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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文化基因之间相似性关系为基础，对革命文物进行关系匹配，构建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

体，整体性地展现革命文物关系并应用于设计创新当中，为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提出新的路径。方

法 首先，对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进行定义，确定聚合体的基本构成单元 U，U=（M，G，R）：M=革

命文物唯一标识/名称，G=革命文物文化基因，R=革命文物文化基因关系连线；其次，从本体属性中提

取出满足创新设计应用的革命文化基因并进行类型维度的层次分级，建立以文化基因为基本遗传单位的

革命文化基因数据库；最后，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以文化基因之间的等价性为关系连线，对革命文物数

字化聚合体进行构建。结果 通过对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构建，形成革命文物文化基因关系网络，

有助于在革命文物的创新设计应用中提供设计因子与创意思路，提高再设计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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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genes, we match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bbuild 

digital aggreg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show the relationship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design innova-

tio, and propose a new path for the digital conservatio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Firstly, the definition of the digital 

aggregate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to determine the basic constituent unit U of the aggregates, U= (M, G, R): M= 

the unique identification/nam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G= the cultural gen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R=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ltural gen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Secondly,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genes that 

meet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design are extracted from the ontological attributes and graded in a hierarchy of the 

type dimension to establish adatabas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genes with cultural genes as the basic genetic unit. Finally, 

with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s the core and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cultural genes as the relation line, the digital 

aggreg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aggregation of revolu-

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 network of the cultural gene relationship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s formed, which is help-

ful to provide design factors and creative ideas in the innovative design app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improve the potential of 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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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文物是 1840—1956 年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遗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各族

人民反侵略主义、反封建主义艰苦奋战的历史见证，

是革命文化的客观载体与物理依据[1]。近年来，信息技

术的发展促进了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进行[2-3]，

除了技术手段的提升与保护方法的改进以外，在保护

工作中还应对革命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以革命

文物实体为基础，用数字化手段将其中独特的文化符

号或精神象征提取为可被计算机识别和存储的文化

基因，建立真实的物质实体与内涵的文化信息之间的

映射关系[4]；再以文化基因之间相似性关系为连线，

构建革命文物数字化关系网络，将革命文物关联为具

有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的聚合体；以此为基础，

在革命文物的设计创新应用过程中，为设计师提供完

整全面的革命文物关系信息以及革命文化基因对应

的设计因子。通过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构建，结

合设计创新应用，更加系统地对革命文物进行保护，

并揭示革命文物的再设计潜力[5]。 

1  革命文物聚合体结构分析 

1.1  革命文物聚合体定义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是基于革命文化基因之

间的相似性进行连接的革命文物关系集合，以结构化

线性网络对革命文物进行组织关联，通过图模型的形

式对实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数字化表达。革命文物是具

有多层面价值的集合体，在物理层面上具有物质构成

元素和形态，在文化层面上具有文化的概念、含义与

意义[6]。革命文物保护依靠传统意义上物质形式的保

护与档案的记录会造成其保护途径受限。随着时间的

流逝，革命文物不可避免地面临受损和湮灭的状况，

导致其中内含的中国革命文化无法被深入挖掘。对于

革命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不仅仅是将革命文物作为单

一的保护单元，而是将多源异构的革命文物整体性视

为革命历史时期的物质见证，同时以数字化的方式理

解革命文化的精神本质，满足统一存取和利用的需

求。以革命文物实体为研究基础，从革命文物本体属

性中提取出内含的革命文化基因信息，基于基因之间

的关系建立线性连接，将单个革命文物进行串联，形

成具有结构性、整体性、完整性的革命文物数字化关

系聚合网络，厘清革命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革

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构建可提供更完善的革命文

物关系平台，借助其多维度的关系网络为设计专业人

员提供更深层次的革命文物文化分析结果，导出革命

文物再设计所需的设计因子。 

1.2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结构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是结构化的图示模型，基

于革命文物文化基因关系形成线性符号，将革命文物

实体单元串联为网络表达。构成聚合体的基本单元

U=(M，G，R)；其中 M 为革命文物唯一标识/名称，

G 为革命文物本体属性产生的文化基因单元，R 为革

命文物文化基因关系连线。革命文物是数字化革命文

物聚合体的核心与基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是革

命文化的现实依据与物理载体，依靠其本身所具有的

本体属性进行表达；文化基因是抽象概念，是革命文

化传播与遗传过程中的基本单元，需要依据革命文物

本体属性进行提取，并储存为数字化文档数据；革命

文物文化基因关系连线表示两个独立存在的革命文

物之间，因文化基因的相似性关系而建立的线性关系

链接。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基本单元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化革命文物聚合体结构 
Fig.1 Cultural relic aggregates of digital revolution 

