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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化演进过程中，一些跨学科的新概念应运而生，“文化基因”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并被越来越被学者所接受和认同，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本文

通过对文化基因传承特征的深层解释和变革功能引入系统论进行辨析，透视文化基因理论研

究与实践价值。从文化基因缘起、内涵与特征介绍入手，针对文化基因可量化、可计算、可

分析特点，开展文化基因语义标签体系和量化空间构建研究。进而依据文化基因丰富内涵，

提取并标注不同层面特征。最终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重构文化基因，传承其人文和历史价

值，为文化数字化带来新的前景，为更好地发挥文化基因传承功效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文化基因；量化空间；提取与表达；重构 

中图分类号：TP391.9    文献标识码：A 

 

Review of the Origin, Progress and Future Research Plan of 

Cultural Gene Research 

ZHAO Haiy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some new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s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Among them, "meme" is a representative one, which is increasingly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scholars,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gene inheritanc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ystem theory, the value of cultural gene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is explored. Start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rigi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me, aiming at the quantifiable, computable and analyz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me, the research on the semantic labeling system and quantitative space construction of 

the meme is carried out. Then according to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ge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levels are extracted and labeled.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law, the cultural gene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o inherit its humanistic and historical value, so as 

to bring about a new prospect for cultural digitization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better 

playing the inheritance effect of cultural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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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创新型的项目，需要持之以恒去研究与挖

掘，文化基因研究就是这样一类项目，它是科技和

文化相融合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对文化遗产能够进

行表征与量化提取，最终实现组合与应用。 

道金斯在1976年撰写的《自私的基因》论著中，



前面几章讲的是就是自然界的生物基因gene，具有

重复复制的含义；论著最后几章提到了人类社会也

存在一些模仿，并提出了一个词meme，作为社会领

域中的符号构造物，这种符号构成物在向下传递的

过程中类似于生物学基因的复制、传递、选择、突

变等特征。因此发明的meme这个词是相对gene的文

化基因概念。这个概念与文化要素有区别，文化要

素是分析性结构，而文化基因是一个历史流传、复

制和改写，甚至将来能在其他组合中找到它的痕迹。 

众所周知，敦煌石窟非常有名，其实它就是一

个文化基因库，壁画中的香草图案以及含佛的手印

图案，不仅具有宗教含义，还具备舞蹈艺术，这些“东

西”可以从文化基因的角度进行提取，然后分析对

比，意义就非常大。相比56个民族图案，也存在着

许多经过流传和漂移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不

仅具有理论研究价值，更具备市场应用前景。 

基于多年对国内外文化基因研究现状的梳理，

首先从文化基因的概念梳理入手，进而分析与文化

基因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技术体系，最后，

分析给出文化基因工程的远景设想。 

2 文化基因研究的缘起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瑰宝，为中国复兴崛起奠定了文化自信基础。如何

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是所有中国人乃至世界

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化基因概念伴随着文化传承和

文化内涵挖掘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自从道金

斯提出“meme”一词，汉语翻译“模因”“谜米”，文化

基因在文化传承和保护，甚至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出来，并被迅速应用于各行业领域研究中。 

