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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档博与大学合作共建各地“城市记忆”*
■ 李睿 黄靖芸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成都 610064

摘要: ［目的 /意义］探讨在保护城市文脉和留存集体记忆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建设“城市记忆”，包括如何拓

展建设主体、构建协作平台、使“城市记忆”建设与研究可持续，为我国“城市记忆”建设提供更多新思路。［方

法 /过程］基于对国外代表性“城市记忆”项目的网络调查、文献调查以及对国内主要“城市记忆”项目的实地调

查和电话调查，发现我国“城市记忆”建设目前面临资源采集人力不足、多方协作平台缺失，建设和研究不可持

续等问题，从而提出了拓展建设主体的诉求。［结果 /结论］将建设主体从图档博拓展到大学，可以充分利用大

学生群体这一人力资源优势进行更广泛持久的资源采集，依托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可以搭建有利于资源整合的

多方协作平台，依托大学持续的教学科研活动可以保障记忆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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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城市形

象走向趋同［1］，引发了城市居民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迷

失。“不能想象，一个记忆断裂的时代如何拥有连贯的

精神和文化? 如何拥有持续的走向和发展?”［2］。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深刻把握文

化自觉内涵、树立文化自信，通过构建以时间为经，事

件为纬的“城市记忆”工程重建城市文化和重拾民众

的城市自信，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城市记忆”工

程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落地生根，不仅对城市

文化的传承和城市自信的塑造有巨大的社会意义［3］，

同时也形成了推动图档博事业发展的冲击波，引发了

业界和学界的广泛思考与参与。

2 “城市记忆”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城市记忆”的概念最早由 D． Lowenthal ［4］从地理

学视角提出，他认为城市是不同形式记忆的场所，城市

的建筑设施则是“城市记忆”的证据。目前国内对于

“城市记忆”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

法，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城市记忆”作为一种档案信息资源，从信

息学角度界定“城市记忆”。上海市档案局郭红解［5］

认为“城市记忆”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

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

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的总称。”而这些历史

记录则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它用文字和图像等记录

工具直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记录在特定的载体

( 如纸张、胶片、磁盘、光盘等) 上。戴志强［6］将档案信

息资源分为政府信息、城市记忆及百姓证明。“城市记

忆”，即在“城市建设、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对城市发展

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原始记录材料，如反映城市原貌、工

程建设、名胜古迹、突发事件、重大活动等情况的文字、

照片、音像资料等材料。”

二是以城市空间为中心，侧重城市实体的演变过

程。陈蕾［7］认为“城市记忆即是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

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任永芳［8］ 指出

“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

痕，是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源、建筑、

街道和文物古迹等历史坐标点串连而成的，是一个城

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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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记忆空间出发，强调人的记忆。朱蓉［9］认

为“城市的记忆主要体现为一种集体记忆，它区别于个

人记忆与家庭记忆、国家记忆，仅局限于被某个城市中

长期生活的人群所充分共享的记忆。”杨茂川［10］则具

体指出城市记忆是指“那些存在于当地人们脑海中的

有形的和无形的集体记忆的总和，包括有形的建筑形

式、民间美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无形的风土人情、

生活习俗，以及老地名、老道路名、老掌故等。”

本文认为，“城市记忆”既非史学模式下的记事，

也非文学模式下的叙事，它是回避任何主观陈述与个

人判断的城市生活和风貌的客观再现，城市历史的追

溯、城市文化的传承。它以图档博珍藏的馆藏资源为

内容，同时也涵盖了文化遗产、古建旧址、生活实物等，

全方位多角度构建立体城市记忆空间，让“记忆”述说

城市，让受众感悟城市。“城市记忆”是一个地区的人

物、事件、文化思想在时空坐标系中构成的社会图像，

是城市的文化脉络和精神财富，对于一个城市的文明

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3 “城市记忆”建设研究现状

3． 1 “城市记忆”建设现状

广义的“城市记忆”包括省市区县各级地域范围

的城市或城镇“记忆”。国外的州市区县“记忆”项目

建设主要集中在美国，由图书馆主导建设的项目有: 纽

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建设的“皇后区记忆”［11］，印第安纳

州立图书馆牵头的“沃巴什谷记忆”［12］，亚利桑那州立

图书馆主导的“亚利桑那记忆”［13］，缅因州图书馆参与

合作的“缅因记忆”［14］，迈克尔施瓦茨图书馆与克利

夫兰州立大学合作的“克利夫兰记忆”［15］，查塔努加市

公立图书馆主导的“查塔努加记忆”［16］，阿克伦城萨米

特县图书馆建设的“萨米特记忆”［17］; 由档案馆、博物

馆、大学、学会等非赢利性机构合作建设的项目主要

有: 印第安纳州档案馆与印第安纳大学合作共同建设

的“印第安纳记忆”［18］，堪萨斯州历史学会联合档案

馆、博物馆建设的以信件、日记、照片、政府记录、地图、

博物馆文物、历史建筑等为内容的“堪萨斯记忆”［19］。

其他国家颇具代表性的“记忆”项目还有: 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档案机构以家族记忆为依托建设的

