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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总结，为理论研究和实践

工作的推进提供指导和参考。［方法 / 过程］以 CNKI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 665 篇期刊文献为对

象，借助文献计量工具 VOSviewer 和 CiteSpace，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进

行互补、校正的可视化分析。［结果 / 结论］非遗档案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具生命力的交叉研究课题，

但目前仍存在研究力量比较薄弱和分散、研究视角相对局限、研究主题有待深化等问题；未来研究的

着力方向为多领域、多渠道整合研究力量，跨学科、跨理论拓展研究视角，分问题、分需求深化研究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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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遗的系统性保护。非遗档案是非遗保护和传承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随

着实践层面非遗档案工作的持续推进，学术界涌现出大量非遗档案研究成果，对这些非遗档案研

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也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在研究对

象上，以国外或国内某项具体的非遗档案研究成果为样本。例如：陈师鞠等［1］选择国外非遗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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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为样本，通过分析国外典型案例总结研究进展，杨坤［2］总结白族扎染技艺非遗档案研究进展，

杨永芬等［3］述评近 15 年我国体育非遗研究进展；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将非遗档案纳入相关研

究主题中进行统筹分析的文献多，而专门分析非遗档案的研究综述少。例如：徐飞［4］将非遗档

案作为非遗研究综述中的一个主题进行分析，王云庆等［5］关注数字化视角的非遗保护综述，权

玺［6］从传播学视角将非遗档案纳入传播内容进行计量分析；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方法

逐渐向计量方法转变。早期学者们通过阅读文献总结非遗档案主要研究成果［7］，手动整理非遗

建档保护研究现状数据［8-9］，后期学者们则开始利用 Bibexcel、Ucinet 软件对非遗档案研究进行

可视化分析［10］；第四，在研究时间上，缺少对近几年非遗档案研究的进展分析。现有文献大多

数是梳理 2018 年以前的非遗档案研究热点［11］，主要是分析 2014 年［12］、2013 年［13］以前的非遗

档案研究现状，其对当前档案的研究与实践的指导和参考价值较弱。

总体看来，当前学术界对专门的国内非遗档案研究进展关注仍显不足，文献计量研究工具

相对单一，缺少综合运用多种可视化工具的校正、互补性分析，少量非遗档案研究综述距今已数

年，无法全面反映学术界非遗档案研究的最新进展。由此，本文 综合运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软件进行互补、校正的可视化分析，同时研读大量文献，总结我国非遗档案的研究主题，展望非

遗档案研究未来，为推进我国非遗档案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提供指导和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年代分布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数据来源，采取题名精准匹配的方式检索，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 + 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 + 建档”为检索词，来源类型为全部期刊，时间范围为起始时

间不限至 2022 年，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3 日，检索结果为 681 篇文献。对检索文献进一步通

读和梳理，剔除重复文献和非学术文献（书评、报导、序言、简讯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文献

665 篇。

根据检索结果可以得到我国非遗档案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图（见图 1）。将图 1 放在国家非

遗政策的大背景下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非遗档案研究自 2006 年萌芽以来，出现了三次发文高

峰。第一次是 2009 年，其背景是 2005 年《关于加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

强非遗保护的通知》等政策出台，让非遗档案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2006 年发文数量开

始稳步上升，2008 年施行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加速了非

遗档案研究步伐，至 2009 年达到第一次高峰。第二次是 2013 年，其背景是 2011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遗法》将“为非遗建档”写进法律条款，促使非遗档案研究发文数量明显增长，

并在 2013 年达到第二次高峰。第三次是 2017 年，其背景是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全国档案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鼓励开展非遗建档工作”，这是档案机构

参与非遗保护的重要转折［14］，各级档案馆大规模实践探索引发了理论研究热潮，促使 2017

年非遗档案发文数量到达顶峰后开始趋于平缓，2018 年至今发文量稳定在 30 篇以上，仍处于

研究活跃阶段。

1  数据来源及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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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2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力量分析   

