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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研究及实
践述评

赵宇翔　 张　 妍　 夏翠娟　 刘　 炜

摘　 要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展览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GLAM)等文化记忆机构在数字化转型和升级的进

程中存在原始文化资源体量庞大、结构复杂、互操作性弱等问题。 为了充分挖掘文化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文化记忆

机构开始开放和共享数据,并借助公众智慧实现价值共创和协同创新。 本文首先对价值共创的概念演化进行溯源,

并对 GLAM 价值共创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从资源整合、机构融合、用户服务三个层面,系统梳理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机构价值共创研究的相关主题;再次,探索当前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的主要实践模式,包括数据驱动型、平

台驱动型、社区驱动型三种;最后,从 GLAM 价值共创模型的情境化构建、数字人文视域下价值共创的赋能探索以及

评价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未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的价值共创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

供参考。 图 5。 表 2。 参考文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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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ata-intensive
 

research
 

paradigms
 

have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humanit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knowledge
 

service
 

institutions
 

have
 

carried
 

out
 

digital
 

humanities-oriente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found
 

that
 

primitive
 

cultural
 

resources
 

had
 

problems
 

such
 

as
 

huge
 

volumes
 

and
 

complex
 

structur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digital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ully
 

uncover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ultural
 

big
 

data with
 

the
 

help
 

of
 

crowd
 

wisdom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began
 

to
 

open
 

and
 

share
 

data which
 

achieves
 

value
 

co-cre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value
 

co-creation
 

in
 

GLAM.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defined
 

the
 

meaning
 

of
 

value
 

co-
creation

 

in
 

GLAM.
 

Secondly three
 

related
 

themes
 

regarding
 

value
 

co-creation
 

in
 

GLAM includ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in
 

user
 

service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rdly this
 

paper
 

explored
 

three
 

types
 

of
 

current
 

practical
 

modes
 

of
 

value
 

co-creation
 

in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i. e.  data-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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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driven and
 

community-driven.
 

This
 

paper
 

provides
 

a
 

frontier
 

outlook
 

to
 

examine
 

the
 

do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empowerment
 

of
 

value
 

co-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contextually
 

establish
 

the
 

value
 

co-creation
 

theoretical
 

model
 

and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value
 

co-creation
 

in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practices
 

of
 

value
 

co-cre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5
 

fig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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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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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展览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Galleries,Li-
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GLAM)作为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的主体机构,肩负着文化资源保存、信
息交流与知识传播的重任,又被称作文化记忆机

构[1] 。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

密集型研究范式逐渐渗透到人文学科,文化记忆机

构正在经历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社区的迁徙和转

型[2] 。 文化遗产的全面数字化催生了史料资源的

新形态———数据态,这种数据态不仅承载了文化

资源的本相表征,也为文化遗产的数智化表达奠定

了基础。 数字化的文化遗产能够跨越时空,将原本

离散的文化资产关联重组并形成庞杂的数据

海[3,4] 。 数字化转型要求各类机构更好地整合资源

并进行有效联动,从数字化内容、数字化工具、数字

化人才、数字化流程、数字化机构等不同层面开展

工作;借助语义增强、关联分析等智能技术加工催

生隐性知识与文化内核的外显,实现文化记忆机构

面向知识获取与生产、知识组织与存储、知识共享

与传播、知识利用与评估等整个知识服务生命周期

的业务重组与升级[4,5] 。
数字人文是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衍生

出的新兴领域,致力于开展分布式、协作性的跨

学科研究[6] 。 2019 年,科技部、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共同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

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鼓励 GLAM 机构将文

化资源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开展面向数字人文

的跨学科研究,建设高效的协同创新体系。 为了

响应国家号召,迎接数字化技术变革带来的挑

战,GLAM 机构利用数据管理、分析、可视化等手

段建设数字文化资源并打造数字人文应用平

台[7,8] ;通过资源融合、多媒联通等方式为用户提

供信息资源服务,共同构建数字人文服务生态系

统[9,10] 。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形态使得文化遗产

的保存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为挖掘文化

数据的潜在价值提供了契机。 在开放创新的浪

潮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知识服务机构意识

到开放数据在推动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和城市文

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各领域开始尝试由内部

创新转变为面向公众开放、共享数据,借助公众

智慧实现价值共创和协同创新[11] 。 在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GLAM 机构在馆藏资源数字化进程中

发现,原始文化资源存在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等

问题[12,13] ,文化数据的使用和开发成为 GLAM 机

构面临的新难题。 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文化相关政策,面向全社会开放文化遗产数据,共
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例如,2020 年

