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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域下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实践及启示

■ 邓君　王阮　钟楚依　张子姝　宋雪雁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　要：［目的／意义］考察、梳理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情况，总结成功建设经验，为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实践与发展提供参

考。［方法／过程］通过网络调查、文献调研、Ｅｍａｉｌ咨询等方法对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展开调研，并从资源采

集、资源组织与描述、资源存储与利用、资源共享及推广４个层面对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实践予以揭示。［结

果／结论］结合我国口述历史项目研究现状，提出如下建议：注重资源采集与积累，探索多元采集模式；强化元数据

管理意识，完善著录标准体系；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技术助力精准“靶向”服务；构建全新社交媒体格局，促进资源

推广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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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人文为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创新视角及

全新研究范式。目前，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热点可分为

四大领域：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历史项目开发、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和面向数字人文的图书馆服

务［１］。作为数字文化遗产的口述历史资源［２］，以文本、

图片、音频、视频为主要资源形式，以独特的人文属性

传承历史记忆。随着口述历史的日益发展与成熟，在

以跨学科融合为显著特征的数字人文领域开展口述历

史项目实践研究的需求日益凸显，文化遗产等海量人

文资源的组织、开发、传播与利用亟需公众的参与。笔

者调查发现，在大量项目的积累过程中，部分国家口述

历史项目流程体系可看作是资源采集→资源组织与描

述→资源存储与利用→资源共享与推广的一体化架

构，同时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实现了资源由语义深层描

述与揭示再到多维语义传播。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城市记

忆工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受国际口述研究和实践发展

的影响，我国正积极探索并尝试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然

而我国的实践进程尚停留在初级阶段，缺少深度开发

和知识挖掘，可供研究的成熟项目鲜少，项目成果多以

书籍、回忆录、音视频光盘等形式记录保存，缺乏完整

而系统的开发框架，难以适应与应对数字人文时代带

来的变革。基于此，本文立足数字人文视角，通过网络

调查、文献调研、Ｅｍａｉｌ咨询等方法来跟踪、厘清部分国

家（以美国、英国、新加坡为代表）口述历史项目研究

进展，试图从资源采集、资源组织与描述、资源存储与

利用、资源共享及推广４个层面将多元丰富、细致完善

的运行机制与开发特色予以呈现，有助于加速引领我

国口述历史项目实践步伐，为我国口述历史项目深度

开发与研究提供指引。

１　相关概念

１．１　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溯源于人文计算，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

科发展融合的结果，探究其研究特征与知识结构能促

进数字人文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有关“数字人文”

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未统一，数字人文最早始于１９４９年

意大利Ｒ．Ｂｕｓａ开创的基于文本的数字人文［３］，通过计

算、数据分析、可视化等方法技术过滤、挖掘、阐释、关

联与再演绎人文知识，实现人文知识的重塑与学术领

域的“轮廓重绘”［４］。笔者认为数字人文是以智能信

息技术为工具，以人文科学领域为研究对象，对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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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实现数字资源的深度融合、存储、检索与利用。

１．２　口述历史
　　目前，有关口述历史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历史
学者从史学研究视角将其定义为口述历史，档案学者

立足档案维度将其定义为口述档案，还有学者从个体、

社群和社会记忆角度将其定义为口述记忆。学科视角

的多元化反映了其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在以跨学科融

合为鲜明特征的数字人文领域，口述历史资源数字化、

在线互联共建共享以及数字化传播交流已成为主流趋

势。

１．３　数字人文与口述历史
　　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概念的更迭反映出技术
环境对研究范式的深刻影响，以数字化记录、管理、传

播与交流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对口述历史发展影响深

远［５］，并带来学术共同体的变革与创新发展，数字人文

技术方法赋予了口述历史空间感和立体感，拓展了口

述历史传播的深度、广度与维度。一方面，数字人文技

术方法的不断革新与应用推动着口述历史形态发生显

著变化，历经录音时代、录像时代、网络时代３种不同
技术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持续演进、不断变迁的

数字人文技术方法，能有效辅助人文学者理解与洞悉

口述历史本质，拓宽研究视野，并且对项目所依托的数

字人文技术方法探究越深入，越便于透彻了解口述历

史实践进展。随着人文研究与地域、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紧密相连，在开放科学环境中，口述历史与数字人文

结合既为已然之实也为必然之势。

２　文献回顾

　　文献阅读结果发现，国外口述历史项目调研过程
中，网络调查［６］、文献调研［７］、案例分析［８］等方法的应

用较为普遍。从辐射地域看，学者们多聚焦于美

国［９－１０］、英国［１１］和新加坡［１２－１５］的口述历史项目，而美

国作为口述历史实践先驱，关注度较高，高校和图书馆

为主要实践阵地。从研究内容看，陈水湘［１６］从实施主

体建设及学科分布、采集模式及组织描述、服务内容及

团队构成、经费来源及科研项目阐述了美国高校口述

历史实践特色；张亚宏［１７］深入调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ＳａｍｕｅｌＰｒｏｃｔｏｒ口述历史项目，对其机构组织及人员构
成、用户服务及教育职能、研究项目、协作机构及经费

