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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记忆”背景下异构数据资源整合研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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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记忆资源的整合近年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为了解当下研究现状，采用文献研究法分别从异构记忆资源整合对象、

整合基础、整合思路与整合技术四个方面对异构记忆资源整合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并基于记忆资源整合建设现状

思考剖析“数字记忆”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观点以求为推动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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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emory resources has attracted many scholars’attention recently. For the purpose 

of knowing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s,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systematically arranges 

and  summarizes  the object of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foundation,  integration project  and  technical method 

respectively. The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mory resourc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construction 

problems of“digital memory”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personal view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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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提出“世界记忆

工程”项目以来，“数字记忆”就引起了图书、情报、

档案学者的高度关注，尤其在档案学领域对此展开

了激烈的讨论，掀起了关于数字记忆研究的热潮。数

字记忆资源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载

体，其保存与利用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家的文化传承

与发展，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实现文化强国，还

有利于推动档案创新与利用方式变革，提升档案部

门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对数字记忆资源研究的长期探索与实践，

目前学界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但整体看

来关于记忆资源的整合问题仍困扰着数字记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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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长期保存与利用的实现。本文以数字记忆为背

景，以异构数字记忆资源的整合为关注点，基于理论

与实践，分别从整合对象、整合基础、整合思路与整

合技术四个维度对异构记忆资源整合的理论研究现

状进行系统梳理，结合异构记忆资源整合实际剖析

其中存在的问题，为推动数字记忆研究和实践进一

步发展提供参考。

1 记忆资源整合对象：数据资源分析

1.1 异构特征显著

信息时代新型记录材料与载体的出现使人类记

录的手段日趋多样化，记忆资源不再单纯地以纸张

为媒介，其异构性特征日益凸显。记忆资源虽尚未在

学界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但从诸位学者对记忆资

源的认识中已能充分体现记忆资源的异构特征。

（1）数据内容异构

记忆资源是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与形象表达，

它记载了地区方方面面的发展变迁。其反映内容既

包括地形地貌、森林、水力、建筑、古迹等有形环

境，还包括无具体物质形态在历史上、文化艺术上有

一定价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间风

俗、特色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1][2]。

（2）数据记录方式与载体异构

记录手段与记录载体的演进发展是记忆资源

记录内容日益丰富的重要推动。据此，刘喜球、王

灿荣[3]认为记忆资源主要包括记录城市地形、地

貌、物质文化遗产的图册、照片、声像、视频等视听

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史料；见证历史的文物三大

类。在如今数字记录手段飞速发展的环境下，王雪

飞从我国“数字记忆”项目实践中指出，需将运用

“声像”手段抢救与记忆相关的有价值资源作为记

忆工程项目的核心[4]。

1.2 异构记忆数据资源来源及构成

1.2.1  资源来源

目前记忆资源的主要来源可简单分为官方和民

众两大类。

（1）官方来源

官方来源包括档案、图书、文博等官方部门。以

