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躺着看国宝的8K球幕影
院，光影流动中，千手观音等精
选造像在银屏再现，每一个神

态、每一处纹理都清晰可见……大足石
刻与现代科技融合，正重塑着大众的旅
游体验。

今年的重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
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聚力打造文化旅
游强市。当前，数字化已成为助推文化遗
产保护与游览的重要手段。近日，记者走
进大足，通过探寻数字博物馆、线上数字
景区，体验大足让历史文化“活”起来的全
新文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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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晨报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共建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获
批。这是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此次批准的
156个联合培养基地中唯一一个主流权
威媒体与985高校新闻学院共建基地。

该基地的建设将进一步推动重庆新
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重庆
市教育委员会在《关于公布2024年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名单的通知》中说，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是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
的重要场所，是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重
庆市教育委员会要求，各单位应高度重视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深化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促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
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
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持和技术支撑。
《重庆晨报》是重庆第一都市报，由中

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管，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主办，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创新办
报获得多项荣誉，自1995年创刊以来，不
断引领都市报发展潮流：作为国家和省级
新闻媒体融合转型试点单位，重庆晨报在
西部率先上线门户级综合新闻客户端上
游新闻，先后成功孵化重庆国际传播中
心、新闻国旅集团、上游新闻，创办重庆传
媒审读监测服务中心，开创中国省级媒体
的先河。

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
大学，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
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重庆
大学新闻学院已获中宣部和重庆市委宣

传部的共建支持，形成“本-硕-博-博后”
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现拥有新闻学、广
播电视新闻学两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新
闻传播学、新闻与传播两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6
年，新闻学院成为中国记协确定的中国新
闻奖试点报送18家新闻院所之一，2023
年获批重庆市首家“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流动站。

该基地的建设是培养卓越新闻传播
人才的需要，将突破传统的封闭办学的研
究生培养模式，推进和完善“产学研”结合
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院长郭小安教授表示我们希望
通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基地的建设，进一
步提升“产学研”良性互动，促使重庆大学

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建设有效沟
通和有机结合，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撑。

当前，重庆晨报正深入落实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发展新战略，进一步聚焦主责主
业，积极打造现代精品都市报。重庆晨报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借基地建设这一“东
风”，充分利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强有力
的科研队伍和先进的实验室，为媒体的系
统性变革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为基地建
设提供媒体平台，共同培养符合新时代需
求的新闻传播学人才。

新学期即将开学，双方将抓紧起草
基地共建方案，确定共建目标和合作长
效机制。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刘涛

8K影院
让精美的石刻会“说话”

走进大足石刻8k球幕影院，圆形屏
幕从正前方一直延伸至头顶，躺在座位
上，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就此展开。

只见8K超高清画面点亮整个影院，
镜头中，金色千手观音、观无量寿佛经变
相忽远忽近，“近在咫尺”，石刻造像的每
一处细节清晰呈现，给人一种伸手可触的
奇妙之感。

“效果太震撼了，让我们从不同角度
看到了石刻造像！”走出影院，不少游客直
呼过瘾。来自乐至的游客张亚岚说，多年
前她实地参观过一次大足石刻，那时就惊
叹于古人的智慧。看了8K电影，增加了
对大足更新奇的体验，画面太精美了，数
字技术让大足石刻“复活”了。

“如何让大足石刻‘活’起来，让精美
的石刻会‘说话’，是这几年大足石刻文保
利用的重要内容。”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
数字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凌生说，人工智
能的问世，给大足“盘活”石刻带来契机。
大足石刻新投用的数字展示中心，距离宝
顶山石刻景区4公里，建有8K球幕影院
和4K宽银幕影院，可分别容纳300人同
时观影。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建两个影院，
看完才发现，效果和内容都不一样。”隆凌
生说，4K宽银幕电影《天下大足》片长23
分钟，讲述韦君靖和赵智凤开凿大足石刻
的历程，对石刻进行溯源，了解大足石刻
的前世今生和思想内涵，观众看完后有了
基本认知，对下一步观赏大足石刻作铺
垫。而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片长18
分钟，采用实景拍摄和CG动画结合的方
式，观众躺在剧场，被画面包围，给人视觉
震撼，展示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