来源等方面予以分析。随着口述历史的日益普及与推

广，图书馆（如高校图书馆，总统图书馆）逐渐成为项

目实践的重要机构之一。从宏观视角审视，钟源等对

美国１０所高校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展开调研［１８］；从

微观视角审视，学者们深入挖掘了某一所高校图书馆

（如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图书馆［１９］、加利福尼亚大学

班克罗夫特图书馆［２０］、佐治亚大学罗素图书馆［２１］）口

述历史项目；杨祥银聚焦总统图书馆，按美国总统任职

时间先后顺序梳理了胡佛总统图书馆、罗斯福总统图

书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等的１０个总统图书馆和１个
尼克松总统资料委员会的口述历史项目概况［２２］。

　　综上所述，学者们大多着眼于细粒度视角的单个
口述历史项目分析，虽然有学者从宏观视角探索项目

发展模式和路径，但研究对象基数较少。随着数字人

文技术方法的蓬勃发展，亟待深入探寻数字人文技术

方法在项目中的应用，从宏观层面全面把握项目总体

特征。因此本文采用网络调查、文献调研、Ｅｍａｉｌ咨询
等方法对部分国家（以美国、英国、新加坡为代表）的

３１个口述历史项目进行分析挖掘，沿其发展脉络探其
本质，追本溯源，从资源采集、资源组织与描述，资源存

储与利用，资源共享及推广４个维度对项目进行梳理，
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我国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实践予以

启迪。

３　项目实践探索

３．１　资源采集
　　目前，部分国家口述历史资源的采集模式集中表
现为自采、捐赠、委托与合作４种方式。自采模式是指
项目开发主体独立进行资源采集以获取优质一手资

源，采集者分工明确，对项目进度控制和资源调度上有

较高独立自主权，如旧金山城市学院口述历史档案项

目———Ｔ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３］。受数字时代启发，美国
民俗中心自主开发了专业在线资源采集平台 Ｏｒａ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ＰＥＸ），收集世界范围的组织及个
人提交的口述访谈记录。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已收
藏来自世界各地超过６００万张照片、手稿、录音和动态
图像［２４］，并且该平台所采集的资源将在美国国会图书

馆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布和提供利用［２５］。有的项目

开发主体由于资金匮乏，无法投入过多人力、物力用于

资源建设，因而选择捐赠模式，捐赠资源来自研究学

者、社会人士、个人等，并且捐赠资源以捐赠者姓名命

名，内容独具特色，如罗素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２６］，涵

盖教学生涯记录和战争外交历史，如哈罗德·保尔

克·亨德森口述历史项目（Ｈ．Ｐ．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ｒ．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７］。委托模式一般由项目开发主体
委托研究学者、社会机构以及专业口述历史机构进行

资源采集，这种模式往往带有一定的指向性，被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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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照委托方的要求选择特定主题进行资源采集，

并且最终的表现形式也由委托方决定。如哈里曼研究

所（Ｈａｒｒｉｍ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在其成立７９周年之际，聘请了
哥伦比亚大学创新理论与实证跨学科中心（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ｓ，ＩＮ
ＣＩＴＥ）来帮助记录研究所的发展历程［２８］。合作模式是

指各项目开发主体协同合作，遵循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原则采集资源，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剑桥大学对

１９４７年后离开孟加拉国的移民口述历史访谈，对其生
活史进行资源收集［２９］。

　　由此可见，多样化灵活模式对口述历史资源采集
起到“助推”作用。项目开发主体既可以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自主采集，又可以采取捐赠模式减少资源建

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委托专业机构获取优势资源，还

可以充分调动其他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积极性合作采

集；同时在采集过程中借助数字人文技术与平台来提

升口述历史资源的获得率、获知率和利用率，有效整合

多方资源，弥补现有馆藏不足，推动特色化、多元性的

口述历史资源网系筑建，为资源组织与描述提供充足

而有力的资源保障，实现资源效能的最大化。

３．２　资源组织与描述
　　已采集的口述历史资源数量庞大，质量良莠不齐，
格式不规范，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标引资源尤为重要。

元数据用来描述数据属性信息，进而协助数据检索，为

口述历史资源整理与利用提供了规范、准确的描述格

式，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信息搜索效率，并能揭示资源间

内在隐性关系。调研结果表明，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

目开发主体利用元数据著录方式对资源进行组织、描

述与揭示，具体表现在２个方面：著录标准多元化和资
源描述趋向细粒度组织。

３．２．１　元数据著录标准多元化
　　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在资源描述上主要从强化
数据结构以及突出元数据功能两个维度出发，并且元

数据著录标准灵活多样，可概括为以下４个标准，如表
１所示：

表１　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元数据著录标准及描述项统计

项目开发主体 项目名称 元数据标准 描述项

ＴｈｅＡｒ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３２］ 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８３

ＤＣ Ｔｉｔｌｅ；Ａｕｔｈ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ＵＲ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３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８５

ＩＳＡＤ（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ｏｒ；Ｄａｔｅ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
ｃｅｓ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ｔｈｉ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３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１９４５－
１９６５

Ｓｅｌｆｂｕｉｌ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１９８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３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６３

ＭＡＲＣ Ａｕｔｈｏｒ；Ｔｉｔｌｅ；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ｔ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ｅ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ｅｎｒｅ）；
ＡｌｓｏＬｉｓ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ｍａｔ；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Ａｓ

