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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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　Ｇ２７９．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６０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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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ＥＳＣＯ）发起并成立“世界记忆工程项目”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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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ｓ　Ｈａｒｖｅ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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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与营销等［７］。ＭｏＷ最具价值、最为公开和可见的

５６

大学图书馆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 澳门城市大学２０１７年校内资助项目“ＵＮＥＳＣＯ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广机制研究”（编号：ＩＦ１７０９）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燕今伟，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５２３－０５５８，ｊｗｙａｎ＠ｃｉｔｙｕ．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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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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ｒｙ　Ａｒｄｌｅｙ）
等以体验服务视角研究了参观者对英国１２１５年《大

宪章》（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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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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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遗产传播特征及其推广策略研究／燕今伟，孟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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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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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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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ａｏ　Ｄｉｏｃ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５５０ｓｔｏ　１８０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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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ｅｉ　Ｊｉｎｇ《黄 帝 内 经》（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Ｉｎｎｅｒ　Ｃａｎｏｎ）
４９ 中国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１ 《本草纲目》
Ｂｅｎ　Ｃａｏ　Ｇａｎｇ　Ｍｕ《本 草 纲 目》（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５５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２０１３ 侨批档案
Ｑｉａｏｐｉ　ａｎｄ　Ｙｉｎｘｉ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ｔ－
ｔａｎ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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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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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遗产传播特征及其推广策略研究／燕今伟，孟祥保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Ｙａｎ　Ｊｉｎｗｅｉ，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ｂａｏ



!"#$

年
第%

期

２０１３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
ｎａｓｔｙ　Ｃｈｉｎａ，１３０４－１３６７

１０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２０１４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ｔｅｌｌａｒ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２０１６
近现 代 苏 州 丝 绸 样 本

档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Ｓｉｌ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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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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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ａｃａｏ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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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Ｋｏｎｇ　Ｔａｃ

Ｌａｍ　Ｔｅｍｐｌ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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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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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Ｓｏｕ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２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１９９９ 清代内阁秘本记录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ｎ－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２００３
纳 西 族 《东 巴 古 籍》

原稿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ａｘｉ　Ｄｏｎｇｂ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１１ 中国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５ 清代科举大金榜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２００７
清 代 “样 式 雷”建 筑

图档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ａｎｇｓｈｉ　Ｌｅｉ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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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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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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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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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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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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　Ｔｉｍｅ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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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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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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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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ｙｓ　Ｗｈａｔ）、通 过 什 么 渠 道（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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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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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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ｂ　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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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