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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遗产传播特征及其推广策略研究∗

———基于３６２篇世界记忆工程新闻报道的实证分析

□燕今伟　孟祥保

　　摘要　文献遗产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忆,研究文献遗产传播规律有助于其保护、推广和利用.
文章以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关于世界记忆工程的３６２篇新闻报道为数据来

源,利用内容分析法、案例法和文献法描述了世界记忆工程传播的议题、主体、内容、方式的基本

现状,总结了其传播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进而提出针对性推广策略.
关键词　世界记忆工程　文献遗产　文献遗产传播　推广策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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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文献遗产是一个特定的集合术语,“用来指任何

类型的一份文献,或有逻辑连贯性的一组文献(如一

个集合、一个馆藏或一个档案全宗)”[１].文献遗产

包含五个基本要素:可移动;由符号/代码或者图像

组成;可保存(载体为非生命物体);可复制和可迁

移;有意识地记录所形成的产品[２].文献遗产是历

史的记忆和文化的刻度,例如具有３０００多年历史的

印度教经书«梨俱吠陀»、创作于１４００－１５５０年的哥

特建筑绘画集、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原版、匈牙

利古地图、清代科举大金榜等.这些文献遗产具有

悠久历史,并以文字、图像、符号等形式记录了人类

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全世界的共同记忆.
保护与利用、宣传与推广文献遗产是人类共同

的使 命.１９９２ 年,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ited
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 CulturalOrＧ
ganization,UNESCO)发起并成立“世界记忆工程

项目”(MemoryoftheWorldProgramme,MoW),
其使命是:①保护:采用最合适的技术保护具有世界

意义的文献遗产;②利用:使得文献遗产得到全世界

获取利用;③认识:提高世界各国对其文献遗产的存

在及其意义的认识[３].世界记忆工程历经２５年的

发展,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引 起 广 泛 影 响.１９９８ 年,

UNESCO公布了首批«世界记忆名录»(下文简称

“«名录»”),截至２０１６年,已有１０７个国家(地区)

３４８项文献遗产入选«名录»,其中中国有１０项.由

于其广泛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与«世界自然遗

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称世

界三大遗产名录.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世界

记忆工程影响力不断提升,名录覆盖地理范围逐步

扩大.一批国家和地区级文献遗产保护名录随之建

立,如中国建立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２０１７
年５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表了«图书馆保护

文化遗产»声明,强调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重要

组成部分,应做好具体保护规划并提供经费支持,图
书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行业,要让图书馆员参

与其中[４].

MoW 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MoW 概况及其发展介绍.

１９９５年,«国 际 图 书 馆 协 会 联 合 会 杂 志»(IFLA
Journal)２１卷第３期推出“世界记忆工程”专题[５].
罗斯哈维(RossHarvey)介绍了 MoW 的发展概

况,以增进对文献遗产保存意义的了解,并介绍了澳

大利亚世界记忆项目[６].２００２年,世界记忆工程

«文献遗产保护基本指南»更为详细地说明了 MoW
概况、基础、保存与获取、注册、项目组织与管理、经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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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营销等[７].MoW 最具价值、最为公开和可见的

成果是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世界记

忆名录»[８].在 MoW 带动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

程成效显著[９],２０００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正式启动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２００２年,评选出第一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澳大利亚也随之开展了

本国文献遗产保护项目[１０].但是,MoW 发展也存

在宣传工作不到位、国家和地区间参与不均等问

题[１１].二是 文 献 遗 产 价 值 评 价 及 其 保 护 研 究.

MoW 提出文献遗产评价的６项标准,包括真实性、
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稀有性、完整性、濒危性、管理

计划[１２].仝艳锋以纳西族东巴古籍为例提出文献

遗产内涵信息生存环境的保护对策[１３].吴江华以

广东侨批文献遗产保护利用为案例,从社会记忆角

度提出文献遗产价值分析和保护利用体系[１４].三

是 MoW 推广研究.巴里阿德利(BarryArdley)
等以体验服务视角研究了参观者对英国１２１５年«大
宪章»(MagnaCarta)展览的感知,以此优化文献遗