1976 年，道金斯论著《自私的基因》中的最后

一章，定义了一个新的名词“meme”，即“模因”作为

文化传播基本单位，论证了文化为一种新的复制基

因，从一个大脑传播到另一个大脑。所以随着国内

外研究的进一步关注，文化基因的表现形式有语言

文字、文学艺术、绘画雕塑、服饰图案、音乐风格、

舞蹈动作、家居装修、建筑文化等等形态，表现为

体现独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各种载体和表

现形式。但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包括基于语言

文字所形成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概念体系、基于视觉

传达所形成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图像体系；而基于声

音所形成的具有文化意义的音乐体系，基于雕塑和

建筑所形成的空间构成体系，以及基于装置所形成

的机构制作和运行体系，均为类同语言文字的概念

体系。 

文化基因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

维系着民族精神。按照文化基因的不同的表现形态，

通过采集并搭建文化形态素材库，以文化基因形态

提取、数据挖掘、意象整合与智能分析来绘制文化

基因图谱，可以打造更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

优秀数字内容产品，有利于探索和形成平台创新、

业态创新、产品创新的文化基因工程服务平台，为

文化创意设计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 

为此，通过多年研究，给出了文化基因的定义：

文化基因是在特定时空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稳

定性、可变异性和继承性的基本信息模式；它蕴含

了文化的本质内涵，具有可量化、内涵性、可传承

的特点，反映了文化时空演化规律。常见的文化基

因类型主要有服装服饰图案文化基因（纹样基因）、

壁画风格文化基因（风格基因）、音乐语言文化基因

（语言基因），舞蹈动作文化基因（动作基因）、汉

字语言文化基因（汉字基因）、技法文化基因（技艺

基因）等。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内文化基因理论研究与传承概况 

自从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1]进入中国后，

中国学者就开始使用“文化基因”一词。早在1986年，

傅道彬[2]提出两种文化基因的概念：一种是非目的

性的盲目的基因（也可以称为摹媒、模仿基因），另

一种是有目的性的自觉的基因。前者与文化的参与

较少，后者对文化作用较大。如刘长林[3]认为文化

基因就是那些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

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毕文波[4]提出内在于各

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

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

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

基因。王东[5]提出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

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徐才[6]提出新观点，

认为本能、智能、权能、类能，视为社会系统的四

种基本能力，是组成文化基因的四大部分。王海宁
[7]将文化基因作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对青岩镇文

化进行剖析。鲍健强提出文化基因是人类族群通过

知识、思想、技能、习性、民俗等文化形式进行传

承。毕明岩[8]认为文化基因学是从生物学中的基因

理论衍生出来并且用来研究文化传播和进化的一种



新的思维模式。吴秋林[9]认为从概念的基点上讲,文

化基因一词就是把文化中的某些构造等同于遗传学

上的基因概念,认为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

单位叫文化基因,并具有在其内部运动中对文化的

根本性的影响。张晓[10]提出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存

在与发展的最基本思想元素，决定着该文化发展变

化的方向，以及种种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张宗明
[11]提出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具有社会性，多维性，

选择性，无形性，多变性等特征。刘宗明[12]认为文

化基因对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表现出明显性、延续

性特征有着调节作用。田少煦[13]指出文化基因不仅

仅涉及信念、习惯、价值观等精神文化，还涉及民

族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层面。王犹建等[14]提出文化基

因是隐藏在赣南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

中的元代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15]习近平同志的“文

化基因”论，将文化基因的概念提升到新境界、新高

度，对于文化基因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

要的现实意义。 

3.2 国内文化基因理论研究与传承概况 

1952年，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 

A.L.）和克拉克洪（Kluckhonn, Clyde）[16]在《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提出

了不同文化中是否也有与“生物基因一样的文化单

元”这样的假设，这为文化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1976年，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1]中，创造了

