚

重的音响装置，也无需关掉灯光、

拉上窗帘，在这个仅仅能容纳 50 人

的小小空间里，人们依靠 VR 设备，

可以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观察电影

中 360度全景的世界。

VR 技术在意大利甚至世界上

并不普及。克里斯蒂亚诺是意大

利本地电视台的摄像师，他告诉记

者自己早就听说过 VR，但亲身体

验是头一回。作为一名专业影视

从业人员，他希望将来能利用这项

技术拍摄作品。

“威尼斯电影节引入 VR 技术，

特别是 40 分钟的 VR 电影在此首

映，标志着 2016 年成为了 VR 电影

元年。”新华网数字影视制作中心

总经理张祺在电影节期间举办的

“聚焦中国”活动上这样说道。

张祺认为，传统的电影观看模

式是被动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通

过对场景和镜头的把握、后期剪辑

的手法，来引导观众观看影片。而

VR 技术给观众带来一个巨大的开

放空间，还原给观众的是逼真的空

间转换、第一人称视角和沉浸式的

画面，它的交互式体验是传统电影

无法比拟的。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

教授、纪录片导演黎小峰在观影后

从影片制作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VR 技术确实是今后影视制作的一

个新方向，但从此次展出的影片可

以看出，这类影片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比如，一方面要找到 VR 的视

听语言规律，根据题材发挥自身的

优势；另一方面，要探索新的叙事

方式，避免一个叙述声音贯穿影片

始终的陈旧手法。

除了VR技术，新华网有关负责

人杨溟在“聚焦中国”活动中，向中

外来宾介绍了生物传感技术在电影

产业中的应用，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杨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类正从互联网时代走向物联网

时代，传感技术作为基础技术将改

变世界，电影本身与电影产业也将

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据杨溟介绍，生物传感技术可

以真实准确地获取每一位受众在

观看演出时的真实生理反应，获取

剧组、制作人甚至院线想了解的观

众反馈，从而获取通过传统监测调

查无法获取的有价值的数据。同

时，评测获得的数据还可对营销和

商业策略提供有益的调整建议。

杨溟表示，今后电影将从一种

视觉和听觉的艺术，走向一种沉浸

式的体验艺术，这种体验艺术恰恰

需 要 通 过 传 感 器 技 术 得 以 实 现 。

因此在体验电影、戏剧和娱乐的过

程 中 ，生 物 传 感 技 术 将 迎 来 巨 大

的、新的商业机会。

威尼斯电影节前主席、著名电

影研究者马可·穆勒在“聚焦中国”

活动的专题发言中说：“我们欣喜

地听到中国同行提及的生物传感

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全新理念和探

索。这些新的制作方式和概念如

果能引入，将会改善我们的电影故

事，变化叙述方式，甚至可能会催

生新的电影模式。”

第 73 届威尼斯电影节 8 月 31

日开幕，于 9月 10日闭幕。

显微观察显微观察、、扫描电镜扫描电镜、、XX 光探伤光探伤、、33DD 扫描……多种科技手段齐登场扫描……多种科技手段齐登场

实验室考古让千年礼冠“重见天日”
赵建兰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来自敦

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山西

永乐宫进行数字化处理，旨在永久

真实地保存永乐宫文物信息，同时

供游客通过多种渠道欣赏和了解

永乐宫艺术文化。

据永乐宫文管所工程科科长

王永胜介绍，永乐宫数字化项目包

括纯阳殿、三清殿、重阳殿、龙虎殿

4 座大殿的壁画数字化，三清殿和

纯阳殿平綦顶彩绘壁画数字化，三

清殿高浮雕三维建模、数字摄影，

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塑像数字

摄影，永乐宫一门三殿及其周围环

境全景漫游等。

该 项 目 负 责 人 、敦 煌 研 究 院

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工作人员路育

成说，数字化是一种保护手段，目

前敦煌莫高窟已经完成 100 多 个

洞 窟 的 数 字 化 工 作 。“ 真 实 性 很

高 ，可 以 放 大 到 两 倍 观 赏 。 除 拍

摄 外 ，后 期 还 要 进 行 大 量 图 片 的

拼 接 、色 彩 校 正 等 ，做 出 来 跟 原

壁 画 几 乎 一 模 一 样 ，误 差 只 有 两

毫米。”

据了解，该项目于 9 月 1 日启

动 实 施 ，前 期 信 息 采 集 要 持 续 到

10 月中旬，再加上后期处理，需要

一年时间，共投资 200 余万元。该

项目由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

究 所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下 属 企 业 甘

肃恒真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实施。

永乐宫位于道教师祖吕洞宾

的家乡山西芮城县，始建于 13 世纪

初至 14 世纪，是中国现存最早、规

模最大和保存最为完整的道教宫

观，为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1961

年 被 评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宫内除山门为清代重建外，其

余皆为元代遗物。

尤为 重 要 的 是 ，这 里 保 存 着

举 世 罕 见 的 元 代 壁 画 ，总 面 积 达

1005.68 平 方 米 ，其 中 三 清 殿 的

《朝元图》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巨幅

人物画。 （王学涛 梁晓飞）

“中国VR虚拟空间艺术展”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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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室冰上芭蕾舞团《天鹅湖》在上海文化广场的冰车台上演出

萧后冠现状 仿制的萧后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