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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是一种由许多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与实体组成的资源集合对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信息资源的描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知识与实体的抽象概括!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信息结构"核心属

性的分析#构建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知识脉络#以及实体资源内容与特征的描述模型#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信息资源的发现与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系统的分布式建设"异构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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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 主要指人类

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

出代表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

化遗产被誉为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

背影'#被认为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

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G

%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信息资源既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现和继承的媒介与载体# 又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发展与传承的产物F;G

% 在现代技术环境下#利用信息

数字化$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

的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 揭示信息资源的内容与

特征#建构系统$规范$开放的信息资源检索系统#可以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研究$传习提供强大

的信息资源支撑%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系统的

建设中# 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描述模型是

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信息资源的描述是对信息资

源内容与特征的抽象与概括# 描述模型是揭示信息资

源内容与特征的总体语义框架#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信

息系统具体元数据设计# 以及元数据在不同信息系统

间实现互操作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研

究成果不多#目前比较完整的方案是方允璋在(图书馆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

识库元数据方案% 该方案的描述模型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的知识元素为描述对象#以 HI!H#J'*% I"$/

K/1&9&1&"核心元素为语义描述框架#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知识或实体资源进行描述F=G

% 由于 HI是网络环

境下信息资源描述领域影响最大$ 应用最为广泛的元

数据#此方案无疑具有较好通用性#但其缺陷也是十分

突出的% 方案的描述对象涉及抽象知识与实体资源两

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对象#两者除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关'这一内容共性外#各有自己独特的共性维度% HI

的设计主要针对网络实体资源的辨识与检索# 它揭示

的是数字实体资源的共性特征# 而不考虑特定知识主

题的内在脉络与特征% 因此#HI在涉及抽象知识对象

描述时# 无法充分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文化内

涵与知识脉络# 用户也无法从内容特征方面对信息资

源进行深度的挖掘与检索%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设计思想

!一"以现有的元数据标准成果为基础

国内外信息资源描述技术的发展# 形成了一批针

对各型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元数据标准# 其中不乏技

术成熟或被业界广泛认可和应用的# 如 HI$KLMI$

@MI等% 图书馆的优势是资源的整合#而不是技术创

新%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设计

上应充分考虑已有信息资源的兼容与整合# 以现有的

元数据标准成果为基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扩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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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使描述模型既能充分揭示资源!又具有最大

程度的通用性"兼容性"规范性#

$二%全面&充分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系统是一个抽象知识与

实体资源信息的综合体! 它以达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题的全面认知为主要目标#因此!其描述模型所包含

的对象&概念&属性应既能充分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区别于其它文化现象的特定内涵&内在逻辑!又能反映

各为类相关资源的共性特征! 以及抽象知识与实体资

源间的关联性! 为用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

有效发现&评价&组织打下基础#

$三%具有良好的伸缩性

信息检索技术发展迅速! 用户的应用需求往往复

杂多样&难以预期$%&

#因此!一个包含元素丰富的描述模

型将具有较强的描述能力与伸缩性# 它对信息资源的

组织管理&信息内容的揭示!数据的挖掘检索有很好的

适应性# 反之!一个元素匮乏的描述模型!在面对技术

升级&用户描述要求细化时便会捉襟见肘!需要不断的

扩充修改!大大削弱模型的实用性# 另一方面!应因描

述模型的应用对象&应用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描述

模型应设置有便于不同类型用户! 针对不同的需求进

行元素扩展的机制! 使描述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良

好的使用灵活性#

$四%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系统对接

目前!我国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认定&管理体系!相关职能部门也已建立层级化&网

络化的信息系统!积累了一套内容丰富&完整&规范的国

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信息!如各省&市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申报系统*+ 这一信息源在未来非物质文化

遗产信息系统" 数据库资源建设中将是非常宝贵的资

源+ 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核心

元素"概念选择上!要特别重视与这些信息数据的对接!