一个新的名词“meme”来区分与生物学上的基因，认

为一切生命都通过复制实体的差别性生存而进化

的。到80年代, R Boyd和PJ Richerson[17]探讨了遗传

和文化因素在进化力的影响下如何相互作用，以产

生在人类文化中看到的多样性。在90年代，有不同

学者给出了文化基因概念的不同定义，较有影响力

的有W.Durham[18]将文化定义为“有能力的概念”被

编码为符号和B Childs[19]提出文化进化新理论——

即修改共同概念系统。进入新世纪对文化基因研究

也出现了较为公认的成果。如Situngkir[20]从基因论

与文化进化论等价的意义上，提出了基因的形式化

定义；Nguyen[21]提出Memetic算法，并指出基因的

材料是由非遗传的传递方式，并基于一些常用的连

续优化综合问题，给出了数值研究；F Heylighen 和

K Chielens[22]指出文化特质是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文

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信息模式，存储在

个人的记忆中，能够被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

CJ Lumsden和EO Wilson[23]引入了基因--文化共同

进化的概念，并强烈论证人性既不是任意的，也不

是预先确定的，并且确定了促使基因向文化向上翻

译的机制。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文

化基因理论发展和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Liang 

Feng[24]等提出基因检索范式由四种文化启发的操作

者组成，即基因学习，基因选择、基因变异与基因

模仿。Rosa-Carrillo[25]提出互联网基因被认为是一个

网络基因；Marriott C,和Chebib J[26]提出了使用遗传

和文化遗传机制的进化代理模型；Karl Frost[27]提出

文化与基因协同进化模型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巨大

作用。 

4 文化基因研究进展与案例 

4.1 文化基因理论研究进展 

互联网、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机构保存了大

量人类文化遗产（ CH ），通过将其分类存储，向

大众开放，并设计了许多索引方案来描述和管理这

些文物资料，其中包括分类方案、主标题列表、图

像特征以及其它受控词表。为了使得文化遗产成为

公众可用资源，提高不同情境、不同类型的文化内

涵挖掘和利用，它的需求也随之加大。通过分析几

个世纪来发表的文字增长、变化和下降，数学家认

为, 大规模严格研究文化的进化历程是可行的。通

过给出的 500000 个字典遗漏英语单词，研究人员已

了解意识形态和著名人士的兴衰演变，更令人兴奋

的是，还找出了历史学家都未知的政治实例。 

这种新的研究风格可以补充传统风格，是一种

向大数据密集型基因组学的倾斜，国外研究学者称

这一新生领域为“文化组学”。但是，它的争议还是

存在的，“语义的转移”、“内涵的深邃”、“时空的约

束”，都给文化分析，文化定量表征带来很大困难。 

从目标层面：中国现有 56 个民族，描绘了整个

人类民族文化系统图景，绘制了人类文化基因图谱。

通过建立人类文化基因库，对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体

系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在这一数量庞大的存在内涵

的文化中进行挖掘、整理、解码和保护，带来不可

估量的再生和再创造价值。 

从研究层面：文化基因（文化模式与文化特征）

提取：鉴于文化遗产是特定文化历史空间的承载，

近年来出现了初步针对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的特征和

文化模式的挖掘和发现工作，这里主要是使用数据

挖掘技术，其工作内容可视作对文化这一复杂巨大

系统从定性到定量综合分析的探索。然而对于文化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习俗礼仪、音乐舞蹈、图



案壁画等非结构化的文化遗产，如何进行定量计算

发掘其背后蕴藏的特征与文化模式仍然是非常具有

挑战性的难题。 

4.1.1 文化基因特征与语义标签体系 

（1）文化基因特征 

文化基因具有可量化、可传承、具内涵性的特

点。因而文化基因的分析与研究就是文化量化和文

化挖掘与计算。通过建立领域专家知识库，标识文

化基因及其内涵释义，并通过量化计算挖掘与证实

其背后蕴藏的特征与文化模式，构建可存储可表达

的量化码表。鉴于文化遗产是特定文化历史空间的

承载，近年来出现了初步针对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的

特征和文化模式的挖掘和发现工作，这里主要是使

用数据挖掘技术，其工作内容可视作对文化这一复

杂巨大系统从定性到定量综合分析的探索。然而对

于文化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习俗礼仪、音乐舞

蹈、图案壁画等非结构化的文化遗产，如何进行定

量计算发掘其背后蕴藏的特征与文化模式仍然是非

常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2）文化基因标签体系（patternNet） 

为揭示文化基因内涵的显性特征与隐性内涵之

间映射机理，从视觉层、本体层和隐义层等三个层

面构建文化基因语义标签体系，同时在第二层本体

词和第三层隐义词之间建立语义关联，并基于文博

领域专家知识，扩展文化基因语义标签要素指标，

为文化基因分类领域词库构建奠定基础。 

① 构建文化基因标签体系。分析已有文化资源

的语义标签体系，研究文化基因由外及里的内涵和

寓意表达方式。为了完备揭示文化基因显性特征与

隐性内涵之间的映射机理，分别从视觉层、本体层

和隐义层等层面构建文化基因标签语义体系，其构

建过程如下。 

STEP1：构建视觉层。例如在视觉层面上提取

颜色、纹理、形状等底层特征，并量化文化基因颜

色比例、纹样种类以及构图形式，形成文化基因视

觉标签。 

STEP2：构建本体层。在本体层面上通过抽取

视觉特征与存储在知识库中的对象模型(文化遗产

标本)相匹配，识别出文化基因对象，进而实现文化

基因本体标签。 

STEP3：构建隐义层。在隐义层面上将文化基

因语义标注词汇与所蕴含内涵进行关联，充分挖掘

文化基因包含的内在隐义文化，构建文化基因语义

标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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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化基因元数 

② 构建文化基因标签语义关联模型。在建立文

化基因三层标签体系基础上，在标签结构的第二层

本体词和第三层隐义词之间建立标签关联，其建立

过程如下。 

STEP1：将文化基因在本体层中的单个本体标

签 it 映射到隐义层中相应的语义标签(即领域专家

标注的文化寓意词 ) js ，建立关联关系 (其中，

i 1, j 1  )。例如，对“龙”的寓意解释为“权势、高

贵、尊荣”。 

STEP2：由于文化基因可能包括多个蕴含寓意

的目标物，则将本体层中的本体标签组合进行语义

解释，提升文化基因寓意的诠释深度。即在进行文

化基因语义标注时，对每类文化基因本体标签词按

照内涵关联的方式，进行组合并输出其语义解释。

例如，“鱼”和“莲花”的组合寓意是“连(莲)年有余

(鱼)”，“龙”和“凤”的组合寓意是“龙凤呈祥”。 

 :龙 :凤 本体层

语义层

语义标签的
近义词扩展

1t 2t 3t 4t 5t ... ... ... ... ...
1it − 1it +it

1s 2s权势 高贵 尊荣... js ... 1s 2s尊贵 太平 吉祥... js ...