 

2  革命文物聚合体构建 

2.1  革命文物文化基因提取 

由革命文物数字聚合体的定义与结构分析可知，

革命文物的关系构建过程是基于革命文物文化基因

相似性进行的。区别于传统文物，革命文物作为特定

的文物类型，其价值更体现于内在的文化意义。首先

需要对革命文物本体属性中所内含的文化基因进行

数字化提取，以此作为革命文物之间关系建立的基

础。革命文化通过外显的实体特征变得有形且可感

知，因此从革命文物的本体属性特征中抽取革命文化

基因，将物理世界中的文物实体与结构化的文化基因

数据相对应，从而形成映射关系。 

2.1.1  革命文物文化基因抽取 

文化基因 初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于 1976 年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7]，在文化的传

播过程中被作为基本单位，通过模仿和复制等非遗传

的方式进行传播。在 初的研究中，文化基因重点关

注于遗传的进化算法、文化基因的扩散模式以及遗传

学算法的应用，用于获得文化基因的 优传播模式和

途径[8]。回归到基因本质，文化基因的概念来源于达

尔文生物学进化论，被视为生物学中的基因类似物[9]，

除遗传作用外，文化基因也是内在文化因子的遗传密

码载体，需要借助外显实体特征翻译为可被读取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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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信息。 

随着数字化保护方式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普及，

对革命文物本体属性中内含的文化基因进行结构化

抽取，完成实体到文本的转化，建立革命文化基因数

据库。原始文物档案是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直接形成的

珍贵的一手资料，是革命文物信息的载体，记录了文

物的不可代替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历史、科学和艺术

等价值表现[10]，具有较高的保存和使用价值，是获取

文物相关信息与知识的重要渠道[11]。革命文化基因的

呈现依托于革命文物实体本体属性的映射，本体属性

可以将革命文物所承载的革命文化信息转化为可识

别的物理符号。为了数字化革命文物文化基因，首先

从革命文物档案中获取文物藏品的本体属性作为提

取文化基因基本单元的依据。在个体文物本体属性的

归档过程中，国家文物局为文物保护行业提供了客观

的推荐性档案标准，标准中明确了一级文物以及其他

文物的建档规范性文件，在文物藏品征集、鉴定、入

藏、编目、保管、保护、利用和研究等工作过程中形

成的有关文物本体属性、文物管理工作和其他相关事

项的历史记录，具体有文字、图表、照片、拓片、摹

本、电子文件等[1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

业标准-文物藏品档案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行业标准-馆藏文物登录规范》等为标准，选取文

物藏品的归档范围如表 1 所示。 

革命文物归档的 53 种范围包含革命文物的基本

信息、文物管理信息以及影像信息三个层级的资料[13]，

其中基本信息包含革命文物本体属性等信息，主要内

容为尺寸、颜色、质量、容积等物理属性，年代、人

文类型、人文、文字种类等人文属性，地域、地域类

型等地理属性，主要用于革命文物藏品的保管与特征

研究；文物管理信息资料包含革命文物的管理信息、

研究利用信息和保护修复信息，主要内容为来源方

式、搜集经过、流传经历等历史资料、研究资料和鉴 

定资料，主要用于特定的专业人员对革命文物的查询

需求；影像信息包含革命文物影像文件、图片、视屏、

影像采集工作信息等资料，主要用于记录影像工作的

过程以及拍摄记录规范等[14-15]。 

针对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文化基因提取，需

要筛选出易于设计表达和文化关联的文化基因作为

基本单位。根据刘士军、Doeer 等[16-17]所提出的文化

遗产领域本体模型、文物信息扩展元数据模型等，结合

创意设计表达所需的设计因子[18]，从归档范围中去除

用于研究的专项资料，从本体属性中提取出“年代”

