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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数字化技术，深入挖掘与梳理地方红色文脉，设计并构建资源整合平台，为信息技术

时代与后疫情时代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提供新思路。方法 引入空间叙事理论，以革命老区潮州

为例，探索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的信息设计方法；结果 提出由“时、事、场、

人、物”五要素组建的地区红色叙事框架，以“信息提取–信息处理–信息呈现”为步骤，综合运用数据

库、TGIS、超链接文本与云平台等多元数字技术，实现“立体资料库+多媒体展示+公众交流”三位一

体的数字平台建设。结论 引入空间叙事理论，有助于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联，梳理其空间

叙事要素，建立叙事结构模型，以建立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信息体系，为大众提供系统、深

入感知红色文化的数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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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esig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Digital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Narrative 

JIANG Jia-wen, HE Shao-y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eply excavate and comb the local red context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sign and construct a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tform,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ra and the post-epidemic era. With Chaozhou, a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s an example, the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was introduced to explore the information design method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 regional red narrative framework composed of five elements of "Time-Event-Field-Person-Object" 

was proposed. With "information extraction-information processing-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as the steps, multiple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database, TGIS, hyperlink text and cloud platform were used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three-in-one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database & multimedia display & public communication" 

was put into practice. The introduction of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is helpful to deepl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ort out its spatial narrative elements, and establish a narrative structure model, so as to build a digital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 digital 

environment for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erception of r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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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设计，泛指一切“通过合理的方式来获取、

组织和构建信息呈现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提高信息传

递效能”的设计行为[1-2]。现代信息设计已逐步延伸

到数字孪生、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等多学科交叉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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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研究议题也扩展到了人本社会、人与自然环境

等系统性问题[3]，特别关注信息的系统性设计。旨在

采用合理的方式提取、分析并组织数据与信息，并让

其以合适的途径与形式传播，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日

益复杂的数据和信息。 

随着大数据、云旅游、全景游览与移动 LiDAR

扫描等数字技术逐步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

化手段实施传播成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重

要途径，具有介入少、时耗低、效率高的特点。党在

百年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革命旧址等红色文化资

源，是党史学习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感知场所

与介体。启动对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研

究，充分挖掘和管理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历史信息，

创新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手段，将有助于提高红

色文化资源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和感染力，并推

动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共享机制、协同攻关机制和转化

应用机制的建立。然而国内现有的红色文化数字化保

护成果大多采用“立档储存”的方式，缺少对资源之

间的逻辑关联与历史全局的分析与组织，展示深度

和逻辑性都有待提升，难以生动、系统地向大众重

现波澜壮阔的整体革命史及个体资源在全局中的作

用和地位。 

本文引入空间叙事理论，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之间的关联，梳理其空间叙事要素，建立叙事结构模

型，并以革命老区潮州为例，通过合理构建“信息提

取–信息处理–信息呈现”全过程，建立一套红色文化

资源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信息体系，以便为大众提供一

个系统且深入感知红色文化的数字环境。 

1  空间叙事理论及其启发作用 

1.1  空间叙事理论 

空间叙事理论源于传统叙事学等人文学科的“空

间转向”，在原来时间维度主导的研究中引入对空间

维度的思考，最早应用于文学和影视领域，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成为一个明确的学术概念，并逐渐扩散至

