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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散存在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形成资源孤岛，引发重复

建设、利用受限、无法共享等问题。东盟启动“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开展GLAM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

合实践探索，在机构协同、融合标准、融合技术、融合服务等方面积累宝贵经验。该项目启示我国文化遗产数字资

源融合应以组织协同为中心、以融合标准为核心、以融合技术为支撑、以共享平台为依托，以此缓解文化遗产数字

资源积累丰富但多机构分散存储的现状，提升资源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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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档案资源分层集群融合模式研究”（编号：21BTQ084）资助。

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保护世界自然和

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界定文化

遗产是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文化人类学与人类

学价值的古迹、建筑群和遗址，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1]。该公约对文化遗产的权威界定，

掀起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浪潮，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Galleries，Li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
GLAM）多元主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加快了文

化遗产数字资源积累的速度，同时也导致多机构分散保

存的现状。2017年，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IFLA）发布《保护文化遗产国

际图联指南》（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an IFLA 
Guide），倡导通过数字统一，实现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跨机构融合，解决濒危文化遗

产原始载体流散各地的严峻问题[2]；同时IFLA宣布成

立数字统一重点倡议工作组和临时工作组（Working 
Group for the IFLA Digital Unification key initiative，
WGDU），以提高国际社会和各国GLAM对文化遗产

数字统一的认识，促进跨机构融合的实施[3]。这些举措

不仅加快了全球范围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实践，还

推动了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国内外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方面。①探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的必要性。

借助“数字统一”构建GLAM文化遗产保护共同体[4]，

有利于最大程度提升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整体价值、满

足公众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提高GLAM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5-6]。②研究某一区域 /范围的文化遗产数字资

源融合。如塞尔维亚建立全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管理

系统 [7]、加拿大启动国家遗产数字化战略（Nation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Strategy，NHDS）[8]。③针对某

类具体的文化遗产开展数字资源融合研究。如斯里

兰卡科伦坡博物馆图书馆开展棕榈叶手稿收集计划

（PLMC）[9]。中国的大运河[10]、碑刻[11]等文化遗产数字

资源融合。④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技术应用研究。如

南非中央图书馆的“Ulwazi”（知识）项目基于Web2.0
建立非遗在线数据库[12]，Benshou等[13]根据混合Logit
模型和多媒体平台融合散存在GLAM的地图、文本、

3D模型、虚拟现实等多模态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张斌

等[14]构建LAM“数字叙事驱动型”馆藏利用模型，侯

西龙等[15]探析海量文化遗产图像的融合及深度价值挖

掘。尽管已有研究涉及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的必要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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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区域融合、技术应用等方面，但缺少兼具跨区域、

跨机构特点的具体实践项目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

介绍“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ASEAN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项目，总结其在机构协同、融

合标准、融合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为推进我国文化遗产

数字资源融合提供借鉴。

1  项目概述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

有10个成员国。2018年2月，东盟启动“东盟文化遗产

数字档案馆”项目，开始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实践探

索。该项目由东盟秘书处负责筹建，计划打通东盟各成

员国GLAM间的壁垒，分期开展东盟文化遗产数字资

源融合，增强东盟公众的文化认同感，最终促进东盟

各成员国民心相通[16]。“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

目第一阶段纳入融合范围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泰国3个国家的GLAM文化机构，历时2年完成160余件

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融合，对外服务共享的网站[17]于

2020年2月27日正式上线。

1.1  机构协同

由东盟秘书处负责筹建“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

馆”具有明显优势，但涉及各国GLAM的组织和协调，

跨国、跨机构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并非易事。因

此，东盟秘书处搭建机构协同框架，积极调动四方力量

参与。

1.1.1  机构协同架构

在东盟秘书处的统筹下，四方力量协调配合，最终

构建由东盟成员国文化主管部门（文化遗产保护局、文化

部等）负责协调、各成员国GLAM机构提供资源、日本-

东盟一体化基金（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提供

资金支持、日本数据服务商NTT DATA Corporation提供

核心技术支持的机构协同架构。

东盟各成员国围绕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各国文化

主管部门提供积极支持，将具体工作落实到专人，如印

度尼西亚文化遗产保护局国家协调员、泰国文化部部

长、马来西亚旅游和文化部国际关系司首席助理秘书

等，成为本国文化机构与东盟秘书处之间沟通的桥梁，

是东盟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跨机构融合的推手。为了使

跨机构融合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东盟秘书处还专门

聘请东盟秘书处还专门聘请的高级官员Girard Philip 
E. Bonotan、项目官员Sofiany、通讯官和协调员Gladys 
Respati三位专业人士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1.1.2  机构协同分工