为在未来的资源建设中实现与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管

理信息资源的互操作与数据共享打下基础+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信息结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是一种资源集合对象! 由许

多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与实体组成! 其中既包括遗产的

名称"类别"分布地域"历史渊源"传承谱系等抽象知识

集合!又包括与对象相关的人物"空间"实物"文献"网

络资源等物理实体"数字实体集合$图 '%+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描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象内容与实体的抽象概括! 将对象涉及的资源集

合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 目的在于通过抓住信息资源

间的内在联系! 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完整认

识!以及主题资源的全面发现和准确定位+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信息系统中! 对抽象知识的认识需要相关实体

资源来印证"具体化!而内容零散"片断化的实体资源

也需要对象宏观知识背景的诠释"注解辅助!才能最大

限度的实现认知价值+ 我们习惯上以实体文献资源单

位'件("'册(为资源描述的基本粒度!虽易于理解与操

作! 但往往难以有效地揭示同一主题下众多资源间的

内在关联! 阻碍了用户通过资源间的内在关联来延展

知识!以及资源的类分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系统

应用的目标是聚合同一主题的信息资源! 形成对象的

整体认知+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组织领域!并

不存在一个类似)中图法*或)汉语主题词表*的主题分

类"规范体系+ 无论是抽象知识!还是实体资源单独作为

信息资源描述的基本单元!都难以进行信息资源的主题

类分+ 因此!将抽象知识和实体资源统合在一个'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中!以资源集合的形式作为信息资源描

述与管理的基本单元!具有某种'先控(的作用!可最大

限度的减少用户主观认识上的分歧!实现信息资源按主

题类分!全面认知主题对象的目标+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一个描述对象!每个对

象中都包含了项目的特定知识!以及反映这些知识的文

献"空间"实物"人物等实体+ 如民间文学'刘三姐歌谣(

项目!既包括了分布地域"历史渊源"主要特征"传承谱

系等项目相关知识内容!又包括)刘三姐研究资料集*"

电影)刘三姐*等图书"声像资料与歌圩"黄婉秋等相关

人物"空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描述中!与对象知识

与实体相应的是对象内容描述与相关实体资源描述+这

两种描述内容加上对象在信息系统中管理信息描述!总

共三个描述模块构成一个完整的对象描述$图 '%+

由于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存在是唯一!则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系统中的记录反映也是唯

一的!其内容与管理描述是不可重复的+同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对象往往包含多个文献"人物"实物等实体+ 在

对象的相关实体资源描述上! 每一个与对象相关的资

源实体在信息系统中都应得到反映+相应地!对象的相

关实体资源描述必然是可复用的+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语义成分分析

语义是对信息的解释! 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

的语义的分析! 可为我们提供理解描述对象所涉及的

核心属性和概念! 这些属性和概念将成为描述模型的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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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语义基础# 对象核心属性与概念的分析首先要考虑对

象知识$资源特点的充分呈现%概念应具有一定的专指

度%以便用户对信息的辨识$检索与评价#其次%尽可能

使用已有的元数据方案中的的规范概念$通用属性%使

描述模型的语义表达具有较好的通用性$规范性&'(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知识脉络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

传承性$综合性等特点%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

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

以延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描述%也就是知

识概括%应充分反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其它文

化现象的特殊文化特征#目前%如 )*等几种通用的元数

据中只有名称$类别$主题$地域等通用概念可以使用%

缺乏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定内涵的专指概念#文化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 是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认定系统的重要格式文件%其信息栏目设置较

系统地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方面的内容#参考这一

文件%笔者从中提取了(民族$历史渊源$基本内容$相关

器具与制品$传承谱系$基本特征$主要价值$濒危状况$

保护措施 +个概念&%(

%加上前述 ,个通过属性%自定义 $

个反映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情况的)遗产认定*%共

$,个概念做为内容描述的语义基础#

!二"相关实体资源描述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体包括传承人$ 研究

者$工艺品$艺术品$实物$图书资料$组织机构$网络资

源%这 -种实体按相似性可分为 '个类别(

$.人物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人物包括传承人$研究者$

民间艺人$保护者$管理者&/(

%描述个人信息的一般属性

包括(姓名$性别$地域$生卒$职业$职务$民族$简介 -

个核心概念# 另外%为在个人信息披露许可下%个人一

般属性还可以包括邮件地址$电话$住址$0123$社交

网络标识!44$567号码"等个人联系方式#

!.直观对象

直观对象包括工艺品$艺术品$实物等可视化实体%

可使用视觉资料核心类目 89: *;<= !8>?@AB 9=?;@<C=?

:??;C>AD>;E" 元数据或艺术作品描述目录 *)F:!*AD=!