产的服务与推广[１５].王天泉提出“明确 MoW 传播

与推广的主体、增强行业传播力和推广力、加强学术

研究”[１６].宣传推广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与利用

文献遗产,陈奭琛认为申报成功后应构建侨批文化

公共服务体系[１７].
综上,现有研究成果以 MoW 发展介绍、文献遗

产保护为主,对 MoW 传播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推
广策略缺乏系统性.研究文献遗产传播规律,有助

于优化 MoW 传播策略、提高其社会影响力;有助于

增进 MoW 社会认知、提高公众参与度;有助于促进

MoW 知识扩散、扩大其价值增值性.本文旨在描

述 MoW 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及其特征,揭示 MoW
传播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势,为宣传推广 MoW 提供

参考建议.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以下简

称“慧科新闻库”),主要基于两点考虑:①内容丰富.
慧科新闻库包括１０００多种平面媒体和３０００余种网

站新闻,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大公报»«澳门日报»
等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流报纸,时间可追溯至

１９９８年.②数据检索和下载方便.该库提供了标

题、首段、全文等多种检索路径,并具有时间、媒体类

型、地区等分面字段,可多维度分析数据.
数据采集的步骤是:①根据研究对象,确定检索

关键词为“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项目”“世界记

忆工 程”“世 界 记 忆 计 划”和 “Memory ofthe
World”.②确定检索路径,初步检索发现全文搜索

结果过多,且很多内容与 MoW 并无实质关系.鉴

于新闻文体具有特殊性,新闻标题和导语(一般在首

段)具有言简意赅、揭示全文主题的作用,是新闻内

容的核心所在,因此确定标题和首段为检索字段.

③检索与下载数据,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比性,
时间范围限定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３１日,媒体来源为报刊,媒体地区为中国大陆、中国

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其他地区,检索到５０３
条新闻.下载全文数据并保存为２种格式:选择新

闻标题并保存为excel格式,选择标题及正文保存为

txt格式,便于数据分析.④逐一阅读新闻标题及其

正文内容,选择主题突出、与 MoW 高度相关、结构

要素较为完整的新闻,最终有效样本数据为３６２篇.

２．２　研究方法

(１)关键变量.研究旨在分析传统报刊如何建

构世界记忆工程的传播过程,分析传播各要素的基

本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以优化文献遗产传播.参考

拉斯韦尔５W 传播理论,并结合数据属性,界定如下

关键分析变量:①传播议题,主要指传播主体围绕文

献遗产所展开的申报、保护、研究、宣传推广等话题.

②传播主体,指的是新闻报道的来源.新闻报道一

般在导语中明确说明了消息来源,如“近日,记者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没有交代的则通读全

文判断消息来源.③传播内容,主要指在新闻中所

报道的文献遗产及其相关信息,主要从四个方面分

析:文献遗产级别(分为世界级文献遗产、地区或国

家级文献遗产、一般文献遗产)、文献遗产地区分布、
主要文献遗产名称及其收藏机构.④传播方式,包
括媒体名称、报道字数.

(２)分析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方法,逐篇阅读新

闻,编码新闻内容并统计分析各关键变量,描述

MoW 传播过程及其变化特征.二是典型案例分析

法,选择代表性文献遗产传播案例,阐述 MoW 传播

模式及其发展趋势.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世界记忆工程传播过程特征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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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传播议题

传播议题是报刊围绕文献遗产活动所展开的话

题及其评论.３６２篇新闻报道涉及申报名录、宣传

推广、学术研讨、文献保护、开发利用、文献征集６大

类型.其中以申报名录、宣传推广议题最多,分别占

报道总数的５１．６６％,３２．３２％,表明１０年间主要是

报道申报«名录»、宣传和介绍«名录»中的文献遗产.
而对于文献遗产的保护、学术研究、开发与利用相关

情况的报道数量很少,仅占总数的１６．０２％(表１).
表１　MoW 传播议题

议题 篇数 比例(％)

申报名录 １８７ ５１．６６

宣传推广 １１７ ３２．３２

学术研讨 ２８ ７．７３

文献保护 １７ ４．７０

开发利用 １０ ２．７６

文献征集 ３ ０．８３

３．１．２　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是新闻的信息来源,是 MoW 相关议

题与知识的传播者.３６２篇新闻报道主要是由新闻

媒体采访或者转载的,占报道总数的７８．１８％.其次

是国家政府部门,包括国家档案局、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等,它们也是 MoW 相关消息的传播者,例如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在«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名录»
相关报道中积极扮演了传播主体的角色.此外,专
家学者、UNESCO、学术研究机构、国家图书馆、档
案馆是 MoW 传播主体的有机组成部门,例如广东