研究力量主要包括研究机构、高产作者、代表性期刊等指标，能够反映非遗档案研究机构类

型分布、合作情况、是否形成核心研究团队等现状。

2.1 研究机构

分析发现，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我国非遗档案研究所有发文机构有 508 个，设置研究机

构出现次数的最低阈值为 2，获得 72 个研究机构，生成我国非遗档案研究机构网络知识图谱

（见图 2）。

图 2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机构网络知识图谱

2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力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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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看，图 2 中节点越大表示发文数量越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安徽

大学管理学院的发文量遥遥领先，分别为 33 篇和 27 篇。还有发文量在 10 篇及以上的机构，分

别是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篇、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12 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 11 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0 篇、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10 篇；从研究机构类型

看，高校是非遗档案研究的主力，其次是档案部门和艺术研究所，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惠州市

非遗保护中心、包头市非遗保护中心等少数省级、市级非遗保护中心也参与研究，研 究机构类型

相对单一，并没有覆盖民俗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非遗建档机构；从研究机构的合

作情况看，图 2 显示 3 处机构之间有连线，表示有 3 个密切合作关系的聚类（合作机构为 2 个及

以上）：分别是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

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市档案局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牡丹江师范学

院图书馆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高频发文机构的节点之间没有连线，多数机构都以孤点存在，说

明非遗档案研究跨机构合作依然较少。

2.2 高产作者

高产作者发文量体现研究力量的成果产出率，利用 VOSviewer1.6.10 对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的

高产作者及其关系进行分析，设置作者出现次数的最低阈值为 2，生成我国非遗档案研究作者合

作网络知识谱图（见图 3）。

图 3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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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3 中，节点字体大小代表作者中心性的强弱，节点圆圈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从

发文数量看，我国非遗档案研究高产作者为王云庆、戴旸、周耀林、王巧玲等，发文量都在 10

篇以上；从发文领域看，高产作者均来自高校档案领域，非遗及相关机构的档案从业者发文较

少，高产作者领域并不均衡；从合作情况看，作者之间的合作也以高产作者为中心，范围较小，

其余作者以孤点形式出现，分布较为零散，合作程度不高。这说明我国在非遗档案领域的研究尚

未形成一个合作紧密的跨机构、跨学 科研究团队。

2.3 代表性期刊

对代表性期刊的分析能够为后续非遗档案研究提供重要的情报源指导。从刊文数量看，665

篇文献分布在 191 种期刊上。从期刊类型看，大部分文献刊发在档案领域期刊上，极少部分刊发

在文化、民俗、体育等领域期刊上，如《体育文化导刊》《戏剧之家》《中国民族博览》等。这表

明我国非遗档案研究虽然在其他领域逐渐受关注，但仍有跨领域延伸的空间。

将期刊载文篇数设置为 10，获得我国非遗档案研究代表性期刊载文篇数及所占比例表（见

表 1）。在表 1 中，载文篇数超过 10 篇的代表性期刊共 13 种，均是档案领域的期刊，载文数量

最高的《兰台世界》占总文献比例高达 17%，远超其他期刊，说明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的代表性期

刊不仅高度集中，还出现一枝独秀的现象，没有形成齐头并进的均衡发展趋势。

表 1 我 国非遗档案研究代表性期刊载文篇数及所占比例

期刊名称 载文量（篇） 占比（%）

兰台世界 111 17

山西档案 34 5.2

北京档案 29 4.4

档案管理 27 4.1

云南档案 26 4

档案学通讯 25 3.8

档案与建设 23 3.5

浙江档案 21 3.2

档案学研究 17 2.6

黑龙江档案 16 2.4

中国档案 15 2.3

兰台内外 15 2.3

山东档案 11 1.7

3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热点透视   

在上述研究力量的推动下，非遗档案研究产出了系列成果。关键词作为表征学术论文研究主

题和研究重点的核心术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突变

3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热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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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聚类、时间线的分析，进一步归纳非遗档案研究热点和动向。