发展改革委、网信办、工信部与能源局发布《关于加

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

导意见》,提出要深化大数据在文化领域的协同创

新,繁荣数据智能应用;2020 年中宣部文改办发布

《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通知》,
指出 GLAM 机构要积极寻求外部合作,共同参与文

化数据的标注及解构和重构,建设文化大数据服务

及应用体系;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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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了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

台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

化服务供给体系的构建,实现文化大数据的价值共

创。 在数字人文视域下,GLAM 机构可以通过价值

共创将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融入内容创作、生产、
设计以及数字生态系统建设当中,开启文化传播与

传承的新阶段。
价值共创的思想源于服务经济学领域,

Ramírez 在价值共同生产中提出价值是由企业

和顾客共同创造的观点[14] 。 早期的价值共创主

要应用于商业领域,探究顾客与企业二元视角

下的价值创造形式[15] 。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供应商、商业伙伴、合作机构和用户等利益相关

者都参与到价值创造流程中[16] ,价值共创作为

开放创新环境下群体协作的新模式,被广泛应

用于各个领域。 在数字人文场域中,开放获取

(Open
 

Access)、开放知识( Open
 

Knowledge)、开
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 3O 理念开创了开放

知识服务新模式[17] ,越来越多的公共文化服务

机构逐渐通过开放文化大数据,吸引用户参与

数据使用与开发过程,将用户作为知识创新的

重要生产力,通过与用户价值共创实现服务转

型和职能升级,为用户创造个性化体验。 目前,
国内外的 GLAM 机构以众包、社会化标注、开放

数据竞赛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价值共创项目,
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在数字人文研究方面,已有文献围绕文化

记忆机构众包、创客空间、公众科学等价值共创

具体模式进行探索,议题包括 Web2. 0 环境下

GLAM 机构数字资源整合、用户参与及体验、服
务创新等。 然而,从理论源流层面,价值共创的

概念由商业领域的研究者提出,在移植到公共

文化服务领域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情境化思

考。 回顾现有研究发现,尽管价值共创概念在

商业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然而在

公共文化服务情境下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如
概念界定的歧义性、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以及行

动路径的二元性等问题。 另外,从价值共创的

表现形式而言,随着互联网群体协作模式的多

元化和复杂化,越来越多的价值共创实践形态

涌现出来。 在梳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研究

后发现,目前缺乏对价值共创这一伞状概念体

系的系统性论述。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价值共

创概念演化进行回顾,尝试对 GLAM 价值共创

的概念进行初步界定, 并以此为基础, 归纳

GLAM 机构价值共创的研究主题,进而探索现阶

段 GLAM 机构价值共创的实践模式。 最后,对
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的未来

研究方向提出若干展望,以期更多图情档学者

在这一方向上继续深耕并有所突破。

1　 GLAM 价值共创的概念界定

1. 1　 价值共创的理论体系溯源

价值共创理论自商业领域发展而来,伴随着

实践环境的变化,不断演绎出新的研究逻辑。 本

文回顾了价值共创理论主要研究文献,在简兆权

等价值共创理论的研究基础上[18] ,梳理出不同视

角下价值共创的概念演化,如图 1 所示。 价值共

创的思想起源于服务经济学领域,Ramírez 在价

值共同生产(value
 

co-production)中提出了企业和

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14] 。 顾客可以作为外

部资源有限地参与生产过程,价值的意义附着于

最终产品。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追求经济

效益,企业开始将顾客意志纳入产品生产过

程[19] ,通过与顾客交流互动解决问题,以实现产

品价值的最大化。 鉴于此,顾客体验视角的价值

共创概念应运而生[20] 。 随后,学者们对价值共创

中的“价值”展开新的思考,价值共创的内涵和外

延得到进一步拓展。 2004 年 Vargo 和 Lusch 提出

了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主张价值共创中的价值不

是交换价值,而是消费者使用产品或服务产生的

使用价值(value-in-use) [21] 。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为产品或服务创造潜在价值,通过交互平台与消

费者进行协调互动,进而向消费者传递其价值主

张并共同创造价值[22] 。
近年来,跨界融合与数字化赋能等理念极

大地推动了行业生态系统的嬗变及服务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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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价值共创概念演化

创新,传统意义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二元划分

已日渐式微[31] 。 基于此,在服务主导逻辑的基

础上衍生出了服务科学和服务生态系统等更为

全景式的理论视角。 服务科学视角不再局限于

企业与顾客的二元互动,而是以服务交换为核

心,将相同价值主张下的人、组织、技术、资源纳

入同一服务系统,各系统要素彼此间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价值共创在不同系统的互动中得以