在上述机构协同架构下，“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

馆”正有序推进第二阶段的建设。截至2022年3月1日，

已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缅甸5个国

家的20个文化机构参与，跨机构融合的文化遗产达274
件[18]，具体协同机构及分工如表1所示。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协同机构类型涵盖

文化主管部门和GLAM等，这些机构在东盟秘书处的

统筹下，以服务东南亚公众、传播东南亚历史文化为目

的，将馆藏文化遗产按步骤、分批次地提供给东盟，经

过标准化技术处理后发布共享。

1.2  融合标准

遵循统一的融合标准，是保障“东盟文化遗产数

字档案馆”项目推进的前提条件之一，前期能够培养东

盟各国GLAM对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共同认

知、扫除跨机构融合障碍，后期有利于提升服务效果、

提升公众的体验感。

1.2.1  国际通用标准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融合参照了国际标准《信

息与文献 文化遗产信息交换的参考本体》（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A reference ontology for the 
interchang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ISO 21127：
2014），该标准定义了86个类和138个属性，基本涵盖文

化遗产的历史背景、人文艺术、考古遗迹、时间、地点、

人物及版权声明等信息[19]。该标准契合东盟分散、异构、

不兼容的数字资源特点，为东盟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

建立统一的描述标准。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还应用了国际图

像互操作框架（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IIIF），作为东盟文化遗产图像数字资源

跨机构融合的参照标准。东盟文化遗产图像数字资源



2022年第4期（总第215期） 19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及启示刘婧

IIIF以统一资源标识符（Unified Resource Identifier，
URI）的方式传送和共享，“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

馆”网站上发布的每件东盟文化遗产图像数字资源均

提供URI链接，确保了东盟成员国各类文化机构对资

源的开放、获取和融合。IIIF的URI参数主要有5个：

范围（region）、大小（size）、旋转（rotation）、质量

（quality）和格式（format）。范围参数限定了文化遗产

图像数字资源的画面范围；大小参数规定文化遗产图

像数字资源显示画面与原图之间的比例关系；旋转参

数控制图像进行顺时针、逆时针或任意角度旋转；质量

参数控制图像全彩、黑白等显示方式；格式参数代表

JPG、TIFF、PNG等图像格式。

1.2.2  东盟专用标准

参照国际通用标准，“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

细化了东盟专用标准，形成东盟GLAM文化遗产数字

资源的统一专用标准。网站已发布的数字资源描述标

准分为四大类：基本信息、元数据、地理位置、浏览形

式。这四大类著录信息包含收藏机构、收集者、提供国

表1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参与机构及分工

文化遗产保护理事会（Directorat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雅加达历史博物馆（Jakarta History Museum）

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Indonesia）

海事博物馆（Maritime Museum）

文告馆（Formulation of Proclamation Text Museum）

美术与陶瓷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and Ceramic）

纺织博物馆（Textile Museum）

瓦洋博物馆（Wayang Museum）

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觉醒博物馆（Kebangkitan Nasional Museum）

松帕佩穆达博物馆（Sumpah Pemuda Museum）

国家文化艺术部（National Department for Culture and Arts）

国家博物馆（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国家美术馆（National Art Gallery Collection）

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ailand）

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Thailand）

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ailand）

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ambodia）

国家博物馆（仰光）[National Museum（Yangon）]