:权利、权柄、权益
:尊贵、崇高

:高贵、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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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吉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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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c) (d)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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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化基因语义标签关联 

STEP3：为提升文化基因语义引导力，提高用

户对文化基因所赋予文化寓意理解，提高不同文化

基因之间耦合度。依据新词发现算法扩展同义词词

林构建方式，对隐义层语义标签 js 进行近义词 km 替



换(其中， 0k  )。例如，“幸福”的近义词有“快乐”、

“美满”和“甜蜜”，“权力”的近义词有“权利”、“权益”

和“权柄”。用户可以随意使用其中的一个词检索，

返回的结果是文化基因具有检索词或其更为专业术

语的近义词。 

STEP4：对文化基因进行语义标注时，最终结

果需要对标注词去重。 

综上所述，标签体系结构的第二层本体词和第

三层语义词的关联关系建立以及语义标签的近义词

扩展过程如图 2 所示[28](注：图 2 中纹样图片来源于

孔子博物馆)。 

4.1.2 文化基因量化空间构建 

数字化战略已改变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数据类

型，也让更多传统媒介发生变化。实现不同类型文

化载体采集，利用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并结合领

域专家知识，开展文化数字化表征与量化，为文化

基因深入挖掘和建模奠定基础。 

在文化基因层次提取与风格化建模的研究基础

上，发现基于特征学习得到的字典原子能够有效的

表征不同文化基因以及文化基因类别之间的关系，

提出一套构建文化基因标签量化空间以及优化语义

量化空间方法。将一个文化基因构建一个字典，字

典原子作为基因特征，在字典上对其进行重建。形

成一个文化基因的量化空间，如图 3 是“龙”文化基

因的量化空间[29]。 

 
图 3 “龙”文化基因的字典学习示意图 

① 文化基因（语义）量化空间构建。通过字典

学习算法，获得一个字典，其中每个字典原子代表

该类别的一个语义特征，一共 m 个字典原子来实现

对该类文化基因语义表征。每个原子代表了一个与

本类文化基因特征相似性较高特征。相同类别文化

基因，尽管其他属性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在这 m 个

字典原子（即基向量）的基础上进行重建。 

这 m 个字典原子即构成文化基因量化空间。包

含本类的文化基因都可以通过字典原子线性加和来

实现对其重建。使用字典学习模型构建传统纹样表

征的量化空间，其定义如下： 

2

2 1,
1 1

min
i

m m

i i i
D a

i i

x Da a
= =

− +      （1） 

② 字典相关性挖掘的传统样量化空间优化。在

实际场景中，不同类别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在字

典学习模型中，类别之间的相关性体现在字典原子

之间的相似性。通过对字典的约束，使得相关性强

的类别字典之间的相似性提高，相关性弱的类别字

典之间的相似性降低。类别之间的区分性变强，可

以更好的重建本类样本的同时区分其他类别的样

本。因此，如何挖掘类别之间的相关性，优化字典

是文化基因语义量化空间表达的重要途径。 

为了解决类别之间相关性无法正确衡量的问

题，提出一种新的标签相关系数计算方法

（Dictionary Coherence with Information of Feature 

Space，DCIFS），在计算不同类别标签余弦相似度，

不仅利用到训练集的语义标签空间，而且利用到信

息更加丰富的特征空间，标签相关性的计算更为准

确。如下图所示，字典学习得到 30 个字典原子代表

的龙纹图像特征，在对图像进行重建过程中，不同

图像选择不同的原子进行重建，得到的重建结果尽

管与原特征存在差异，但已经能够将其与非本类文

化基因进行区分。如图 4 所示是一个“龙”文化基

因的量化空间示意图[30]。 

30个字典原子

110100010110010
110111001000101

001001010111011
110111011110111

原特征与重建特征原图像 001000001101101
100111010100110

从字典中选择的特征  

图 4 “龙”文化基因的量化空间 

4.1.3 文化基因时空演化规律发现 

以时间、空间、基因相似度为坐标轴，建立文

化遗产的时空演化三维空间，并以文化基因相似度

为主要标准，在上述三维空间中搜索文化遗产时空

演化的路径。 

 