“地域”“人文”“形态特征”等 22 种文化基因[2]，

作为体现革命文化基因遗传的 基本细粒度单位。 

2.1.2  革命文物文化基因类型 

在对革命文物进行创新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将不

同种类的革命文物文化基因以更高层次的类型进行

聚类整合，满足设计分析中对文化基因的有效抽取与

革命文物关系归并的需求，进一步提高革命文物数字

化聚合体的检索效率。革命文物文化基因包含多种基

本内容特征，是革命文化遗传的 小粒度单位，从类

型的角度将 22 种革命文物文化基因根据内容特征自

下而上进行整理归类分析，形成多维多层且相互关联

的革命文物文化基因数据库。根据 22 种文化基因类

型的特征，提炼出核心属性概括词，将属性以及所对

应的文化基因特征聚类为时间、地理、人文、物质、

类型、标识六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基因，完成文化基因

类型之间的类型层次关系，如表 2 所示。 

按照革命文物本体属性所提取到的不同文化基

因进行类型归类，明确本体属性所映射的革命文化基

因内容的类型维度与创意设计需求的革命文化基因

类型。通过对革命文物本体属性的归纳，将这些具有

革命文化遗传信息的文化基因进行结构化、数据化整

理，得到革命文化之间的内在遗传特征，成为革命文

物聚合体构建的基础。 
 

表 1  革命文物归档范围 
Tab.1 Archiving range of revolutionary relics 

1 名称 2 曾用名 3 总登记号 4 入藏日期 5 入馆登记号 

6 入馆日期 7 分类账号 8 入藏库房 9 类别 10 级别 

11 年代 12 年代类型 13 年代研究信息 14 地域类型 15 地域 

16 人文类型 17 人文 18 人物传略 19 质地 20 功能类别 

21 尺寸 22 传统数量 23 实际数量 24 容积 25 质量 

26 形态特征 27 工艺技法 28 完残程度 29 独特标记 30 完残状况 

31 颜色 32 光泽 33 文字种类 34 字体 35 字迹颜色 

36 题识情况 37 附属物情况 38 来源方式 39 来源号 40 来源单位或个人 

41 搜集经过 42 流传经历 43 出土情况 44 鉴定情况 45 当前状况 

46 保存条件 47 损坏原因 48 保护优先等级 49 拟采取的保护措施 50 历次保护记录 

51 主要利用情况 52 文献及研究论著目录 53 其他声像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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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革命文物文化基因类型 
Tab.2 Cultural relic meme type of revolution 

文化基因类型 革命文物文化基因 

时间 年代、年代类型 

地理 地域类型、地域 

人文 人文类型、人文、人物传略 

物质 
形态特征、质地、尺寸、容积、质量、颜

色、光泽 

类型 类别、功能类别、工艺技法 

标识 
独特标记、文字种类、字体、 

字迹颜色、题识情况 

 

2.2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构建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通过文化基因的提取以

及基因之间的关系建立连接，从而对单个的革命文物

进行关系组织与构建。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构建步

骤如下。首先，需要将客观存在的革命文物转化为计

算机可读取的数字化文化基因文本信息。通过对革命

文物本体属性的分析，从人文层面结合创新设计需

求，筛选提取出本体属性内含的革命文化基因，将其

作为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文本信息进行数字化

录入。根据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结构分析，选取

革命文物档案资料中 6 种不同文化基因类型所包含

的 22 种革命文物文化基因文本信息作为革命文物文

化基因单元 G 进行基础数字元数据资源录入，实现

革命文物实体到 G 革命文化基因数字文本信息转化

过程。第二步，对单个革命文物进行文化基因关系匹

配，建立革命文物文化基因关系连线 R。革命文物传

承保护在文化层面上靠内含的文化基因进行非生物

遗传发展，革命文物本体属性之间通过文化基因的等

价性构成向性关系连线，具有等价文化基因的两个革

命文物实体依靠连线实现匹配。如湖南省博物馆馆藏

革命文物——“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公文纸木印板”与

革命文物——“钟步全 1927 年工农革命军党徽”均

生产于“1927 年”具有共同时间类型的“年代”文

化基因。通过“年代”文化基因的相似性关系，对两

件不同的革命文物进行管理，形成基于“年代”这一

文化基因的革命文物关系连线，更加清晰地印证同一

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三步，革命文物之间关系密

度确立。革命文物根据文化基因关系建立连线，不同

文物之间等价的文化基因越多所构成的关系连线越

丰富，不同革命文物之间单体关系越紧密，由此建立

起不同维度、不同密度的结构化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

体。革命文物 M1——“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公文纸木

印板”、革命文物 M2——“钟步全 1927 年工农革命

军党徽”与革命文物 M3——“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三个革命文物文化基因信息如表 3 所示。 