人居环境等空间研究中[4]。现代建筑学领域中的空间

叙事理论主要探索空间环境和社会文化意义之间的

关联，关注“空间承载了怎样的信息？”“应如何理

解其承载信息的架构？”“如何进行再表述？”等几

大问题[5]，本质上是一种对现有的物质的空间进行解

构、分析与再创造的重构过程，目的是提高使用者对

空间的理解与感知。 

目前，空间叙事理论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于城市

故事、城市记忆的挖掘和研究。国内城市尺度的相关

研究关注城市与事件的“时空复合”关系，着重对空

间和事件间的关系、模式与方法的探索[6]；陆邵明[7]团

队提出城市文化场所的时空关联性建构，并提出“物

体（Object）–空间（Space）–事件（Event）”三个空

间叙事的要素轴，关注物质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历时与

共时整合，建立了空间叙事理论的研究范式；张楠的

研究团队认为空间叙事理论有助于“从更大跨度、更

完整的时空范围中梳理现存各种有形、无形历史资源

与信息间的脉络关联，整合碎片化空间遗产，挖掘依

据、寻找线索”，探索了历史城区叙事环境系统的量

化问题[8]；何韶颖的研究团队则通过借鉴空间叙事理

论的要素及叙事结构的分析，探索出城镇记忆场所的

叙事表征方法，并利用 GIS 空间数据库，空间句法等

数字化工具进行基于实证的量化研究，尝试为地方归

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提供构建的理论基础 [9]。总的来

说，空间叙事理论为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研究提供了一

种将使用者的知觉体验、集体记忆和场所的历史信

息、空间特征的关联进行时空耦合的研究方法。 

1.2  空间叙事理论对数字平台信息设计的启发 

从文学领域中对“叙事的空间”的提取和分析研

究到设计学、建筑学等学科中对“空间的叙事”的挖

掘与再表达研究，空间叙事理论形成了一套从信息提

取、分析、处理到信息再现的逻辑与方法。空间叙事

理论通过对场所的历史信息、空间特征和集体记忆进

行时空耦合，再关联使用者的知觉体验，来提高使用

者对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理解与感知的应用思维，为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见

图 1）。 

空间叙事系统主要由叙事要素与叙事结构组成，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的信息设

计全过程可以相应转化为以下三个步骤。 

1）信息提取——梳理“红色叙事的文本”。由于

革命历史的特殊性，现留存下来的红色史料以文本资

料为主，文本类文献成为了最主要、也是最具原真性

的红色叙事载体，从红色叙事文本中提取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等叙事要素，构建红色叙事要素框架。 

2）信息处理——分析“红色叙事的空间”。以空

间叙事理论的时空耦合思维指导红色文化资源的信

息处理，将红色叙事要素进行有机结合，将事件“放

置”于空间当中，借助地图叠加、GIS 空间可视化分

析等工具方法，挖掘资源之间更深层次的意义关联，

形成多元叙事结构，以全方位揭示地方的“红色文

脉”。 

3）信息呈现——指导“红色叙事的空间表达”。

以空间叙事理论蕴含的叙事性思维完成数字平台的

表达设计，通过一定的设计手法和表现方式，将信息

重构为具有深层次内涵的数字化展陈内容，使受众可

以脱离物理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便捷地获取红色

文化资源的多维度信息，并建立起对红色革命的整体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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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思路转变 
Fig.1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for digital protec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2  研究案例概况 

革命老区潮州，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的标志——南昌起义之后建立的全国首个县级红色

政权所在地[10]，有革命活动开展早、持续时间长的特

点，拥有丰富而宝贵的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在中国

革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潮州重视推进红色

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以加大革命遗址普查力 
 

度、开展革命遗址修缮工程、加强革命遗址的连片规

划以及打造红色纪念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相对

更偏向实体保护的工作为重心，同时逐步启动数字化

保护工作。 

目前潮州面向公众开放的数字化成果主要有 6

项（见表 1）；现有的数字资源建设侧重以点状的、

切片的方式向大众传递单一遗址的基础信息（见图 2），

遗址之间的关联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也暂未形成资  

表 1  潮州红色革命遗址数字化保护主要成果 
Tab.1 Main achievements of digital protection of Chaozhou Red Revolution sites 

数字化保护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实现的数字化保护内容 

涵碧楼革命纪念馆改造提升 数字展陈 多媒体数字屏幕展示与“血战竹竿山”等 VR 体验 

潮州涵碧楼 VR 全景 全景作品 遗址空间及周边环境的全景记录 

潮博涵碧楼 AR 导览 微信小程序 
数字化文物模型、革命历史人物语音介绍 

历史场景艺术还原全景照片、战场场景还原动画视频 

潮州红色地图 微信小程序 遗址普查登记的图文资料与位置展示 

14 张“潮州红色文化名片” 图频资料 代表性革命遗址的现况图频及主题宣传片 

“粤学党史·粤爱党——打卡广东红” 微信小程序 
全省多个重要地标、重要革命遗址的在线学习与打卡引导 

（其中包含 5 个潮州市革命遗址） 

潮州“红色地图”2.0 微信小程序 
潮州市 150 多处红色景点、红色遗址的分布地图图片展示 

（其中包含 13 处重要遗址点的视频、VR、图文资料展示）

 

 
 

图 2  相对独立的各项数字化保护成果 
Fig.2 Achievement of independent digi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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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集成和共享态势，难以清晰地向大众呈现潮州地

区革命历史全景。 

本研究从信息提取、信息处理和信息呈现三个

方面，探索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数字平台信息设计

创新路径，为潮州现有相对孤立的各处红色革命遗

址重建时空联结，力求将建党百年来在潮州地区涌

现的大量红色事件、人物、文物进行深度的融合与

再现。  

3  红色文化叙事信息提取 

数字平台信息设计的第一步，是提取各类红色叙

事要素，建立要素框架，这是红色文化全景呈现的前提。 

目前在叙事要素构成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观点主要有时间叙事六要素、空间叙事设计要素与红

