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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
独立而奋勇拼搏的历史。通过创新性地结合系列数字化平台与地学信息图谱理论，提出了红色文
化遗产数字图谱理论的学术概念和基本框架，并进一步阐释了该理论框架的内涵与思维框架，确
立了数字图谱的 4 大类型：征兆信息图谱、诊断信息图谱、实施信息图谱和时序信息图谱，并结
合赣州市红色文化遗产说明了图谱构建实操步骤。
 
Abstract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bears witness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struggle to achie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innovatively integrating various 
digital platforms and geomatics information mapping theor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n 
academic concept and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atlas theory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Furthermore, it elucid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thinking flow of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le establishing four types of digital atlases: symptom information atlas, diagnostic 
information atlas, implementation information atlas, and temporal information atlas. 
By utilizing Ganzhou re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practical steps in altas 
construction.

文章亮点
1）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理论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构建了“建”“解”“定”“实”的红色文化遗
产数字图谱理论；2）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构建了赣州市红色文化遗产的图像图谱和语义图谱；
3）构建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可为遗产保护的系统化、科学化、多样化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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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遗产是近现代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其外在客观载体需要得到合理保护，内在崇高精神需要代代
传承 [1]。随着近年来红色旅游业的兴起，部分旅游景点对红
色文化遗产开展了数字化开发保护，但其中出现了忽视或扭
曲遗产本真等问题。因此，如何在遗产数字化保护开发过程
中提升遗产保护的科学性、系统性，保证遗产本体的完整性、
原真性，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截至 2023 年 11 月，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CNKI)
中以“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为主题检索到的 210 篇
期刊文献的内容显示，目前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主要集
中于 5 个方面：1）建立红色遗产数据库与评分体系，对遗
产资源进行评定与共享 [2~5] ；2）对红色遗产景观进行数字
化展示与传播，并将已被破坏的遗产景观进行修复与原貌展
示 [6] ；3）探索地方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问题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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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7~8 ] ；4）利用数字技术整合信息资
源，建设新媒体矩阵模式进行全方位
传播 [9]；5）构建数字博物馆、数字档
案等数字化保护与展示 [10~11]。由上可
知，目前对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的研究较为广泛，但其研究深度不足，
学术影响较小，大多研究只停留在技
术操作层面，对遗产内涵的挖掘有所
不足，且并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理
论体系来指导其保护。

传统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手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渐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保护开发。红色
文化遗产具有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双
层属性，利用数字图谱对物质遗产进
行要素组成分析，对精神内涵进行语
义分析，能较全面地考虑遗产双层属
性的特点。因此，本文通过对红色文
化遗产的层次、模块、要素和内涵进
行阐述、归纳及分析，探讨如何建构
科学的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期望
为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的完
整性与承载精神的原真性提供综合的
理论支持。

1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内涵与思
维框架
1.1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内涵

“图谱”是“图”和“谱”的结合，
“图”即图形，而“谱”为“谱系”[12]。《当
代汉语词典》中，图谱指“系统地编
辑起来的、根据实物描绘或摄制的图”。
综上所述，本文将图谱释义为：按类
编制的图集，指运用图形的特性概括
复杂现象或过程的系统性方法论 [13]。

红 色 文 化 遗 产 指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所创造的文
化资源，具有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
性 [14]。“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以
系列数字化软件平台作为信息储存和
操作的技术工具，以地图学、城乡规
划学及地学信息图谱理论为指导，采
用数字图形的形式对红色文化遗产信
息进行图示化表达。红色文化遗产数
字图谱实现了对红色文化遗产特征进
行图示化表达，在数据的类型、存储
空间、更新速度和展示能力等方面达
到新的高度，并提出能够客观分析判

断红色文化遗产现存问题的基本依据。
1.2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构建思
维流程

根据红色文化遗产具有“形与义”
双层属性的特点以及图谱包含的“图
形”与“谱系”的双层含义，红色文
化遗产数字图谱构建主要使用 3 层思
维维度：表象形义思维、数学统计思
维、谱系推理思维。