“新南威尔士记忆”［20］。意大利威尼斯市档案馆和博

物馆以历史和艺术公共知识为基础建设的“威尼斯记

忆”［21］; 埃及开罗市档案机构建设的以城市符号为载

体的“开罗记忆”［22］;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档案部门建设

的“蒙特利尔记忆”［23］; 新加坡图书馆建设的“新加坡

记忆”等［24］。

我国各地的“城市记忆”工程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冯骥才为“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

保护活动［25］。2002 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

程，截止目前国内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有北京、上

海、广州、苏州、济南、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厦门等多

个城市。此外，台湾、香港等地区也展开了实质性工

作。目前，参与城市记忆建设的主体多样，不仅有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还包括一些商业机构和个人。我

国以图书馆为建设主体的“城市记忆”工程有首都图

书馆的“北京记忆”［26］，济南图书馆的“济南记忆”［27］，

苏州图书馆的“苏州记忆”［28］，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年

华”［29］，绍兴图书馆的地方特色数据库［30］等。我国档

案馆发起的“城市记忆”工程有青岛城市记忆工程、浙
江历史文化记忆工程等。“走进记忆之门———中国珍

品展”主题展基于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档案馆的唐、元、

明、清、民国上 百 件 档 案 珍 品，打 开 了 中 国 记 忆 的 大

门［31］。沈阳市家庭档案研究会建立的“家庭档案网”

注册用户已超 10 万，共同讲述家乡的昨天和今天，目

前正筹划建设东北地区家谱文化中心，记忆范围逐渐

从家庭走向族群和地区［32］。“见证北京———档案的记

忆”和“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由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完

成［33］。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香港故事”的二楼展

区运用历史旧家具和器物，借助各种手段力求真实地

复原了三处老字号商铺的昔日风采［34］。上海音像资

料馆将 20 多年的收藏集锦成《城市记忆———上海珍贵

历史影像》，分“海上旧梦”，“烽火岁月”，“上海新貌”，

“新世纪新上海”四大部分展现上海历史变迁［35］。另

外，有商业机构也成为了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合作者，

如香港记忆［36］是由香港赛马会基金发起并委托香港

人文社会研究所合作完成; 浙江记忆工程的重点项目

浙江方言语音建档则是浙江省档案馆与腾讯网合作完

成［33］;“上海城市记忆”与东方网合作开展“城市记忆

@ 上海”网络文化节活动［37］。个人主导的城市记忆工

程项目还有宁波“北仑城市声像记忆工程”［38］，河北保

定的“保定味儿”、北京的“老北京城”等个人微信公众

号也体现了建设“城市记忆”的公众热情［33］。

国外的“城市记忆”建设时间较早，资源类型丰

富，参与主体多样，并且都积极寻求与其他机构其他地

区的合作共建，注重记忆项目的推广与应用。在资源

存储和转换上遵循国家 /国际标准，著录详细，可检索

度高。随着“城市记忆”项目的有序推进，虽然世界各

地发展步伐不一，但都体现了由被动建设到主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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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及里，由单一文本到多媒体全景式互动的趋势，