ＴｈｏｍａｓＡｌｖａＥｄｉｓ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７２ Ｔｉｔｌ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ｅｎｒ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ｍａｔ；Ｂｏｏｋ
ｍａｒｋＡｓ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８５ Ａｕｔｈｏｒ；Ｔｉｔｌｅ；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Ｂ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ｅｎｒｅ）；ＡｌｓｏＬｉｓ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Ｂｏｏｋ
ｍａｒｋＡｓ

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５

Ａｕｔｈｏｒ；Ｔｉｔｌｅ；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Ｂ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Ｎｏｔ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ｅｎｒｅ）；
ＡｌｓｏＬｉｓ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ｍａｔ；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Ｌｉ
ｂｒａｒｙ，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ａｓｈ
ｉｏｎ［３６］

Ａｎ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ａｓｈｉｏｎ ＤＣ，ＭＥＴＳ Ｌｉｎｋ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ｔｌｅ；Ｏｔｈｅｒｒｅｆｎ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Ｇｅｎ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ｄａｔｅ；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ｍｎｏｔｅ；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ｎｏｔｅ

Ｔｈｅ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７］ ＴｈｅＯＳＵ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ＲＣＭＡＲＣＸＭＬ
Ｄ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ａｔｅ．ａ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ｅ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ｒｅａｔｏｒ；Ｄａｔ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ａｔｅ．ｃｒｅ
ａｔｅｄ；Ｄａｔｅ．ｉｓｓｕｅ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ｕｒｉ；Ｆｏｒｍａｔ．ｅｘｔ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ｔ．ｍｉｍｅｔｙｐ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ｓｏ；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ｆｏｒ
ｍａｔ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ｃｓ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ａｒｔｏｆｓｅｒｉｅｓ；Ｔｉｔ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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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通用标准。项目开发主体多采用通用标准为
零散的口述历史资源提供标引。例如芝加哥建筑师口

述历史项目（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采
用ＤＣ标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项目选用ＭＡＲＣ标准，普林斯顿
大学数学系口述历史项目（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应用 ＩＳＡＤ（Ｇ）标准。从著录目的
看，ＭＡＲＣ主要为用户检索馆藏所用，ＤＣ主要提供信
息检索之用；从著录对象看，ＭＡＲＣ侧重书目数据的整
理，ＤＣ适合组织揭示动态信息。而 ＩＳＡＤ（Ｇ）又是网
络环境下高校、ＬＡ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著
录口述历史资源常用的元数据标准，能够帮助用户在

各种档案和馆藏中找到有用的口述历史资源。

　　（２）复合标准。当项目开发主体不囿于“著录”数
据，而是希望“长存”数据的时候，复合标准不失为一

种选择。对于较为复杂的口述历史资源，为了保证能

提供持续有效的信息服务，必须要解决其长期保护问

题。ＭＥＴＳ为保存和管理数字资源提供了有效手
段［３０］，如英国时尚口述历史项目（Ａｎ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ａｓｈｉｏｎ）复合ＤＣ与 ＭＥＴＳ双重元数据标准，既
满足了对复杂数据对象的描述需求，又解决了口述历

史资源长期保存和有效管理问题。

　　（３）拓展现有标准。鉴于现有元数据无法完全标
引口述历史资源的所有描述项，因此需要通过修饰拓

展已有的元数据增加标引层次，以提高资源标引深度

和准确度。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口述历史项目（Ｔｈｅ
ＯＳＵ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先利用 ＭＡＲＣ标引，再将
ＭＡＲＣ转换成 ＭＡＲＣＸＭＬ，进而转换成带修饰的
ＤＣ［３１］，细化了资源标引粒度，提升了资源的可获取性。
　　（４）自建标准。值得关注的是，有的项目开发主
体为了展现其项目优势、特色，会选择自建元数据标

准，如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ｒ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遗憾地是，笔者多次与其
进行线上沟通交流，但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始终未透

漏其自建元数据标准的详细描述项。

３．２．２　资源描述趋向细粒度组织
　　数字人文环境下，资源描述趋向精细化与精准化，
元数据描述项越多，标引越准确，标引层次越丰富，粒

度越细，零散资源获取越趋向知识单元获取［３８］。部分

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元数据描述项大致由基础项、扩展

项与补充项构成。其中基础项一般包括 Ｔｉｔｌｅ，Ａｕｔｈｏ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ｎａｍ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ｏｒ，ｆｏｒｍａｔ等；拓展项包括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ｎｏｔ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ｄａｔ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ｅｓ；Ｎｏｔｅｓ；
ＡｌｓｏＬｉｓ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Ａｓ等；补充项
包括 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ＷｅｂｓｉｔｅＵＲＬ；Ｌｉｎｋ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ｔｅｍｎｏｔｅ等。从
某种程度上看，基础项是资源描述的基础，拓展项是对

基础项的扩充，补充项是对基础项和拓展项内容的进

一步延伸，元数据描述密度越细，越有利于开发与呈现

口述历史资源中潜藏的多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信息，

为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内容与技术支撑。同时，元数据

描述的细致程度也影响着数据标引深度，进而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着检索功能的发挥。

　　由此可见，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元数据著录标
准具有多元化特点，在资源描述上粒度精细，为口述历