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

机构是侨批档案传播主体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杨
开荆博士利用澳门功德林文献挖掘了观本法师与梁

启超的历史渊源[１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王振

忠则呼吁保护文献遗产、珍惜历史记忆[１９],这些学

者从学术角度呈现了文献遗产的重大价值,宣传了

MoW 的重要意义(表２).
表２　MoW 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 篇数 比例(％)

新闻媒体 ２８３ ７８．１８

政府部门 ４２ １１．６０

专家学者 １１ ３．０４

国际组织 １０ ２．７６

学术研究机构 ８ ２．２１

档案馆、图书馆等 ８ ２．２１

３．１．３　传播内容

(１)文献遗产级别.３６２篇新闻报道内容涉及

８０种文献遗产,其级别分布如表３所示:
表３　文献遗产级别

级别 定义
文献遗

产种数
报道篇次

世界级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

献遗产
６１ ４５４

地区或国家级

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

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

录»等的文献遗产

１５ ８８

一般文献遗产
未列入上述名录的其他文

献遗产
４ ７

注:以列入较高等级名录为依据,不重复计算.

可以看出所报道文献遗产主要是«名录»中的具

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多达６１种,４５４篇次报道,
如中国的侨批档案、«本草纲目»、南京大屠杀档案、
«黄帝内经»,德国的«安妮日记»«共产党宣言»和«资
本论»第１卷,韩国的儒教册版.其次是地区或国家

级文献遗产１５种,主要包括中国的天主教澳门教区

档案文献(１６－１９世纪)、功德林文献、近现代苏州

丝绸样本档案,报道数量为８８篇次.最少的则是一

般性文献遗产,仅为４种,如重庆大轰炸档案.
(２)文献遗产地区分布.８０种文献遗产分布于

２６个国家.主要以中国的文献遗产为主要内容,多
达２９种,占报道文献遗产总数的３６．２５％.其次是

德国和韩国的文献遗产,分别为１４种和６种,德国

和韩国是中国文献遗产保护与申报的主要学习和参

考对象,对其他国家的文献遗产偶有提及,仅为１－
３种不等(表４).

表４　文献遗产国家或地区分布

国家或地区 文献遗产种数 国家或地区 文献遗产种数

中国 ２９ 波兰 １

德国 １４ 玻利维亚 １

韩国 ６ 古巴 １

美国 ３ 朝鲜 １

伊朗 ３ 俄罗斯 １

比利时 ２ 柬埔寨 １

法国 ２ 黎巴嫩 １

加拿大 ２ 瑞典 １

缅甸 ２ 泰国 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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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文献遗产种数 国家或地区 文献遗产种数

其他 ２ 土耳其 １

印度尼西亚 ２ 亚美尼亚 １

埃及 １ 印度 １

巴西 １ 葡萄牙 １

注:联合申报国家重复计算.

(３)主要文献遗产名称.报道篇次１０篇以上的

文献遗产有１３种,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显示:①«名录»中的中国文献遗产备受关

注.１３种文献遗产的１０种是«名录»中的文献遗

产,其中报道篇数最多的是侨批档案,其以文化性、
学术性、草根性而备受瞩目,诚如国学大师饶宗颐所

言:“作为民间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在时间上,侨

批和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可以形成自然链接,系统反

映社会演进;在空间上,又覆盖了华侨海外活动区域

及侨乡各县,影响面广”.[２０]此外,在申报过程中采

用联合申报方式进入«名录»,在成功申报之后,得到

较好保护与利用,因此报道篇数较多.②«本草纲

目»«黄帝内经»、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特色,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了较好重视.③
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档案因其重大历史、政治意

义,备受国内外关注.
(４)入选名录的中国文献遗产.中国入选«世界

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均

为１０种,具体如表５、表６所示.