3.1 关键词共现

在 VOSviewer1.6.10 软件中，设置关键词出现次数的最低阈值为 4，获得 70 个关键词，并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非遗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保护”等同类关键词合并，生

成我国非遗档案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

图 4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我国非遗项目数量庞大、种类各异、地域分布广、涉及民族众多，引发了学者们从类型、民

族、保护方式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如图 4 所示，从节点数量看，我国非遗档案研究关键词覆

盖范围较广。节点大小与关键词词频成正比，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所

有的研究都围绕“非遗”和“非遗档案”展开。与这两个核心关键词有密切关联的包括“档案

式保护”“建档保护”“档案馆”“社会记忆”“档案数据库”“口述档案”“标准体系”“非遗传承

人”“少数民族”“开发利用”“声像档案”等高频关键词，显现出非遗档案标准体系建设、口

述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少数民族非遗档案资源建设、非遗档案开发利用等热门主题。在图 4 中，

连线粗细代表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连线最粗的是“非遗”与“非遗档案”“档案式保

护”“建档保护”“档案馆”“档案管理”“档案资源”等关键词，说明无论非遗档案研究热点如何

切换，非遗建档及其管理一直是我国非遗档案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核心点。

3.2 关键词突变度

相较于 VOSviewer1.6.10 生成的直观关键词共现图谱，突变度分析能够进一步细化关键词的

关注时长和关注程度，与图 4 形成互补。关键词的突变度大小代表关键词是否是某研究领域的研

究前沿和新趋势。将 665 篇文献导入 CiteSpace6.1.R3 软件，时间范围设置为 2006 年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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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设为 1 年，设定“TOP N”阈值为 50，在控制面板点击“Burstness”（突现性），生成我国非

遗档案研究领域排名前 12 位的突变词（见图 5）。

图 5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的突变词

如图 5 所示，从突变强度看，“档案馆”和“非遗保护”突变度分别为 11.2 和 7.25，远超其

他关键词，且爆发点均是在 2006 年，说明在非遗档案研究初期档案馆已经意识到肩负参与非遗

保护的责任与使命［15］，在“全宗理论”“文件双重价值论”“新来源观”“生命周期”等档案学理

论指导下，档案馆为申遗、非遗普查、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建档［16］，并且将非遗档案纳入地

方特色档案资源建设［17］。“非遗传承人”在 2011 年开始突变，反映学术界围绕非遗传承人档案

进行了深入探讨。2019 年开始突变的关键词有“文化传承”和“社会记忆”，反映研究领域关注

热点开始转移。此外，图 5 的突变词还有“档案保护”“建档保护”“文化遗产”等重复或无效关

键词，需要进一步人工研读文献加以提炼和归纳。

3.3 关键词聚类

为了更准确地获取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热点，本文还采用了 LLR 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可视

化，不仅能够对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的 7 个聚类进一步细化，还可以对图 5 进行补充校准，从而

获取可信度更高的关键词分析结果。运行 CiteSpace6.1.R3 软件，通过软件自动演算校验得出该聚

类图谱的 Modularity（模块值）Q 值为 0.5627，大于标准值要求的 0.3，Sihouette（平均轮廓值）S

值为 0.8706，大于标准值要求的 0.7，说明该图谱结构是较为显著的，并且划分的聚类结果具有

较高可信度。

由软件算法自动划分获得 16 个聚类：非遗、档案、非遗档案、非遗保护、档案管理、非遗

传承人、档案资源建设、档案馆、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传承、档案化、保护与传承、档案数

据库、国家非遗、动态保护，聚类编号的顺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该聚类主题受关注程度。为