史资源数字化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标准基石与资源基

础。在数字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下，唯有将资源、技

术、标准手段三者有机结合，对资源进行逐层、逐类的

深入开发和利用，从基础层向拓展层、补充层不断延

展，才能铸就更为高效、灵活、便捷的口述历史资源数

据空间。

３．３　资源存储与利用
　　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丰富了口述历史资源的表现
形式，也促进了其数字化保存和获取。从形式与内容

来看，口述历史资源数字化存储与利用主要依托于静

态或动态网站以及具有浏览与检索功能的数据库来呈

现与传播口述历史抄本、音视频及相应信息。从技术

手段来看，部分国家项目开发主体多应用数字化技术、

多媒体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数字化技术是口述历史

资源数字化的基础，多媒体技术能将零散的口述历史

资源有效整合，呈现图文声像等多样化形式，数据库技

术以结构化、形式化方式表达口述历史知识元素及其

属性，并构建知识元素间的语义关系，进而实现知识的

语义化与有序化，并提供开放的数据获取和知识服务。

因此，作为聚集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和为用户提供数

据服务的重要渠道，集数据输入、输出与管理等功能为

一体的口述历史数据库，是管理、开发及利用口述历史

资源的重要平台。建立口述历史数据库，为用户提供

口述历史服务，已成为部分国家研究的主流趋势。

３．３．１　专题数据库
　　美国民俗中心退伍老兵口述档案数据库［３９］堪称

数据库建设典范，该数据库为美国战争史研究和历史

教学提供特定服务，将丰富生动的口述资源整理编制

成专题教育资料，为教学研究提供支持。再如，内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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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学图书馆将所有口述历史项目资源整合成专题

数据库，并将各类访谈资料编辑成文献资源上传至图

书馆网站与用户共享［４０］。

３．３．２　平台统计分析功能
　　塞缪尔·普罗克口述历史计划（ＴｈｅＳａｍｕｅｌＰｒｏｃ
ｔ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ＯＨＰ）的口述历史数据库通
过佛罗里达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ｒｉｄ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网站上的 Ｓｍａｔｈｅｒｓ图书馆，提供语言、发布者、主
题、地理区域４种分类［４１］，同时，该数据库提供从２０１１
年至今的每月来访数据和用户浏览次数统计结果。

３．３．３　数据库检索功能
　　鉴于不同用户信息素养以及实践、经历等方面的
差异，导致其知识背景、行为偏好各不相同，因此不同

用户的检索能力、检索习惯均有不同。莱斯特大学为

用户提供特色检索方式，如地图（ｂｒｏｗｓｅｍａｐ）、标签
（ｂｒｏｗｓｅｂｙｔａｇ）、ＩＤ号范围（Ｓｅａｒｃｈｂｙ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ＩＤ＃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１－４，１５６，７９））、收藏（ｓｅａｒｃｈｂｙ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类型（ｓｅａｒｃｈｂｙｔｙｐｅ）、展品（ｓｅａｒｃｈｂｙｅｘｈｉｂｉｔ）、
特色／非特色（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ｎ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ｄ）、地理位置（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ｄｄｒｅｓｓ）、地理半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ａｄｉｕｓ（ｍｉ
ｌｅｓ））［４２］等。多样化的检索方式便于用户从内容角度
对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促进相同主题的口述历史资源

链接，实现了检索由以粗粒度资源为单位的相关性检

索向细粒度碎片化知识单元的精细化检索过渡。

　　尽管大多数项目开发主体都建立了口述历史数据
库，提供了多功能服务方式，为用户发现和获取在线口

述历史资源提供了重要手段，然而，数字人文技术的发

展不断刺激用户需求，用户不再满足于在线访问和检

索资源，而是希望能随时随地浏览甚至免费下载完整

的抄本或音视频记录。基于此，越来越多的网站或数

据库呈现出简单检索向全文检索的发展趋势，如约翰

逊总统图书馆不仅提供目录浏览，还提供抄本全文

ＰＤＦ下载功能以及全文检索服务［４３］。

　　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技术
等数字人文技术作为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开发主体

应用的主流技术，为构建口述历史数据库开辟了新渠

道，一方面，数据库拥有传统资料保存无可比拟的优

势，拓展了口述历史资源呈现形式和使用空间；另一方

面，数据库打破了传统文本记录方式，为口述历史资源

的存储利用提供了多维立体化的资源呈现效果，实现

了口述历史资源的线上访问、检索与阅读。故而，数字

人文技术与口述历史资源的实质融合，驱动着“数字”

与“人文”的共生。技术能帮助人文学者创新研究领

域，拓宽研究视角，开辟研究思路，序化“散乱”的口述

历史资源；同时，资源的开发利用需求催生技术不断发

展、完善与升级，口述历史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技术工

具为辅助，使之“有助于人”“有利于人”。

３．４　资源共享及推广
　　社交媒体的兴起与发展改变着口述历史资源记
录、保存、编目、检索与分享的呈现形式，持续挑战着以

抄本为基础的口述历史传统模式，开放的社交媒体不

仅是资源共享及推广的首选平台，也是用户发表见解、

分享经验的体验平台，有助于提升口述历史资源利用

率。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基本

都运用了一种或多种社交媒体同步或交替发布信息，

呈现了多元形态的传播格局，有效地整合了文本、图

片、音频、视频，促进了口述历史资源的共享与推广，增

进了用户－社交媒体－资源间的良性互动，见表２。
　　英国南极口述历史项目（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ＯＨＰ））、英国娱乐史项目（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志愿者之声项目
（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选择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主流
社交媒体，总统口述历史项目（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在已有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基础上
增设了 ＹｏｕＴｕｂｅ，ＹｏｕＴｕｂｅ善用智能技术升级换代供
应、生产、传播等诸多环节，应用多项策略激活产业链，

