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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将通过多模式综合法采集犹太人大流散中跨越时空的仪式实践，以批判集展和扩展物品的方式

重新定位宗教物品。这个项目由博物馆牵头，其目标是生成文化资料的活态档案，解决宗教物品的来

源、使用和学术解释等问题。

 

一个大学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服装、仪式物品和波兰犹太家庭的仪式录音。这些藏品的收集历经几代

人，有些没有完备的来源记录。其中一些是 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的成果，他们从田野考察中带回了一

些照片和人工制品。还有一些藏品来自中世纪时期的一位校友，该校友将其藏品的一部分捐赠给博物

馆，指定这些藏品用于犹太艺术和文化的教学和公共教育。其他藏品有些是通过一个旨在促进犹太人

大流散研究的基金会获得的，还有一些是博物馆馆长通过拍卖或从有信誉的商人那里购买得到。但还

有些藏品来源不明，一直颇受争议，因为它们可能是由于纳粹掠夺而从藏品的原属国抢劫、盗窃或者



走私而来。该博物馆已经发起一个重要倡议：利用其拥有的犹太宗教物品馆藏，创建一系列的公共项

目、研究机会和课程计划，并举办一些永久性展览。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项目负责人提出，基

于多层面的信息展示来扩展物品的数字方式是展现这一文化遗产的伦理和知识价值的最有效途径。

 

尽管这些材料中大部分已经被编目，但并不是所有的描述信息都是数字形式的。一些最早的材料是以

手写形式登记入册的，而大多数近期的元数据都符合 Getty的文化对象编目规则。尽管博物馆工作人

员出于管理藏品的目的希望对元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但他们并不想失去早期的关于藏品分类法的重

要记录。在更大的整体内展示不同子集这一想法，使得可以对大流散人类学的发展和宗教物品的文化

研究进行有趣的历史叙事。因此，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解释路径很关键。

 

藏品的尺寸、规模各异——从小型的门柱圣卷、经文护符匣、祈祷披肩、律法的遮盖物到完全重建的

古老约柜、诵经台。为了进行数字展示开展的作品拍摄面临一些挑战。如何通过图像的组织呈现不同

的视角、如何促进对藏品的细节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如何满足研究和解释性展览（科普展览）的需

求，这些都需要认真地构建和设计资源库。集展人不希望粗制滥造，不希望采用特效，也不希望在虚

拟空间展示这些实实在在的藏品。

 

这些藏品的一部分来自一个在二战中被毁的波兰犹太教堂。人们对教堂遗址进行了发掘，有与藏品相

补充的大量野外记录和场地图片。这些藏品可以通过对挖掘过程的叙述重新定位，还可以辅以挖掘故

事。其他一些藏品来历不明，需要由学者考证其历史和形态。有相当数量的藏品已知是偷窃而来，因

此，找到能认领它们的幸存者的后代是很重要的，这将是分散式藏品利用所支持的藏品服务的一部

分。幸存者的后代需要出具相应的凭证且审核通过后，才能对档案和资源库进行搜索并添加注释。这

些材料的展示可能需要被限制，但是最适合做此项探索工作的学者会被允许以数字方式访问藏品以开

展研究。博物馆将与赔偿组织合作，这些赔偿组织会提供司法鉴定并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辩护。

 

或许藏品中最具挑战性的材料是从来就不打算公开展示的仪式活动的录音。其中一些录音是偷偷录制

的。其他的录音则是在非常小心地达成了隐私权和知识产权协议的前提下获得的。因此形成一种尊重

这些协议的环境，或进一步利用博物馆环境教育公众了解参观限制，在当今的批判性框架下显得很有

必要。

 

此项目专注于藏品的数字化和为公共项目、教育和研究举办展览。它的目标是举办展览，并通过探索

藏品的知识、评论、伦理和政治维度对藏品进行扩展。将展品与大流散的时空历史结合起来，是展览

的一项工作。但社群的证词和提供人口统计数据的档案材料的展示也很重要。展览的最终目的是呈现



大流散的历史，这些历史是通过物品的转移和围绕其使用的仪式来讲述的。本次展示的一部分是创建

网络分析和信息可视化。另一部分将是尝试把所有的物品都置于实践环境中。因此展品将永远不会作

为单个物件进行展示，也不会仅有一个文字标签对其进行说明。相反，所有物品将有一个数字模型，

介绍其来源、使用群体、历史信息和获取传播的信息，以及围绕该物品应如何展示和解读的讨论。换

句话说，我们将通过对活态档案材料的学术性、批判性应用展示扩展的物品，以反映其多线条的探索

和解读。

 

工作计划
·编制物品和人工制品的清单

·评估元数据和编目方案

·创建对象描述的对照表和方案

·考虑现有藏品及通过拍照或扫描产生的藏品的多种展示方式

·确定一个适合博物馆管理的内容管理系统

·测试各种网络分析工具，以及呈现物品在时空中转移过程的可视化工具

·修改系统以符合此项目的工作流程和利用需求

·考虑数字材料的许可、访问和使用等管理性问题

·就这些材料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咨询相应的学者和专家

·创建一个学术和社群咨询委员会对伦理实践进行持续审查

·创建一个包含多种观点和历史的扩展物品展示的概念验证演示

·开发一个合适的权限系统，为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访问和利用权限

·设计一个能够处理专家和业余学者贡献的方式

·考虑让与文化所有权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

 

传播和评估
创建文本标签、评论和带有作者特点的争论；设计一个基于作者的搜索和索引系统；记录和展示围绕

藏品的相关争论轨迹；建立一个公共论坛使这些争论可以被编辑或呈现以用于研究；为移动设备设计

一个应用程序，允许当代人将自己的贡献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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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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集人民大学多学科优势，秉持融合文理、协同创新之理念，开展数字

人文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