“美国记忆”为例，“美国记忆”项目汇集图书馆馆

藏资源的同时与档案馆、博物馆、社会图书馆和历史

协会等机构合作共同为项目贡献记忆资源[5]。

（2）民间来源

民间来源指存在大量产生于群众生产生活实践

且尚未得到系统整理的记忆资源，通常方言、戏曲、

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是记忆资源的重要组

成。青岛[6]、杭州[7]、宁波[8]、成都[9]等城市在城市记忆

建设中都面向广大群众开展了大范围的征集活动。

1.2.2  资源主要构成

城市记忆跨越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反映着城市

方方面面的发展变迁，贯穿城市上百年的荣辱兴衰。

记忆资源是城市记忆的具体体现，尽管从形式上看记

忆资源异构特征显著，来源分布分散，但这些资源在

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内部联系，不应被割裂看待。

（1）微观视角

鲍如昕认为记忆资源由城市记忆要素反映组

成，不仅涵盖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城市形态特征及

特色景观等有形环境要素，还包括历史人物与事件、

文学和艺术作品、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知识与实践等

无形文脉要素。其中他强调无形文脉是由物质环境

所载负的人的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

结构、组织制度等组成的[10]，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

关系，将记忆资源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2）宏观视角

刘兆丰认为客观角度下的记忆资源是经过底层

面与体层面交互作用形成境层面的部分。其中底层

面指人类由之产生和赖以生存的自然母体；体层面

是人类实际生存及能量流动的人工层面，如城市形

态；境层面是基于体层面之上，通过对体层面的超

越以某种方式向底层面回归而形成的层面[11]。而张

超则从主观上根据人对城市记忆的认识分为三层，

分别是“物”的层次、“场所”的层次和“意境”的层

次。以城市建筑为例，这三个层次下分别将城市建

筑视作物质对象、环境科学和艺术、具有深层景观

环境内涵的建筑[12]，与宋代青原行思大师提出的“看

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参禅三境界有

异曲同工之妙。

1.3 异构记忆数据资源属性

（1）数的维度：资源量庞大

异构记忆数据资源生动地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

变迁，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内拥有的官方资源蔚

为壮观，分散在民众手中的潜在资源数量更是无法

估计。以美国记忆工程为例，据2012年统计的数据显

示，美国记忆资源库已收纳口述档案、录音、图像、

乐谱等约九百万件异构记忆数据资源[13]。

（2）量的维度：资源种类多样，载体丰富

记忆信息资源依载体类型分，主要包括口语信

息资源、体语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

档案资源建设



- 54 -

《档案学研究》 2018 年第 6 期

源四部分，其中口语、体语、实物信息资源在保存与

开发时还需转化为书写型、印刷型、缩微型、声像型

或机读型文献资源[14]。

（3）质的维度：资源内容交叉渗透

在中国知网中以“城市记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可以看到，建筑科学与工程、档案及博物馆、文化等10

个学科都对此有所涉猎。焦恬雪对城市记忆学科渗透

情况做了详细分析，归纳出不同学科关于城市记忆的

研究主题，具体情况见表1[15]。随着研究深入，独立的

学科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合作，形成了档案学、社会学、

城市规划、建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16]。

渗透学科 研究主题

图书馆、情报学
与档案管理

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文化、历史建筑、旧城
改造、城市历史

地理学
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四合
院、中国城市、古城保护

艺术学
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播、地域特
色、地方特色、文化价值

历史学
博物馆、文化遗产、历史记忆、文化遗产保护、集
体记忆、文物保护

表1 [17]城市记忆学科渗透图表数

（4）分布维度：资源地域分散程度大

异构记忆资源形成主体多元化与形成主体的分

散是异构记忆资源分散的关键原因。从总体上看，档

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作为资源汇集机构，人为地汇

集保存着大量的官方记忆资源。民间团体、企业、协

会、个人等产生的记忆资源往往保存在自身手中[18]。

还有部分记忆资源因为自然灾害、一些诸如战争劫

掠、盗掘以及不正当贸易等诸多客观原因流散在国

外[19]。

2 记忆资源整合基础：动因分析

2.1 异构记忆资源整合背景

2.1.1  政府鼓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信息资源作为人类社会资源的三大支柱之一，

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200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加

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34号文[20]，34号文中特

别指出要以统筹协调和需求导向为加强信息资源开

发利用工作的主要原则，强调要综合运用不同机制

和措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必须因地制宜，重视解决

实际问题，以利用促开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统一；国家档案局紧接着相应号召发布《国家档