图１　报道篇次≥１０次的文献遗产名称

表５　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中国文献遗产

年份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报道篇次 收藏机构

２０１０
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

文献(１６－１９世纪)
ArchivesandmaterialsoftheMacaoDiocese

fromthe１５５０sto１８００s
１７ 中国澳门教区主教公署、澳门圣若瑟修院

２０１１ «黄帝内经»
Huang Di NeiJing«黄 帝 内 经 » (Yellow

EmperorsInnerCanon)
４９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１ «本草纲目»
BenCaoGangMu«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MateriaMedica)
５５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２０１３ 侨批档案
QiaopiandYinxinCorrespondenceandRemitＧ

tanceDocumentsfrom OverseasChinese
１０５

广东省档案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档案

馆、江门五邑海外华侨华人博物馆、梅州市侨批档案

馆、开平文物局、福建省档案馆、泉州市档案馆、靖江市

档案馆、靖江市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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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
OfficialRecordsofTibetfromtheYuanDyＧ

nastyChina,１３０４－１３６７
１０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２０１４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TheDoubleStellarHemisphere 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２０１６
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

档案
ArchivesofSuzhouSilkSamples ２ 江苏省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２０１６
孔 子 世 家 明 清 文 书

档案

ArchivesofConfuciusFamilyoftheMingand

QingDynasties
５ 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汉文文书”档案汇集

(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

案(１６９３－１８８６)

OfficialRecordsof Macao Duringthe Qing

Dynasty(１６９３－１８８６)
６ 澳门档案馆、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

２０１６
功德 林 文 献 (１６４５－

１９８０)
ArchivesandManuscriptsofMacauKongTac

LamTemple(１６４５－１９８０)
１０ 澳门功德林寺院

资料来源: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网站(http://www．mowcapunesco．org/coreＧactivities/regionalＧregister/).

表６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中国文献遗产

年份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报道篇次 收藏机构

１９９７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录 音

档案
TraditionalMusicSoundArchives １２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１９９９ 清代内阁秘本记录
RecordsoftheQingsGrandSecretariat—‘InＧ

filtrationofWesternCultureinChina
１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２００３
纳西 族 «东 巴 古 籍 »

原稿
AncientNaxiDongbaLiteratureManuscripts １１ 中国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５ 清代科举大金榜
GoldenListsofthe Q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　
１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２００７
清 代 “样 式 雷”建 筑

图档
QingDynastyYangshiLeiArchives ２７

中国国家图 书 馆、中 国 第 一 历 史 档 案 馆、故 宫 博

物院

２０１１ «黄帝内经» * * *

２０１１ «本草纲目» * * *

２０１３ 侨批档案 * * *

２０１３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 * * *

２０１５ 南京大屠杀档案 DocumentsofNanjingMassacre ５５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注:*表示与表３相同的内容.资料来源:世界记忆工程网站(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ＧandＧinformation/memoryＧofＧtheＧ

world/register/accessＧbyＧregionＧandＧcountry/cn/).

　　由表５和表６可知:①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

及研究机构是文献遗产的主要收藏机构,也是文献

遗产保护、整理、研究和宣传的重要主体,如中国国

家图书馆对“样式雷”建筑图档进行数字化保存和揭

示,并向公众提供在线展览,普及中国古代建筑思想

和建筑工程学知识[２１],展现中国建筑艺术成就与文

化魅力.②由于文献遗产形成过程复杂,收藏机构

较多,因此跨地区跨机构联合申报、合作研究成为新

趋势,如侨批档案、南京大屠杀档案.③«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侨批档案和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同时入

选«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需
要指出的是两份名录同等重要,具有同样价值,

UNESCO认可每一份入选文献遗产的重要性,两者

根本区别在于文献遗产的地域影响力[２２].
综上所述,文献遗产传播在内容上具有如下主

要特征:①世界级文献遗产备受瞩目,一般性文献遗

产宣传不够.②主要关注中国文献遗产,或者部分

国家的个别知名的文献遗产,而对于其他国家的文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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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遗产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的介绍.③传播内容

具有选择性,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政治宣传效果的文

献遗产得到较好传播,而对其他文献遗产则重视

不够.

