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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构建目标、数字记忆开发利用途径和档案组织粒度三方面探讨数字记忆和档案检索之间的逻

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向数字记忆开发利用的档案检索模型。模型主要分为档案信息中数字记忆要素提

取、要素语义关系提取和索引库建立及匹配。其中数字记忆要素提取分为基于命名实体识别方法的实体要素提

取，以及基于LDA模型的主题提取；要素语义关系提取分为基于神经网络的实体关系提取和基于空间向量相似

性的主题关系提取；索引库建立及匹配模块旨在通过检索数字记忆要素字段获取档案承载记忆的基因链，实现

记忆的完整再现，促进档案价值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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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美国记忆启动以来，数字记忆项目在全球

范围生长蔓延，建设主体和主题类型丰富多样，很快形

成繁茂景象[1]。不仅成立了国家记忆项目如美国记忆、中

国记忆等，地区层面的记忆项目也层出不穷，如北京记

忆、香港记忆等。更有泛在用户参与的面向数字记忆建

构的档案著录工具ICA-AtoM（Access to memory）[2]。

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3]中，也强调要加

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档案学领域也开展了档

案与社会记忆、城市记忆、国家记忆之间的探索，提出

并论证了“档案记忆观”理论[4]。“档案记忆观”重要的

内核之一是“档案具有记忆属性”[5]。在数字记忆已成

为研究重点的当下，对档案承载的记忆进行构建和挖

掘，从而实现数字记忆的开发利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数字记忆开发利用比较普遍的方式是构建数字记忆

网站，如美国9·11数字档案网站、佛罗里达州记忆网站

等。信息检索是档案开发利用的关键方法，档案检索

程度和质量直接关系着档案的开发利用程度和质量[6]，

这些记忆网站均有在线分类浏览和档案主题检索的功

能，用户通过关键词检索可获得匹配的档案资源。然

而，记忆是对过去的感知与再现，每个故事均有一定的

结构特征，包括叙述者、情节、场景、人物、危机与结

局，那些能够记忆并再现出来的经历会成为故事所叙述

的基本内容[7]。在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下，针对大量的

数字记忆仅以数字化的档案照片或文件的形式将检索

记忆结果反馈给用户是不够的，需要针对档案所承载记

忆的结构特征，细粒度挖掘记忆要素，实现细粒度化的

档案检索。本文正是以此为研究切入点，将数字记忆网

站中的检索模块单独提出，面向数字记忆的开发利用来

构建档案检索模型，为数字记忆细粒度开发利用提供

借鉴。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直接面向数字记忆开发利用而构建档案检索

模型的研究比较少，本文拟分别从档案视角下数字记忆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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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和档案检索两部分来进行梳理。

1.1  档案视角下数字记忆的开发利用研究
现状

数字记忆的开发利用从开发视角上可分为三方面：

一是数字记忆开发路径研究，即从横向开发主体到纵

向信息资源采集、整理及利用的整体视角提出数字记

忆开发方案。例如：霍艳芳等[8]用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

法重新审视城市记忆资源建设模式，提出从资源采集

到资源数据库搭建的全流程来优化传统资源整合模式

和开发路径；Mina等[9]认为数字转型下文化传统与城

市生活密不可分，对此作者梳理当地文化技术方面的

举措，并以欧洲数字图书馆为例，介绍文化数字化方面

取得的主要成就。二是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研究，即从资

源采集到开发整体流程为主线，实现档案开发利用的

虚拟平台。例如：冯惠玲等[10]在数字记忆理念下，以浙

江台州古村落为对象，对已有资料进行数字化采集、加

工，实现“记·忆高迁”网站平台的建设；Spagnoli[11]认

为“临时展览虚拟档案”项目涉及开发在线档案，从而

能够记录、保存和提供与临时展览和文化活动设计有

关的数字材料，由此可将虚拟档案馆和博物馆作为保

存和记录虚拟档案的主体，从而在文化遗产价值等方

面发挥作用。三是面向数字记忆开发利用的档案资源

建设研究，包括对档案资源库的建设、档案异构数据整

合及档案知识图谱开发等。例如：牛力等[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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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对异构记忆资源整合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并剖析