为口述历史项目带来了诸多共享与传播价值。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大多数项目除提供基
本社交媒体外，还增设特色社交媒体服务。西米德兰

兹郡的乡村媒体公司旅行者口述历史项目（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
ｔｉｍｅｓ）开通了Ｖｉｍｅｏ媒体互动服务，Ｖｉｍｅｏ是一个高清
视频播客网站，允许用户上传、分享、储存视频，也允许

用户对视频作出评论，并且源视频文件可以自由下载，

最大特色是可以实现高清视频切换，使用户观赏到更

细致的访谈画面。越南战争口述历史项目（ＴｈｅＶｉｅｔ
ｎａｍＷａ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增设了 ＣＩＳ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社交媒体，ＣＩＳ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是犹
他大学自主设立的内部交流平台，极大促进了校园内

部资源共享传播。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口述历史项

目（ＯＨＳＵ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增设了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Ｌｉｎｋｅ
ｄＩｎ可以无缝覆盖高端受众群体，其广告付费功能和定
位功能确保用户接触到相关领域的专业受众，确保资

源推广免受无关点击流量的影响。虚拟社交与现实社

交互动共融的时代，用户同时拥有多个社交媒体账号，

并将相关信息进行跨平台分享是其显著的特征。曼哈

顿之声项目（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除提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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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社交媒体应用

项目开发主体 项目名称 社交媒体

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ＢＡＳ），ＢＡＳＣｌｕｂ，
ＵＫ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ｒｕｓｔ（ＵＫＡＨＴ）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Ｐｏｌ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ＰＲＩ）［４４］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ＯＨＰ）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ｓｒｕｎｂｙ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ｖｏｌｕｎ
ｔｅｅｒｓ［４５］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４６］ 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４７］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

ＲｕｒａｌＭｅｄｉａ［４８］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Ｔｉｍｅｓ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Ｖｉｍｅ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ｅｓｔ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Ｕｔａｈ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４９］

Ｔｈ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Ｉ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

Ｏｒｅｇ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５０］ ＯＨＳＵ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Ａｔｏｍｉｃ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Ａｌａｍｏ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１］

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５２］

ＴｈｅＡＩＤ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ｉｎ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ＳｏｕｎｄＣｌｏｕ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Ｓｌａｄ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ＦｉｎｅＡｒｔ［５３］

ＴｈｅＳｌａｄ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Ｎｅｗｓｖｉｎｅ；Ｔｕｍｂｌｒ；
Ｇｏｏｇｌ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Ｄｉｇｇ；１００ｚａｋｌａｄｏｋ；Ａｄｆｔｙ；Ａｄｉｆｎｉ；ＡＤＶＱＲ；Ｍａｉｌ；
ＡＰＳｅｎｓｅ；Ａｔａｖｉ；Ｂａｉｄｕ；Ｂａｌａｔａｒｉｎ；Ｂｅａｔ１００；Ｂｉｔ．ｌｙ；ＢｉｚＳｕｇａｒ；Ｂｌａｎｄ
ｔａｋｋｉｎｎ；Ｂｌｏｇｍａｒｋｓ；Ｂｌｏｇｇｅｒ；Ｂｏｂｒｄｏｂｒ；Ａｍａｚｏｎ；ＡｍｅｎＭｅ！；ＡＯＬ
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ａｍ；ＡＯＬＢｏｘ；Ｂｕｆｆｅｒ；ＢｏｎｚｏＢｏｘ；Ｂｏｏｋｍｅｒｋｅｎ；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ｙ．
ｃｚ；Ｃａｍｙｏｏ；Ｃａｒｅ２；ＣｉｔｅＵＬｉｋｅ；ＣＳＳ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ｉａｒｙ．ｒｕ；
ＣｏｐｙＬｉｎｋ；Ｄｉｇｇｉｔａ；ＣＯＳＭｉＱ；Ｄｏｕｂａｎ；Ｄｉｉｇｏ；ｅｔｃ．

本社交媒体服务外，还使用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跨界分享，多达
１８种的滤镜效果不仅满足了用户的审美需求，传播了
视觉美感价值，同时通过“分享 ＋社区”的传播模式，
增强了用户个性化体验。

　　当用户不局限于享受社交媒体提供的口述历史服
务，而是希望能对口述历史资源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见

解时，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交流互动，将有助于口述历

史资源的良性共建共享。以旧金山艾滋病口述历史项

目（ＴｈｅＡＩＤ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ｉｎ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为例，该项目运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Ｓｏｕｎｄｃｌｏｕｄ５种社交媒体对口述历史资源进
行推广，其中Ｓｏｕｎｄｃｌｏｕｄ开设“评论功能”，便于用户在
使用口述历史资源时同步发表意见［５４］。