实现[31] 。 服务科学视角下“服务” 的涵义更加

宽泛,系统中的个人或组织均可运用知识、经

验、资源为其他人或组织提供智慧服务[25] 。 同

时,服务科学拓宽了价值共创的应用场景,从传

统商业及营利性机构延伸至更广阔的空间,特

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伴随数字人文研究

热潮的兴起,服务科学这一理论视角为文化记

忆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价值增长点。 信息技

术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能够引发系统间的资

源整合与互动,服务系统间服务交换模式与产

出也更具复杂性与多样性,价值共创贯穿于公

共文化服务生产和使用的全过程。 进而言之,
同一社会文化情境下的不同服务系统可以共同

构成一个族群,即服务生态系统。 服务生态系

统是一个自发感知和响应的松散耦合的时间与

空间结构,在特定的情境下,不同价值主张的多

元参与者和利益相关主体利用信息资源、工具

技术、经济资本、文化纽带、制度规范等元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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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多层次的生态结构的服务交换中,由价值

链向价值网辐射,从而实现价值共创[27] 。 服务

生态系统视角的价值共创发生在参与者与参与

者(Actor-to-Actor,A2A)间[32] ,每一个参与者在

价值共创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

挥着不同的作用。

1. 2　 GLAM 价值共创的概念界定

为了缓解财政压力, 公共管理部门引入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模式,尝试将权

力下放,吸纳民间资源与社会资金[33] ,优化公共

服务供给,实现职能转型与机制变革[34] 。 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爆炸产生的洪流对社

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 与此

同时,文化强国战略指出我国存在文化创新力

不足的问题,鼓励文化记忆机构要“坚持古为今

用,积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35] 。 文化记忆机构作为非营利性公共服

务机构,近年来面临着成本激增、用户使用率下

降、服务需求变化等一系列挑战,传统的由文化

机构单方面主导的服务范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

的需求[36-38]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当前文化

遗产的形态,也改变了相关管理实践,公众逐渐

由被动的文化教育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体验创

造者[39-41] 。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发现,文化价值

的共创需要越来越多的用户及利益相关者参与

进来[42-45] 。 文化价值不仅来自于增强体验的基

础服务,同时也源于用户参与视角的价值创造

改进过程,即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强调的使用

价值。
价值共创虽然在商业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仍是

一个方兴未艾的概念。 在数字人文与数字化转

型的浪潮下,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的质量、效率

和用户满意度,提高社会公众和其他机构或组

织协同参与的积极性,学界、政府相关部门以及

GLAM 机构在文化资源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的基

础上,共同对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应用

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从不同视角对 GLAM

价值共创的概念进行了论述。 从馆际合作的角

度来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之间的多边协

同合作能够有效激励文化社区成员切实参与数

字化知识的协同建设[46] ;从用户服务的角度来

看,价值共创发生在图书馆与用户的资源交互

中,图书馆在整合资源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

过程中实现价值共创[47] ;从业务流程的角度来

看,学术图书馆能够以用户为中心,在项目组

织、创客空间、网站界面设计等方面与用户进行

充分互动,挖掘用户的创造力和知识潜力,提高

图书馆的创新能力并实现价值共创[38] 。 通过梳

理 GLAM 价值共创的相关描述后发现,学者们

在探索文化记忆机构的价值共创活动时具有一

定的共性。 对比分析不同视角下价值共创概念

的参与主体、主体间关系、价值共创方式和核心

构念发现,GLAM 价值共创的最终成果由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用户、科研机构、供应商、平
台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决定。 主体之间以公共文

化机构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交互关系为主,同时

涵盖机构与机构、机构与出版商、业界与学界等

多向合作关系。 本文参考 Ciasullo 等构建的数

字文化价值共创模型[48] ,绘制 GLAM 机构文化

价值共创交互模式,如图 2 所示。 在 GLAM 构

建的价值共创生态系统中,社会和可操作性资

源的交叉形成了交互区( Interaction
 

Areas,IA),
文化价值通过主体的资源整合和互动交流共同

创造。 与商业领域营利目标不同,GLAM 作为非

营利性文化记忆机构,其价值共创面向社会服

务和文化遗产保护。 借助文化资源的数字化、
跨学科合作等方式,GLAM 机构不仅在价值主张

中感知用户需求,也强调与用户协同建立价值

主张以及利于文化遗产传承的价值链[17] 。 数字

文化资源在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被重新

利用,可以获得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的利益,
增强文化记忆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49] 。 此外,
在共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号召下,平台作为

打破边界、共创共生的场域,能够吸引更大范围

的行动者进行协作。 GLAM 价值共创也吸纳了

平台生态系统的重要思想,拓展不同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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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服务平台间的数据流动性,构建去中心化

