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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宣传等方式向其他主体提出数字化转型相关建议及要求，并进行有效

监督，促进其他三个主体在协作框架中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四螺旋理论可指导政府部门、产业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公众共同培育文化遗

产数字化协同共建共享共创的良好生态，促进文化遗产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文化遗产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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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价值源于“老”，而出路在于“新”。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要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中华

民族文化基因的现代化传承与发展。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文化传

承发展方面，进一步强调要以新的时代条件为载体，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两创”）。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借由数字化技术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实现从赋能到使能的作用转变，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的

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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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演化逻辑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推动领域数字化沿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演化。相应

地，数字化对于文化遗产的作用也经历了“静态保护—动态活化—创造发展”的演化过程。“静

态保护”阶段强调将文化遗产的相关静态信息登记入库，使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利用免受物理时空

的限制；“动态活化”阶段则侧重于采用新兴数字技术多维度、动态化地重塑文化遗产保存于传

播模式，如典籍活化等，极大地提升了文化传播的效能；“创造发展”是文化“两创”的新阶段，

也是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从“赋能”到“使能”的重要演进方向。新的历史时期，新型数智技术

的深入应用赋予文化遗产的焕新和再创无限可能，极大激发了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无限潜力。

探讨该阶段的数字化赋能和使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路径，探讨发展中的技术嵌入、文化消

费、国际传播、价值重塑等问题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 从赋能到使能的驱动要素   

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从赋能到使能的作用演变主要受到数字技术新发展、内容生产新需求、

文化消费新场景、文化传播新导向等方面的要素驱动。

（1）数字技术新发展方面：前沿科技在文化遗产活化方面的创新应用，拉近文化遗产与人民

群众生活的距离。例如，虚拟现实技术提升了文化的表现力，大数据推动实现文化内容的图谱化

和可视化，物联网使文化场景更具感知力。尤其人工智能技术在语义分析、个性化需求解读和智

能内容生成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不断拓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边界。

（2）内容生产新需求方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文明探源、

历史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文化中国”建设等工作成绩斐然，坚定了全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

自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因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深挖文化遗产价值，是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的重要内容。

（3）文化消费新场景方面：在虚实结合的技术背景下，文化消费场景越来越多样，新模式、

新消费层出不穷。积极探索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充分挖掘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内

涵，呈现符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文化产业繁荣与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的重要实践。

（4）文化传播新导向方面：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文化传播的作用日益凸

显。传播是最好的传承，尤其是国际传播。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以讲

好中国故事为目标，让世界读懂中国，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3 文化遗产保护与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随着档案管理“单套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推行与应用，如何有效整合文化遗产

数据要素，形成数据资产并可流通，将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文化遗产提供强大支撑。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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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管理研究视角来看，未来文化遗产数字化有关研究工作可从以下两个关键维度出发：一是

技术维度的创新，我们需要关注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应用对文化遗产数据要素进行整

合、呈现与转化的作用机制，探讨如何有效建设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数字新载体；二是数字环

境下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通过数字平台搭建、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资产流通等方式手段，让

中国丰富的文化知识成果进入到世界的知识体系，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不仅有助

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也将是新时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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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三个维度描述未来的古籍数字化图景。

第一，经典古籍的数字化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比如：（1）古籍的音频化。对基本古籍

需要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音频，这是一个在校勘整理完成基础上审音正字朗读的巨大工程。（2）基

本古籍的现代汉语翻译。此项工作任重道远。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到目

前出版 143 种，已经是最大规模的古籍今译丛书。从目前的 AI 自动今译水平看，还需要积累大

量数据，才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大部分现代汉语翻译工作，然后人力干预趋于准确。（3）基

本古籍简体字本数据库的构建。这种数据库的构建需要实现在繁简字之间自由而基本没有错误地

相互转化。（4）大量传统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完善。如甲骨文资料、金文资料、敦煌资料、出土文

献资料，目前多数还处在图像层面。理想的未来，应该是图、文、解释可以迅速转化。又如一些

过去不是特别重视的古代农业、科技等方面文献的数据化工作，展开的程度都很不够，还有不少

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和目前古籍数字化已经达到的积累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大系统。这些基

本工作可能需要相当长一个时间才能完成。

第二，经典古籍的未来是构建一个巨大的传统文化知识世界和价值世界。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数字化将不再是简单的文本转换，而是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知识挖掘与重

组过程。不仅是对古籍文字的简单录入，更要实现增值性知识关联。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

术，将古籍中的知识点进行有效链接，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知识网络。此外，利用计量分析技术，

可以对古籍中的词频、主题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次信息。数字化

的古籍世界和现代汉语数据的结合，和其他语言数据之间的结合，才可以实现我们现在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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