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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实现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首要任务。我国从“十

二五”期间即开始大力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

重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相继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但是，仍存在服务不完善、服务效能不高等众多

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提出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建设，汇

聚分散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下简称“三馆”)
等文化机构的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1]。但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公共需求的多层次化，对公共数

字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2021年作为“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文旅部即发布《关于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十四五”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要聚焦网络化、数字化、智能

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并拓展公共文化服

务[3-4]。随后，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明确到“十四五”末期，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

施和服务平台，融合多领域数据信息，形成线上线下

一体化[5]。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不仅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国家政策导向。

现有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是以技术为支撑[6-8]、将三馆资源或者其他文化机

构资源进行“一站式”整合的开放式平台。结合已出

台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政策文本，

政策与研究认知之间的共性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具备三馆属性，同时又具备数字化、一体化、普及

化以及开放共享化等特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涵盖数字图书馆，且与传统单一的数字文化机构(数
字图书馆)相比，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最突出的特

点是一站式，即通过统一入口获取多源异构的信息

资源[7]。并且，随着技术发展的进步，众多的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均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展现。

在“一带一路”倡议，开放合作、共建共享等理念

的影响下，我国渐渐开始意识到要构建一个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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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融合的综合体平台。文旅部印发《“十四五”“一带

一路“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9]，提出关注全平

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全面吸收国外文化。国

际图联也在2022年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图书

馆必须要满足多语种用户需求，帮助用户跨越语言

障碍，获取、阅读与理解全球多语种信息，提供多语

言服务迫在眉睫 [10]。目前，我国较为典型的多语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主要体现于国家数字文化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数字图书馆、丝路图书馆、中

国民族数字图书馆、国家文化云、文化 e家和国家数

字文化网等国家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11]。通过

调研发现，我国现有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具有中国发展特色以及地域特色，服务对象更内

向化。存在多语言门户网站缺乏多样性，信息语种

资源缺乏普及性，缺乏国际影响力等问题，是在经济

文化需求带动下的被动产物。而与此同时，国外在

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上却拥有更加灵敏的

嗅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
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以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等组织

的共同推动下，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的建设、运行效果以及国际影响力要优于国内平

台。拥有一批如世界数字图书馆、欧洲数字图书馆

等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合作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平台，以及被反复参考研究的美国数字公共图书

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国家级多语言平台。上

述平台在多语言的资源整合、信息存取以及平台建

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成效显著。

日前，我国中国工程院国际合作局联合产学研

界众多专家学者为服务“一带一路”相关建设构建的

“丝路”多语言机器翻译平台，从技术角度驱动并深

化了我国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多语言服务的开

展 [12]。但是，通过对上述国内多语言平台进行线上

调研发现，目前我国总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的多语言服务水平还略显稚嫩。因此，本文聚焦国

外具有影响力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针

对多语言，从多维度探究其平台建设特点，以期为我

国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提供参考意见。

2 相关研究回顾

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是在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提供多语言服务。受到国家一

系列相关政策文本的支持，我国对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平台的建设一直都十分重视。具体研究方向包括

平台建设现状、各要素驱动下的平台架构构建、平台

标准指标构建以及平台资源整合问题等。华芳园[8]

首先从上层视角，对我国相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的建设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在虽然我国公共数字

服务平台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国外发达

国家，我国的平台建设较晚，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王丹、张树臣、完颜邓邓[13-15]等从区块链以及大数据

技术等角度，探讨云平台构建的可能性。孙国烨、陈

则谦、朱莉[16-19]等则探讨公共数字文化平台的相关标

准指标构建从而驱动平台标准化的构建。并提出相

应优化策略促进平台建设。吴丹、韦楠华[20-21]等则对

平台面临的多源异构资源整合问题进行研究，并提

出一系列解决对策。

除此之外，吴丹、孙国烨[16，20，22]等则在此基础上

调研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多语言服务需

求。吴丹首先对数字图书馆用户的多语言需求进

行调研，研究结果证明了多语言服务对于用户的

重要性。随后，其从顶层设计角度，提出构建标准

规范以及资源获取制度保障图书馆的多语言服

务。孙国烨则从国家文化政策以及国家发展的角

度出发，分析肯定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的必要性。

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为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平台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国内外对于多语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

面：①案例研究。曹玲、杜慧平[23-24]等分别围绕多语

言资源建设资源利用对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
以及国际儿童数字图书馆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ICDL)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研究，从而

启发我国多语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张彦文[25]利用

文献调研手段，对学术界多语言数字图书馆的研究

进行概括性论述。A. Wu[26]则对世界数字图书馆和

加勒比数字图书馆进行对比研究，提出了一个支持

多语言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框架。T. Budz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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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er[27]拉丁美洲开发档案馆以及美国古腾堡计划