图 5 文化基因组合与演化规律发现示意图 



以龟兹壁画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特征的文化基

因量化存储模式与表达方法，计算龟兹壁画之间的

基因相似度，进而研究龟兹时空演化路径。 

 
图 6 龟兹时空演化路径 

4.2 文化基因实践案例 

现有文化基因研究局限于人文史和遗传学的角

度，难以挖掘蕴藏在文化生活与艺术中的文化内涵，

也无法凝练成挖掘文化基因的科学方法体系。数字

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科学、系统地挖掘中国传统文

化的文化基因提供了技术条件。围绕“中国传统文化

数字化保护和传承，揭示其文化内涵与演变发展规

律”。展开文化基因提取与表达、标注、重构与多模

态呈现研究实证。 

4.2.1 文化基因提取与表达 

基于多尺度多模态物质文化遗产的采样数据外

观建模和典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表示方法，

提出文化基因的识别、描述与获取的方法。基于不

同文化载体内容，形成 6 类文化基因提取技术路径：

第一类文化基因提取：织物图案基因，如图 7 所示；

第二类文化基因提取：壁画风格基因，如图 8 所示；

第三类文化基因提取：音乐语言（风格）基因，如

图 9 所示；第四类文化基因提取：舞蹈风格基因，

如图 10 所示；第五类文化基因提取：汉字语言基因，

如图 11 所示；第六类文化基因提取：色彩文化基因，

如图 12 所示。 

 
图 7 织物图案文化基因提取示意图 

 
图 8 壁画风格文化基因描述示意图 

 

图 9 音乐语音文化基因提取示意图 

 

图 10 舞蹈风格文化基因提取示意图 

 
图 11 汉字语言文化基因提取示意图 

 
图 12 色彩文化基因提取示意图 



4.2.2 文化基因标注 

文化基因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随

着数字化技术和文化计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化

基因被数据化、图像化，为了有效地存储、检索、

利用这类数字资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行文化

基因深度语义标注。目前主流的语义标注方法主要

是基于元数据的标注（例如百度百科博物馆，对收

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东周铜簋”的标注，标注的内

容包括名称、文物时期、尺寸、重量，用途、外形、

色彩、象征意义、出土地、出土日期、现收藏地等。

“数字敦煌”项目下的资源元数据的核心集包含名

称、作者、主题、年代、分类、尺寸、图像、描述、

状态、收藏地和所属洞窟），但由于高层语义信息与

底层语义信息之间语义鸿沟，元数据方法在对文化

基因标注时存在诸多不足，无法更好揭示文化基因

本体及语义内涵。为了弥补元数据标注的缺陷，数

字结构化的标注方法开始涌现，例如数字语义描述

框架可以对内容语义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建模，同时

利用主题词表和数据元数据实现对资源数据的高层

语义表达。可以让用户更好地理解、欣赏文化资源。

本文团队提出一套基于领域专家引标、机器融标注、

大众打标注的多层次多尺度文化基因语义标注模

型，不仅弥补了数字图像元数据标注存在的不足，

而且可以针对不同类型文化基因数据、根据用户多

目标检索需求，将相应的领域、机器与大众融合并

将新词发现和数据元数据加入到待标注数据语义表

达中，提高数据标注精度，实现文化基因标注规范

化，为机器全自动标注提供基础数据基底。 

   
(a) 龙纹、云纹  (b) 鸟、蝴蝶、花草  (c) 鸟、云纹 

图 13 标注示例 

通过对文化基因数据进行科学标注，依此形成

原真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可以借助智能技术明史、

正史和补史，为印证中华文化传承脉络提供证据。

总之，通过对文化基因标注，能让人类感受到中华

民族文化基因厚重，了解许多后人不知的历史场景，

为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发展史提供更丰富的资源。 

4.2.3 文化基因重构 

文化基因重构是将不同文化元素、文化要素重

新组合、变换生成新的文化资源数据或文化数字内

容的过程。例如，通过提取并重构书法、水墨、油

伞等视觉文化基因以及古乐等听觉文化基因，组合

成一幅沉浸感极强、富有诗意的影像画面。艺术家

再通过对传统乐器古筝、二胡的演奏，将声音源转

化成数据信息，再传输到计算机进行技术处理，从

而实现对影像内容的互动控制。随着乐曲的演奏，

画面中的书法仿佛被写出来一样，让观众沉浸在音

乐与动画互动中，体验到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如图 14-图 18 所示。 

   