根据革命文物 M1、M2、M3 之间文化基因的相似
性关系，建立数字化关系结构网络。从表 3 可以得出，
M1、M2、M3 三者文化基因相似性较高，关系密切；
其中，M1、M2 与 M3 在文化基因类型为“人文”的
“人物传略”与“年代”层面的“年代类型”基因相
似，M1 与 M2 在文化基因类型为“时间”层面的“年
代”基因相似，M1 与 M3 在文化基因类型为“标识”
层面的“独特印记”与“文字种类”基因相似，根据
对文化基因的分析，绘制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网
络，如图 2 所示。 

 
表 3  革命文物文化基因信息 

Tab.3 Cultural relic meme information of revolution 

文化基因

类型 
文化基因 

 
M1——“茶陵县工农 

兵政府公文纸木印板” 

 
M2——钟步全 1927 年工农

革命军党徽 

 
 

M3——“中国工农 

红军布告” 

G1 年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

1927 年 11 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

1927 年 
长征时期 1934 年 

时间 

G2 年代类型 使用年代 使用年代 使用年代 

G3 地域类型 使用地 使用地 使用地 
地理 

G4 地域 井冈山 井冈山 遵义 

G5 人文类型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 

G6 人文 谭震林 钟步全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人文 

G7 人物传略 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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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文化基

因类型 
文化基因 

 
M1——“茶陵县工农 

兵政府公文纸木印板” 

 
M2——钟步全 1927 年工农 

革命军党徽 

 

M3——“中国工农 

红军布告” 

G8 形态特征 

长条形，上半部为条印主体，

直排单行阳刻宋体“茶陵县苏

维埃政府”等八字；下半部为

手柄，有 3 个匙齿 

银质帽徽呈五角形，正面中间为中国共

产党镰刀、斧头的党徽；背面靠下上角

有一挂针，角内有“钟步全”三字；靠

左上、下角处有“1927”字样；靠右上、

下角的邻边相交处有“党”字 

平面 

G9 质地 木质 银质 纸质 

G10 尺寸 长 32.4 cm，宽 5.7 cm 直径 4 cm   

G11 容积     

G12 质量   4.4 g   

G13 颜色 木纹 银色 米白 

物质 

G14 光泽 木质粗糙，无光泽 银质光泽 纸质光泽 

G15 类别 条印 徽章 档案文书 

G16 功能类别 
用于颁发通告、告示或布告的

权力印信 
  布告 类型 

G17 工艺技法 雕刻 锻造 印刷 

G18 独特标记 印章   印章 

G19 文字种类 汉字   汉字 

G20 字体 宋体     

G21 字迹颜色     黑色 

标识 

G22 题识情况       

 

 
 

图 2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网络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igital aggregation network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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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设计应用 

革命文物的文化创新设计应用是为了将革命文

化传承于现代社会当中，以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创意

设计为手段，继承和弘扬革命时期的精神文化内涵。

革命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既是革命时

期的物理见证，也是革命文化的传承载体。革命文物

数字化聚合体作为专属领域下的革命文物结构化集

合，从文化基因的角度为专业设计人员展示了革命文

物在数字化平台下较完整的关系结构。构建革命文物

聚合体的价值需要体现在功能用途上，将其与设计手

段相结合，赋予革命文物创新设计更多可能性，保障

革命文化多维传播。 

3.1  创意设计中革命文化信息检索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可以针对革命文物创新

设计初期需要，对革命文物进行多方的数据挖掘和分

析，获取革命文物实体之间隐含的关系，探索革命

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长久以来，创意设计往往

以单个或多个分散的文物为对象提取设计元素，而

设计师难以在设计过程中对革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脉络产生较全面的了解并进行创新应用，导致设计

成 果 无 法 满 足 用 户 对 革 命 文 物 文 化 创 意 产 品 的需

求。通过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构建，可以在设

计的初始阶段通过输入模糊的关键词进行检索，从

聚合体中获取革命文物在不同层级、不同维度之间

的关联关系，给予专业设计人员更全面的革命文化

信息，有利于帮助设计师推演出完整的革命文化基

因脉络，为创新设计提供坚实有力的文化参考基础；

同时，革命文物聚合体通过文物间关系紧密性的分

析，确定文物关系优先级，当设计师选择某一革命

文物作为参考时，精准推送与之具有密切关系的其

他革命文物，丰富创新设计初期对革命文物的信息

检索；通过对革命文物聚合体的结构分析，以文化

基因“时间”“地理”“人文”“物质”“类型”“标识”