的开放式协作网络,提高了 GLAM 内部、GLAM
机构间、 GLAM 与用户、 GLAM 与外部的合作

效率[5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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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LAM 文化价值共创交互模式

鉴于此,本文提出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记

忆机构价值共创的定义并对其进行概念化解

析。 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发生在 GLAM 面向

数字人文的信息共享活动中,是多元参与者基

于特定主题利用自身资源自发参与不同平台进

行实时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式文化生态系统,最
终实现文化传播与遗产保护的过程。 价值共创

激发了文化大数据的规模化效应,促进文化价

值链的多边传递以及价值的多元共创[50] 。 文化

资源是文化记忆机构变革的基础,数字化技术

是文化数据开放的重要驱动力。 在数字人文的

背景下,本文从文化数据的“共同生产”和“使用

价值”两方面对价值共创理念在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的应用形态进行概念化解析[14,21] ,如图 3
所示。 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大背景下,数字人

文不仅为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提供理论支

撑,也为机构、用户、外部机构间的交互创造了

更多的接触点[52] ,数字人文研究极大拓宽了文

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文化

价值共同创造,数字化资源是 GLAM 进行知识

组织的基础[53] ,数据开放是 GLAM 开展知识服

务的新形态,也是实现创新成本转移的有效途

径,相关研究围绕参与式设计、知识共享、资源

共建、协同创新等展开,GLAM 与多行动主体和

利益相关者共创文化涌现价值。 关于文化资源

的使用价值,文化记忆机构围绕知识社区、创客

空间、GLAM 一体化、个性化服务等以价值共创

为导向的实践展开,其中,参与者、资源、环境相

互作用于服务生态系统[32] ,实现高效的文化资

源配置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生成价值也随着

服务体系的扩张而不断增长。 GLAM 机构开展

的价值共创实践也为面向数字人文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价值共创涌现的知识结构丰富了数字

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认知基础[54] ,通过大众协

同实现跨领域社会资源融合。 因此,本文将上

述概念纳入数字人文视域下价值共创的研究范

畴,并以此对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机构价值

共创研究主题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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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价值共创的概念化解析

2　 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价值共创的
研究主题

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创新发展进程中,
数字人文作为文化传播与知识发现的驱动力,
是文化记忆机构开展价值共创服务的根基[55] 。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文化记忆

机构开始从价值共创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资源

的开发与传承,探索数字人文视域下公共文化

记忆机构的协同创新实践。 本文从资源、组织、
服务三个层面梳理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机构

价值共创的研究主题。 其中,资源整合是价值

共创的基石,机构融合是参与价值共创的实体,
用户服务是价值共创的根本。 在数字人文视域

下,GLAM 价值共创不仅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跨界

融合,也更好地推动面向数字人文的研究(见图

4)。 GLAM 机构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对资源进行

整合,构建中华文化基因库、数字人文平台、信
息共享空间,增强了数字人文研究的语义基

础[56] ,丰富了空间人文、信息组织等数字人文研

究分支。 从机构建设方面来说,GLAM 机构耦合

内部与外部资源,建立不同领域学者、研究人

员、文化记忆机构工作人员、用户等之间的协同

合作关系[55] ,合力探索不同服务主体对同一主

题的多角度认知,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数字人文

研究的交叉性与融合度[57] 。 此外,通过价值共

创,GLAM 机构有机会深入了解用户对数字人文

服务的需求,继而发展出数字人文服务的新

业态[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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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价值共创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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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基于价值共创的文化遗产资源整合

数字化转型使得文化遗产资源的建设突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了构建数据关联和文

化大数据体系[59] ,英美等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

基于价值共创的文化资源共享与整合实践。
英国 Cornucopia

 

项目通过众筹的方式,建成集

成艺术馆、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超过 6
 

000
个收藏品的在线数据库,并支持公众在线访

问;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世界范围内众多图书

馆、档案馆参加大规模服务计划,尝试构建文

化资源集成网站,汇聚全球文化[60] 。 在我国,
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共建

的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结合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在日本