表象形义思维指无需逻辑推理即
可获得的物质的信息 [15]。在表象形义
思维阶段，穷举各个红色文化遗产单
体并初步判断其存在形式，对物质遗
产进行要素解构，对非物质遗产进行
文本转译。数学统计思维指用从一般
到特殊、特殊到一般的数学观点来解
决问题的能力 [16]。在数学统计思维阶
段，将物质遗产进行核心要素归纳，
非物质遗产进行实体识别与关系抽取，
然后进行信息整合与信息清洗。谱系
推理思维指把已知的知识归纳得到其
相互关系的过程。在谱系推理思维阶
段，将上述对遗产信息处理的成果形
成遗产信息库，然后在遗产信息库内
进行信息导航、信息检索与智能推理，
最终形成较为严密的红色文化遗产数
字图谱构建思路流程（图 1）。3 种思
维方式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推导出

了逻辑关系自洽的红色文化遗产数字
图谱构建思维流程图，为遗产数字图
谱的理论构建提供了较为合理、完备
的思考方式。

2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理论体系
构建

完整的理论构建过程一般是从概
念的界定开始，接着完成命题的陈述，
最终实现理论的构建 [17]。概念是对一
个现象、一种想法或对某件事及某个
行为形成的思维的描述，任何理论的
基础是对其所包含概念的明确和解释。
命题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表达，形成
命题是发展理论的重要环节。理论由
概念与命题组成，是对一门学科内有
关学科意义的重要问题的组织化、逻
辑化和系统化的陈述。

关于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的概
念内涵已于前文进行了界定，本部分
内容着重对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理
论的组成要素进行陈述。红色文化遗
产理论体系由“建”“解”“定”“实”4
个部分组成：“建”即逻辑体系建构，
是数字图谱理论的立论之本，充当着
图谱理论的骨架作用；“解”即理论
要素解构，是数字图谱理论的内容之

图 1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构建思维流程
Fig.1  Thinking flowchart of the digital atlas construc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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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逻辑体系组成要素的进一步解
析；“定”即成果类型定构，是数字
图谱理论的始末之根，是图谱理论构
建的最终目的；“实”即要素图谱实构，
是数字图谱理论之果，是成果类型的
具体表达。将 4 部分要素进行组织化、
逻辑化和系统化的整合，最终构成红
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理论（图 2）。
2.1 逻辑体系建构

对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进行逻
辑体系建构，有利于从纵向角度梳理
遗产特征以及推导图谱成果要求，形
成数字图谱理论研究中的主体框架。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的信息，
根据遗产体量大小与存在形式，可归
类为大尺度信息、中尺度信息、小尺
度信息和无尺度信息；根据遗产自身
的特征、附着于遗产的人文精神以及
遗产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可归类概
括为自然环境、遗产特征、人文背景 3
大模块。这些模块又可分成 7 个要素，
分别是空间分布、地理形局、所属种类、
本体特征、时间区间、价值用途和相
互关系，经过数字化处理构建红色文
化遗产数据库。根据现状条件、分析
研究和整体判断，结合地学信息图谱
理论以及遗产特性，将红色文化遗产
图谱最终构建成征兆、诊断、实施和
时序 4 类图谱 [18]。由此，4 个层次、3
大模块、7 大要素与 4 种图谱类型融贯
综合，构成完整的红色文化遗产数字
图谱理论框架（图 3）。
2.2 理论要素解构

理论要素分为层次与尺度、模块
与 要 素 2 个 部 分， 是 对 红 色 文 化 遗
产组成内容的总体概括。从横向角度
对红色文化遗产图谱理论要素进行解
构，有利于在遗产数字图谱构建中充
分考虑遗产的特性，使图谱更能体现
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2.2.1 层次与尺度

红 色 文 化 遗 产 数 字 图 谱 的 4 大
层次分别是大尺度层次对应的区域遗
产群空间，中尺度层次对应的单体遗
产空间，小尺度层次对应的革命文物
空间以及无尺度层次对应的非物质遗
产（表 1）。