　　值得关注的是，有的项目开发主体会采用国内外
社交媒体并存的方式。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

档案馆项目（ＴｈｅＳｌａｄ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提供１７０多种
社交媒体供用户在线使用。调查结果发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ｗｉｔｔｅｒ、Ｐｒｉｎｔ、Ｅｍａｉｌ、Ｐ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ｍａｉｌ、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Ｅｍａｉｌ
Ａｐｐ、Ｔｕｍｂｌｒ、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是用户常用的主流社交媒体工
具，同时，该项目还融合了国内热门社交媒体如百度

（Ｂａｉｄｕ）、豆瓣（Ｄｏｕｂａｎ）、人人（Ｒｅｎｒｅｎ）、腾讯（Ｔｅｎ
ｃｅｎｔ）、微信（ＷｅＣｈａｔ）、新浪微博（ＳｉｎａＷｅｉｂｏ）等，提升
了项目国际影响力，促进了国内外社交媒体工具的融

合。

　　简言之，社交媒体服务是数据利用和记忆留存的
协同作用，兼顾短期需求与长期发展的双重视角，突破

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了现实效益和文化价值的双重

叠加。部分国家以其社交媒体种类的丰富性、传播渠

道的包容性以及便民性广受用户群体欢迎，提升了用

户参与度。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手段在虚拟环境中打破

传统影音声像封闭性限制，冲破平铺直叙的图文声像

“馆藏牢笼”，实现了口述历史资源扁平化向多维立体

化的场域迁移与虚拟重构，促进了资源共享、交流及推

广，推动了资源及知识传承与传播。

４　启示

　　由上述项目特征分析可见，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
目体系较为成熟，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可为口述历史资

源数字化组织、管理与开发提供技术支撑，辅助人文学

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资源价值，还原历史本

真，展现社会记忆，促进人文学科的转型和创新。针对

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实践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４．１　注重资源采集与积累，探索多元采集模式
　　部分国家项目开发主体在长期的资源采集与积累
过程中因地制宜，形成了自己的采集特色，采集模式灵

活、多样，以自采、捐赠、委托与合作４种方式见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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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自采模式对项目开发主体的专业知识背景要

求较高；合作模式虽能促进各项目开发主体优势互补，

但存在资源侵权风险；委托采集通常来说耗资较大，需

要项目开发主体寻求具有资深资质背景的专业口述历

史机构；捐赠模式虽然能有效减少项目开发主体在软

硬件设施的投入，但资源选择及后续资源更新等方面

缺乏控制。

　　反观我国口述历史实践现状，目前我国项目开发
主体主要围绕图书馆为基点开展相关探索，开发主体

较为单一，在口述历史资源采集和积累方面较为薄弱，

且采集模式固定，以自采模式为主。因此，数字人文时

代下，我国应突破传统模式，吸收借鉴部分国家特色模

式，在多元模式下开展资源采集工作，致力打造专业化

资源采集平台，为资源库的构建夯实基础。具体而言，

我国开发主体首先应向“扩散化、蔓延化”转变，积极

参与口述历史资源采集过程，打造以“图博档文化机构

为主、高校科研院所助力、社会大众参与为辅”的兼容

并包的多元主体合力格局；其次，各开发主体要擅用数

字人文技术手段提升口述历史资源采集的专业化、信

息化与深度化，同时拓展现有资源采集模式，灵活选择

适宜的资源采集模式并实现模式自由切换，提升资源

获取便捷性，最终汇集为“资源仓储集散地”，供进一

步开发利用。

４．２　强化元数据管理意识，完善著录标准体系
　　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开发主体在细致而系统的
项目实践中组织累积了大量而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

采集模式灵活，且在元数据管理上有较强的规划，不仅

注重元数据著录标准的选择，同时还侧重元数据资源

描述的深度，尤其是资源细粒度描述。现阶段我国口

述历史项目开发主体由于起步较晚，在资源采集和资

源积累方面较为薄弱，元数据著录标准以通用标准为

主，缺少探略其他国家元数据标准的前瞻性与主动性；

描述项也略显匮乏，一般仅有“采访者”“受访者”“访

谈时间”等几个基础描述项，对细致描述缺乏重视，限

制了资源开发的深度与广度。

　　当前，我国正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和城市记忆工程，我国口述历史实践者应以此为契机，

根据自身发展特色与实际需求，积累丰富的口述历史

资源基础，在理论指导和数字人文技术加持下凸显我

国口述历史资源独有特色，同时在资源描述与揭示过

程中既要参照国际标准又要借鉴国外标准，在元数据

著录、管理与建设方面与世界接轨，逐步形成极具中国

特色的“通用 ＋自建”元数据应用体系，助力我国口述

历史资源的长足发展与利用，为我国文化传承与历史

记忆的留存做出贡献。

４．３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技术助力精准“靶向”服务
　　部分国家口述历史数据库建设以技术优势促进服
务可持续发展，以用户满意作为服务的落脚点。反观