“城市记忆”项目建设的难度也在递增。梳理国内外

“城市记忆”工程现状不难发现，开展“城市记忆”必须

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这是因为“城市记忆”作为一

种集体行为，个体思想必须置身于集体记忆的框架之

下［39］。而我国的“城市记忆”项目虽然起步稍晚，但在

二十年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既有对历史资料的收

集与整理，同时紧密结合地方特色与文化特点挖掘资

料背后的记忆，并有不少项目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

其中。但同时我国“城市记忆”也面临着社会公众参

与度不够、认可度不高等问题，顶层设计和规划也有待

加强。
3． 2 “城市记忆”研究现状

本文在 SSCI 和 A＆HCI 检索得到“城市记忆”( city
memory OR urban memory) 研究领域于 1987 － 2017 年

期间国际范围内发表的论文 2 727 篇。本文对“城市

记忆”主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分析，如图 1 所

示，该主题的研究涉及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

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环境研究、城市研究等

多种学科领域，各学科从各自视角进行“城市记忆”研

究，自动形成了围绕该主题的跨学科交叉融合。

图 1 “城市记忆”研究所涉及的学科

本文在 CNKI 数据库中以“城市记忆”为主题进行

检索，检索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27 日，共得到 1 625 条

结果。可以发现近 50%“城市记忆”相关研究论文属

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类，其次是图书、档案及博物馆学

类，占到了 20% ，这两者成为“城市记忆”研究的主要

学科群。“城市记忆”相关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

宽泛，包括经济管理、旅游、美术、文学、考古学、社会

学、民族学、图书情报档案学、新闻学、计算机科学、虚
拟现实技术等。从时间维度看，2005 年至 2016 年的

12 年间，“城市记忆”的研究主题发生了由“档案资源”

向“记忆工程”再向“资源整合”的演变。

城市记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市记忆的时空

属性、保护内容、情感认同等方面。

城市记忆具有历史的时间性和地区的空间性。钱

智勇［40］认为城市记忆具有时间性，并从信息管理的角度

提出城市记忆是由不同时间点构成的。朱蓉［41］则从空

间性探讨了城市形态与城市记忆的关系。H． Muzaini［42］

详细论述了城市记忆被时间化和空间化的过程。特里

·库克强调档案不仅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同时档案也在

构建社会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43］。布正伟从建筑学的

角度认为“城市记忆”是集体对于城市环境及其要素的

美学认可［44］。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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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集体记忆是同一社会多个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

某种组合”［39］，“城市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自

然具有个体属性，强调个体的认同感。冯惠玲认为在

“建构”记忆的过程中，“建构主体的立场、观念、知识、情
感都会投射到建构物中”［45］。B． Duncan［46］认为城市记

忆既包含个人情感因素，同时也与地方环境密不可分。
M． Lewicka［47］对波兰和乌克兰两个城市的二战城市记

忆进行研究后发现，城市记忆表现出地方依恋与认同。

朱竑［48］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感、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的概

念。李王鸣［49］、曹珊［50］、汪芳［51］等提取出影响城市记忆

的因素，并通过数学建模、问卷访谈等定量的方式对城

市记忆进行了测量。现有的“城市记忆”研究已经认识

到“城市记忆”所具有的时空属性以及其表达出的人与

人、人与地方的情感认同，明确了“城市记忆”的保护重

点等要素。“城市记忆”研究的固定范式暂未形成，因其

具有学科交叉性和方法多样性，这就对下一步研究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4 我国“城市记忆”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4． 1 “三馆”人力短缺使资源采集受限

“城市记忆”工程不仅需要将图书馆的流通图书

及珍本、档案馆的史实记录和博物馆的相关藏品进行

互补性的信息资源融合［52］，同时更需要收集存在于千

家万户中的海量记忆资源。馆藏资源是“城市记忆”

最直接、稳定、确切、便于传承的素材［53］，满足了城市

居民“80%”的记忆需求，但其余“20%”的边缘性记忆

同样应得到重视［54］。例如，尽管档案界已认识到为农

民工建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农民工群体的状况记

录仍基本处于空白或灰色地带［53］。

我馆“三馆”(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人手短缺问题，2017 年统计年鉴显示: 我国

图、档、博“三馆”的平均馆员人数仅为 5、18、22，加之

“城市记忆”并非“三馆”首要工作任务，且工作人员时

间精力有限，采集“城市记忆”内容资源，挖掘资源的

深层价值的新任务亟待更广阔社会领域的人员加入。
4． 2 多方建设主体间缺乏协作平台

“城市记忆”资源具有多样性，包括实物资源 ( 如

老建筑、档案、手稿、书信、家谱、老报纸、老海报、老照

片、老地图、各时期货币、票证、文凭、证书等) 、多种媒

体形式 的 非 实 物 资 源 ( 文 本、图 片、音 频、视 频 等 ) 。
“城市记忆”资源的来源多样，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等、社会团体和个人，描述资源的元数据也具有多