其中，大尺度层次是对中小尺度

图 2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理论构建范式
Fig.2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aradigm for digital atlas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图 3   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构建理论框架
Fig.3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atlas construc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与无尺度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
关联组合的集合联动表达。构建大尺
度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有利于集中
连片、重点突出地保护红色文化遗产
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中尺度红色文化
遗产是大尺度红色文化遗产的组成元
素，对中尺度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

进行构建是针对遗产本体信息的采集
与凝练。小尺度是对红色文化遗产数
字图谱的丰富与补充。无尺度是革命
重要的思想资源与世代相传的文化表
现形式（图 4）。
2.2.2 模块与要素

模块是对红色文化遗产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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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所形成的单元，包括自然环境、遗产特征和人文背景 3
大信息模块。3 大模块是遗产所依附、遗产本体属性及附着
于遗产的 3 大单元，存在属性相互影响、互不剥离。进一步
来看，自然环境信息模块可分解为区位分布、地形地貌和自
然格局，其是红色文化遗产存在所依附和存在的先决条件。
遗产特征信息模块包括遗产形式、形状（格局）、体量、图
饰和色彩等信息，是受人文环境与用途功能共同影响的物质
属性的集合。人文背景信息模块包括战争阶段、革命对象、
文化思想和心理行为等方面，是附着于物质遗产上并使物质
遗产具有精神价值的模块。3 大模块中，自然环境是遗产特
征与人文背景存在的基床与约束条件，遗产特征反映革命战
争阶段人与自然环境、人文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文背景
促使人利用自然物质创造出红色文化遗产。三者辩证地共同
构成红色文化遗产图谱信息综合体（图 5）。

对 3 大模块信息进行进一步分类细化，从而得到具体要
素信息。自然环境信息包括空间与地理 2 类，从而可以细分
为空间分布、地理形局 2 类要素；遗产特征信息包括了遗产
种类与物质外形，从而可以细分为所属种类、本体特征 2 类
要素；人文背景信息包括了人对红色文化遗产创造使用的需
求以及遗产产生的缘起，因此可以细分为时间区间、价值用

尺度 层次 作用

大尺度 区域、线性红色
遗产群

对各类尺度遗产之间的空间分布、关联组
合进行整体把握与集合联动表达

中尺度 红 色 遗 产 建 筑
物、构筑物

附着遗产本体信息，是组成遗产数字图谱
的主体成分

小尺度 革命书稿器物 对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进行丰富与补充，
是遗产数字图谱的最小单元

无尺度 非物质形态红色
遗产

革命重要的思想资源与世代相传的文化表
现形式

表 1  红色文化遗产尺度与层次释义
Tab.1  Definition of scale and hierarchy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图 4  红色文化遗产尺度关系
Fig.4  Scale relationships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途和相互关系 3 类要素。这 7 类要素可以凝练为 7 个主题字：
域、势、属、形、时、价和谱，分别代表红色文化遗产的主
要关键信息，并各自包含不同属性的遗产信息（表 2）。
2.3 成果类型定构

以研究阶段为指标进行划分，地学信息图谱分为征兆、
诊断和实施 3 类图谱。因而，以地学信息理论为指导的红色
文化遗产数字图谱也根据研究阶段，划分成相应的红色文化
遗产征兆信息图谱、诊断信息图谱和实施信息图谱 3 类。由
于红色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时间属性，所以在前 3 类的图谱
上还应加上红色文化遗产时序信息图谱。4 种图谱相互递进，
从时间和空间 2 个维度综合体现了遗产的现状、遗产的共性、
破损遗产的修补方案以及遗产演变的规律。

前 3 种图谱是承前启后的逻辑关系：征兆信息图谱针对
的是个体遗产现状的信息，采用一系列数字化图像来表达；
诊断信息图谱采用兼具空间信息和定量分析信息的系列图
式，以分析和诊断遗产既有的缺失与问题；实施信息图谱则
针对诊断信息图谱所分析出的遗产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另外，时序信息图谱则表示不同类型遗产的内涵及形态演变
脉络。4 种图谱相互组合运用，可以较为完整地囊括红色文
化遗产的图谱类型，并可以派生出各种模块要素的征兆和诊
断图谱等子类型。
2.4 要素图谱实构