了便于分析，将各聚类情况汇总如表 2 所示。



094

第 5 卷 第 4 期  2023 年 12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94

表 2 非遗档案研究关键词聚类信息表

归类 聚类号 聚类名称 主要节点

非遗建档标准

#0 非遗 档案式保护、非遗档案、非遗保护

#3 非遗保护 档案部门、非遗保护、档案资料、非遗法

#6 档案资源建设 非遗资源、标准体系、基本框架、传统戏剧

非遗档案
资源建设

#1 档案 保护、传承、非遗、少数民族

#2 非遗档案 妈祖信俗、档案局、非遗、档案文化

#5 非遗传承人 建档保护、非遗传承人、浙江省、建档工作

#9 传承人 非遗项目、口述史、保护研究、研究价值

#4 档案管理 档案保护、档案资源、体育非遗、遗产档案

#11 档案化 档案管理工作、民俗文化、档案学

非遗档案
资源整合

#7 档案馆 档案整理、图书馆、国务院、博物馆

#13 档案数据库 区域文化、直隶文化、台湾、美国记忆

#15 动态保护 知识管理、传统武术、突破、静态保护

非遗档案
资源开发

#8 文化遗产 开发和利用、西南地区、白族、活态传承

#10 文化传承 影像档案、传承价值、文创产品

#12 保护与传承 保护与开发、文旅融合、多元主体

#14 国家非遗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管利用、展览

3.4 关键词时间线

为了进一步分析聚类关键词的演进脉络，完整反映出每个研究热点从兴起、繁荣到没落的发

展过程，本文通过 CiteSpace6.1.R3 生成我国非遗档案研究 2006 年至 2022 年的关键词时间线图

（见图 6）。

图 6 我国非遗档案研究的关键词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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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 中，横轴是聚类关键词涌现出来的时间，节点位置代表首次出现的时间，每个节点都

是一个研究主题，节点大小代表该主题的丰富程度，连线代表不同主题之间的联系，纵轴是软件

自动演算出的聚类模块。

从当前时间线图看，我国非遗档案主要有四个爆发性的研究时段。第一是非遗建档前期，在

明确非遗建档的必要性后，其建档标准成为实践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

一，这一时期学术界围绕非遗档案的界定、建档必要性、建档主体、建档标准、建档方法等展

开研究。第二是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初期，涌现出非遗档案管理、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非遗数字

化、非遗声像档案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档案建设、群体智慧模式应用等热门主题。围绕这些主题

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且时间线长，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用档案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来解决某项

或某地非遗档案资源建设问题，发挥档案部门在非遗建档和保存中的专业优势［18］，理论指导略

显单一［19］，理论创新稍显不足［20］，导致部分研究局限于档案学理论在非遗档案资源建设方面的

应用。第三是在非遗档案资源建设中期，《“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大相关档

案资源跨领域、跨区域、跨层级整合力度”［21］，部分学者已开始关注到前期积累的丰富却零散

的非遗档案资源急需整合，在区域范围内分析整合现状及对策。第四是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后期，

保护与传承是非遗工作的核心，也是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中心点，随着公众对非遗档案利用和共

享的需求，出现非遗档案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传播等研究热点。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研究力量与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看出，非遗档案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具生命力的

交叉研究课题，但受研究机构类型相对单一、跨机构合作较少、跨学科研究团队缺失等因素的制

约，仍存在研究力量比较薄弱和分散、研究视角相对局限、研究主题有待深化等问题，未来研究

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4.1 多领域、多渠道整合研究力量

由前文可知，非遗档案的研究机构、高产作者、代表性期刊主要来自档案领域，跨领域、跨

机构合作非常少，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且分散，缺乏来自非遗、民俗、公共文化服务等相关领域的

支撑和助力。为此，未来非遗档案研究需要整合多方研究力量。一方面，通过项目孵化、区域协

同、联合申报等途径，吸引多领域学者参与非遗档案研究工作，鼓励多领域期刊刊载非遗档案研

究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各相关领域的非遗档案相关培训、丰富各相关学科的非遗档案本科