国家层面协调

提供25件文化遗产，数字档案技术指导、考古鉴定

提供10件文化遗产，数字档案技术指导

提供9件文化遗产，负责文化遗产的艺术指导

提供5件海事类文化遗产

提供4件文件类文化遗产

提供4件陶瓷类文化遗产

提供4件纺织类文化遗产

提供3件瓦洋类文化遗产

提供3件古籍类文化遗产

提供2件文化遗产

提供2件文化遗产

提供21件文化遗产，负责数字档案融合的综合协调

提供33件文化遗产，藏品管理司负责数字档案藏品介绍、

策划司负责展览策划

提供19件文化遗产，负责艺术鉴定

负责数字档案融合计算机技术支持

提供70件文化遗产，负责艺术指导

提供33件文化遗产，负责数字档案信息传播

提供20件文化遗产，负责考古鉴定

提供7件文化遗产，负责考古鉴定

印度尼

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

柬埔寨

缅甸

参与机构 具体分工参与国家

表2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数字资源描述标准

基本信息

元数据

地理位置

浏览形式

收藏机构（collection）、收集者（collector）、提供

国家（providing country）、版权所有（license）、

所属类型（classification）

标题（title）、地点（location）、所属年代（date 

submitted）、尺寸大小或持续时间（size or duration）、

内容描述（description）、标识符（identifier）

地图（map）、图像卫星（satellite images）

高清图片（image）、3D动态（3D free）、

音视频（audio/visual）

字  段类  型

家、版权所有、所属类型、标题、内容描述、尺寸大小或

持续时间、标识符、地图、图像卫星等16种字段[20]，具

体见表2。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展示的文化遗产数

字资源的元数据字段共6个，除标识符外，其他5个字段

均是双语（英语和所属国语言）著录。元数据中的标识

符是收藏机构编制的档号，通常由英文字母缩写和序

号组成，或者只有序号。例如：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馆

的象头神，标识符是Ka.1588；来自泰国国家档案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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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烹碧王子（Purachatra Jayakara）私人收藏的玻璃板

底片，标识符是1031。此外，“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

馆”还根据文化遗产的类型，进一步细分了3种主要的

浏览形式：档案文献遗产的浏览形式是高清图片；物质

文化遗产主要是可移动的实物类文化遗产，以3D动态

形式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高清图片、3D动态、音视

频3种浏览形式都可能采用。

1.3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的融合技术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的核心技术由日本

数据服务商NTT DATA Corporation提供支持，研发针

对东盟的文化遗产数字档案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满

足跨机构融合需求，成为东盟融合文化遗产数字资源

的基础[21]。此外，“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还

恰当地应用数字化扫描技术、可视化技术、云服务技术

等，使技术应用与融合内容高度契合。

1.3.1  针对特殊载体的数字化扫描

为确保融合过程中文化遗产的完整和安全，东盟

秘书处与专业的数字化服务商合作，根据文化遗产的

载体类型分别采用全自动扫描机器人、大幅面扫描仪、

古籍字画扫描仪等设备。如创作于14世纪现藏于印度尼

西亚国家图书馆的La Galigo剧本手稿，采用投射式无

眩目冷光源技术的非接触式古籍字画扫描仪。针对大

型文化遗产，如缅甸国家博物馆（仰光）共享的皇家狮

子王座，实物长5.795米、高9.455米，重3吨，则采用3D
立体扫描技术结合摄影技术，最终采集到完整的皇家

狮子王座图像。

1.3.2  优化展示效果的可视化技术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可视化界面可以实

现类目浏览和主题检索，分类导航栏目分为国家、项

目、藏品、机构四大板块，并且提供网格、列表、地图、

年表等视图方式。此外，针对部分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

产，则采用3D可视化技术，实现360︒、720︒随意翻转

和旋转浏览。例如，印度尼西亚文告馆的黑色安山石印

章、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洛克什瓦拉雕像、缅甸国家博

物馆（仰光）的鹿角椅、泰国国家图书馆的巴黎时钟等

均采用了3D可视化技术。“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

网站的3D展示在保证浏览效果高清、逼真的同时，能够

快速完成页面加载，较好地协调了资源大小与浏览页

面加载速度之间的关系。

1.3.3  支撑海量存储的云服务技术

目前，东盟已跨机构融合5个国家20个机构的274
件文化遗产，其中不乏世界级珍贵遗产，其展示格式和

大小均不一样。例如，“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所

展示的来自马来西亚国家文化艺术部收藏的民族戏剧

“玛咏剧”，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融合了“玛咏剧”传承人、服装、道具、表演场景等数

字资源；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提供的“14世纪的拉

加利戈民族史诗手稿”，2011年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网站可以浏览84页手

稿高清全文图片；还有2017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印

度尼西亚潘吉（Panji）故事手稿共734页，实物规格为

21.5×27.5厘米，以3D形式呈现。庞大的文化遗产数字

资源的存储、开发与利用，均依赖云服务技术的支撑。

2  项目成效

目前，“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仍在建

设中，东盟计划后期继续扩大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

范围，最终将覆盖东盟全部成员国。该项目在文化遗

产保护、GLAM数字资源融合、东盟文化交流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引起国际图联、国际档案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ICA）、国际博物馆