当前问题，提出解决对策；Hsieh等[13]针对我国台湾地

区体育事业，将体育界重要人物的珍贵文物档案数字

化，并构建数据库，进而通过线上线下开发提供体育文

化多样性展示。

以档案为视角的数字记忆开发利用，其研究更多

是基于某些开发手段形成数字记忆的展示形式（如网

站、展览等），而未对档案中记忆的故事性和叙事性内

容进行深度挖掘，且对于数字记忆的进一步检索利用

研究较少。

1.2  档案检索研究现状

2000年以后，档案检索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档

案网站检索研究，如赵屹等[14]以美国网络档案检索系

统ARC为例，从档案源、著录项、检索途径、检索新功

能、系统数据及检索性能介绍NARA提供的检索工具。

二是信息描述与元数据研究，例如：Riley等[15]讨论了可

共享元数据原理及应用于档案描述所涉及的问题、工具

和策略；王兰成[16]从语义视角研究基于语义的档案信息

整合及基于XML、EAD异构档案信息组织及其本体方

法的应用。三是档案检索系统研究，例如：赵雪芹[17]通

过分析现行检索服务存在的弊端及用户面临检索困境，

提出将资源发现服务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资源揭示和

检索系统；Ricardo[18]在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EAC-CPF
（编码档案上下文）基础上，提出用于档案信息系统的

协作框架，该框架支持辅助导航和主题映射，并提供语

义丰富的访问层以确保不同归档保存记录的位置，改善

了用户与网络的交互体验方式。

上述研究可知，对档案检索的研究大体上是将档

案视为一种普通信息资源来处理，但档案承载的记忆

具有故事性。未对档案承载的记忆特征进行分析而直

接实现检索服务，难以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档案服务，影

响档案价值的挖掘与传承。

总的来说，数字记忆开发利用及档案检索具有开发

针对性不够明确、开发深度不足、展现形式缺乏细粒度

化的问题。由此，本文针对数字记忆本身的特征，基于

语义分析等方法，通过检索模型实现数字记忆的细粒

度叙事型展现，支持数字记忆的深度开发利用，发挥档

案所承载记忆的历史及文化价值。

2  数字记忆与档案检索的逻辑关系

2.1  数字记忆开发利用与档案检索模型存在
目标统一性

信息检索模型是对文档和查询进行表示以及对它

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描述的模型，实际上是为满足用

户需求对信息资源进行重组而设计的一套匹配模式。

因此，档案检索模型的构建目标是为了满足档案用户需

求，从而促进档案价值的开发利用。数字记忆的概念最

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提出，其本身代表着数

字技术和社会记忆的火花碰撞，随着社会数字转型，逐

渐从成为社会记忆的主要形态。在冯惠玲教授所主持

的“北京记忆”项目实践中，将其初步定义为应用数字

技术对各种记忆资源进行数字化组织与再现，使之达

到可解读、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传播与共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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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持数字时代集体记忆的构建与传承[19]。可见，数字