战犯档案整理、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整理等

方面开展系统合作,共同推进相关历史资料的

征集、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61] ;上海图书馆

借助分布式云平台、关联语义等数字人文技

术,协同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

京图书馆等 1
 

400 余家机构搭建中文古籍联合

目录及循证平台,实现了中文善本珍藏的联合

查询和规范控制。
在数字人文研究方面,虽然各大文化记忆

机构在前期都进行了数字化建设,但采用的技

术标准和侧重的资源类型有所不同[62] 。 目前基

于价值共创的文化遗产资源整合的研究主要包

含整合模式探索和整合平台建构两个方面。 资

源整合过程中的设计准则、合作模式、内容整

合、技术融合以及服务集成等问题受到了学者

们的共同关注[63] 。 在平台构建方面,基于价值

共创的资源整合主要围绕关联数据方案设计和

可视化呈现两方面展开[64,65] 。 李刚等提出了基

于关联数据的价值共创模型,借助语义关联等

技术设计多源异构的 GLAM 资源关联方案,实
现 GLAM 资源关联、互补、融合,构建 GLAM 一

体化服务模型[66] ;周俊烨基于关联数据分析

GLAM 资源整合的一般过程和框架,并应用于具

体案例,构建了 GLAM 云服务平台[67] 。 在关联

数据的基础上,可借助数字媒体技术,仿真构建

虚拟现实服务场景。

2. 2　 基于价值共创的文化记忆机构融合

GLAM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主体机

构,是历史文化资源的聚集地,承担着保护和

传承文化遗产的重任[1] 。 出于服务、职能、目
标等方面的一致性考量,文化记忆机构的重组

和融合已成趋势。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信
息技术的更新迭代重塑知识获取和保存的方

式。 GLAM 不再止步于对资源的储存和线性管

理,而是转向提高文化知识的可获得性,以服

务于更广泛的公众。 如博物馆和档案馆开始将

藏品和文档数字化,以类似于图书馆的方式促

进藏品流通及文化传播[68] 。 2004 年加拿大议

会将国家档案馆与图书馆合并,成立了一个名

为 LAC(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的新型文

化记忆机构,旨在通过结合档案馆、图书馆和

博物馆的功能来保护加拿大遗产项目[69] 。 有

学者提出,文化记忆机构可以通过集成和共享

各馆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开展战略合作,共
同构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信息共享空间

( Information
 

Commons - Library, Archive, Muse-
um,IC-LAM) ,打造一站式服务与协同创新环

境[70] 。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图书馆、博物馆、档
案馆等文化记忆机构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

糊,对公众而言,更倾向于以对话而非教导的

形式从 GLAM 汲取相关信息。 如 2020 年复旦

大学医学图书馆举办的抗疫史料展览,集实体

资料、捐赠物品、新闻报道、书画与出版物于一

体,与公众协同推进文化供给侧服务创新[71] 。
此外,GLAM 作为非营利性服务机构,在财政和

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基于价值共创的机构

融合能够打破各自为政的僵局,通过创新文化

服务供给方式,共同努力实现既定目标。 例

如,上海图书馆利用其丰富的家谱、家训资源,
与上海市民政局合作建设“上海传承家谱家训

平台” ,集家谱家训查询、婚姻登记电子留念等

功能于一体。 通过统筹管理,建立协同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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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72] 。 数据层面的资源整合为跨行业文化

遗产共建奠定了基础,GLAM 机构融合改变了

公众与文化遗产资源的接触方式,不同学科领

域的学者利用专业知识推动文化教育的进步,
基于价值共创的用户信息实践进一步延伸了

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

2. 3　 基于价值共创的用户服务创新

GLAM 机构作为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为导

向、以技术为支撑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当为

持续的价值共创和用户服务创新做出贡献[73] 。
譬如,通过增强体验和互动等方式来鼓励用户

积极参与从知识获取到用户生成内容的多阶段

活动,实现操作性资源的持续交换。 根据服务

生态系统视角,GLAM 机构基于价值共创的用户

服务包含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互动关

系[74] 。 参考 Akaka 等对于不同层面价值共创的

划分,本文梳理 GLAM 基于价值共创的不同层

面的用户服务创新,如图 5 所示。 首先,微观层

面的价值共创关注用户与 GLAM 间能够被直接

观察到的服务交换行为,价值的创造取决于用

户经验与参与倾向[75] ,如用户参与式设计和体

验、基于社交媒体的用户参与服务等。 关于用

户参与式设计和体验,以展览馆和博物馆为例,
移动技术改变了公众对艺术审美和体验的需

求,博物馆和展览馆作为艺术传达的中介,邀请

参观者共同参与展览的设计。 同时,参观者可

以通过自拍、留言等方式留下“痕迹”,这些用户

生成内容也构成了展览的一部分[76] 。 基于社交

媒体的用户参与服务是 GLAM 机构利用微博、
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与用户直接进行信息交互

的活动[77] ,如微博账号@ 故宫博物院、@ 苏州博

物馆等。 GLAM 机构将大众媒体的“社交”属性

作为个性化服务的一部分,用户在获取实时信

息的同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方式完成价值

表达。 价值共创激发了 GLAM 机构的服务潜

能,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 其次,中观层

面的价值共创是在用户与 GLAM 二元互动的基

础上,加入了更多用户服务创新活动的直接利

益相关者和中介参与者,以社会技术为基础形

成了多种资源整合模式[75,78] 。 在 GLAM 价值共

创的情境下,平台承担中介角色,相关用户服务

包含文化遗产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众创空间等。
例如,GLAM 机构发起的数字人文类开放数据竞

