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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整合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是加强非遗系统性保

护、促进非遗保护成果为全民共享的必然需求。“中国传

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项目是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

的创新实践，在整体规划下，采取数据、信息、知识逐层

推进的整合策略，借助数字化录音技术、关联数据技术、

数据库技术、元数据标准化技术，呈现内容丰富完整、检

索便捷高效的整合效果。该项目给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

带来有益启示包括：以顶层设计为整合先导，定位共建共

享；以通用标准为整合基础，突出非遗特色；以数字技术

为整合支撑，深层开发资源；以集成服务为整合目标，搭

建“一站式”平台。

关键词：非遗档案；数字档案；档案资源整合；中国

传统音乐；录音档案

分类号：G270

Abstract: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ICH and promote the sharing of the results 

of ICH protection for all peopl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Sound Archives" digital platform project is an innovativ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CH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Under the overall 

planning, it adopts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step by step.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recording 

technology, linked data technology,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metadata standardization technology, it 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effect of rich and complete content,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retrieval. And it bring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to the integration 

of ICH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top-level design as the guide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

实践及思考
——以“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为例

of integration, positionin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general 

standards as the basis of integratio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CH;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support of integration, deeper 

exploit resources; integrated service as the goal of integration, set 

up a "one – stop" platform.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Digital 

archives; Archives resources integr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Sound archives

1  引言

2024年，我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有

20周年，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

称“非遗”）的建档保护和成果共享。《“十四五”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将“加强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

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推动构建

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公共数字平台，推进非遗档案和数

据资源的社会利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

划》将“加大相关档案资源跨领域、跨区域、跨层级整合

力度”纳入主要任务。推进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既符合

党和国家对档案事业发展的要求，也是更好完整保护和传

承社会记忆与传统文化、促进非遗保护成果为全民共享的

重要举措。然而，我国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具有鲜明的地域

性，各自为政的散乱档案收录与整理方式[1]，让跨地区、跨

民族的同类非遗档案资源整合，落后于利用共享的需求，

有悖于非遗和档案领域的“十四五”规划目标。

目前，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集中在整合主体选择、整

合技术应用、数据库建设、整合理论和视域分析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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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主体，包括档案馆、图书馆

和博物馆等机构[2]，档案馆在整合中占有优势[3]，东盟还开

展了GLAM（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非遗数字

档案资源整合实践探索[4]；第二，在整合技术应用方面，主

题图技术[5]、领域知识图谱技术[6]等被应用于非遗数字档案

资源整合；第三，数据库和系统开发的整合路径也受到关

注，例如：从档案管理流程[7]、数据库功能模块[8]等不同角

度提出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构想，开发数字档案系统[9]，构

建“数字环境中的文化遗产”（CHDE）模型，将各种数字

文化遗产整合成数字档案馆[10]；第四，整合理论和视域分析

则有“年代-区域”理论[11]、协同视域[12]、共同遗产视域[13]

等不同观点，从多来源、多标准、多语言的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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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虽然国内外已有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相关研究，但

仍缺乏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尤其

是我国具有代表性、其经验可供借鉴的整合实践案例。因

此，本文选择已上线运行2年、效果获充分验证的“中国传

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为案例，总结该项目针对传统

音乐类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经验以及对其它类型非遗

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启示，以期为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

工作的推进提供有益借鉴。

2  “中国传统音乐录

音档案”数字平台对非遗

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探索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

档案”数字平台于2022年4

月上线，是中国艺术研究

院发起的一项针对传统音

乐类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

合的项目，该项目将中国

第一份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

以数字平台的形式呈现，

为全世界人民共享。

2.1 整合思路

“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录

音档案”数字平台在项目

启动前，不断完善顶层

设计，其整合思路是：依据国家信息资源整合政策，借鉴

“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项目的工作流程与经验方法，按

照国际推行的操作标准，以“忠于原始音响、保存历史信

息”为基本原则，以“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促进音响档案数

字化保护、协助音响档案平等利用、提高公众对音响遗产

意义的认识”为目标，以“服务于学术研究、传承文化”

为基本宗旨，将收集了丰富音乐录音资料的中国艺术研究

院音乐研究所、拥有大量珍贵中国地方戏音像档案的原中

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等机构列为共建单位，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主持设计建设数字平台，通过数字

档案资源整合，实现其资源体系化建设。其思路框架如图

所示（见图）。

2.2 整合策略

数字资源整合可以分为：数据整合、信息整合、知识

整合[15]三个阶段和层次，“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

台项目对传统音乐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推进，遵循整合规

律，采取了数据、信息、知识逐层推进的整合策略。

2.2.1 数据整合

数据整合是将多源异构的非遗数字档案资源进行逻辑

和物理上的有机集中，忽略各类数据源的差别，融合异构

的数字档案资源[16]，其整合的对象为异构数据源。中国传统

音乐录音档案的数据类型有文本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

据等，主要以音频数据为主。为了让转储的音频档案更加

图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思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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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范，项目组分两步进行数据整合：一是借鉴IASA—