等四个图书馆作为调研对象，调研其多语言的馆藏

资源以及多语言服务，认为多语言数字图书馆可以

利用优势新技术开展提供更好的多语言服务。②多

语言检索功能分析与探索。司莉[28-30]针对用户多语

言检索需求、多语言用户检索行为以及多语言检

索平台功能进行分析，肯定多语言检索的重要性，并

提出完善平台检索功能的建议。H. M. Alsalmi[31]研
究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多语言检索时用户的交互和

行为，认为需要进行用户研究，以记录信息检索系

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多语言用户的需求和期望。

J. Mizera-Pietraszko[32]为了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的多语言检索效率，提出一个基于粗糙集理论的

模型，限制制约因素的数量，从而提高检索准确性。

③多语言技术研究。刘莉[33-35]提出利用机器翻译技

术赋能图书馆多语言信息服务，并构建以机器翻译

为主导的多语言自动翻译平台整合服务方式。国外

B. Kituku[36]也认为机器翻译相较于其他技术方法是

更适合多语言服务的方法，其更具性能优势。章成

志[37]研究多语言领域本体的潜在价值，探讨本体在多

语言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前景。M. Mozgovoy[38]则提

出在词典中添加本体，提高服务效能。A. Vasil,jevs[39]

提出创建欧洲在线多语言服务平台，以满足数字单

一市场的多语言需求。并将平台分为三层：解决方

案层、基础设施层和研究层。基础设施层将在自动

翻译云、人机交互云、多语言知识管理云、欧洲语言

云四个云中结合成熟的语言技术，包括基础服务和

语言资源。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平台均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确定了多语言服务对

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重要性。分析国外优势

平台的建设情况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

一，也是一众学者达成的共识。但是，现有的相关案

例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①研究案例较少。上

述相关案例研究选择的案例维持在 2-4个左右，不

是多案例研究的适宜数量。②研究维度单一。已有

案例研究单一的多语言服务，例如跨语言信息检索、

多语言元数据描述，缺乏对多语言平台的全面性研

究。③研究案例重合度较高。现有的研究案例集中

于欧洲数字图书馆、世界数字图书馆，缺乏在基础上

进行拓展延伸的案例研究。本文将规避现有研究的

不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选择范围，选择多

个国外成熟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进行全

面的研究，探索挖掘具有优势的多语言服务以及建

设方法，从而为我国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建设提供参考。

3 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案例选择

有研究表明，多案例研究一般保持在6-10个是

为最适宜的数量[40]。而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平台众多，包括各国家或国际合作建设的多语言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因此，本文汇聚现有相关研究

中重点关注、影响力较大的几大国外多语言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并在此基础上，选取具有特色的研

究较少的多语言平台，探究其特点。最终，本文筛选

出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作为研究

对象，具体的多语言数字文化平台选择依据为：①平

台在多语言服务领域较为成熟，相关优势服务或者

举措能够为我国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建设提

供参考。②平台要涵盖国家级、全球级层次平台，能

够代表国际上顶层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建设情况。③平台的各方面发展比较完善，能够进

行多方面的横向比较。根据该选择依据，本文选取

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世界数字图书馆(The
World Digital Library，WDL)、国际儿童数字图书馆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ICDL)、美国数

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DPLA)、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加勒比海数字图书馆(The Digital Library of the
Caribbean，dLOC)以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NDL)7个多语言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作为

研究对象。WDL、ICDL、Europeana，以及 dLOC是国

际上起步较早的跨国的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其多语言资源馆藏相对丰富，多语言服务也较为

成熟。DPLA作为一家整合了全美“三馆”资源的全

数字化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浪潮中的典型代表。

NLA的馆藏与服务特色跻身于世界级国家图书馆的

前列[41]。NDL也在世界性的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中

占据领先优势[42]。上述 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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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的概况如表1所示。

4 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分析框架构建

信息网络的泛在延伸、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以

及数据资源的蓬勃发展给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平台的运行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加深

入地了解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需要构建

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正规、全面的厘清并分析平

台运行与服务现状。M. A. Goncalves[50]等研究者提

出的 5S模型是数字图书馆领域普遍接受的基础理

论，美国的NDLTD项目应用5S模型对数字图书馆进

行分析，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证明了该模型的适用

性[51]。本文以 5S模型作为理论指导，并针对多语言

服务，提取、聚合核心模块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的分析框架，针对性的分析平台的多语言服务特

征与优势。

4.1 5S模型

5S模型认为数字图书馆由数据流(streams)、结构

(structures)、空间 (spaces)、情境 (scenarios)以及社会

(societies)五大要素组成。数据流指向图书馆的所有

信息对象，包括文本以及数字音频等信息，结构则是

信息对象以及所有实体的一种表征形式，数据与结

构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集合

体。空间是信息与社会发生操作和关系的形式化的

要素，包括作用于其他要素的服务。而情境则是在

空间下，其他要素发生的变化，表征着数字图书馆功

能。社会是意指数字图书馆各个流程的人、物以及

软文化等，是图书馆的最高层次表示。数字图书馆

作为一个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

是其核心目标，五要素的相互协作保障了数字图书

馆功能的完善度。其具体结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5S模型[52]