色文化叙事要素三种（见表 2），三种观点的模型虽各

有侧重，但其要素的概念定义之间亦存在交叉关系。 

 

表 2  代表性的要素构成模型 
Tab.2 Representative component model 

类型 核心要素 要素构成 

时间叙事 时间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空间叙事 空间 

“场”——行为发生的场地和空间 

“物”——叙事相关的物件，构造等细部 

“事”——情节，包括人和在里面发生的活动和行为，以及相关的文化背景 

红色文化叙事 
魂 

（红色文化）[11] 

“魂”——则指革命精神、红色精神 

“人”——革命相关的志士、烈士等 

“事”——革命是革命事迹、活动等 

“物”——是烈士所用之物，包含旧址与遗址等 

  
在“物–场–事”的空间叙事要素构成模型中，原

始的人物信息被认为是“与场所关联的事件”中的一

部分，归属于“事”要素中。而在红色文化叙事场景

中，代表人物及其行为是红色文化与精神的高度体

现，相关的红色事件由人物主观能动地领导或参与发

生，人物在其中主动选取、使用甚至改造空间，成为

红色文化的“叙事主人公”，是红色文化叙事的必要

组成要素。梳理人物要素的空间“足迹”，将能有效

帮助理解红色事件等资源之间的内在叙事关联。结合

对红色文化资源分类的辨析与研究，本研究认为基于

空间叙事理论的红色文化叙事应由“时、事、场、人、

物”五类要素组成。 

1）时间要素——指革命遗址、事件等文化资源

在物理世界中存在的时间标记，是纪实叙事的必要

要素。 

2）事件要素——指曾在革命遗址内发生的事件，

作为空间叙事的研究主体之一，是组成空间意义的重

要因素。 

3）场所要素——泛指承载红色事件发生的地点、

环境、场所等空间描述，是红色文化空间叙事的空间

载体。 

4）人物要素——指革命事迹相关人物，是串联

各个场所与事件的重要因素。 

5）物件要素——指在革命斗争中发挥过作用的

物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场”的补充。  

4  红色文化叙事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是构建时空耦合叙事结构的关键，即从

历时性、共时性两个方面开展空间叙事要素的特征、

演变与分布研究，挖掘隐藏在物质表象背后的红色文

化信息，以形成可支撑文化价值输出的传递信息。 

4.1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信息处理要点 

以革命遗址为代表的“场”要素是红色叙事的空

间载体，其时空分布轨迹是红色活动的空间记录和红

色叙事行为的结果，是重要的红色文化信息体现。通

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红色叙事要素在各革

命时期（时间维度）的结构及变化进行辨析，再通过

一定的表现、阐释、串联和交互的方式，能加强使用

者对革命遗址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文化价值感

知。其信息处理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1）提炼叙事要素的信息特征。对革命遗址空间

叙事要素实施内容分析，更全面地认知革命遗址在不

同层面的特征和意义，总结遗址空间的典型表现与现

状问题，帮助定制更有针对性的保护利用措施与信息

展示策略。 

2）梳理叙事要素的信息演变。以空间为基面，

感知各类叙事要素在宏观空间中随时间维度的分布

演变与意义关联。通过对红色叙事要素的历时性空间

规律探究，帮助确认地区红色文化叙事的脉络框架，

加强地区红色文化发展的总体认知。 

3）关注叙事要素的信息关联。叙事空间是以共

存性、共时性为特点的空间与事件并置结构体系，需

要通过关联阅读才能清晰地理解宏观红色活动与叙

事要素之间的内生驱动与有机联系。通过共现式的信

息分析法，把握与理解不同类型的要素或资源间的融

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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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空间分析的叙事结构构建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可视化分析是空间

叙事量化研究的标志性工具。构建时态地理信息系统

（TGIS），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可视化空间分析功

能，叠合时间变迁要素，对红色革命遗址的空间叙事

要素进行空间分布与结构的可视化分析，能够直观地

观察与提取其演变过程，通过不同时期的革命遗址分

布图像展示及比对分析，从更宏观的角度感知和表现

革命历史叙事的过程。 

革命遗址等红色文化资源，是在连续的革命活动

中留下的，其在时间、人物、事件与物品属性上往往

是高度关联的，但是由于历经多年的风雨洗礼及隐蔽

记录的特性，现存资源在宏观空间分布与事件关联上

经常是被弱化甚至割裂的。在上述的叙事要素梳理

中，某一地区内同“时间”的“事、场、人、物”要

素构成该时期完整的红色文化空间叙事面，并随着时

间的流动形成叙事的演变过程，无数叙事面的串联，

构成地区的红色文化空间叙事集合（见图 3）。因此，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的叙事结构可分为历时性和