“两部特种电影，犹如一部作品的上、

下两篇，是游览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
分。”隆凌生说，影片将崖壁上的故事以及
1007只佛手菩萨低眉、华严三圣等丰富造
像，用3D画面表达出来，这种包围感、临
场感、环绕感是实地游览体会不到的。
2024年，大足石刻数字影院入选“全国智
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名单。

数字新生
滑动指尖线上“玩转”石刻

为增加游览的层次，石刻还进入了电
脑、手机端。2024年5月，“云游·大足石
刻”元宇宙景区APP正式上线，成为数字
化呈现大足石刻景区面貌的新产品，千年
石刻又一次焕发出了活力。

记者打开APP，感觉仿佛登录了一
款网络游戏，不论你身在何处，只需轻轻
滑动指尖或移动鼠标，便可穿越时空，瞬
间抵达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画面可

以360度旋转，动漫人物活灵活现。大足
石刻各个景区，被设计成通关点位，点击
进去可以感受四季变幻的浪漫与绚丽，像
玩游戏一样，探寻体验参与互动，配上文
字介绍或解说，全方位领略千年石窟的独
特魅力。

“云游石刻将宝顶山石刻进行了1：1
复原，用的数字孪生技术。”大足石刻研究
院宣传推广中心副主任罗国家告诉记者，
其开发初衷是打造一款集文化性、观赏
性、互动性、趣味性为一体的云端数字体
验景区，让大足石刻形成“线上云游、线下
体验”的文化旅游新格局。

云游运用了许多“黑科技”，如毫米
级精准建模、深度复原实景、8K超高精
度画质等，加上完美融合用户视角、光
照方向、光照强度、光照环境等因素的
实时光线追踪系统，为游客带来身临
其境般的逼真视觉效果。“尤其是体验
者可以自由切换四季和天气。”罗国家

说，画面有春光明媚、夏阳高照、秋高气
爽、冬雪皑皑等四季选择，在实时天气系
统的加持下，可以领略四季不同的大足石
刻之美。

据悉，“云游·大足石刻”是由大足石
刻研究院联合中国移动咪咕、海马云，历
时近两年时间，共同打造完成的数字文旅
产品。

“装”进游戏
让文物“活下去”“火起来”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一款游戏带火一
座城。

在实施数字化手段推动文物活化利
用中，大足也尝到了甜头。“去年大足游
客量 140万人次，持续增长，这背后有
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推动作用。”大
足区文旅集团总经理刘兴明说，早在
2021年，双方就开始接触。当时，《黑神
话：悟空》主创团队专程来到大足，希望通
过数字化采集和游戏场景植入的形式来
展示宣传文化遗产，这一想法和初衷让双
方达成了共识。

罗国家回忆，当时游戏团队认为石刻
造型极具中国文化属性，且和游戏主题相
吻合，所以选择了一些场景来融入。“制
作团队为了更好还原场景，没有使用建
模和绘画的方式，而是选择了实景扫描
的方式。”罗国家说，出于对国产3A游戏
的支持和大足石刻展示形式创新的需
要，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游戏公司签订授
权协议，免费授权大足石刻“地狱变相龛”

“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千手观音龛”和
“护法神龛”4个龛窟，应用于《黑神话:悟
空》游戏场景。

游戏团队采集的体量很大。罗国家
说，整个游戏中，用到大足石刻的有12亿
个“面”，也就是12亿个角度。通过实景
扫描方式，将大足石刻的经典造像完美呈
现在游戏世界中，不仅让玩家在游戏中能
够近距离欣赏到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延
伸了石窟艺术新的传播路径。

事实上，这已不是大足石刻与游戏的
第一次“牵手”。《黑神话：悟空》之前，大足
石刻与腾讯合作，已把相关摩崖造像呈现
在游戏《英雄杀》中。今年，将大足石刻融
入数字科技还将延续。罗国家说，目前，
大足正在跟相关团队接触，在网络小说、
网络剧方面开展合作。

随着数字时代的开启，以互联网、物
联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全面渗透。“数字
技术对文化遗产的支撑引领作用也将愈
发明显，有利于开辟文化遗产再认知、再
理解的新空间和新路径。”隆凌生认为，大
足将在促进数字技术同文物工作的深度
融合，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利用，着力构
建文物保护管理利用形成全链条闭环，真
正实现数字技术不仅会让文物“活下去”，
而且更会让它“火起来”。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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