   

图 14 群集式重构地毯 

   
图 15 组构式规则重构 

  

图 16 层叠式忍冬纹重构 

 
图 17 拼贴式重构 

   

图 18 纹样组合重构 



如今的文化已成为人们提升生活品质、追求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因素。但是对文化基因的解构、

挖掘与重构显然是与人们的需求不相匹配的。这就

需要用符合社会进步的传统文化创新突破这种局

限，尽可能地满足人们越来越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从多种路径实现其创新性转化和重构。 

4.2.4 文化基因多模态展呈 

案例 1：龟兹石窟仿真博物馆。龟兹是古代西

域的大国也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

欧美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聚集传播地。 

  
图 18 龟兹石窟仿真博物馆 

案例 2：数字文化地图。通过挖掘与分析中国

传统文化，以数字化地图方式并结合虚拟展呈技术，

多角度、多模态、多维度传播与再现中国传统文化。 

 

图 19 大运河数字文化地图 

5 文化基因研究未来思考 

5.1 分类梳理文化基因以开展数据科学研究 

首先，分类梳理文化基因，研究其知识与语义

表示模型技术，并基于多模态空间技术实现特征信

息和文本特征信息的联合表示，最终实现文化基因

语义化描述，并通过弱监督学习抽取基因实体对其

进行关系学习，实现文化基因数据动态更新，进而

维护基因库动态完善与优化。 

其次，开展文化基因挖掘与基因修复方法研究 

研究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表示和特征提取理论和

方法，对多尺度多模态物质文化遗产采集数据进行

一致性整合，在数字空间中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数字化表示范式，进而搭建一套支持对文化基因分

析、挖掘与修复的方法体系。 

然后构建文化基因知识图谱，支持呈现和传播

方法研究 

通过揭示文化遗产外在表现和文化内涵之间的

映射关系；通过基于时空一致性演化模型修复缺损

的文化遗产片段，多模态、真实准确地重现文化遗

产的全貌；通过文化基因知识图谱丰富和发展现有

的文化遗产，并根据文化遗产的特性运用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促进文化遗产传播和共享。 

最后，融合多种文化基因，重建与复原特定历

史阶段的文化风貌，研究面向文化基因知识图谱支

撑下的基因修复与重现原型系统。 

5.2 文化基因理论研究思考 

探索因果推理和机器学习的共同基础：训练和

测试时环境差异越大，采用因果推理方法相对于关

联方法取得的性能提升也就越大」，从而展现了因果

推断对于降低机器学习风险、克服关联统计缺陷的

优势，以及引领机器学习下一个发展方向的潜力。

因此，在测试中更换到与训练数据不同的分布，这

种因果结构很可能可以保证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更

稳定的预测。 

一个挑战是如何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怎样才

能知道一个模型对未曾出现过的场景仍然具有很好

的泛化能力。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利用小规模和超大

规模数据。第三个挑战是全面的场景理解。除了与

训练数据和泛化能力相关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研究课题是全面的场景理解。除了识别和定位场

景中的物体之外，人类还可以推断物体和物体之间

的关系、部分到整体的层次、物体的属性和三维场

景布局。获得对场景的更广泛的理解将会帮助人交

互这样的应用，因为这些应用通常需要物体标识和

位置以外的信息。这个任务不仅涉及到对场景的感

知，而且还需要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理解。 

基于数字化标识库，通过大数据、知识图谱和

文化计算开展文化基因挖掘、提取、量化和表征，

构建较为完备的传统文化语义表征模型，实现外在

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的映射，支撑中华民族文化基

因库构建。 

6 小结 

综上所述，文化基因研究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

程，通过利用人文、艺术、技术等多学科交叉手段

对文化资源数字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基因研究

为路径阐释文化，是文化传播独特的方法，但如何



能够全面阐释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的文化基因需要进

一步挖掘，尤其当下在国际语境下进行当代表达文

化基因表达则缺乏方法和聚焦。究其原因，是对中

国文化基因传承与表达研究薄弱，未形成系统的理

论或方法。为此，文化基因所涉的相关论题已被更

多学者所共同关注，并得到世界各种学术刊物和学

术会议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提升学术水平，

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具有积极促进意义；而文化基因

工程的实施也必将增强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感，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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