G;<>=? HI< DBB= )=?C<>JD>;E ;H F;<K? LH :<D" 元数据的元

素$概念进行描述# 89:与 *)F:主要针对艺术品描

述而设计%除对象的物理特征描述外%还涉及对象相关

的时空$人物$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上下文关系%与 )*

相比更能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间艺术品$工

艺品$实物所蕴涵丰富文化信息#

M.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具体包括图书$ 报刊等连续出版物$古

籍$音像资料等%可使用在图书馆馆界广泛 5:9* 元

数据的字段元素%或是使用 )*元数据元素# 5:9*主

要用于印本文献%可对文献做深度描述%具有较好的检

索性能%但技术复杂%专业性强# 与 5:9*相比%)*简

洁$易于操作%但检索性能不高# 用户可根据信息系统

对检索性能的不同要求%选择使用 5:9*或 )*#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实体%可以称为数字实体#

凡具有 N92的$可访问的网络资源%包括电子文本$电

子图书$电子期刊$网站$网页$视频$图片$音频等%可

直接使用 )*元数据元素定义#)*是 !1世纪 +1年代

末国际组织 )@IB>E *;<= 5=DAOADA PE>D>AD>Q=拟定的一种

专门针对电子资源著录% 支持互联网资源发现与定位

的元数据方案#)*元数据包括题名$主题$说明$来源$

语种$关联和覆盖范围$创建者$出版者$其他责任者和

权限$日期$类型$形式和资源标识等 #'个元素%全面

地概括了网络资源的主要特征% 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

索点$辅助检索点或关联检索点%以及有价值的说明性

信息%是目前描述网络资源最理想的元数据&-(

#

'R组织机构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组织机构包括政府管理

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艺术团体$公共文化机

构$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描述组织机构概况$创建

沿革$联系方式等信息的通用属性有机构名称$地区$

负责人$地址$简介$邮编$电话$邮箱$网址等#

%.管理描述

除内容描述$相关实体资源描述外%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象描述还包括用于数据存取管理$权利管理$使用

管理等管理描述# 主要属性包括记标识$创建者$创建

机构$时间!创建时间$更新时间"$编码$语种等通用的

管理描述属性#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元数据模型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象的信息结构$ 语义

成分分析% 可以构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

述的框架模型%如图 !# 这一模型基本体现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对象所涉及的内容$核心属性与概念%以及它们

之间关联$层级关系#在每个描述模块中%除核心属性$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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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外"设置了#自定义元素$集"用来容纳用户根据应

用需要自定义的元素%在具体元数据设计时"用户可使

用统一的元素定义规范自定义扩展元素" 在不改变基

本结构前提下"使模型具有可扩展性%

除引用的 $%&&'(等现有元数据方案外"本模型

没有规定其它核心属性& 概念在具体元数据中的使用

方式% 在元数据方案设计时"这些属性&概念既可对应

元数据的元素名称"也可以是修饰词&值"或是元素定

义的规定性内容%用户可以根据描述详略级别的需要"

及置标技术的选择进行灵活处理%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模型的特点

'一(主题资源集合的发现与定位

基于本模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元数据方

案" 有助于用户在检索中准确地发现同一主题内容的

资源集合%本模型的描述内容包含了集合对象&个体对

象&集合对象与个体对象关系的描述%在用户检索时可

以准确地发现自己所需内容主题的一组资源" 进而精

准定位其中具体个体资源对象" 有利提高资源检索查

全率的同时也提高查准率%

'二(信息系统的分布式建设

本模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描述分为内

容&实体描述两大模块"实体描述内部又按类型分成若

干描述构件% 这种层级化&模块化的结构框架"有利于

利用数据库的分布式存储&检索技术"实现非物质文化

遗产信息资源系统的分布式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

容丰富"建设一个内容系统&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

息资源系统"需要整合图书馆&博物馆 )*+

&文管部门&学

术研究机构等不同机构的资源% 模块化的资源描述框

架"有利于不同性质&类型的机构根据自己的优势"专

注于信息系统的某一部分内容的建设" 整体提高信息

系统建设的效率与质量%如研究机构具有学术优势"可

专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库的建设) 图书馆在文献

资源上有优势"可专注于实体文献库的建设%所有的元

数据可基于网络分布式存储于不同机构& 不同信息系

统中"通过统一元数据规范和数据接口"将不同来源的

数据针对不同的应用环境进行灵活封装和呈现%

'三(异构信息系统的互操作

本模型的语义定义吸收了国家文管部门信息系统

的资源"并与主要通用元数据规范保持兼容"使模型具

有较好的异构信息互操作能力% 无论是各级政府非物

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 还是图书馆 ,('% 书目数据

库&$%网络资源数据库" 都可以通过元素的映射实现

数据的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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