记忆开发利用的目标之一是对信息资源组织与再现从

而满足用户的需求，实现共享利用。这种对于档案资源

的重组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二者的目标具有统一性。

2.2  档案检索是数字记忆得以有效利用的
途径

数字记忆是否得到有效利用与是否满足用户需求

紧密相关。笔者在前期研究梳理中发现，档案界主要是

以档案馆为中心参与社会记忆构建工作，通过编研、展

览、拍摄视频等方式进行社会记忆的传播[20]。这些基

本是从价值论层面来考虑数字记忆产品的提供利用问

题，缺乏从需求论层面即直接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探讨提

供利用；档案检索是根据用户提出显性需求（如输入查

询词等方式）为用户提供记忆资源，属于需求论层面范

畴。因此，在数字社会的当下，档案检索不失为数字记

忆有效利用的途径之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随着档

案数据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需要将档案进行数据化处

理，即以数据为起点进行数字记忆构建及开发利用，对

此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数字人文视角的社会记忆构建[21]。

从档案粒度上看，可构建档案数据化范畴下的档案检

索模型以支持数字记忆的有效开发利用。

2.3  数字记忆的呈现方式影响档案检索模
型的信息组织粒度

冯惠玲[1]根据记忆资源的呈现方式，将数字记忆粗

略划分为展陈型和叙事型。展陈型主要是将一定专题

的记忆进行系统化展示，以原生资源诉说记忆，体现为

语义连续性。以往的数字记忆开发利用更多是此种展

示形式。叙事型则主要是在该专题研究基础上，用数字

资源体系化、逻辑化、叙述式地呈现客体记忆，可以是

语义分散式的档案表达。由前文可知，档案检索是根据

用户提出显性需求的方式为用户提供记忆资源，检索

得到的记忆呈现形式既可以是客观展示的粗粒度全文

展示模式，也可以是逻辑化呈现的细粒度可视化展示

模式。

综上，数字记忆和档案检索模型存在目标统一、途

径相通、互为影响的内在关联，因此从档案检索模型的

角度呈现数字记忆并实现其开发利用是可行的，也是值

得研究的。

3  数字记忆开发利用视角下的档案检索
模型构建

由前文可知，信息检索模型有两个重要要素，即信

息表示和相关性匹配；数字记忆基本分为展陈型和叙

事型两种呈现方式。如何基于档案信息表示和相关性

匹配实现展陈型和叙事型两种展现形式是本部分需要

解决的问题。面向展陈型的档案检索与以往的检索无

差别，即基于著录项目实现检索结果的某种次序展现即

可；需要说明的是，面向叙事型的档案检索，由文献[7]
可知，记忆是对过去的感知与再现，每个故事均有一定

的结构特征，包括叙述者、情节、场景、人物、危机与结

局，那些能够记忆并再现出来的经历会成为故事所叙述

的基本内容。因此，呈现叙事型检索结果的前提不只是

依据著录项目，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档案承载的记忆进行

记忆实体的挖掘和语义组织，即记忆要素的识别以及要

素之间的关联构建。以此为依据，本文构建的面向数字

记忆开发利用的档案检索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面向展

陈型的档案检索模块与当前档案检索模式基本一致，

即将档案数字化并建立索引库，实现基于案卷名、文件

名、文件形成时间等著录项目的检索，获取档案数字化

副本。面向叙事型的档案检索模块构建的前提是将档

案数据化，进而根据叙事特征和需求提取数字记忆的

叙事要素及其语义关联，通过建立要素索引获取叙事

网络，技术上实现语义检索，服务上还原事件的来龙去

脉。依据模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部分着重阐述面向

叙事型的档案检索模块。

3.1  档案信息中数字记忆要素提取

笔者以往的研究中，已对社会记忆要素进行了分析

和揭示，从历史题材角度提取故事基本内容的骨架元

素，即为社会记忆要素[22]，其元素应包括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主题五类要素。数字记忆作为社会记忆数

字转型的主要形态，同样应包含这五类要素。时间要素

和地点要素指该事件发生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时间和重

要地点；人物要素包括事件中出现的真实人物、组织团

体或机构等；事件要素即一次活动或多次活动的集合，

体现在案卷题名或文件题名中；主题要素是整个事件

的重要故事节点。

数字记忆的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从信

息检索学科角度看均属于命名实体；而主题要素作为

面向数字记忆开发利用的档案检索模型构建研究房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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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主要内容可通过主题模型或聚类等方式提取。