共时性两种。 

1）历时性叙事。即以空间为基面，以时间要素

为线索，探寻某一区域的红色事件层积，从而加深对

该区域红色历史演变的感知。通过不同时期革命遗址

分布的比对分析，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感知和表现革

命历史叙事的过程。 

利用 GIS 空间可视化分析功能，可发现潮州地区

革命遗址的覆盖范围随着时间推移，在数量与空间分

布上都出现“扩张–收缩–聚集”的过程（见图 4）。

在大革命时期，革命处于萌芽发育阶段，该时期潮州

革命遗址分布的区域性较为明显，呈“北–西南–东南”

三足鼎立之势；土地革命时期，潮州革命遗址与上一

时期有较为明显的“承继关系”，并在分布范围及数

量上都有明显扩张，说明革命传统在这些区域的承

继与传播；抗日战争时期，革命遗址主要以游击队

旧址及隐蔽战斗据点等为主，数量较前一时期锐减，

空间分布范围上亦有所收缩，整体显得均匀松散，

符合这一时期“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与政策；解放战争时期，

潮州革命遗址数量回升，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的聚拢

组团现象，即以交通站和活动旧址群为中心的“饶平

县中部”和“潮安平原”两大组团，显示革命力量趋

于集中。 

2）共时性叙事。是以某一革命时期为研究基点，

通过对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红色革命遗址空间分布结

构辨析，关注不同时期下空间场所与红色事件之间的

耦合关系（见图 5）。 

以潮州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遗址空间分析为例，

受南昌起义军南下的鼓舞影响，潮州革命活动活跃，

遗址数量与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南昌起义军主要活动

地点上饶镇（茂芝会议），与周边地区组成饶和埔诏

苏区（饶平–平和–大埔–诏安），成为潮州北部的革命

新重心；中部地区开辟了凤凰山革命根据地，连接起

南北两大革命区；东南边沿海的饶南地区革命活动范

围扩大，潮州总体形成全域革命的态势。后期革命活

动转向隐蔽，红色叙事场所的类型转向私密性和隐蔽

性更强的民居，并出现活动包容性更强的其他公共建

筑如商业建筑等，以掩护革命事件的进行。 

如此类推，通过解析不同条件下生成的分析图

像，可以总结红色事件的发生规律与内在的意义关

联。总体而言，潮州地区革命遗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

空间分析结果，符合革命形势的文本描述，与各时期

的革命活动特征有明显的呼应关系。 
 

 
 

图 3  空间叙事理论下的信息耦合机制 
Fig.3 Information coupling mechanism under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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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时期潮州地区革命事件空间分布分析 
Fig.4 Analysis map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Chaozhou in different periods 

  

5  红色文化叙事信息呈现 

经全面提取、处理潮州市 156 处革命遗址相关的

红色文化资源的信息内容[12]，再对其进行顺序与结构

编排，最终开发出具有“立体资料库+多媒体展示+

公众交流”等功能的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见图 6）。 

5.1  基于移动设备与云平台的实体交互展示 

随着数字人文观念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等

移动设备成为公众获取文化资讯的重要渠道，“三微

一端”成为重要的文化叙事与传播阵地。结合革命

遗址在现实世界中孤立存在、关联不明显等情况，

数字信息系统可为其架设叙事关联的“桥梁”，在各

遗址现场提供信息入口，形成高可达性的“在场–在

线”信息交互系统。 

潮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基于移动设备与云

平台等载体进行信息设计，为红色革命遗址建立时

空联结（见图 7）。一方面，公众在任意地方均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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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土地革命时期潮州地区革命事件空间分布分析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analysis map of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Chaozhou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过网络进行访问，脱离物理空间的限制深入了解多