３．１．４　传播方式

(１)报道媒体.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３６２篇新闻报

道中,共计有１４５家报纸报道了 MoW 相关情况,其
中报道篇数排前三位的是«澳门日报»(５６篇)、«中
国新闻社»(２５篇)、«汕头特区晚报»(１４篇).报道

５篇及以上的１３家报刊刊载了１５９篇新闻,占１０年

报道总数的４３．９２％(表７).
表７　报道篇数≥５篇的媒体

序号 媒体名称 篇数 比例(％)

１ 澳门日报 ５６ １５．４７

２ 中国新闻社 ２５ ６．９１

３ 汕头特区晚报 １４ ３．８７

４ 汕头日报 ９ ２．４９

５ 文汇报 ８ ２．２１

６ 大公报 ７ １．９３

６ 江门日报 ７ １．９３

７ 福建日报 ６ １．６６

７ 南方日报(全国版) ６ １．６６

７ 人民日报(数字报) ６ １．６６

８ TheKoreaTimesNews ５ １．３８

８ 光明日报(数字报) ５ １．３８

８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５ １．３８

　　进一步分析可知:①地方报刊是地方文献遗产

宣传推广的主要媒体,如«汕头日报»«汕头特区晚

报»«汕头都市报»等在侨批档案申报«名录»过程中,
以及在地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良好的宣传推广作

用.申报前期,广泛宣传侨批档案价值、申报意义及

其进展情况,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如«江门日报»刊
载了题为«“侨批档案”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五邑银信体现“侨批档案”世界性»的报道.申报成

功后,及时传递胜利消息,如«五邑地区数万件银信

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在后期,深入挖掘与多维展示侨批档案的文化

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例如,«汕头大笔书‘侨’
字文章,侨心、侨情、侨智、侨力激情融合»[２３],文化

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与融合.此外,«澳门日

报»在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１６－１９世纪)、功
德林文献的宣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媒体以所

在地区的文献遗产为关注点,宣传«名录»申报、普及

文献遗产知识.②«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
等全国性主流报纸,以全局的视角及时报道中国文

献遗产申报«名录»的进程,如«南京大屠杀档案»列
入«名录»[２４]、孔子族史将参评世界记忆名录[２５].③
海外媒体主要是以宣传本国文献遗产为主要目的,
如«韩国时报»(TheKoreaTimes)及时报道了儒教

册版成功申报«名录»[２６].
(２)报道字数.字数多少与报道深度具有密切

关联,一般来说字数越多所传递的知识含量越大.

３６２篇报道中字数最少的是６３字,是«中国时报»

２０１０年刊载的BeijingClassicMedicine２０１０.字

数最多的５５０１字,是«南方日报»２０１３年的长篇报

道«广东十六万件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跨国两地

书镌刻侨史记忆».３６２篇报道平均字数是８４６．０４
字,符合新闻的一般字数要求.２００字以下的报道

３５篇,１０００字以上的报道有９８篇.具体分布如图

２所示.

图２　MoW 报道字数

　
图３　MoW 报道篇数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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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世界记忆工程传播的十年变化

３．２．１　报道数量十年变化

如图３所示,MoW 传播数量呈现波浪式增长态

势,十年间报道篇数的均值是３６．２,极差是６９.报

道数量在申报年处于峰顶,反之则处于峰谷.篇数

最少的是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仅为７篇,因为２００９
年中国无文献遗产入选«名录»,为此媒体呼吁历史

文化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并大力宣传了中国文献

遗产[２７].２０１５年报道篇数出现最大值７６篇,该年

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档案申报«名录»,世界

影响较大,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

３．２．２　传播议题十年变化

如表８所示,申报«名录»、宣传推广世界级文献

遗产是十年间传播的主要议题,并且呈现增长态势.

２０１０年以后,文献遗产的保护、学术研究、开发利用

相关传播议题逐步得到重视.而对于文献遗产征集

的报道始终较少,这是值得深思的.

３．２．３　传播主体十年变化

如表９所示,新闻媒体、政府部门始终是文献遗

产的主要传播主体.学术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扮演

了较为重要的角色.而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图

书馆、档案馆传播主体角色较弱.

３．２．４　传播内容十年变化

表１０展示了前文１３种文献遗产十年间传播内

容的变化,具有如下特征:①在申报«名录»当年,１３
种文献遗产得到较大强度的宣传报道,如２０１１年

«本草纲目»«黄帝内经»报道篇次出现峰值,２０１３年

侨批档案报道篇次也为最大值.②申报前期多数宣

传力度不够,比较特殊的是侨批档案,在申报前期就

不断地宣传报道.③申报成功后,报道数量逐步减

少,关注度逐步下降,对文献遗产的学术研讨、保护、
开发利用等活动宣传力度明显不够.