因此，数字记忆要素提取工作可转换为命名实体识别

及主题挖掘两项任务。

3.1.1  基于规则方法的时间和地点命名实体识别

命名实体识别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基于规

则和字典的方法，二是基于统计的方法。基于规则的

方法和基于字典的方法都是要构建大量的规则集或字

典，然后按照需求将需要识别的汉字串放入制定的规则

集中或与所构建的字典进行匹配，经过多次修正直到

匹配成功。具有代表性的是Colllins等[23]提出先定义种

子规则集Decision List，再根据语料对该集合进行无

监督的训练迭代得到更多的规则，最终将规则集用于

命名实体的分类。基于规则的实体识别比较适用于形

势比较固定、规则比较容易提取的命名实体，如时间、

地名。由此，档案数字记忆的时间和地点要素可基于规

则的命名实体识别方法。

3.1.2  基于统计的人物和事件命名实体识别

基于统计的命名实体识别，目前比较有效的是序列

化标注方法，即对于文本中每个词，可以有若干个候选

的类别标签，这些标签对应其在各类命名实体中所处

的位置，对其进行训练进而实现分类。如GU等[24]运用

条件随机场和知识库，通过分析中文名字的特征，将中

文人名的训练集进行序列标识，并对测试集进行命名

实体识别。

档案信息中数字记忆的人物要素和事件要素与时

间和地点实体不同，表达形式一般为自然语言，但是也

有规律可循。对于人名，其上文一般是“称呼”“职衔”，

下文一般是“先生”“同志”“说”之类的称谓词或动

词，根据具体情况对数据集进行序列标识。以一份民国

档案文件“里昂中法大学写给校董蔡元培先生的信件”

作为分析，对于“蔡元培”这一人名要素名称，人名前是

“职衔”的称呼，即“校董”，人名后是称谓词“先生”。

如果对整个句子从人名内部组成、上下文、无关词进行

标注，对整个句子进行标注的结果是：“里昂中法大学/
RN 写/RN 给/RN 校董/RQ 蔡/RX 元/RM 培/RM 先
生/RH 的/RN 信件/RN”，其中RN表示与人名无关的

语词，RQ是人名上文的词，RX是人名的姓氏，RM是人

名的名字，RH是人名后文的词。然后通过基于Viterbi
算法的自动标注和识别得到人名实体。事件要素同理，

这里不再赘述。因此档案数字记忆中人物要素和事件要

素可考虑基于统计的命名实体识别方法。

3.1.3  主题要素的提取

Blei等[25]于2003年提出了隐含狄利克雷分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该模型对参数自身

提出了先验假设，属于完全概率生成模型，因此是一个

三层贝叶斯模型。与PLSA相同，LDA假设文档表示为

图1  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检索模型

OCR

LDA
R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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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概率分布，而主题表示为词语的概率分布，是目

前应用广泛的模型之一。学者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对

LDA主题模型进行了拓展和改良，最具有代表性的改良

LDA模型包括：基于ATM（AuthorTopic Model）的主题

建模、Twitter-LDA主题建模和基于Labeled LDA的主题

建模等。本文选用LDA模型实现主题挖掘。

基于LDA的档案信息主题挖掘的主要思想是，认

为每份文件是若干主题的混合分布，而每个主题又是由

若干词汇（包含命名实体）组成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将

每份文件表示为这些隐含主题的概率分布（file-topic），
而每个隐含主题可表示为词汇的概率分布（topic-word）。
主题要素丰富了记忆的叙事性，是数字记忆不可缺少的