TC03标准以及相关的IASA编目标准进行操作，确保元数据

的完整统一；二是对档案数据进行标注和分类，包括演奏

者、创作年代、乐种等原始信息的录入和整理，并将整理

好的档案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然而，数据整合仅仅是将

录音档案的数字资源汇集在一起，并没有将信息实体间的

引用、参照等关联关系加以整合，因此，仍需要对数字档

案资源进行信息整合，以揭示数据间的关联。

2.2.2 信息整合

信息整合是在不同类型、载体的数字档案资源间建立

关联，让资源实体从独立到关联[17]，其整合的对象为信息实

体间的关系。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资源进行信息整

合时，基于规范化和统一化的信息描述标准，利用关联数

据可以解决结构化、半结构化数字资源语义异构的问题，

构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多维语义关联框架，从而让

异构的录音数字档案资源得以关联聚合和语义化组织。通

过掌握音响内容信息和原始著录信息，准确规范描述数

据，科学揭示档案资源的信息属性，实现元数据与对象数

据相对应。

2.2.3 知识整合

知识整合是建立在信息整合的基础上，经过多种组织

与关联方法的运用，深入挖掘录音数字档案资源之间的内

在联系、背后蕴含的隐性知识和音乐、历史、文化、民族

价值的过程。项目组除了将录音档案的原始录音、原始信

息、原始图片展现给公众，还将这些录音背后所蕴含的社

会文化、人文精神、民俗风情等隐性要素展现出来。“中

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基于已有的档案数据，将

音频与责任者、音频与音频、著述与作者之间进行链接和

关联。通过建立关联表、索引、标签等方式，使用户在浏

览和查询信息的过程中，能够高效获取更多相关的隐性信

息，从而提高用户信息获取的全面性。

2.3 整合技术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经过半个世纪大规模地采集与

收录，共收集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汉族音乐和50多个少数民

族的音乐，不仅内容丰富，且载体多样，先后采用钢丝录

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数码录音带等音响介质

进行保存。由于存储设备和介质更迭过快，急需利用现代

数字技术对这批濒危的传统音乐档案进行转储与保护。

2.3.1 数字化录音技术

录音在更换音响介质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定信息的

减损，为了解决录音档案长期无损保存的问题，必须将录

音档案从模拟音响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18]。数字化录音是以

专用数字处理芯片作为中央处理器，利用动态存储器作为

信息载体从而实现数字无磁带录音技术[19]。中国艺术研究院

通过专业的录音设备和软件，将录音档案由模拟信号成功

转储为数字信号，在完整保留录音档案原始内容、质量和

特色的同时，对保存性元数据进行提取与记录，包括音响

信息、音乐来源信息、音乐录音组织与环境信息、音响呈

现过程信息和录音相关图像信息等[20]。这一步骤是整合工作

的基础，也为后续的数据处理环节和利用环节提供了可靠

的数据源基础。

2.3.2 关联数据技术

关联数据的本质是通过定义URI规范，使用户利用

HTTP机制和URI机制获取关联化的数字档案资源信息，通

过“打破封闭环境-减少数据冗余-形成关联访问”三个维

度完成档案资源关联角度的整合。首先，关联数据技术为

文本、图片和音频等多种类型的非遗数字档案资源分配了

相应的URI定位，确保档案资源数据的一致性，并让封闭

的整合环境得以开放。其次，通过赋予URI定位，既有效

解决了档案资源孤立与封闭的问题，更显著地降低了数据

冗余。再次，通过深入挖掘非遗数字档案资源间的隐性关

联，让同一主题的资源得到高度整合，从而构建关联访问

的链接，满足用户深度利用需求。

2.3.3 数据库技术

利用数据库技术建立数据结构和索引，便于对录音档

案资源进行高效管理和检索。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对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著录、管理、检索、存储等全套

管理操作。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专业数据库，按学术性

质可分为资源库、专题库和专栏库，按介质分有音频库、

论文库等，按音乐种类可分为古代音乐库、民间歌曲库、

曲艺音乐库、戏曲音乐库、歌舞音乐库、民族器乐库、西

洋乐器库等。标注主要采用“节目名称、责任者、节目时

长、类别、系列名称、统一代码、载体类型、乐器、数字

化时间”等著录字段，完整反映资源基本信息。

2.3.4 元数据标准化技术

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平台还采用了元数据标准化技

术。通过制定统一的元数据标准规范，平台实现了对不同

来源、不同格式的录音档案资源的统一描述和分类，提高

了检索的准确性与快捷性，从而增强资源的可发现性与可

操作性[21]。例如，平台收录的濒危的传统音乐资源附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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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信息，包括节目名称、责任者、类别、系列名称、