在红色文化遗产逻辑体系构建中，将红色文化遗产的
构成凝练成“域”“势”“形”“属”“时”“价”“谱”7
种要素。通过对 7 种要素进行释义，不难发现，“域”“势”“形”
代 表 遗 产 的 物 象 特 征， 用 图 像 进 行 构 建 较 为 适 用；
“属”“时”“价”“谱”代表遗产的人文内涵，难以用
图像进行描述，可将这类要素转译成文本的形式进行表达。
因此，在对要素进行图谱实构时，可对代表实物属性的要
素进行图像图谱构建，代表精神属性的要素进行语义图谱
构建。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按照数字图谱理论体系的要
求，针对具体遗产进行实操，构建赣州市红色文化遗产数
字图谱理论。

图 5  红色文化遗产 3 大模块关系
Fig.5  Relationships of the three modules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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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要素释义 操作应用 表达形式

域

直观显示一定地域范围内红色
文化遗产分布的位置与密度，
有利于在较大范围内把握遗产
分布情况

划定区域范围内需要核
心保护、重点保护及风
貌协调的空间范围

图像图谱

势
清晰展示红色文化遗产所处的
地理环境信息，掌握不同自然
地理环境下遗产的保存情况

形成针对不同自然地理
环境的遗产保护手段 图像图谱

属
既指红色文化遗产的物质或非
物质属性，又指红色文化遗产
的具体分类

得 出 某 一 类 遗 产 在 形
态、组成要素及象征精
神上的共性

语义图谱

形

包括遗产的形态、形状（格局）、
体量和图饰颜色等外形特征要
素，是遗产数字图谱的主体组
成要素

构建具象遗产特征图谱 图像图谱

时
指红色文化遗产所在的时间区
域范围，是遗产外貌特征与精
神内涵发展演变的轴线

分析遗产在地域空间上
的演变以及具体类别遗
产的演变脉络

语义图谱

价 指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用途，
是遗产功能性的高度凝练

保护遗产历史价值的原
真性 语义图谱

谱
指红色文化遗产之间的谱系关
系，是遗产与遗产之间深层关
系的追根溯源

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传
承人之间的师徒关系、
非遗之间的传承演变关
系以及物质遗产的谱系
关系等

图像图谱
语义图谱

表 2  主题要素释义
Tab.2  Interpretation of theme elements

2.4.1 图像图谱实构
图像图谱指对遗产进行外貌特征客观描述的信息载体。

采用地理学、美学相关理论对“域”“势”“形”要素进
行构建，并采用具有强大数据库与编辑功能的 ArcGis、
SketchUp 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

赣州市红色文化遗产“域”要素的图谱构建具体步骤   
如下（图 6）：1）确定研究区域范围，获取区域范围的矢
量地图，并将其输入 ArcGis 中；2）查找遗产在空间上的
点坐标（经纬度），并将其在地图上显示，由此形成“域”
要素征兆图谱；3）借助城乡规划学中“紫线”[19] 保护条例，
在区域内划定遗产的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以及风貌协调
区，形成“域”要素的诊断图谱；4）根据划线的区域，以
及“紫线”保护条例中对遗产的保护要求，在图上植入一些
保护措施与事项，形成“域”要素的实施图谱（图 7）；5）
在属性表中添加“时间”字段，将遗产形成的具体时间录入
属性表中，然后按照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将遗产用不同颜色
显示出来，得到“域”要素的时序图谱。

赣州市红色文化遗产“势”要素的图谱构建具体步骤   
如下（图 8）：1）获取研究区域范围带有地形数据的矢量地图，
并将其输入 ArcGis 中；2）查找遗产的坐标点（经纬度），
并将其在地图上分布显示，由此形成“势”要素征兆图谱；
3）在属性表中添加“类型”“保存情况”字段，将遗产的
类型、保存状况录入属性表中，然后分别将不同类型、不同