案局中央档案馆关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

作的意见》，再次强调了信息资源的重要性与加强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紧迫性。

2.1.2  资源整合现状不容乐观

（1）异构记忆资源建设缺少资源整合

从韩若画等[21]对国内“数字记忆”资源建设现

状的调查结果来看，异构记忆资源尚处于广泛征集、

即时记录阶段。多数机构仅注重资源的广泛、多样

化收集，或举办图片或视频展等独立资源外部价值

展示活动，鲜有地区将建立以整合为基础的记忆资

源库作为资源建设和利用的最终目标。而异构记忆

资源内容丰富，价值含量高，尚需要进一步整合挖掘

异构资源间的内部价值。

（2）记忆资源建设存在孤岛，整合层次低

尽管国内有部分地区已开展了异构资源的整合

工作，但整合效果不佳，需要进一步拓展资源整合的

广度和深度。钱智勇[22]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指出

目前国内海量的记忆资源不仅存在大量语法级、结构

级和语义级异构，记忆资源整合还缺少与社会各系统

尤其是电子政务系统的协作、衔接与共享，无统一的

记忆资源集成标准和检索标准，大大限制了系统作用

的发挥，使得地区间记忆资源无法互通互享，产生了

信息孤岛，难以达到较高程度的资源共享和服务。

2.2 异构记忆数据资源整合意义

2.2.1  利于异构记忆资源的长期保存

在记忆资源建设过程中，资源的范围与分布状

况调查是资源整合的首要前提。郭红解[23]指出异构

记忆资源整合不仅从整合前期看有利于增进对异构

记忆资源保存、保护现状的了解，便于从中发现资源

保存漏洞，加强对已获取异构记忆资源的保护与管

理，还有利于在整合后的利用过程中增强公众对异

构记忆资源的保护意识，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散存于民间的异构记忆资源保存。

2.2.2  挖掘资源深层价值，发挥记忆资源整体效益

王立荣、杜军、窦淑庆等[24]在《论城市记忆信

息资源》一文中明确地将记忆资源价值概括为情感

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使用价值四种价值。

这四种价值往往因资源自身存在残缺或相对独立缺

少印证，导致价值无法充分展现。而异构记忆资源

的整合将为形式、结构各异的资源提供桥梁，实现

资源的序化连接，最大程度上将资源具有的某种或

某些价值挖掘、联结、共同作用产生1+1>2的效果。

任永芳[25]、李玉霞[26]指出要进行记忆载体的分项整

合，按专题汇总，建立资源分类体系与链接，形成地

方特色城市记忆多媒体信息资源数据库，挖掘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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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最终趋于记忆信息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2.2.3  减少信息孤岛，提供多样化便民利民服务

异构记忆资源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建设发展提

供参考，辅助政府决策，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成果，

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便民服务，增强居民对城市的认

同感和凝聚力，增强精神文明建设。钱智勇[27]也指

出，记忆资源整合系统与社会各系统的渗透和交换，

能有效改善城市记忆资源孤岛式存储、提升服务

现状。异构记忆资源整合更是将同一主题下的资源

整合聚集，在服务公众过程中以更多样化的表现形

式、丰富的资源内容提供便捷的一站式信息服务。

3 记忆资源整合思路：维度分析

3.1 对象维度：异构记忆资源整合主线

异构记忆资源整合的关键与整合目的实现的根

本在于突破语法方面的限制，实现资源间语义甚至

语用层面的整合。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集中于档

案学领域，且国内学者普遍支持以资源形成主体、

载体形态、资源反映对象为主线进行分类与整合，

此外部分学者提出了其他新观点。

（1）以资源外部特征为主线

以资源形成主体、载体形态为主线的整合，是

外部特征的代表。戴志强[28]在支持上述两种整合主

线的同时还创新性地提出一条新思路—— 根据资源

间契约关系整合，即从资源的保管现状出发，通过签

订合法的契约来制约资源整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

系。笔者认为以上三种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整

合，仅可以说是分散资源的聚合。

（2）以资源反映对象为主线

事实上，受资源形成主体性质及其主要业务工作

的影响，资源形成主体与资源反映对象两条主线存

在较大交叉重合，但有学者认为后者更符合我国档案

馆网布局和设置规定[29]。薛匡勇[30]倾向根据资源反映

对象由分到总的完成资源整合。对于那些资源已保存

在特定部门的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他提倡根据

进行专业行业领域的资源整合。对于像著名人物、非

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这些城市记忆重要组成部

分但尚未明确管理机构的资源，则全权根据资源主

题整合。在记忆项目实践中，异构性突出的记忆资源

整合也多采用这种资源反映对象的主线整合资源。

3.2 管理维度整合：异构记忆资源整合主体

异构记忆资源涉及的领域广阔，内容丰富，相关

研究受到众多学科的关注。面对记忆资源整合问题

谁来担起重担，成为资源整合的主体，随之成为学

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作

为信息资源汇集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自然成为异构

记忆资源整合主体的第一候选者。

（1）以档案馆为主体

记忆资源整合过程中，档案馆拥有丰富的档案资

源和开发经验，在整合异构记忆资源，建设“中国记

忆”数字资源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以冯惠玲[31]为带

头人的档案学领域学者广泛认为，档案记忆观下档案

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并且从实践

中来看，佟立娟[32]在对国内“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主

体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目前现有的50多个城市记忆工

程实施单位中，单由档案馆负责建设的就有46个，占绝

大多数。由此档案学界约定俗成地把“城市记忆工程”