样性: 图书馆多采用 CNMARC 著录规则、档案馆多依

据《档案著录规则》、EAD，博物馆多使用 CIMI、VRA
Core、CDWA 等。例如，“厦门记忆”元数据以 MARC 格

式为 主; “香 港 记 忆”主 要 基 于 都 柏 林 核 心 元 素 集

( DC) ; 美国弗罗里达记忆［55］则从提交到传播对所有

数字作品都分别就管理性元数据( Administrative Meta-
data) 、结构性元数据( Structural Metadata) 、描述性元数

据( Descriptive Metadata) 、内嵌元数据( Embedded Meta-
data) 都作了明确规定; 纽约市皇后区记忆［11］为保证所

有的记忆作品将来能方便无误地被皇后区图书馆保

存，要求市民提供记忆作品时保证使用元数据的准确

性，同时参考皇后区图书馆的编目标准制定记忆编目

规则。事实上，我国大量的“城市记忆”工程为自建数

据库，无元数据方案或简单自设元数据。由于元数据

兼容性差，通过收割元数据整合资源的方式难以实现。
“分工不合作”是目前图档博机构在建设“城市记

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身为各自领域的“霸主”

在进行合作时，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机构间的合作，出于“本位主义”追求个体利益最

大化的过程中有时甚至不惜损害整体利益［56］。有学

者基于囚徒困境矩阵提出当“城市记忆”工程由多方

协作时，每当涉及自身利益，各方会调整自身行为以实

现收益的最大化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以及由于信息不对

称而导致不作为的现象［57］。
4． 3 “城市记忆”项目呈现不可持续性

“城市记忆”如火如荼的建设背后有多少工程能

持续推 进 呢? 阿 尔 温·托 夫 勒 认 为 记 忆 有 两 大 特

征———丰富和活泼，丰富指其容量，活泼则指其内容的

关联度和便于提取［58］。从目前国内“城市记忆”工程

的统计数据看，普遍存在内容资源较少，关联度低的情

况，既不活泼也不丰富。资源丰度并不乐观，最少的

“杭州记忆”，资源数量仅有 1 040 条，“上海记忆”也只

有 2 010 条。而资源较多的“厦门记忆”和“苏 州 记

忆”，资源数量虽达到 60 多万，但是很大一部分却是联

机目录或地方报纸的数字化版本。“青岛记忆”早在

2002 年就已经开始收集“城市记忆”资源，共有文件级

目录 510 万条，70 万页档案全文，2 万张照片和 5 万分

钟的多媒体档案，但其在网络上共享的资源仅有 6 700

多条。截止 2018 年 7 月，本文调查了国内 13 个“城市

记忆”网站，其中有 6 个网站已经停止维护或无法打

开，详见表 1。能正常浏览的网站中，有相当部分的网

站更新时间停留在几年前，例如长春图书馆的自建资源

数据库中报刊资源的更新停止在2012 年，佛山文化信息

网大部分资源集中在 2015 年挂网，此后并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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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城市记忆”网站资源状况

项目名称 来源网站 备注

重庆地方数据库 http: / /gxgc． cqlib． cn / lib /outline_meishi． jsp? page = 3＆channelid = 75428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北京记忆 http: / /www． bjmem． com． cn

福建文化记忆 http: / /www． fjwh． net / fjfy /main． htm

冰城文化 http: / /www． hrblib． net． cn: 8105 /bcwh /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济南记忆 http: / /www． jnlib． net． cn / jnjy / index． html

苏州记忆 http: / / szjy． szlib． com /

郑州记忆 http: / /www． zzldcn． cn /Panoramic /List． aspx? SortID = 20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上海年华 http: / /www． library． sh． cn /

长春图书馆( 特色数据库) http: / /www． lib． cc． jl． cn /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特色资源 http: / /www． gxlib． org． cn /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厦门文化信息网 http: / /www． xmculture． com / 停止维护或无法打开

佛山记忆 http: / /202． 105． 30． 17: 802 /Pro_information /Default_s． aspx

台湾记忆 https: / / tm． ncl． edu． tw / index

T． Kuny 指出［59］，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黑暗岁

月”，需要寻找数字时代的“修道士”对我们这个时代

的文化信息进行保存，确保文化资源可以被后代获得，

使人类文明能够庚继绵延。而事实上，社会公众对“城

市记忆”的知晓度很低，参与度更低。例如，青岛档案

部门在收集城市的旧貌、遗址、民居建筑资料的过程

中，公众不能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自己保存的关于城

市的老照片和影像及时提供给档案部门，档案部门在

对城市的街道、旧址、人文风貌拍照和录像过程中，面

临着单位、个人不理解、不支持的状况［60］。由谁来长

期可持续地负责资源收集与整合，如何有效激发公众

的参与热情? 这是“城市记忆”建设需要解决的长远

问题。

5 大学参与“城市记忆”建设是难题

的破解之路

本文认为，图档博与大学合作，鼓励大学参与共建

各地“城市记忆”，对于破解我国“城市记忆”建设的诸

多难题是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由 SSCI 和 A＆HCI 检索到“城市记忆”( city memo-
ry OR urban memory) 研究领域 1987 － 2017 年期间国际