表８　传播议题十年变化

传播议题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文献征集 ２ １

文献保护 ５ ２ ５ ２ ３

申报名录 ２ ４ ２ ２７ ２９ １８ １５ ２１ ３８ ３１

宣传推广 １６ ２ ５ ５ ７ ７ １７ １３ ３３ １２

学术研究 １ ３ ３ ７ ９ １ ４

开发利用 ２ ２ ２ ３ １

总计 １８ ７ ７ ４２ ４０ ３０ ４６ ４８ ７６ ４８

表９　传播主体十年变化

传播主体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国际组织 １ １ １ ７

图书馆、档案馆等 ３ ３ ２

新闻媒体 １５ ５ ４ ２７ ２３ ２６ ４４ ３６ ６４ ３９

学术研究机构 １ ２ ２ ３

政府部门 １ １ １０ １０ １ １ １０ ２ ６

专家学者 １ ３ １ １ １ １ ３

总计 １８ ７ ７ ４２ ４０ ３０ ４６ ４８ ７６ ４８

表１０　１３种文献遗产传播的十年变化

文献遗产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样式雷”建筑图档 １３ １ １ ２ ２ ５ ３

«本草纲目» １ １２ ２４ ５ ４ ６ ２

«黄帝内经» １０ ２３ ５ ３ ５ ２

１７

文献遗产传播特征及其推广策略研究/燕今伟,孟祥保

TheCharacteristicsandPromotionStrategiesofDocumentaryHeritageCommunication/YanJinwei,MengXiangbao



2
0

1
8

年
第3

期

文献遗产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功德林文献 １ １ ８

纳西族«东巴古籍»原稿 １ １ １ ５ ２

南京大屠杀档案 １ １２ ３５ ７

侨批档案 ５ ４ ９ １０ １７ ３７ １７ ３ ２

清代科举大金榜 １ １ ２ ２ １ ５ ２

清代内阁秘本记录 １ ２ １ ５ ２

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

(１６至１９世纪)
１５ １

慰安妇档案 １３ １０ １３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 １ １ ５ ２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 ２ １ １ ５ ２

总计 １５ ６ ７ ５１ ５７ ３７ ５２ ８４ ６６ ３０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主要结论

(１)一元为主与多元失衡.如前所述,传播议题

以申报«名录»、宣传介绍文献遗产知识为主,文献遗

产保护、征集、研究、开发利用、普及教育活动的报道

较少.传播主体以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为主,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专家学者等其他主体,尤其是公

众参与度较低.传播内容以报道中国世界级文献遗

产为主,但是对地区或国家级、一般文献遗产关注度

较低,对国外世界记忆名录报道也不够深入.少数

地区性、国家级报刊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深度报道

较少.以报刊为代表的世界记忆工程的大众传播模

式具有受众多、传播快、权威性高等特点,但是这一

传播模式为制造“典型”和方便传播而被公众当作认

知的规范,例如一般公众误认为文献遗产的最大价

值就是申报«名录».因此,还需要其他传播主体来

平衡这一传播格局.
(２)文献遗产传播具有系统性.哈罗德拉斯

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行为过程包含谁(Who)、说什么

(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Channel)、
对谁说 (To Whom)、取 得 什 么 效 果 (With What
Effect)５个基本要素,传播的功能是“守望环境、协
调社会 各 部 分 以 回 应 环 境、使 社 会 遗 产 代 代 相

传[２８]”.从上述分析来看,世界记忆工程的传播行

为是由传播议题、方式、主体、内容等要素组成,要素

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现有传播方式主要是文献遗产

内容简单介绍,对于传播议题、对象、传播渠道等缺

乏必要的深入研究,制约了宣传与推广效果.