的开展看作档案资源数据库整合利用的新方式，把档

案部门默认为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主体。

（2）以图书馆为主体

首先，图书馆文献数量多、时间跨度大、载体丰

富，具有绝对的文献资源优势；加之图书馆信息类

专业人才云集，更有专门从事文献资源建设的专职

人员，专业人才优势突出；馆内的技术设备与环境

优势也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33]。另外任永芳[34]还

特别指出高校图书馆的独特优势在于拥有一专多能

的各方面人才，是记忆资源整合主体的有力竞争者。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建的“美国记忆工程”“俄亥俄

记忆”[35]都是上述观点的有力印证。

（3）以政府机构为主体

政府相较于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博部门具有更

大的感召力、执行力，能最大程度上带动社会范围内

记忆资源的收集与整合。王立荣[36]从异构记忆资源

整合的目的出发思考，指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各系

统、各区域的信息资源才能更好地整合共享，既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满足城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需要，达到城市记忆资源

整合的最终目标。

3.3 过程维度：异构记忆资源整合模式

3.2.1  “一核多元”的社会协作模式

所谓“一核多元”模式即以一个机构为核心，通

过合作联系多元主体分工协作，发挥社会群体力量

共同促使异构记忆资源整合目标实现的主体组合方

式。在这种模式中各合作机构的关系趋于横向平等

合作、各司其职。目前关于“一核”这一异构记忆资

源整合主体核心机构的确定上尚存在较大分歧。

部分学者主张以档案馆为核心推进异构记忆资

档案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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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其中，戴志强[37]强调应在建设伊始就以国家

综合档案馆为基地组建资源总库，在此基础上联系

其他组织建立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分库。相比之下，赵

生辉[38]则弱化了档案馆的核心地位，强调档案馆与

图书馆、博物馆的三馆融合，注重交流互动。档案馆

将图书馆、博物馆所保存的具有档案属性的资源纳

入整合体系的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将图书馆、博物馆

所需档案资源数字化成果提供给它们。

陈颖等人[39]建议将图书馆视为记忆资源整合核

心，以现有馆藏资源为基础，加强与当地博物馆、档

案馆、文史馆、史志办和政府各主管部门的合作与

联系，借助广大群众的力量征集资源，协作实现资源

整合。并且在“美国记忆”项目、“新加坡记忆工程”