范围内发表的 2 727 篇论文显示: 世界各国进行“城市

记忆”研究的机构主要以大学为主，如图 2 所示，包括:

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

吉尼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阿尔

伯塔大学，多伦多大学，伦敦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巴黎大学等。国内也有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

学、四川大学等积极参与“城市记忆”的研究，开展不

同层面的“记忆”学术讲座和会议。学术活动的开展

以及诸多学者投入到“城市记忆”研究，标志着大学进

入了“城市记忆”之门。

由大学参与共建的“记忆”类项目，层次丰富，技

术手段多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建

设的“影谷”项目，以平民生活档案为内容记忆了弗吉

尼亚州的南北战争［61］; 斯坦福大学的“罗马地理空间”

项目记忆了多座古罗马城市之间一年中不同时期内的

贸易路线和通讯状况［62］; 哥伦比亚大学的“波维大教

堂”项目通过 3D 技术和激光测量对哥特式教堂进行

了精确可视化重塑［63］; 麻省理工学院的 Docubase 数据

库在探索数字时代的档案发展时，以城市记忆作为重

要对象展开了各种资料的收集和展示［64］; 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集结了环境艺术学院与文理学院人文艺术系

力量筹建的“城市人文”组织，自 2013 年起每学期都围

绕城市记忆主题展开特定研究［65］; 波士顿西蒙斯学院

建设的“全球记忆”汇集了全球 70 余个数字记忆项目

的资源［66］; 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人文高新技术与信息

研究所的“工薪阶级婚姻”项目记忆了 1855 年至 1976

年苏格兰工薪家庭的婚姻生活［67］;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历史与新媒体研究中心的“9． 11 记忆”项目已经收集

保存邮件、图片等资源超过 150 000 件［68］; 美国乔治梅

森大学与新奥尔良大学、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合作

建设的“飓风数字记忆”收集、保存和展示了卡特里飓

风和丽塔飓风的相关信息资源［69］; 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记忆”项目中的“北京老照片时光机项目”［70］是在集

成 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成的老照片集成与展

示平台。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大学作为“记忆”建设

主体之一并非空谈，已有的建设实例已说明了大学具

备参与合作共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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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界各国进行“城市记忆”建设与研究的机构分布

5． 1 发挥大学生人力优势实现记忆资源的广泛采集

“城市记忆”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

永逸，“城市记忆”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开放的社会力

量，需要在大众共建的机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

记忆”项目原始内容资源素材的采集工作是披沙炼金，

铢积寸累的过程。家谱、手稿、书信、民歌民谣、口述

史、老照片、老地图、老文凭、老契约、老婚书、老年历、

老海报、老菜单、老车票以及粮票、布票等社会记忆的

承载物都分散在社会公众的手中。面对浩瀚的民间原

始素材资源库，图书馆和大学的志愿者团队可以走进

中小学，并通过中小学走进千家万户，宣传保存“城市

记忆”的意义，鼓励和引导公众贡献素材资源。

为传承上海抗战记忆，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

75 周年系列活动向中学赠送再现全民抗战历史的图

册，深入高校进行抗战影像播映［71］，取得了不错效果。
“城市记忆”作为文化基因应当广泛渗透和融入到社

会大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大学生群体发挥人

力资源优势广泛宣传和采集记忆资源，这一工作本身

亦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社会教育活动。
5． 2 凭借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搭建资源共建共享协作

平台

“城市记忆”虽是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的新

兴工作，但“城市记忆”的建设是一个多学科属性的系

统性工程，十多年来的建设实践和研究涉及法学、考古

学、图书情报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学、心理

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病理学、社会学、历史

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多学科背景是综合性大学

所具备的优势［72］: 法学可以辅助进行城市记忆资源的

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考古学专业可以进行资源的文史

价值判断，图情档专业可以进行专业的数字资源组织、

描述与存储，计算机科学等信息专业可以进行数字信

息挖掘、关联图谱建设以及基于 VR 技术( 虚拟现实)