录制时间、统一代码、载体类型、乐器、录制地点、数字

化时间、还放设备、录制单位等。

2.4 整合成效

截至2024年5月，“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

共收录了17081条音乐录音数据，分“资源”“专题”“专

栏”三个板块发布，“资源”是其核心，“专题”和“专

栏”是资源系统化和主题化提取整合归类的展示。

2.4.1 内容丰富完整

该数字平台涵盖了丰富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包

含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各种音乐种类，比如古代音乐、民间

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综合乐种、宗教音乐、歌舞

音乐、民族器乐、西洋乐器、歌舞剧乐等，囊括了全国各

地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流派。此外，数字平台还在上线两周

年之际对发布的资源进行了更新，各类音频数据总共新增

6051条[22]，更多的录音数字档案资源得以保护与传播。

2.4.2 检索便捷高效

该数字平台提供了多种便捷的检索方式，一是关键词

检索，用户可以通过输入节目名称、责任者、专题名称、

论文题目、作者名等进行关键词检索，快速获得资源；

二是检索筛选条件，“资源”板块提供音乐分类、播放时

长、录制时间、载体形式多个检索筛选条件，相关条件可

交替使用，从不同维度精准定位，“作者专栏”可以根据

作者姓名首字母进行筛选；三是高级检索，用户可以通过

题名、责任者、分类进行组合检索，进一步提高检索效率

和精准度。

3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对非遗数字档

案资源整合的启示

3.1 以顶层设计为整合先导，定位共建共享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实现了多机构分

散保存的传统音乐类非遗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成为极具

代表性的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实践案例，其成功的关键

在于：第一，由牵头机构制定完善的顶层设计方案，明确

整合范围、方向、方式、步骤等，例如，加拿大布雷顿角

公共图书馆联合13个图书馆分支机构和2个流动图书馆，针

对非遗传承人开展“本地故事讲述者”项目[23]，以项目驱动

的方式进行整合；第二，定位共建共享的整合理念，最大

程度减少整合障碍，例如，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的非

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计划，参与机构包括“37个非政府公

共文化机构、4个公营公司、2个公共广播局、1个执行局，

以及1个未能归类的接受财政部资金的机构‘教会’保护信

托基金”[24]，其顶层设计体现共建共享的理念，吸纳了大批

非遗领域专家为整合实施保驾护航。

3.2 以通用标准为整合基础，突出非遗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在整合前，面临载体不同、格

式不同、记录信息不一致、记录方式不一致、记录字迹不

清晰等困难[25]，最终依靠通用标准和个性化标准的实施顺利

解决。依据国家通用标准，制定突出非遗特色的个性化标

准如下：一是非遗数字档案资源的采集和著录标准，重点

参照文旅部2023年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

字资源采集和著录》；二是非遗数字档案资源的分类与存

储标准，分类标准可沿用传统的十大类，存储标准可借鉴

国家档案局《DA∕T 82-2019 基于文档型非关系型数据库的

档案数据存储规范》和北京市档案局发布的《档案数字化

规范 第7部分：成果存储与利用》等；三是非遗数字档案资

源检索与开放标准，可借鉴《档案著录规则》《国家档案

馆档案开放办法》等进一步细化；四是权限管理和安全标

准，参考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审议通过的《网

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实施分类分级保护，确

保非遗档案数据在传播、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真实性和

完整性。

3.3 以数字技术为整合支撑，深层开发资源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运用数字化录音

技术实现资源数字化转换、关联数据实现资源关联访问、

数据库技术实现资源高效检索等，有效整合了资源。整合

后的资源开发能够提升资源整体价值，可行的方法有：一

是借助知识图谱技术，提炼档案核心词，挖掘展示非遗数

字档案资源间的关系；二是利用主题图工具，从使用主

题、主题关联、资源标引3个核心元素建立知识网络，构建

非遗信息资源主题图模型，揭示复杂知识关联；三是通过

知识可视化整合技术，实现领域知识聚合，以专题网站或

其他可视化阅读推送的方式进一步展示知识聚合的成果；

四是GIS技术、VR技术等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实

现非遗空间分布的展示，还能借助三维模型重现濒危非遗

传承场面，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服务体验[26]。

3.4 以集成服务为整合目标，搭建“一站式”平台

非遗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成果为全

民共享，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传统

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集成了“基于可视化页面的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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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基于关键词检索或高级检索的检索服务”“基于

档案资源整合的信息服务”“基于数据关联的专题服务”

等多种服务模式，搭建了“一站式”的非遗数字档案资源

集成服务平台，实现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和用户聚合，极

大地提高了服务效率。“一站式”服务平台包含三层框架

结构：一是数据层，存储非遗档案文字、图片、音视频等

资源；二是管理层，负责平台的营运管理，包括非遗档案

数据维护、用户管理、权限控制、统计分析等；三是表

示层，含用户界面和交互设计，满足各类用户的查询、浏

览、互动等需求。

4  结语

我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来，取

得了丰硕的保护成果，不仅积累了庞大的非遗数字档案资

源，还探索了非遗数字档案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全民共享。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项目是非遗数字档案

资源整合探索的典型实践案例，为推进非遗数字档案资源

整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有利于实现非遗资源和保护

成果的共享利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档案资源分层集群融合模式研究（21BTQ084）”研究成果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