赛,以挖掘和利用文化数据价值为目的,从数据

中提取知识并开放给大众利用,向公众收集具

有文化创意的开放数据解决方案或产品原

型[76] 。 在数字平台的中介作用下,用户与文化

记忆机构间新型开放式互动滋养了文化价值共

创过程,催生了文化遗产的意义建构与时代表

达,典型案例如上海图书馆的开放数据竞赛。
众创空间(maker

 

space)是图书馆基于其各种有

形与无形资产,面向创客打造的开放式创业生

态系统,如清华大学的 iCenter。 其中,创客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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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价值共创的 GLAM 用户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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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者共同完成创新创业活动的设计、改进、
实施以及策展,从而满足多方主体的价值诉

求[79] 。 中观层面的价值共创将技术和人的要素

进行结合,基于 GLAM 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价值

共创实践,是开展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也
是实现文化遗产从固有价值向使用价值转变的

重要推动力[48] 。 最后,宏观层面的价值共创则

是吸纳了更多的边缘参与者,场景共创是基于

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情境化考量[74,75,78] ,相关用

户服务包含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元宇宙建

构等。 随着用户的角色逐渐演化为文化遗产的

共同生产者,文化记忆机构也由资源提供者向

文化价值传导者和促进者递进。 在文化资源关

联和机构融合的基础上,社会大众通过数字叙

事(digital
 

storytelling)等方式共同分享、构建和

传播文化集体记忆[80] 。 此外,元宇宙是新一轮

技术革命和产业革新的产物,借助多种新技术

和媒介,文化遗产元宇宙能够为用户搭建起与

各时代文化和文明对话的桥梁,打造文化遗产

价值的社会化传承和公共服务创新的数字生态

空间,促进数字文化资产的协同创新,为用户提

供虚实交互的沉浸式和个性化体验。

3　 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的实践模式

科技的变革推动了价值共创概念内涵的演

化,文化记忆机构基于价值共创的服务模式离

不开新技术的驱动。 张春景等提出技术驱动下

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包括数据驱动型、云平台驱

动型和整体驱动型三种[81] 。 本文以此为基础,
结合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对国内外现有文化

记忆机构价值共创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了文化

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的三种实践模式:数据驱动

型、平台驱动型和社区驱动型,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GLAM 价值共创实践模式

实践模式 案例机构 价值创造主体 开放数据类型 价值共创形式

数
据
驱
动
型

哈佛大学图书馆[82] 读者 书目数据、地图、手稿和影音视频等 众包

白宫科学技术政策

办公室[83] 公众、科研人员 国防、能源、医疗、教育等领域 公众科学

上海图书馆[84] 数字人文学者、 公

众、读者

家谱、古籍、盛宣怀档案、图影音多媒体

资源、人名规范库、地名库、历史文化事

件、优秀历史文化建筑、纪念物、地标等

众包

平
台
驱
动
型

德国 数 字 图 书 馆

平台[85] 读者、公众 文字、图片、音乐、录音和录像等 众包

法国国家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86] 公众 各类社会数据资源 开源协作

社
区
驱
动
型

数字故宫社区[87]
故宫博物院、公众、
研 究 人 员、 合 作

企业

馆藏品数字化资源、历史文档数字资源、
数字文物影像资源、古代建筑信息

社会创新

云瀚[88]
智慧图书馆技术应

用联盟、社区成员、专
家委员会、秘书处

开源应用 社会创新

IIIF - IIP
 

沉浸式交

互平台框架[89]

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 美术馆等文

化遗产研究机构

图像资源 馆际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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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数据驱动型

文化记忆机构充分利用数据资源优势,将
海量的结构化文化资源数据和用户生成内容数

据进行整合处理并提供给用户,激发用户的价

值创造热情,如哈佛图书馆、白宫科学技术政策

办公室、上海图书馆等机构的实践。 本文以上

海图书馆举办的开放数据竞赛为例分析数据驱

动型价值共创的实践模式。 上海图书馆数字人

文平台建设过程中生产的丰富的历史人文数据

不仅来自上图本身的馆藏,还整合了其他合作

机构的数据,如韬奋纪念馆、嘉兴市图书馆,共
涉及 1

 

400 余家机构的古籍联合目录数据、600
余家机构的家谱联合目录数据。 上海图书馆以

关联数据的方式向互联网公开发布项目建设所

用的基础知识库(姓、人、地、时、事、物)、文献知

识库(家谱、档案、古籍、报刊、老照片、老唱片、
老地图、老电影等)。 开放数据以 REST

 