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世界音像档案协会联合会协调

理事会（Co-ordinating Council of Audiovisual Archives 
Associations，CCAAA）等国际组织的持续关注，得到全

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2.1  保护利用东盟文化遗产

首先，东盟在推进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时，将

GLAM提供的文化遗产经数字化处理后建档形成数字

资源，这本身就是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重要举措；其

次，为了更好地展示和利用这些资源，将不同类型的文

化遗产数字资源划分成不同的载体形式，例如，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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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数字资源不仅有乐器、道具、服装、场景等的

细节图片，还有供观看的表演音视频；最后，经过融合

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面向全球公众开放，访问“东盟文

化遗产数字档案馆”网站可免费浏览东盟文化遗产的

文字介绍、高清图片、3D展示、音视频等数字资源，进

一步扩大资源利用和共享的范围。

2.2  提升东盟文化遗产的核心竞争力

在分类展示的基础上，“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

馆”还策划了线上展览，主题为“锻造历史：熔炉中

的金属与东盟转型（Forging History：Metals in the 
Crucible of ASEAN’s Transformation）”，并将其打造

成东盟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跨机构融合的特色项目。该

展览融合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

银、铁、铜、青铜等金属材质的文化遗产，这些不同材质

的金属被打造成仪器、装具、武器、工具、王冠、手杖

等，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代表东南亚历史和发展宝贵

的文化遗产之一[22]。专题线上展览，是文化遗产数字资

源主题内容深度融合的体现，它萃取了东盟文化遗产

的精华，化零为整，让东盟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

更具竞争力。

2.3  增强东盟成员国的文化认同感

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跨机构融合是增强东盟成员国

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举措。早期东盟共同体一直停留在

“政府热、民间冷”的阶段，公众对东盟共同体的认同

感普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盟成员国的合作

与团结[23]。在这种背景下，启动“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

案馆”项目，通过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让东盟及全

球公众均可免费访问“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平

台，能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印度尼西亚教育和文化部

的统计发现，“该平台60%的访问者是东南亚地区的年

轻人，这些融合的数字资源激发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

兴趣”[24]。可见，该项目对内强化东盟公众的文化认同

感和自豪感，对外宣传东盟特色历史文化遗产，有利于

东盟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外交形象。

3  项目启示

我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起步稍晚，正处于从早

期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Li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LAM）逐步扩展到GLAM的阶段。20世纪

末，图书馆系统探索馆际合作，成立各省图书馆服务联

盟，通过馆际交流、资源共享逐步推进图书馆之间文化

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服务。1995年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

会成立，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

开始各级档案机构之间的资源规整及融合，经过二十多

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世界级、国家级、省级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体系。敦煌研究院1998年启动的“数字化虚拟洞

窟”项目，率先开展了博物馆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探

索；故宫博物院2001年上线官方网站，进一步丰富了博

物馆融合资源展示形式。2002年起，我国陆续开展“全

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公共文化云”“中国非

遗数字化保护工程”“古村落历史文化的数字化仿真实

现”“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等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的数

字资源融合工程，美术馆、文化馆、非遗中心、民俗馆等

机构也参与其中。虽然我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范

围进一步扩大，但仍未实现资源价值整体提升的目标，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的经验，给我国文化

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带来4个方面的启示。

3.1  以组织协同为中心：协调GLAM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机构协同优势

不明显，GLAM是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核心保存机构，其

属性不同、级别不同，受到体制、政策、职责等约束，机

构关系难以协调，“机构间各唱各戏、重复投资建设、

信息鸿沟与内卷化严重”[25]。根据机构特征，我国数字

资源融合可概括为：同级别但不同类型、不同类型且不

同级别、同类型但不同级别3种情况；分别具有横向、

纵横交叉、纵向3种融合特征。面对这种复杂的跨机

构、跨区域的融合，需要由一个能够肩负起东盟秘书处

职责的强有力的组织牵头，负责协调GLAM间的关系。

此类组织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由项目驱动临时

组建或指定。具备跨机构融合、协调、统筹能力的常设

组织机构包括美国1996年成立的博物馆与图书馆服

务协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英国2000年组建的图书馆、博物馆与档案馆

理事会（Museums，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
MLA）、加拿大2004年建立的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 Canada，LAC）等。由项目驱动临时组建