的社会记忆重现，心理学可以探讨城市形态记忆要素

和民众区域性心理认同与归属感［41］，地理学可以从空

间观念出发阐明城市通过物质和象征性记忆的空间演

化［73］……

大学能为隶属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社会组织机构提供一个直接、高效的共建

共享平台［74］。早在 2012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拥军在

进行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时就提出，将

工作内容分解，交由各机构或文化事业单位分别承担，

整合各方力量［75］。大学这一“第三方平台”可以综合

采用映射、应用规范、RDF /XML 协议、API 等多种技术

实现元数据互操作［76］，从而构建不同内容实体间的关

系图谱，即通过对事件、人物、地点、时间等元素的语义

描述［77］构建虚拟全景。大学作为协作平台，还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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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顶层战略设计、绩效管理、技术服务创新等方式构建

“城市记忆”工程资源整合与服务的长效机制［78］。
5． 3 依托大学本身的可持续性保障记忆建设的可持

续性

如何保障建设的可持续性是城市记忆建设的根本

问题。记忆资源分布跨越巨大的地理范围，并且分布

在众多的个人和机构间。我国的“城市记忆”建设需

要建立长效的资源征集机制，向民间个人、社会团体甚

至海外等征集相关资源。这就需要一个长效机制，保

障持续的人力资源从事动员、宣传、采访、拍摄、录制等

资源采集工作，以及在数字存档中注明实物资源的捐

赠者、归属和版权等，在元数据中注明数字化资源的来

源和所有者的日常维护工作。

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可以保障资源采集活动的可持

续。随着城市记忆领域的拓展 ( 如由机构延伸到家庭

等) ，挖掘深度的加深，图档博机构建设“城市记忆”工

程的人力资源缺口将不断拉大。当大学参与到“城市

记忆”合作建设时，大学生志愿者将可持续地被派遣到

资源采集岗位，持续有效地进行资源采集工作。

大学教学科研活动的可持续性也能够保障记忆资

源建设的可持续。在教学方面，“城市记忆”是各地综

合性大学的独特教学资源，它能在多样化视角下提供

城市社会记忆，包括本地建筑视角、民族民俗民风视

角、特色衣食文化视角、地理交通视角、本土艺术视角、

区域社会阶级分层视角、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视角等，

是生动、真实的史学和社会学教学素材库。在科研方

面，“城市记忆”让实物自身述说社会，让研读者自己

感悟城市，能给予文化自觉的社会公众最真实的社

会认知和最真切的人文美感，为人文学者群体提供

未经任何加工、修饰、篡改的原始研究对象，为 学 术

创新启发不可估量的灵感。综上所 述，只 要 合 作 大

学的相关教学科研可持续，“城市记忆”的建设就可

持续。

6 结语

记忆与遗忘相伴而生，每天都有无数的记忆承载

物永久地消逝，建设“城市记忆”是在与遗忘作战，让

“城市记忆”保存的速度赶得上承载物损毁和消亡的

速度，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志愿者参与其中，科学、有
序地将作战坚持下去，而这一重要的文化使命完全可

以由一代又一代的大学师生长期、持续地去完成。
“城市记忆”以记录和再现城市原貌为目标，以弘

扬城市文化、推广城市形象为宗旨，以促进城市人文学

术研究为职能，因此，它是体量庞大、流程复杂的系统

工程，具有单一主体难以把握的宽度和厚度，这决定了

“城市记忆”工程必须充分利用协同创新的力量，因此

建议由图档博与大学长期合作共建。大学能够调度多

学科理论与方法，运用最新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动员尽

可能大范围的师生及社会力量参与，并进行稳定有序

的长效管理。图档博与大学合作共建“城市记忆”，可

以填补当前“城市记忆”建设主体的不足，并能保障

“城市记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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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Archives，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Collaborate to Build“City Memory”
Li Rui Huang Jingyun

Sichuan University，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Chengdu 610064
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construct“city memory”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protecting urban context and preserving collective memory，including how to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subject，
build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mak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city memory”sustainabl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mor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city memory”in China． ［Method /process］Based on the network surveys and litera-
ture searches of foreign representative“city memory”project，as well as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of
themajor“city memory”project at home，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city memory”constructionare faced with several
problems，such as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to collect，a short of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 platform，and the unsustain-
able constructions and researches． As a result，a demand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bodies has been put forward．
［Result /conclusion］ In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bodies from libraries，achieves and museums to universities，mak-
ing full use of the human resource advan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conduct more extensive and lasting resource collec-
tion，relying on the multi-disciplinary advantages of the university can build a multi-party cooperation platform conducive
to resource integration，and relying on the continuou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can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city memory”construction．

Keywords: city memory collaboration platfo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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