我国口述历史数据库建设现状，大多项目开发主体有

意识但缺乏行动，并且尚未形成成熟的技术范式。因

此，笔者从技术服务层面提供合理化建议，助力中国口

述历史（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Ｈ）项目实践，如图１
所示：

图１　中国口述历史（ＣＯＨ）技术框架

４．３．１　数字化技术：构造口述历史资源基础
　　目前，我国大多口述历史资源尚处于归档、保管阶
段，数字化技术是构造数字人文研究的口述记忆资源

的基础，一般从前端实现层和后台管理层两个角度分

析，如 ＷｅｂＡｐｐ实现、ＣＭＳ架构、数据处理技术等，顺利
实现原生人文资料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并借助图像可

视化方法进行知识的创造和再生产［５５］，引入数字化技

术有助于构建口述历史数据库，加快口述历史资源共

享传播与人文知识普及。

４．３．２　数据管理技术：构造口述历史服务系统
　　数字化只是实现传统人文素材向数字世界的映
射，能够被计算机所存储、处理和展示。要充分发挥数

字媒体的作用，还必须按照知识单元的方式来组织领

域知识，从而能够构造一个模拟领域应用的知识环

境［５６］。数据管理技术（如本体、关联数据等）对口述历

史资源进行组织管理，将零散的资源有序化，构建知识

元素之间的语义关系，提升知识服务。

４．３．３　数据分析技术：构造口述历史应用平台
　　在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中，应借助大量软件应
用和统计分析工具，如文本分析（包括词频分析、共现

分析、关联关系分析等）、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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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口述历史资源有关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等复杂

的社会关系。

４．３．４　可视化技术：构造口述历史直观形象
　　可视化技术以ＶＲ／ＡＲ／ＧＩＳ技术为代表，借助计算
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能实现直观操纵和实时交

互，主要用于可视化工具开发、可视化应用软件以及图

形工作站等软件工具的开发［５５］。在口述历史资源实

践应用中，ＶＲ／ＡＲ技术能实现超越时空的“场景再
现”，辅助用户“穿越”历史记忆场景；利用 ＧＩＳ技术的
空间数据采集、时空数据建模、多层地图叠加功能，试

图重现不同时间切面中的地理景观，进行地理数据的

标注、提取和结构化组织，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数字化

地图影像资料、结构化的地理数据［５７］。

４．３．５　机器学习技术：构造口述历史智慧服务系统
　　对于口述历史资源来说，机器学习能够大规模代
替人工进行资源分类、组织、图像语音识别、名称识别、

模式识别、关系发现、跨媒体检索、知识搜索等。同时，

机器学习还能在智能化服务方面发挥独特优势，使服

务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精准化。

　　在上述技术支持下构建口述历史数据库或口述历
史资源整合平台不仅能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同时技

术精准“靶向”作用对丰富口述历史资源成果展现形

式、优化系统性能起到良好的助推。

４．４　构建全新社交媒体格局，促进资源推广与共享
　　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多元社交媒体格局对
口述历史资源进行推广，大大促进了资源的共享与利

用，推动了社会化知识的开放存取。反观我国社交媒

体推广路径，理论上，应汇聚来自不同媒体途径产生的

数据，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社交媒体环境异于国外，

基本聚焦于微博、微信、博客，共享途径较为单一，难以

提升资源推广公众熟知率，因而资源利用率较少，流失

率过高，且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难以畅所欲言、分享资

源链接等，易造成口述历史资源浪费，难以发挥资源价

值。因此，在“数字人文”的环境下和“服务人文”的理

念下，我国应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善用新媒体新技术开

发利用口述历史资源，构建多元互补、高效可用的社交

媒体格局。一方面，社交媒体格局应当是多元互补的。

我国应加速引入国际社交媒体，取长补短，丰富社交媒

体路径，加速口述历史资源的传播与共享，扩大项目影

响力；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格局应当是高效可用的。不

同社交媒体平台有不同的定位算法，每个平台会根据

不同用户创建数据画像，以便向受众提供个性化信息，

丰富口述历史资源的传播渠道，通过扩大社交媒体利

用范围，开通评论与交流社区，进一步打破信息孤岛，

增强用户体验，加强用户互动。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我国全新社交媒体形态，应是
多元互补的、高效可用的。不仅应兼具大众普适性，迎

合小众用户发展趋势，满足用户个性化社交需求，还应

集聚“分享＋社区”传播、“专业＋个性”体验、“小众 ＋
精准”定位和“简洁 ＋便捷”操作四大特色，引入国际
主流社交媒体，并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品化、专业

化、大众化、国际化的社交媒体产品。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口述历史项目不仅是口述历史资
源建设的新拓展，也是口述历史资源利用的新尝试。

国外研究者以“项目”驱动口述历史实践，利用数字人

文技术方法呈现图文声像的多样化、可视化，建设特色

数据库，实现了“数字”人文与“服务”人文，规范了项

目运营机制。

　　无可否认，当前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实践工作刚刚
起步，尚未形成系统而完整的体系，服务水平稍显落

后。因此，加强对国外口述历史项目实践的调研分析，

透析其特色和发展规律，借鉴成熟稳定的实践方式与

多元路径，并结合当前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实际情况和

发展困境提出优化路径，对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实践开

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本文研究的宗旨所在。从发展

需求角度，一方面经采集获得的口述历史资源需要数

字化，另一方面数字人文技术方法能切实为口述历史

的数字化传播与交流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基于口述历

史文化传承理念的支撑以及数字人文研究的不断蓬勃

发展之势，ＬＡＭ等文化机构协同合作也会对公众参与
人文资源数字化建设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帮助。因