维度的潮州红色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在各遗

址本体、博物馆等红色文化感知场所设置交互装置、

“二维码”等便捷的数字入口，使场所本体与信息

平台共同组成具有“实体交互体验”的信息感知场

所，公众在观展的同时可通过“扫码”进入数字叙

事世界，丰富了红色文化的体验形式，以创新的传

播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5.2  基于用户主动交互的红色文化全景结构展示 

现代移动设备具有丰富的交互潜力，空间叙事系

统的信息设计可以充分考虑现代用户的交互偏好，以

设计特定结构来进行更高效的信息表达。针对潮州红

色文化特点，数字平台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空间叙

事逻辑，分别设计了“潮州革命足迹”与“潮州红色

地图”两种红色文化全景叙事模式，以可互动的动态

故事地图等直观的交互方式进行宏观的红色文化叙

事展示，帮助观众建立全景式、概括式的地方红色文

化认知。 

1）在叙事引导的“潮州革命足迹”板块中，呈

现的信息核心是以事件为线索发生的空间历时演变。

通过对潮州红色事件的时序整理，挑选出“潮州七日

红”、茂芝会议、左联六杰与秘密交通线 4 张影响力

较大的本地红色故事名片，将其叙事内容结合以潮州

地区为重心的历史地图实行时空轨迹分段展示。结合

全省、全国的革命史，将不在本地发生但有强烈前因

后果联系的南昌起义、三河坝战役与秋收起义等重大

革命事迹，串联组成完整的革命史叙事互动体验。用

户只需通过光标（或触点）的移动就能触发事件的地

理行动轨迹与详细事件解说，也能通过快速的移动在

事件中切换，深刻感知事件的前后连接或关系转变。

通过革命事件在本地历史地图上分时叠合的叙事展

示，增强受众对潮州红色革命历史的宏观感知，把握

红色革命历史脉络与内容体系，了解重大革命事件，并

理解潮州革命史在全国革命史中的历史位置与影响。 

2）在空间引导的“潮州红色地图”板块中，呈

现的信息核心是以场所为依据的资源共时并置关系。

通过对潮州红色文化资源的梳理，以革命场所的地理

位置为信息锚点，将调研所得的潮州市 156 处红色文

化场所放置于潮州地图上展示，建立基于地图的沙盘

式红色文化资源综合展示场景，用户可通过拖动、放

大、缩小地图与拖动时间轴、筛选时间段等操作，自

由探索与感知红色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关系。并将同

一叙事场所关联的事件、人物等资源放置于一个“小

卡片”式的关联信息框中，当用户移动光标（或触点）

至场所图标处，就可触发“场所小卡片”弹出。在帮

助用户快速建立红色革命场所全局感知及数量与区

位分布的直观印象的同时，以便捷的移动触发交互方

式补充叙事细节。 

5.3  基于超链接融合的红色文化知识图谱构建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的信息系统设计目标之

一就是向公众传达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整体性与关

联性，更好地描摹地区的“红色文化全景”，因而采

用了关联式的叙事设计手法，以有机互联的知识图谱

形式应对不同兴趣、目的与认知习惯人群的感知需

求，以强化受众对资源之间整体关联的认知。平台首

先以“场、事、人”三类叙事要素作分类结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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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潮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叙事结构与呈现设计 
Fig.6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presentation design of Chaozhou red cultural resources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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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多平台信息系统与革命遗址场所的“感知连接” 
Fig.7 "Perceptual connection" between multi-platform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revolutionary sites 

 

表 3  红色文化知识图谱的信息融合机制 

Tab.3 Information fusion mechanism of red cultural knowledge graph 

叙事类型 结构图示 信息组织 信息融合 

分层结构 

分类叙事  
 

线型结构 

文本叙事  
 

自然结构 

超链接叙事 
 

  
 

便于进行搜索与管理；其次在各类资源主页内放置与
之相关历史线索信息框，采用最符合语言流程的线型
结构，展示不同类型的叙事要素之间的紧密关联；最
后利用超链接技术，为红色文化资源建立可跳转、可
生长的自然结构，通过交汇节点将不同主题的资源建
立连接，以动态交互的形式激发观众的探求欲，从而
让文化资源从点起，通过线索了解，互相交织，串成
了文化资源网，形成互联互动的信息闭环（见表 3）。
这种可生长的知识图谱式信息呈现方式，让公众更直
观清晰地感受和理解潮州地区的整体红色革命历史，
也便于相关领域的学者等深度需求用户进行更深入
的主动感知。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空间叙事理论，以革命老区潮州为案

例，进行了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平台建设的理论探索与

实践，系统地构建了潮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空间叙事要

素框架；利用数据库、TGIS、超链接文本与云平台

等多元数字技术，从时间、场所、事件与人物维度建

立了潮州地区现存革命遗址的虚拟叙事空间信息架

构，并进行了“立体资料库+多媒体展示+公众交流”

三位一体的数字平台建设实践，探索出一条红色文化

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创新路径。 

该创新路径未来还可在串联大空间、大事件跨度

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和技术探索，利用数字虚拟空间，重构历史文物本体

与历史文化资源的跨时空叙事连接，整合各类文化资

源，实现了优质资源的互通互享，形成强大合力，提

升文化传播声量，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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