API、
Sparql

 

Endpoint、内容协商(content
 

negotiation)等

方式提供各种数据消费接口供开发人员调用。
鼓励参赛者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为历史文化

资源开发新的应用场景,发现新的用户群体,从
而实现机构、开发者、用户之间的价值共创。 竞

赛主办方通过举办宣讲会和训练营的方式对参

赛者进行培训,不同知识背景的参赛者从中学

习项目建设过程中所用到的前沿技术和工具,
了解项目目标并组建团队。 通过工作人员与参

赛团队信息交互、资源整合,最终可构建出优秀

的移动应用产品原型,充分挖掘文化数据的应

用价值和潜力。

3. 2　 平台驱动型

平台驱动型价值共创实践模式的应用主体

为各种图书馆平台。 该模式最早由 Weinberger
提出,认为应将图书馆打造为数字平台向公众

开放,同时用户能在该平台上自由创建新的产

品或服务[90] ,如德国数字图书馆平台、法国国家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等。 德国数字图书馆平台于

2012 年正式上线,以德国 1
 

842 家图书馆、档案

馆和博物馆为支撑,支持德文和英文,开放数据

包括书籍资料,以应用程序接口( API)的形式免

费提供元数据[85] 。 法国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于 2011 年运行,汇集国家、地方组织、协会等机

构的公共数据集,其中 13 个部门开放的 96 类数

据需付费使用,平台鼓励公众利用开放数据进

行创新,使用者和开发者在网站论坛上可以进

行交流[86] 。
本文将数据驱动型模式与平台驱动型模式

进行对比发现(见表 2),虽然两种模式组成元素

相似,但又各有特色。 数据驱动型模式提供了

结构化数据,数据标准统一,内容以数字人文为

主,并且均供参与者免费使用。 规范化的开放

数据吸引了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参与者。 由于

数据驱动型模式需要根据任务需求提交作品,
因此其互动形式包含线上和线下两种。 平台驱

动型模式的数据来源广、内容涵盖领域全,实现

了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 此外,该模式提供了

非结构化的原始数据,有利于参与者发散思维。
由于对作品提交并无要求,因此二者的交流通

过平台就可以实现。

表 2　 数据驱动型与平台驱动型模式对比

实现模型 数据 研究领域 参与者类型 互动形式

数据驱动型

结构化数据;具有明确的数据标

准;数据种类有限,数据量较少;
开放数据免费

以 数 字 人 文

为主

具有数据科学等相关知

识背景的专业人员
线上、线下

平台驱动型

非结构化数据;数据标准不一;
数据来源广,数据量较大;存在

付费数据

全领域 一般公众 线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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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社区驱动型

社区驱动型以各类社区为单位,构建共赢

的生态环境,文化记忆机构的功能与服务以及

用户的需求与体验都可以在新型数字社区中实

现[91] 。 GLAM 机构由文化数据库转变为知识

库,文化资源的传承由静态存储转变为动态利

用,离不开数字文化社区的支撑,如数字故宫社

区、云瀚、IIIF-IIP
 

沉浸式交互平台框架等。 北

京故宫博物院 2013 年发布了“数字故宫社区”
计划,基本架构分为八个方面,分别是社交广

场、文化展示、资讯传播、参观导览、学术交流、
公众教育、休闲娱乐和电子商务。 在社交广场

中,故宫博物院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

台传播官方资讯,同时鼓励用户对文物藏品进

行分享和再创造,使得故宫文化以一种更具活

力和人气的方式传播。 在文化展示板块,故宫

博物院借助 VR 等技术,使得用户身临其境地感

受古建筑的魅力[92] ;“故宫社会” APP 赋予了用

户自主创作权,支持构建个人内容创作与展示

的空间。 除此之外,数字故宫社区还包括“故宫

出品”文创产业、故宫知识课堂、线上展览等一

系列产业,社区中的所有成员都能从中获益,故
宫文化也在有机的生态系统中“活起来”。

在图书馆方面,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团队

回顾图书馆发展脉络,基于开源技术和云原生

框架,创造性地提出智慧图书馆服务中文社

区———云瀚。 云瀚秉承了 FOLIO 开放共享的理

念和协作共赢的精神,是国内自主研发的服务

社区。 云瀚采用了“平台+应用”的模式,注重服

务供给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可拓展性。 云瀚是

FOLIO 的本土化,在其微服务架构中融入了中

国特色的中台概念,包括业务中台、技术中台、
数据中台和 AI 中台。 其中,数据中台进行底层

数据管理,技术中台的各种 API 可实现产品或

服务的互通,业务中台和 AI 中台承载图书馆各

类微服务模块,通过系统灵活迭代实现资源复

用。 云瀚是图书馆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新型技术

生态系统[88] 。 此外,云瀚根植于社区,聚集所有

关心图书馆发展的人,包括人文学者、图书馆

员、IT 技术人员等多领域跨学科的数字人文专

家和研究者,基于应用社区和技术社区的用户

互动,共同提供精准的知识创新服务[93-95] 。 除

了面向公众的社区外,也有学者对面向数字人

文研究和服务的开放社区模式进行了探索,如
IIIF-IIP

 