或指定的协调统筹组织的例子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及启示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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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档案馆项目（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OAC），
其数字资源融合范围涉及加州10所大学的档案馆、特

殊馆藏中心、图书馆等200多个机构，由综合实力较强

的加州大学负责协调统筹[26]；美国缅因州记忆网项目

（Maine Memory Network，MMN），州艺术委员会、

历史保护委员会、州立图书馆、州立档案馆、州立博物

馆等机构均参与其中，由项目发起者缅因州历史学会牵

头[27]。无论是常设组织还是由项目驱动临时组建或指

定，最终都是履行统筹规划、总体布局和协调沟通的职

责，以确保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协同机制的运行。

3.2  以融合标准为核心：补充针对融合的专
门标准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在参考国际通用标准

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东盟专用标准，不仅涵盖融合的

全部流程，还根据文化遗产的特点进一步细化。目前，

我国GLAM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标准已有一定的基

础，初步形成包含三个层次的标准体系。一是与国际标

准同步的直接参考标准，2020年开始实施《信息与文

献——文化遗产信息交换的参考本体》（GB/T 37965-
2019），建立了GLAM间信息交换和资源融合的指导原

则，提供了一个基于本体的元数据集成概念模型，其类

和属性标识符与国际标准ISO 21127：2014保持一致。二

是针对特殊载体的间接参考标准，各类文化机构制定的

相关标准规范包括《拓片描述元数据规范》，以及《古

籍著录规则》（GB/T 3792.7-2008）、《文物藏品档案规

范》（WW/T 0020-2008）、《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

案记录规范》（WW/T 0027-2008）、《馆藏砖石文物保

护修复记录规范》（GB/T 33289-2016）等，为不同载体

类型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提供执行参考。三是其

他相关标准，指由专业的社会团体制定的最新文化数据

标准，例如，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

盟发布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涵盖文化数据

服务、文化体验设施、技术及装备、文化遗产数字化采

集技术等多个环节，完成了与档案行业标准的衔接，为

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标准提供借鉴。总体来看，我国

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标准仍不够健全，大多数实施项

目将文化遗产包含在公共文化范围内，采用通用标准或

自定义标准，没有专门针对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的标

准，例如，岩画数字著录标准“百花齐放”，各收藏机构

均自行拟定，埋下诸多隐患[28]。

借鉴东盟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标准经验，应在上

述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补充针对文化遗产数字资源

融合的专门标准。首先，遵循以需求为导向、流程全覆

盖的细化原则，东盟专用标准以融合资源展示为需求，

同时包含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的基本流程，即分类标

准、元数据标准、存储标准、共享标准等方面。其次，突

出文化遗产的自然特征，东盟专用标准区分物质类和非

物质类，物质类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标准按载体类型

和大小进一步细化，例如，石质和金属载体的文化遗产，

体积极小和超大的文化遗产，其数字资源采集、分类等

参数均有所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标准则

可以按我国传统划分的非遗十大类进一步细化。

3.3  以融合技术为支撑：促进技术应用与融
合内容的高度契合

随着技术的发展，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可应用

的技术越来越多，涉及资源数字化、描述、关联、聚合、

服务、共享等多方面，但仍需要警惕“过度追求新技

术”“重技术、轻文化”“重形式、轻意义”的风险[29]，

忽略了濒危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修复，也缺乏对其多民

族、多语种特点的关注。借鉴东盟技术应用与融合内容

高度契合的经验，做到技术应用与融合服务需求、文化

遗产数字资源特征相匹配。

一方面，具体分析融合服务需求，兼顾经费预算，

精选最合适的技术。例如，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服

务于实体展览馆，可以应用立体投影技术、3D可视化

技术和音响技术等打造沉浸式参观体验。在融合服务

于线上平台或虚拟展馆方面，可以应用VR/AR/MR、
数字化建模等技术。例如，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创

