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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北京研究基地主任冯惠玲做客天津示范大学求是讲坛 

2019 年 6 月 5 日下午，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邀

人文北京研究基地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惠玲作题为“数字记忆：数字时代的记忆风景”的学术报告。天津师范大学校

长钟英华主持报告会，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及古籍保护研究院

共 200 余名师生聆听了报告。本次报告是求是讲坛的第五十二场学术报告，报告

在会议中心三楼多功能厅举行。 

报告会中，冯惠玲教授从渐成气象、密码之趣、魅力魔方、领域解析四个模

块引入数字记忆话题，并指出，数字记忆就是将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以数字

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和传播的记忆，是刻写记忆的一

种形式，是数字人文的一种实现。在“记忆之谜密码之趣”模块，重点阐述了记

忆的含义、记忆的功能、记忆进化的过程、记忆功能的革命和记忆危机等五个方

面的内容，同时指出现代文明和信息化是构建记忆过程中的两把双刃剑，在记忆

危机的背景下，数字记忆表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随后详细展示了“北京记忆”

“高迁记忆”两个实践案例，并深入分析了数字记忆的文化价值、主要形态、要

件与特点。她指出，数字记忆从全球角度看，有利于保持历史真实性、文化连续

性、文化多样性；从地域和社群视角看，有利于延续地域精神、传播主体文化、

支持身份认同、积累文化资源。最后，冯教授就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的关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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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看法与认识。 

报告结束后，冯惠玲与现场师生进行交流互动，并就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数

字记忆背景下人才培养需求、元数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天津师范大学钟英华校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冯教授的报告高屋建瓴，内涵

丰富，涉及数字记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文等诸多维度。讲座内

容翔实，精彩生动，非常富于启发性，让在座师生受益良多。期望冯教授今后能

常来天津师大指导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副主任魏娜参加志愿服务亚太地区国别

经验交流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20 日下午，志愿服务亚太地区国别经验交流研讨会在中国宋庆

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成功举行。来自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UNV）驻泰

国、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

越南、德国、东帝汶、中国等 14 个国别代表，及国内志愿服务领域逾 20 位专家、

学者共计 70 余人参加此次交流研讨会。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副主任魏娜应邀出席

了此次研讨会并以“志愿服务的动员机制”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志愿服务基本内

涵出发，就志愿动员要素与机制、志愿动员媒介与方式两个角度展开重点论述，

并加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引起现场的热烈反响。 

 

 

 

 

 

 

 

————————————————————————————— 

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2019 年 7 月 10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