沉浸式交互平台。 该平台面向不同类

型的 GLAM 机构,基于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 II-
IF),共同定义多文化遗产研究机构间图像的互

操作标准,结合关联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

链技术,涵盖从图像呈现、标注、分享、赏析在内

的全流程,实现文化图像从数字化到语义化的

转变[89] ,打破馆藏资源的“图像孤岛” [96] ,推进

基于价值共创的机构融合,为图像资源与其他

资源的关联融合奠定基础。
社区驱动的价值共创实践模式,不仅为参

与者提供了互动平台,而且针对不同服务场景

共同塑造了一个沉浸式学习环境。 参与者通过

服务交换过程实现自身资源配置的更新,因此,
社区中的用户体验可以被无缝链接、分享和重

塑。 传统服务模式中的角色区别将被淡化,所
有参与者都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和服务的受益

者。 在社区模式下,价值不再是通过一连串的

线性行动产生,而是通过复杂交织的关系进行

建构,这凸显了价值共创从一对一或一对多转

向由不同行为体组成的多对多的生态愿景[48] ,
这些行为体在多模态复杂异构的架构内行动,
共同创造服务生态系统的文化价值[97] 。

4　 结语与展望

本文系统性地回顾了从顾客与企业二元互

动的消费者体验到多元主体参与的服务生态系

统的认知视角演化,结合文化记忆机构的探索

和实践,对 GLAM 场域的价值共创进行了概念

界定,从资源整合、机构融合、用户服务三个维

度梳理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记忆机构以价值共

创为导向的研究主题。 研究发现,价值共创的

思想渗透到了文化记忆机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播的各个环节,文化记忆机构以知识服务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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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互为支撑,将所有关心文化遗产的人汇聚

起来,构建起线上线下资源融合的服务生态体

系。 基于此,探索了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创的

实践模式,包括数据驱动型、平台驱动型以及社

区驱动型。 然而,相较于国外这一领域的理论

探索和实践发展,国内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记

忆机构的价值共创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特别是对 GLAM 价值共创理论框架的深入分析

鲜有涉及,本文就此提出三点研究展望。
第一,基于传统的经典理论对 GLAM 价值

共创模型进行情境化 ( contextualization) 构建。
目前也有学者将图书馆的服务特征与商业领域

经典模型相结合构建价值共创理论框架,如 Is-
lam 等在服务主导逻辑视角的基础上提出学术

图书馆服务创新的价值共创框架[38] ,但是该框

架视角存在局限,粗略地认为价值共创只发生

在图书馆与用户的交互过程之中,仅对服务系

统内部的价值共创进行了探究,并且价值共创

的目标较为笼统,并未体现非营利性学术图书

馆与企业管理在目标和流程上的差异。 因此,
未来的研究亟待从价值共创的经典模型出发,
深入探索数字人文视域下 GLAM 价值共创的理

论框架,特别是融入价值共创生态观的意义建

构和行动路径分析。
第二,考虑 GLAM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价值

共创的时代特征及价值赋能。 参与者作为价值

的创造者,可以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结合并重新

组合他人的经验,持续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使得

在价值共创网络中获得的虚拟经验可以共享。
因此,共创产生的文化价值超越了文化遗产的

个人体验以及传统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二

元论关系。 鉴于此,基于不同共创情境探究多

维度下的文化价值,也是未来值得探讨的方向,
特别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去深入分析 GLAM
机构价值共创的共享经历(shared

 

experience)。
第三,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记忆机构价值共

创评价体系构建。 GLAM 机构开展以价值共创为

导向的数字人文研究,不仅能够促进文化知识传

播,而且能够挖掘历史人文数据的价值,为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赋予时代的力量。 因此,基于数

字人文视角,一方面要评估 GLAM 机构在数字人

文研究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反过

来评估数字人文研究在扩大 GLAM 机构的社会

影响力和显示度方面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以评

促改,以评促建,从而更好地推动 GLAM 机构的

价值创新指数和价值共创绩效。

致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放数据的价值共创机制及实现

模式研究”(编号:7207411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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