再现情境。

3.2  数字记忆要素语义关联抽取

数字记忆要素语义关联抽取实际上分为两种类型

的关系抽取：一是实体关系抽取，如人物-地点、人物-

事件，或者要素内部实体如人名-机构名、事件1-事件2
等；二是主题之间的语义关系抽取。

对于实体关系抽取，已有的方法主要是从语料信

息中提取词性、句法结构、语义依存关系等表面特征和

结构化特征，并用模式匹配、特征向量和基于核函数

的方法对实体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26]。这些实体关

系抽取方法前期对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具有较强的依赖

性，因此受到自然语言工具处理结果的影响。深度学习

的概念最早是在2006年由Hinton等[27]正式提出。基于

深度学习的实体抽取方法能够自动提取特征，减少对

人工的依赖，且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抽取大规

模文本数据。其中，CNN和RNN是实体关系抽取中应

用比较广泛的网络模型，考虑两种模型对文本处理的

效果，本文选择RNN作为实体关系抽取模型，并引入

注意力机制为每个实体计算一个关系权重，以此提取

数字记忆基因链，为后续数字记忆检索叙事化呈现提

供数据支持。

对于主题之间的语义关系抽取，可根据向量之间

的相似度抽取主题之间的语义强弱关系。由前文可知，

每个主题由若干个有实际意义的词汇组成，若干词汇

概率形成概率分布，因此每个主题可用一系列具备概

率权值的词向量表示。运用主题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

性计算可得到每个主题之间的相似度值，值越大说明

两个主题越相关，反之越不相关。

3.3  索引库建立及档案信息匹配

索引款目是有关信息资源所涉及的主题、事物及其

他特征的信息单元，并指向其地址的一条记录[28]。因

此，对于数字记忆中的索引库除了包含构建以原有著录

项目中的关键词索引，还应构建数字记忆要素索引，即

人物要素包含的人名索引、机构索引，以及其他要素中

包含的时间索引、地名索引、事件索引和主题索引。索引

地址指向与索引词具有语义关联的重要数字记忆要素，

呈现实体语义关联，体现数字记忆基因链，还原事件来

龙去脉和历史原貌。

模型根据用户输入查询词提取用户需求，形成布

尔逻辑表达式，如果表达式提取后只对应一个语词，可

以直接将提取的语词与索引进行匹配，一方面可得到以

该语词为关键词的展陈型数字化档案；另一方面提取包

含该语词的事件基因链。例如，在含有北京联合大学校

址记忆的档案信息中，用户输入词为“北京联合大学应

用文理学院”，则可基于关键词的全文检索获取该词所

在的数字化文件或资料，得到展陈型的检索结果；进一

步地，依据已有的事件的语义关联，获取从实体到实体

的发展链条，如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到“北京联

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关系链条，以及在这一发展链

条中所发生的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

4  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实验部分以北京联合大学编著的《校址

的故事》为数据源。该书在学校前党委书记韩宪洲的亲

自指导下，由档案（校史）馆牵头编写，编写过程中小

组成员不断挖掘馆藏档案，赴国家档案局、北京市档

案局、北京市方志馆、平谷区档案馆等地查询确认每个

信息点，历时2年多，记录了大学分校时期至今的校址

变迁。以《校址的故事》为研究对象，通过本文提出的

方法，即命名实体识别、实体关联挖掘还原事件的来龙

去脉。为了清楚展示效果，采用微软开发的跨平台开放

工具Visual Studio Code，选用jQuery作为优化HTML
的辅助工具，其他前端可视化工具包括HTML、CSS、
JS、Layer和G6。校址检索选择界面见图2。

图2中左边一栏中选择任何一个校址，即可显示介

绍、时间线、主题、人名、机构名、关系图6个模块。介

绍模块主要是对该校址的整体说明；时间线模块是对

该校址的重要时间及其对应的事件进行梳理，可基于

面向数字记忆开发利用的档案检索模型构建研究房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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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方式提取时间实体；人名、机构名模块分别基

于统计的命名实体识别得到；主题模块基于LDA提取

得到。

 以“西城区西四丰盛胡同13号”为例，时间上从

1978—2012年，共经历了9个校址，包括中国人民大学

第二分校校址、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院址等。基于

LDA实现主题挖掘，经测试主题数为7效果较好：一是

校舍的建立和设计，二是该地址所在校区硬件设施的

建设，三是软件设施筹备，四是首次招生活动，五是专

业设置，六是档案学专业的成立，最后是其他方面的支

持，通过主题挖掘能较清晰的反映出有关该校址阐述

的主要环节和内容；最终，通过实体之间的关系深化用

户对该校址的理解，从显性的实体展示过渡到隐性的

实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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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及不同档案数据类型，完善本文提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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