保存情况的遗产用不同颜色显示出来，得到“势”要素的诊
断图谱；4）结合遗产分布的地势情况与保存完整度，制定
针对遗产的类型、所处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得到“势”要
素的实施图谱（图 9）；5）在属性表中添加“时间”字段，
将遗产形成的具体时间录入属性表中，然后按照形成时间的
先后顺序将遗产用不同颜色显示出来，结合遗产所处地势高
低来分析遗产在垂直层面出现的时间顺序，得到“势”的时
序图谱。

以赣州市红色文化民居为例，红色文化遗产“形”要素
的图谱构建具体步骤如下（图 10）：1）在 ArcGis 中加载
遗产的矢量数据，利用插件工具，将所需要进行“形”要素
构建的部分导入 SketchUp 中；2）在 SketchUp 中创建“形”
要素，并将构建好的要素转成 ArcGis 的 Multipatch 模型
要素文件保存于 Personal Geodatabase 中，通过以上 2 步
形成“形”的征兆图谱；3）根据相同类型遗产“形”的共性，

图 6  “域”要素图谱建构流程
Fig.6  Construction flow of the ‘domain’ elements atlas

图 7   赣州市“域”要素实施图谱
Fig.7 Implementation atlas of ‘domain’  elements in 
Ga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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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出“形”的诊断图谱；4）对已破损的遗产按照诊断图
谱所提供的“形”构成的共性提出修复图示，得到“形”要
素的实施图谱（图 11）；5）将组成遗产的要素进行合成顺
序记录，得到“形”要素的时序图谱。
2.4.2 语义图谱实构

语义图谱指遗产所代表现实世界中的概念与含义，以及
这些含义之间关系的表达 [20]。采用知识图谱相关理论知识
对“属”“时”“价”“谱”要素进行构建，并采用使用范
围最广、效率更高的非关系型数据库 Neo4j 作为知识图谱可
视化工具，对其进行可视化表达。

“属”即种类，代表的是红色文化遗产的类型，如诗歌、
文学和制度等，根据释义又可以引申出时间、相关人物和地
点等信息。“时”即时域，代表的是红色文化遗产存在的时
间区间，根据释义可以引申出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信息。
“价”即价值，代表红色文化遗产的用途与功能。“谱”即

图 8  “势”要素图谱建构流程
Fig.8  Construction flow of  ‘potential’ elements atlas

谱系，代表红色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释义又可以
引申出传承人之间关系、遗产之间演化等信息。基于此，以
赣州市红色文化遗产为例，利用知识图谱构建相关知识，将
红色文化遗产这 4 类要素进行知识抽取，然后再进行知识的
整合，最后实现知识图谱展现（图 12）。

3 结论
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信息图谱的思维方式，对红色文化遗

产进行多维度、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将大量冗杂的遗
产信息进行梳理、抽象和概括，从而较好地将组成遗产的信
息进行统一、融贯，进而为研究遗产提供便利。红色文化遗
产数字图谱基于具有强大编辑功能和庞大数据库的系列数字
图形平台（GIS、SketchUp、Neo4j 等），将错综复杂的
遗产所依附、遗产本质属性与依附于遗产三者之间涵盖的信
息，以及三者之间的交错关系，简洁而直观地加以表达，揭

图 11  赣州市红色文化民居“形”要素实施图谱
Fig.11  Implementation atlas of  ‘shape’ elements of red 
cultur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Ganzhou City

图 9   赣州市“势”要素实施图谱
Fig.9  Implementation atlas of ‘potential’ elements in 
Ganzhou City

图 10 “形”要素图谱建构流程
Fig.10  Construction flow of  ‘shape’  elements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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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红色文化遗产自然环境信息、遗
产特征信息与人文背景信息的内在规
律与共性，构建征兆图谱、诊断图谱、
实施图谱与时序图谱，为遗产的保护、
修复与活化提供科学依据。

保护红色文化遗产需要科学性及
可操作性强的理论与分析方法。本文构
建的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图谱理论应用
于区域红色文化遗产图谱构建的次数
较少，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将所构建的
理论与地方红色文化遗产图谱构建紧
密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中，不断丰富并完善理论基础框架，使
该理论能广泛适用于构建不同地域的
红色文化遗产信息图谱，助力相关部门
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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