专业课程，培养一批潜在的非遗档案学者，为整合研究力量奠定人才基础。

4.2 跨学科、跨理论拓展研究视角

图 4 和图 5 展示的非遗档案研究关键词共现和突变度，虽然涉及的关键词较广，但仍围绕非

遗建档和非遗档案管理两个中心，研究视角局限在档案领域。非遗档案研究是跨学科领域的应用

型理论，需要多学科、多主体参与［22］，“年代 - 区域”理论的引入可以让非遗档案资源建设获得

跨越族别、跨越区域的整体关照［23］，公共管理学相关理论的引入能够“从理论上考察非遗档案资

源建设的生产过程、生产特性及其治理需求”［24］，还可以参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非遗学及

4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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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的集体记忆、文化生命史、文化符号等基础理论［25］，有利于拓展非遗档案理论研究视角。

4.3 分问题、分需求深化研究主题

根据表 2 和图 6 的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虽总结出了非遗建档标准、非遗档案资源建设、非

遗档案资源整合、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四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但未来研究仍需针对当前研究存

在的问题、对接国家需求进一步深化。

一是非遗建档标准从建设规划到细化实施。当前从多角度、多维度探讨建档标准体系建设规

划［26］，形成了建档标准制定的必要性、遵循原则、涵盖内容、适用范围等系列研究成果［27］，但

仍缺少实践层面非遗建档标准细化和实施的相关研究。未来应逐步过渡到实践层面的细化研究，

加深对非遗属性、归类、关联性与深层结构的认知，从非遗档案管理流程、非遗档案载体类型、

不同地域、不同来源等角度，进一步深入探析建档相关标准。

二是非遗档案资源建设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拓展。前期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相关研究需要实践层

面的探索，后期则更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拓展。如前文所述，在“全宗

理论”“文件双重价值论”“新来源观”“生命周期”等档案学理论指导下，档案部门经过反复的

论述，将为非遗建档和收集非遗档案资源确定为档案部门延伸的职能之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

熟的档案学理论，为非遗档案资源建设领域的理论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非遗档案资源整合从局部优化到深度融合。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末，基本贯通各类文化机

构的数据中心，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28］，大量分散、异构、

种类繁多的非遗档案资源跨机构集成［29］。从多来源、多标准、多语言融合的视角［30］，推进非遗

档案资源深度融合，是符合文化和档案领域需求的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四是非遗档案资源开发从传统模式到数字人文。面对公众对非遗档案差异化的需求［31］，未

来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研究应逐步从局 部尝试过渡到整体推进，均衡研究非遗档案开发的对象和方

式。在开发对象上，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直隶非遗［32］，警惕局限性思维［33］，扩大非遗档案资

源开发的民族范围；从部分少数民族扩展到其他民族，扩展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的层级；从地方非

遗扩展到国家乃至世界级非遗，例如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世界级非遗京剧档案［34］、2022 年

11 月入选世界级非遗的中国茶［35］。在开发方式上，关注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综合传统和数

字开发方式，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非遗档案资源内容和价值开发中的应用研

究，探索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创新开发利用，使非遗档案资源开发与公众需求相匹配。

当前我国正处于非遗档案研究的关键时期，在“大遗产观”内涵日趋丰富和“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的双重背景下，非遗学和档案学两门学科的边界和外

延进一步拓展，研究力量迎来多元化发展的机遇，非遗档案研究也将衍生出更多成熟的主题和系

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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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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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 archives research, it can provides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work.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665 literatures related to ICH 
archives on CNKI as the object, and makes a complementary and corrected visu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rength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Chinese ICH archives by using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CH archives is a cross-cutting research topic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great vitalit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and scattered research forces, relatively 
limit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topics to be deepened.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integrating research efforts from multiple fields and channels, expan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across disciplines and theories, and deepening research themes by dividing problems and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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