(３)文献遗产传播活动具有生命周期性.传播

周期上,MoW 十年间传播力度不断提高,呈现波浪

式增长特征;在申报年的关注度较高,而后逐年下

降,呈现周期性特征.社会对申报«名录»的关注度

较高,近年来逐步提高了对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展
览、教育、开发利用等活动的关注.如中国历史文献

研究会、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２９].UNESCO
在澳门城市大学设立澳门世界记忆学术中心,致力

于 MoW 的合作与交流推广、文献遗产的学术研究

等.文献遗产传播的周期性实质上是文献遗产内在

活动的周期性,体现为文献遗产的征集、整理、保护、
申报、宣传、研究、教育、推广、利用等一系列环节,文
献遗产成功申报离不开其他环节的有力配合.

(４)文献遗产传播活动是一个增值的互动过程.
文献遗产传播活动是一个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受众都会加入自己的认知、理
解和价值观,是知识交流与增值的过程.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最终目的是形成

“共识”,提高对世界记忆工程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以报刊为媒介的大众传播是

“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方式,可预见的增值发生在传

播主体编码过程中,而对于传播对象如何解码则不

可预见,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４．２　推广建议

(１)构建“一元为主、多元并存”的传播主体格

局[３０].一方面需要加大传播主体的深度,文献遗产

的保护与推广作为一项长期文化事业,理应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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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新闻媒体主导.事实上,«名录»中的文献遗

产多数收藏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之中,与之紧

密联系的保护、展览、教育、研究等活动也需要这些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和宣传,而不仅仅是申报«名
录».例如,广东省档案馆以第十个国际档案日为契

机,开展侨批档案捐赠、展览和宣传活动[３１].另一

方面需要扩大传播主体的广度,世界记忆工程的传

播主体不应只是新闻媒体、政府部门、世界组织,还
应包括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学者、普通公

众等.
(２)深度挖掘文献遗产的内涵.文献遗产的世

界意义在于“唯一且不可替代,其消失是人类遗产的

损失.长期并且/或在世界某一特定文化区域内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了(积极或

消极的)重要影响[３２]”,具有重大的文化、历史和社

会价值,传播内容具有天然优势.在新环境下,还应

赋予其时代意义,如深度挖掘侨批档案与“一带一

路”战略、“样式雷”建筑图档与大国工匠精神、南京

大屠杀档案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文

献遗产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此外,还可利用数字人

文等技术方法,从全新视角整理与挖掘文献遗产.
(３)综合运用大众传播与社会化媒体传播媒介.

如前所述,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既有优势也有

其不足之处.随着 Web２．０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应

用,微博、微信、推特、脸书等社会化媒体应运而生,
内容生成、参与互动成为传播新方向.国外的国家

档案馆社会化媒体应用类型包括创作发表、资源共

享、协同编辑和社交服务[３３],在档案文献服务过程

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促进了知识交流与传播.世界

记忆工程传播主体可运用社会化媒体建立传播平

台,推广文献遗产,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４)加强文献遗产传播对象研究.人(大众),既

是 MoW 传播的对象,也是传播的主体,更是传播效

果的尺度.MoW 推广对象需求方面,要对公众需

要进行充分调研,了解其行为及需求特征;推广策略

方面,要细化目标群体,实现精准化传播与干预;推
广评价方面,要注重受众的体验与效果.此外,还应

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共同建立

和维护文献遗产传播的良好生态.
(５)图书馆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文献遗产保护

与申报方面,可与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合作,发挥

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文献数字化等方面的优势,挖掘

所在区域文献特色,积极申报文献遗产名录.在文

献遗产研究方面,有条件的图书馆应积极参与相关

课题申报与研究.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文献

整理研究高度重视,其中不乏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关

注,如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就

包括“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研

究”“边疆民族地区濒危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

及数据库建设”[３４],学术研究既是对文献遗产内涵

的深度挖掘,也是保护与宣传的基础.图书馆只有

深度参与文献遗产的保护、整理、申报与研究活动,
才能更好地去宣传推广,提高公众对文献遗产的认

识,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弘扬中国文化,提高民族

文化自信.

５　结语

以世界记忆工程为分析对象,初步揭示了文献

遗产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并提出 MoW 推广的具

体建议.由于数据的局限性,研究还存在诸多不完

善之处,在后续研究中,可探索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文

献遗产传播规律、图书馆如何参与文献遗产保护、公
众如何参与文献遗产推广、国内外 MoW 典型推广

案例研究、文献遗产传播效果评价等问题,以此深化

对文献遗产的认识,促进 MoW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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