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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对多人在线游戏技术进行再利用，以期创建一个包含证词、证人、创伤恢复和社会纽带的虚拟

社区。这个共享记忆资源库包含照片、视频资料、录音带，以及信件、日记、旅行笔记和其他材料。

该资源库正被年轻一代用来创造一个共享的历史，他们通过数据库纪录片和合成故事的方式将核心家

庭的历史混搭为扩展的“家庭”，在此过程中充满了喜悦和社区建设的精神。这种共享的历史可能会

推动政治激进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参与者无意中成为监视对象。因此，使用虚拟形象或虚假身份是通

常的做法，另外敏感信息也有可能成为这个资源库的一部分。

 

一位政治学教授、一位建筑史教授和一位行为研究教授一直在为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搜集资料，他们为

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出现的一个最大规模难民营创建了虚拟模型。近期的一些事件（如美军撤

出），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难民营及其居住者的关注。这个难民营里出生的许多孩子是在阿富汗以外的



地方长大的，如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或者其他更遥远的地方。一个对“虚拟”归还感兴趣的国际组

织正在关注有关流散、同化和文化记忆的模式。将虚拟重建的难民营作为共享体验点的想法触动了许

多人的心弦。尽管这个难民营现在仍然存在，但因其处于敏感地区而难以访问。不过一位美国士兵拍

摄的照片已被秘密送到加洛扎（Jalozai）国际机构，并提供给了美国的学术团队。一个手机应用利用

这些照片创建出了原址的增强现实体验，该应用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这一难民营需要进行虚拟重建，但重建应尽可能准确，以尊重难民营的原貌。项目团队和一个难民社

群组织合作，该组织一直与一个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全球流散网络保持联系。该社群组织迫切希望尽

可能多地参与虚拟环境的搭建，使之成为和解、证词、记忆和纪念的场所。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曾

协助遣返行动，而巴基斯坦曾为其境内生活的所有阿富汗人发放身份证。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很多人

从这些官方项目中蒙混溜掉。

 

该项目已经完成了许多研究工作，并记录了数百小时的访谈。描述难民营的第一手资料、照片以及绘

画被广泛收集。在仿真实验室，将通过虚拟形式重现昔日难民营的日常生活。下一个研究阶段，该项

目将着重整合相关故事和目击者记录，创建一个完全沉浸式的环境。围绕平台使用及准游戏式的虚拟

世界等产生的相关问题，正在引起一些大学和社会群体的关注。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鼓励社会群体

积极参与并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同时避免将难民营亲历者的创伤简单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

出现伪证和恶意内容。而如何保护各种信息的来源也是一个问题。然而，所有参与者都对以戏剧和行

为艺术的方式参与近代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不是仅仅将难民营视为一个历史场所，而是将其

视为需要通过富有想象力的体验直接参与其中的鲜活记忆。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基于资源库的资料进行

故事创作和角色扮演游戏了。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沉浸式仿真系统，在此环境中以可控或不可控的方式再现近代创伤。该系

统中建立了一些仿真和预测模型（尤其是使用了复杂自适应系统建模技术的模型），它们将被用于与

真实用户进行对话以监测环境中的新兴趋势。然而，这项仿真需要对所有参与者完全透明，任何监视

或者控制的蛛丝马迹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行为研究教授与界面设计师展开合作，创作一些虚拟形

象和剧本小样，以展现真实参与者之间的可能场景和故事情节。创建一个多用户活跃参与并利用历史

材料和文献的多人场景界面，需要非常细致的脚本和指南。一个能够根据用户参数呈现不同材料的多

形态浏览器正在测试之中。

 

研究方法



需要确定可用的软件以创建带有社交媒体和参与式功能的虚拟场景，或者考虑在“第二人生”或其他

虚拟世界应用程序中创建这个场景。如使用第三方平台，则要解决安全和隐私方面的问题。由于许多

参与者可能没有有线连接，需要确保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登录该站点，通过手机来访问这些材

料。

 

工作计划

· 与相关国际组织建立联系

· 与难民团体及其领导人建立合作

· 创建虚拟难民营测试版

· 邀请少量用户进行测试

· 基于初始结果进行迭代用户测试

· 开发虚拟环境

· 创建公共论坛吸收公众的贡献

· 根据需要创建虚拟形象以保护隐私与身份

· 记录用户的使用和参与

· 创建交叉引用工具以跟踪信息和记忆的分享

 

宣传和参与

联合国难民署的参与，与加洛扎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对话，以及获得项目所在大学的持续支持都是非常

重要的；计划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织工作小组会面，以加强与学术团队成员的直接联系；YouTube

上的展示、虚拟接触，以及在虚拟环境中的一系列展示也在计划中。这些将会作为实时事件在虚拟空

间进行宣传。研究成果的学术出版将采用多种形式，不限于传统会议展示和出版，还包括以数字馆藏

和档案馆的方式展现项目和其所在大学的图书馆材料。

 

评估

评估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监测参与者的参与度和反馈，这对于隐私保护、调节舒适度以及争论、对话

和记录的有效性都是至关重要的；获取关于用户贡献和证据的确实文档是必不可少的。

 

注：本文为虚构案例，目的是为构建团队、配置必要的技术资源，以及在跨学科和跨机构环境中开展项目提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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