建“海外藏中国戏曲与民俗文物数字孪生博物馆”，实

现海外GLAM馆藏戏曲和民俗文物的线上“回归”与

资源融合[30]。

另一方面，还应注意体现文化遗产濒危化、多语

种特点，让技术应用尽可能体现文化遗产自身的内涵。

例如，东盟“针对多语种的同类文化遗产，根据组织分

类、元数据和多语种本体，构建了一种四维语义模型，

可以反映文化遗产概念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轻松实现

在多语种环境下的数字资源跨机构融合”[31]。针对融合

过程中发现因文化遗产濒危而导致的数字资源失真、

残缺等问题，还需要应用修复技术及时处理，例如，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历史博物馆（Jakarta Histo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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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达维亚生活壁画》（Mural Painting of the Life 
in Batavia），面积为200平方米，由于建筑物靠近大

海，墙壁潮湿导致油漆逐渐脱色，数字化扫描后归档的

该壁画数字档案也处于颜色失真的状态，“东盟文化遗

产数字档案馆”利用数字图像修复技术，尽可能将其数

字图像复原，让公众浏览到壁画原本的状态，唤醒巴达

维亚城市的历史记忆。

3.4  以共享平台为依托：灵活选择两种搭建
方式

东盟完成第一期项目建设，即通过网络平台共享

全部融合资源，取得良好的服务成效。然而，我国文化

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共享渠道仍不够通畅，融合资源内

循环，缺少相对公开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共享平

台，“通过调研体育类非遗数字化平台，发现7个仅有的

平台服务功能缺失、设置多层访问权限、资源类型单一

等问题”[32]。基于我国实情和可行性分析，文化遗产数

字资源融合共享平台搭建方法有以下两种，各有优缺

点，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

一是利用现有的文化平台。当前我国已经搭建的

全国性文化共享平台有“国家公共文化云”“中国非遗

数字博物馆”“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等，区域性的文

化共享平台有“北京记忆”“文化上海云”“重庆群众

文化云”等，这些平台资源量大、开放性强，已相对成

熟，作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服务平台的优点是节省

成本、有推广基础，缺点是资源庞杂、数字资源特色模

糊、功能不一定完全适用。

二是独立搭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平台。这是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目前采用的方式，利于后

期扩大融合范围、吸纳更多参与的机构，但成本相对较

高。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共享平台的搭建涉及四大要

素：公众是平台服务对象，也是平台搭建的动力，从“东

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服务成效看，是否满足公众需

求是融合共享平台最终价值的体现；各种文化遗产数

字资源是平台搭建的基础；强有力的协调组织是平台搭

建的方向和指南；参与机构是平台搭建的有力支撑。其

搭建流程为：协调组织根据公众需求，规划平台共享服

务功能并发布融合资源；通过融合共享平台，协调组织

和文化机构根据评价和反馈；针对公众需求变化，适时

调整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内容和形式，提供更为丰富的

共享服务。 

4  结语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在机构协同、融

合标准、融合技术、融合服务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

能够为我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提供实践借鉴和研

究启发。针对我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存在的机构

协同效应不明显、融合标准不够健全、融合技术策略不

够完善、共享渠道不够通畅等问题，借鉴“东盟文化遗

产数字档案馆”项目经验，构建以组织协同为中心、以

融合标准为核心、以融合技术为支撑、以共享平台为依

托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融合机制，根据主题、载体、价

值等关系，将GLAM分散保存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重

构成一个便于利用和共享的有机体，最大程度提升文

化遗产数字资源整体价值，满足公众快速增长的文化

需求，提高GLAM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参考文献

［1］ UNESC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EB/OL］.［2022-03-09］. http://

whc.unesco.org/en/basictexts/.

［2］ IFLA. Preser v ing Cult u ral Her it age：an IFLA Guide

［EB/OL］.［2022- 03- 09］.  ht t ps: //repositor y.i f la .org /

handle/123456789/1226.

［3］ IFLA. The IFLA Digital Unification working group［EB/

OL］.［2022-03-09］. https://www.if la.org/the-if la-digital-

unification-working-group/.

［4］ 赵庆香. 数字统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与新话语［J］. 

图书馆建设，2021（4）：178-184. 

［5］ 肖希明，田蓉.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23（5）：48-56.

［6］ 唐义. 文化部和国家档案局合作：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

力度的迫切需求［J］. 图书情报知识，2016（4）：4-11.

［7］ OGNJANOVI Z，MARINKOVI B，EGAN-RADONJI M，

et al. Cultur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in Serbia：standards，

policies，and case studies［J］. Sustainability，2019（11）：1-15.

［8］ 梁文静，汪全莉，秦顺. 加拿大国家遗产数字化战略研究及启

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2）：126-130.