此，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数字人文领域有关口述历史的

研究潜力是巨大的，数字与人文需要更加生动而深刻

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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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ｄｓ／ｍｅｔ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３１］ＷＡＬＳＨＭＰ．ＲｅｐｕｒｐｏｓｉｎｇＭＡＲＣ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ｍｏｎ

ｏｇｒａｐｈｓ［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１，５５（１）：

３３－４４．

［３２］芝加哥艺术学院［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ｓａｉｃ．ｅｄｕ／ｃｄｍ／ｌａｎｄｉｎｇｐａｇ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ｏｈｐ．

［３３］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ｉｄ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０５７．

［３４］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ｓ．ｇｏｖ．ｓｇ／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３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

ｔｐ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ｏｒ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ｈｐ．

［３６］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时装学院［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

ｈｔｔｐ：／／ｃａｄｅｎｓａ．ｂｌ．ｕｋ／ｕｈｔｂｉｎ／ｃｇｉｓｉｒｓｉ／？ｐｓ＝ｖＯ５ＣＯＨｗＬＱＤ／

ＷＯＲＫＳＦＩＬＥ／２００８００４３／１８／Ｘ４９０／ＸＴＩＴＬＥ／Ａｎ＋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ａｓｈｉｏｎ．

［３７］俄亥俄州立大学［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ｓｕ．ｅｄｕ／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８］胡立耘．基于口述历史的图书馆延伸服务［Ｊ］．图书馆，２０１５

（１２）：１５－２２．

［３９］美国民俗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ｃ．

ｇｏｖ／ｆｏｌｋｌｉｆｅ／．

［４０］内达华州立大学图书馆［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ｗｗｗ．ｌｉ

ｂｒａｒｙ．ｕｎｌｖ．ｅｄｕ／ｓｐｅｃｃｏ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４１］塞缪尔·普罗克口述历史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

ｔｐｓ：／／ｕｆｄｃ．ｕｆｌ．ｅｄｕ／ｏｈ４．

［４２］莱斯特大学［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ｏｍｅ

ｋａ．ｎｅｔ／ｉｔｅｍｓ／ｓｅａｒｃｈ．

［４３］约翰逊总统图书馆［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ｌｂ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ｅ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４４］英国南极考察局（ＢＡＳ），ＢＡＳ俱乐部，英国南极遗产信托基金

（ＵＫＡＨＴ），斯科特极地研究所（ＳＰＲＩ）［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

１７］．ｈｔｔｐｓ：／／ｂａｓｃｌｕｂ．ｏｒｇ／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５］英国娱乐历史项目［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ｈｉｓｔｏ

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ｕｋ／．

［４６］皇家志愿服务队［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ｖｏｉｃｅ

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ｗｅｅｂｌｙ．ｃｏｍ／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ｌｉｐｓ．ｈｔｍｌ．

［４７］米勒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ｍｉｌｌ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４８］乡村媒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

ｓｔｉｍｅｓ．ｏｒｇ．ｕｋ／ａｂｏｕｔ．

［４９］犹他大学美国西部口述历史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

ｈｔｔｐｓ：／／ａｗｃ．ｕｔａｈ．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ｈｐ．

［５０］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ｌｉｂ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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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ｄｅｓ．ｏｈｓｕ．ｅｄｕ／ｃ．ｐｈｐ？ｇ＝２６１５２０＆ｐ＝１７４６５５３．

［５１］原子遗产基金会，洛斯阿拉莫斯历史学会［Ｅ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ｖｏｉｃｅｓ．ｏｒｇ／．

［５２］加州伯克利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口述历史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ｉｂ．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ｌｉ

ｂｒａｒｙ／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ｉｄｓ．

［５３］伦敦斯莱德大学美术学院［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ｕｃｌ．ａｃ．ｕｋ／ｓｌａｄｅ／ｓｌａｄ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ｌａｄｅａｒ

ｃｈｉｖｅ．

［５４］王子舟，尹培丽．口述资料采集与收藏的先行者———美国班克

罗夫特图书馆［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９（１）：１３－２１．

［５５］苏敏．美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服务的路径与启示［Ｊ／

ＯＬ］．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ｋｎｓ．

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１．１７６２．ｇ３．２０２００２１７．１５３８．００２．ｈｔｍｌ．

［５６］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Ｊ］．中国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４３（５）：３２－４１．

［５７］夏翠娟．中国历史地理数据在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中的开放应

用研究［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４３（２）：４０－５３．

作者贡献说明：

邓君：论文整体研究思路与框架提出；

王阮：论文撰写与修改；

钟楚依：数据整理；

张子姝：数据收集；

宋雪雁：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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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期　要　目

□ 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图书馆学智慧

（蒋永福）

□ 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建立：兼论大数据局模式与

运行机制 （夏义）

□ 词向量语义扩展技术在图书馆智能咨询系统的应用

与实现 （张乐）

□ 高校图书馆推动学术期刊从订阅模式向开放获取模

式转化的困境与出路 （袁青　陈星辰）

□ 舆情当事人回应对网民情感的影响研究

（孔婧媛　滕广青　王思茗等）

□ 一种基于图卷积自编码模型的多维度学科知识网络

融合方法 （李慧　胡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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