等国外记忆资源整合项目中大都广泛采纳了以国家

或地方图书馆为核心的这一协作模式[40][41]。

3.2.2  以政府为领头羊的政府主导模式

从综合考虑国情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提出要借

助政府权威力量建立以政府为领头羊的垂直式资源整

合模式。张坤[42]重点强调了政府在记忆资源整合中的

重要地位，指出记忆资源建设尽管牵涉档案、文博等

多个部门，但要做好记忆资源建构整合，必须由政府

出面统一规划部署。任敏[43]则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法，建

议各地市委宣传部应牵头组织协调，成立记忆档案信

息资源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充分调动各单位的工

作积极性，共同为记忆资源整合工作贡献力量。

经过长期探讨这种政府主导的记忆资源整合模

式，目前已见雏形。其具体实现可包括以下两种方式
[44]，一是由政府设立专门的工作组或机构，自上而下统

一管理各类型信息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进行资源整

合。另一种则是通过项目带动，由政府设立项目与一个

或多个信息机构合作签订合同，这些信息机构再与其它

信息机构组成合作体实现异构记忆资源整合。后者常见

于类似“北京记忆”政府与高校的课题项目合作中。

尽管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与新加坡都更倾向运

用以国家图书馆为核心“一核多元”的社会协作模式

建设记忆资源，但上述这几种模式都值得我们在实

践中继续思考验证，需要结合我国记忆资源的特点因

地制宜地选择与运用，走出最适合的记忆资源整合的

中国模式。

4 记忆资源整合实现：技术分析

4.1 基于资源外部属性绘制资源地图

与其他资源相比，记忆资源最突出的特点在于

其鲜明的地域性，该特性同时又导致资源的实体分

散特征显著。然而，资源整合的前提在于资源发现与

获取，因此学界引入网格技术克服资源实体分散给

整合带来的困难，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突出

城市记忆资源或其反映内容的地域联系，为城市记

忆资源整合提供了新思路。

（1）网格技术 网格是指跨控制域整合管理分布

资源和服务的系统或应用[45]。网格技术的运用是为

了将广域网中相连接且分布区域各异的计算机连接

起来，从而实现各地所属资源的连接。钱智勇曾提出

将网格技术运用到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之中，更加动

态地管理资源、实时整合分享资源。它不同于一般

的资源整合技术，需要收集整理资源建立资源库，

而是直接利用实体资源，只铺设资源联系，利用网

格技术的资源层、管理层、应用层三层体系结构，完

成对异构资源的管理，实现城市记忆资源的合理存

储、整合、连接，进而达到整合目的，满足开发利用

需求。

（2）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是管理和研究

空间数据的技术系统，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它可

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或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

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及相

互关系[46]。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整合城市记忆资源需

要将资源所属地域作为主线串联，将资源电子化后

用地理位置整合地区资源并以地图的形式构建资源

库、展示菜单及检索结果。目前，GIS技术已有了成

功助力记忆资源整合的先例。“北京记忆”老照片时

光机平台运用GIS技术经纬定位并将坐标标注置于

特定的地图中，形成资源映射点，然后将照片资源录

入该资源映射点，形成资源与地理位置、资源及资源

间的关联[47]，既便利了用户浏览查阅信息，又保持了

异构资源间的地域联系。

4.2 基于资源内部语义构建资源关联

资源整合实现的原理即要超越资源外在表现，

根据不同资源反映内容的本质核心相似度建立关

联，通过将原本分散的资源由点串联成网实现资源

关联，方便用户，满足利用需求。异构记忆资源全方

位记录着某地区实物、人文发展变迁方方面面的信

息，不论其数据结构如何，资源的完整连续属性不

会改变。

关联技术是目前异构记忆资源实现较高层次整

合的主要途径。记忆资源整合大致要经过实体资源

数字化、数字化资源标准化、资源著录与组织四大

环节。牛力[48]基于此进行研究，提出了要运用关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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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建立以主题为依据的主题记忆地图，并给出了主

题记忆地图的具体模型，如下图。

展示层
记忆主题

记忆链接

记忆单元

记忆链接

描述层

资源层

利用主题记忆地图不仅可实现准确定位记忆资

源，还能通过特定关联揭示记忆资源之间并列、从

属、相关等关系。国外有学者也提出可以借用映射技

术建立本体化事物及其之间的概念关系来解决记忆

资源各领域异构数据难以实现语义整合的问题[49]。

5 结 语

异构记忆资源的整合是有效发现记忆资源、发

掘资源内部深层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发挥资源效用

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记忆资源”这一概念

被提出以来，我国学者就开启了对记忆资源整合利

用的相关研究，目前已初步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研究广度深度也日益扩展。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总结如下：

（1）对资源认识不平衡

大多数学者关注焦点集中于记忆资源的具体定

义及记忆资源应包含的资源范围，过于注重资源内容

整合而忽视记忆资源突出的异构性特征，重内容轻形

式，导致缺乏对资源整合实现具体技术上的探讨，使

得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整合。

（2）整合标准、模式不统一

我国记忆资源建设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家鼓

励，地区自主建设发展的状态，各地区、城市在建设

城市记忆资源库时缺少统一标准、各自分散建设，关

于异构记忆资源的整合模式的探讨尚未达成一致，从

而形成尽管“记忆工程”已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但

由于缺乏理论支撑，内部资源整合程度低，多数仅停

留在资源聚合的状态。

（3）理论与实践间鸿沟显著

异构记忆资源预期期望与实际现状差异较大，

这一点不论是在资源整合时空范围上还是合作对象

数量与整合层次上都有体现。

目前，国内对记忆资源整合的研究已从最初的

理论、概念解释性研究走向实际操作应用的战略战

术探索研究。笔者认为在当下过渡期出现上述问题

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国内相关专业人才缺乏

技术背景支持，且与专业技术人才的合作较少，难以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联通。其二，受国外记忆资源建

设模式的影响，在本国实际应用中因难以效仿而遭

遇困境。由此，笔者建议学界应大力引入复合型人

才，以项目为纽带积极向外寻求合作，丰富研究队伍

知识层次，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各相关组织应立足

国情与馆藏找准定位明确职责，统一建设目标与整

合标准，合作共建城市记忆。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面向数字

人文的‘记忆工程’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项目编

号：18XNI011）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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