六种不同类型为快速检索单位，针对意向不明确的设

计师群体进行类型关系推送，辅助设计师获取有价值

的革命文物作为设计参考。 

设计介入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应该以原始革命文

物作为实体及文化参考依据进行创新设计应用，将革

命文化精神与现代产品设计方法相融合，通过革命文

物聚合体网络，展现多维度下具有相同文化基因关系

的革命文物，整体地、深入地挖掘革命文化内涵，并

将其应用于创新设计之中，为革命文物创意设计提供

有效的文化支撑与丰沛的灵感源泉，使创意设计产出

更加凝练的革命文化核心精神。 

3.2  革命文物创意设计设计因子提取 

革命文物与其衍生的文化创意设计产品，两者之

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在创新设计过程中通常直接复

制革命文物的本体属性特征作为文化创意设计的设

计因子。因此，在对革命文化进行传承时，应该根据

基因的遗传作用，在设计层面选取与文化基因相对应

的革命文物本体属性进行重新整合、交换、共享、

应用与创新，从而设计出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革命

文物创意设计产品。从革命文物聚合体中获取革命

文 物 所 搭 载的 文 化 基 因以 及 其 关 系网 络 等 有 效信

息，可以辅助设计师将信息转化为设计因子，并将

其应用、表现于创新设计之中。革命文化基因往往

通过外显的革命文物本体属性而被感知，可以通过

设计元素提取的方式，从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中

抽取“形态特征”“工艺技法”等文化基因，复制相

关革命文物本体属性的物理特征，并转化为创意设

计中的设计因子，以实现革命文物的创意设计输出。

运用设计方法从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中抽取信息

转化为设计因子，不仅能增强文化创意设计产品与

革命文物之间的黏性，同时也能丰富对革命文物再

设计的探索与应用。 

3.3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设计应用案例 

时逢建党 100 周年之际，在此特殊的历史节点

上，设计师应该以设计为驱动为建党百年献礼，回溯、

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核心精神。

将革命文物中内涵的文化元素应用于现代创新设计

当中，传承革命精神内涵，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提供

新的模式。革命文物聚合体的运用重点在于对革命文

物文化信息的检索以及设计因子的提取，通过前文所

构建的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以模糊信息“井冈山”

为关键词进行关系检索，获取文化基因中包含“井冈

山”的革命文物关系网络，并通过不同类型的划分对

革命文物关系网进行查阅，实现基于革命文物数字化

聚合体的革命文化信息检索，为创意设计提供文物参

考；从获取的革命文物关系网络中，将革命文物文化

基因翻译为物理本体属性，转化成设计因子进行重新

组合排列，并应用于“井冈山革命文化印章”创意设

计当中，设计应用过程如图 3 所示。 

将“井冈山”作为关键词输入革命文物数字化聚

合体进行检索，获取六种类型下“井冈山”相关的革

命文物关系网络。关键词“井冈山”为文化基因中的

“地理”类型，在创新设计中优先推荐该类型的革命

文物，选取赣州地区革命文物遗址“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以此为基础，综合革命文物数字

化聚合体中获取的不同类型的革命文物关系信息，如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印刷刊物大字报”以及“‘茶

陵县工农兵政府公文纸木印板’印章”等革命文物，

确定以木板印章的方式，展现当时革命文物的文化基

因， 终设计方案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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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设计应用过程 
Fig.3 Design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of digital polymer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图 4 “井冈山革命文化印章”创意设计 
Fig.4 Creative design of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Culture Seal" 

 

4  结语 

通过对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定义与结构分

析，将多源异构的革命文物进行资源整合，从本体

属性中映射出对应的革命文化基因，以文化基因之

间的相似性关系为基础，完成结构化、关系化、便

于存储和提取的革命文物数字化聚合体的构建。使

聚合体中包含的革命文物关系网络以及革命文化基

因 的 整 理 和分 析 结 果 给予 设 计 更 加丰 富 的 应 用路

径，为革命文物的创意设计提供更全面的文化支撑，

增强创意设计产品的文化深度。革命文物数字化聚

合体通过文化基因的非生物遗传特性，将外显的本

体属性转化为设计因子，建立起革命文物的物理特

征与现代创意设计产品之间的继承性，完善革命文

物在创新设计中可延续性的传承和发展模式。革命

文物作为革命历史时期的重要见证物，对其进行数

字化聚合体的构建，可以有效整理单个革命文物之

间的文化关联，从设计的角度拓宽革命文物数字化

保护体系的应用路径，对革命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工

作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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