［9］ SENARATHNA K，HESHINI K，WEERASOORIYA W，et al. 

Colombo Museum Library Palm Leaf Manuscripts Collection：

A Glance fro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rspectives［C］//International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项目及启示刘婧



2022年第4期（总第215期）24

Conferenc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ICLIM）. 

Communities in Digital Repository，2017（2）：97.

［10］ 徐芳，李亚宁. 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元数据集设计

与实现［J］. 图书馆学研究，2021（14）：45-51.

［11］ 李永卉，刘沁芃，周树斌，等. 碑刻资源语义化组织研究［J］. 数

字图书馆论坛，2021（12）：41-49.

［12］ BARYSHEVA E A.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 ies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in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Russian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2017（1）：70-76.

［13］ BENSHOU W，BAUKE V，GAMZE D. Preferences for a 

multimedia web platform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a stated choice experiment［J］. Journal of Heritage 

Management，2021（2）：188-208.

［14］ 张斌，李子林. 图档博机构“数字叙事驱动型”馆藏利用模

型［J］. 图书馆论坛，2021，41（5）：30-39.

［15］ 侯西龙，王晓光，段青玉. 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

视化调查与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22，66（3）：54-64.

［16］ 徐伟. 东盟首个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上线［N］. 人民

日报，2020-03-25（17）.

［17］ ASEAN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EB/OL］.［2022-

04-09］. https://heritage.asean.org/.

［18］ ASEAN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EB/OL］.［2022-

03-01］. ht tps://her itage.asean.org/e-exhibit ions/detail /

FORGINGHISTORY.

［19］ ISO 21127：2014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A Reference 

Ontology for the Interchang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S/

OL］.［2022-03-01］. https://www.iso.org/standard/57832.html.

［20］ ASEAN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EB/OL］.［2022-

03-01］. https://heritage.asean.org/search/mosaic.

［21］ NTT DATA Creates and Makes Public a Digital Archive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ASEAN Region［EB/OL］.

［2022-01-02］.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 home/2 

0200227006104/zh-CN/.

［22］ ASEAN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 E-Exhibitions［EB/

OL］.［2022-03-01］. https://heritage.asean.org/e-exhibitions/.

［23］ KHENGLIAN K. ASEAN cultural heritage：Forging an 

identity for realisation of an ASEAN community in 2015?［J］. 

Environmental Policy & Law，2014（2）：237-247.

［24］ KELSALL M S. One Vision，Three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Human Rights in ASEAN’s Community Blueprints［M］. 

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21：10-15.

［25］ 刘中华，焦基鹏. 场景理论下上海文化记忆机构“非遗+旅游”

融合发展新路径［J］. 文化遗产，2021（2）：126-134.

［26］ BROWN C B，SCHOTTLAENDER B E C. The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a consortial approach to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J］. Journal of Internet Cataloging，2009（3）：97-112.

［27］ Maine Memory Network［EB/OL］.［2022-03-01］. https://

www.mainememory.net/.

［28］ 束锡红，潘光繁. 数字人文视阈下岩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新

探［J］. 贵州民族研究，2022，43（1）：141-148.

［29］ 宋俊华，王明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

题分析［J］. 文化遗产，2015（6）：1-9，157.

［30］ 肖宇强. 海外藏中国戏曲与民俗文物的“数字孪生”及数字化资

源平台建设［J］. 文化遗产，2022（1）：89-96.

［31］ BRÜCKNER M. Multilingual Semantic Modeling for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s in ASEAN［EB/OL］.［2022-3-1］. https://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6716511_ Multilingual_ 

Semantic _Modeling_for_Cultural_Heritage_Organizations_in_

ASEAN.

［32］ 赵富学. 基于信息集成服务的少数民族体育非遗资源档案数字

化平台建设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121-125.

作者简介

刘婧，女，1985年生，博士，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E-mail：liujing2010 @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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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ich digital resources of cultural heritage are scattered in libraries, archives, museum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forming resource islands, 
causing problems such as repeated construction, limited utilization and inability to share. ASEAN launched th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and 
began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sources across institutions. The project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 of standards,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f services and other aspects. The ASEAN practice cases enlightens China should 
take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s the center, integration standards as the core,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s the support, and sharing platform as the basis, so as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of rich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sources but decentralized storage by multiple institution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value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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