4.2 平台分析框架

5S模型的五要素完整的描述了数字图书馆的构

成，维护着图书馆的运行。但随着图书馆智慧化的

转型、多元文化的渗透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

展，图书馆要素的内涵更加深层且丰富。本文在 5S
模型的基础上，针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多语

言服务，对其要素进行整合与延伸，构建社会、资源、

服务、技术四大模块，并作为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

表1 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概况

开始年份

2009

2002

2008

2008
2013

1901

1947

平台名称

世界数字图书馆(WDL)

国际儿童数字图书馆(ICDL)

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

加勒比海数字图书馆(dLOC)
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PLA)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LA)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DL)

发起组织

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等组织

马里兰大学和互联网档案馆合作研
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赞助

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欧洲基金会主办

海底、牙买加等36家单位联合创建

美国国会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简介

整合了联合国会员国国家型平台的多种文化材
料，服务面向国际公众[43]

收录了不同语言版本的儿童文学作品，面向全球
的儿童提供优秀作品[44]

汇聚了欧洲 27个成员国多语言、多类型的数据
资源，并用数十种语言对资源进行整合，是公众
了解欧洲文化的窗口[45]

拥有多种语言的有关于加勒比海文化的馆藏资料[46]

聚合了美国公立与私立文化机构的多语种数据
资源，致力于让公众平等自由的获取知识[47]

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控，还提供其他国家的联合
目录以及服务入口，实现图书馆之间的资源整合
与共享，传播民族文化[48]

以日英中韩四大语言为主，为用户提供跨语言检
索服务的平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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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分析框架

(1)社会模块。社会模块指代社会 (societies)要
素，由多语言方针政策、多语言用户以及多语言活动

项目组成。该模块对多语言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起到

一个顶层设计的作用，指导平台运行，决定平台的未

来发展走向。

(2)资源模块。资源模块包含数据流(streams)以
及结构(structures)要素，针对性探讨多语言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的多语种数据资源，包括

网络数据资源、图书馆数据库资源以及第三方数据

商资源等数据资源集合。丰富的多语种馆藏资源是

利用资源为用户提供多语言服务的前提。

(3)技术模块。技术是支撑服务与功能的一种手

段，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多功能的实现需要采

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各大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平台利用的技术不一，例如机器翻译、元数据翻译

等，技术支撑着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运

行，技术的优劣决定着平台多语言服务的性能，其中

优势技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服务模块。服务模块包含空间(spaces)以及情

境(scenarios)要素。一是在平台整个空间里提供的服

务；二是包括为提供服务涉及的操作。多语言服务

包括多语言信息门户、跨语言检索、多语言检索以及

多语言元数据描述。服务模块是多语言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平台的核心模块，也是重点研究模块。对各

个平台提供的多语言服务进行调研与评估，有利于

了解其所提供服务的多样性、优劣势以及对资源的

利用度，继而对我国多语言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建

设提供参考。

5 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按照上文提供的分析框架对平台进行系

统、详细的解析，挖掘优势服务与技术，指导、启发我

国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

5.1 社会模块

根据5S模型 societies要素衍生而来的社会模块

由多语言方针政策、多语言用户以及多语言活动项

目组成，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按照方针政

策，通过举办活动创建项目等手段为多语言用户提

供服务。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在政策

方针、活动项目以及多语言用户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国外7个平台多语言方针政策、活动项目以及用户情况对比

平台名称

WDL

ICDL

Europeana

dLOC

DPLA

NLA

NDL

多语言方针政策

《公共图书馆宣言》[10]

——

i2010数字图书馆倡议[54]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6]

《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 2019-2022
年战略规划》[58]

《超越优质服务，巩固社会结构：澳
大利亚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指南》[60]

《2021-2025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化
转型战略》[62]

多语言活动项目

“WDL合作伙伴会议和执行委员
会会议”[53]

——

欧盟第五期架构计划[55]

国际倡导计划 (International Ad⁃
vocacy Programme，IAP)[57]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
tive Library，CADAL)[59]

Trove[61]

NDLSearch[63]

多语言组织联盟

面向全球吸纳了近百个国家的机构合作，机构
包括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其他共198个机构

马里兰大学与美国基金会、图书馆、微软、博
物馆共同合作组织

面向欧盟，涉及三十多个国家，合作机构包括
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3000多个机构

海地国家档案馆、阿鲁巴国家图书馆、牙买加
国家图书馆以及部分大学图书馆合作联盟

传播美国文化，与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
局、纽约公共图书馆、密歇根服务中心等4000
多家文化机构合作

国家图书馆与 766个机构的合作，通过合作
联盟实现了Trove项目

50多个机构，100多个国内外数据库的联合，
通过合作联盟构建NDL Search综合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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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多语言方针政策

方针政策是 societies要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图书馆根据自己发展的需求与特点，综合各种因

素制定的符合馆情的愿景目标，展现图书馆的定位，

也为未来的项目开展提供指导方向[64]。国外 7个多

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在多语言方针政策方面

的特性主要可分为：在数字化转型中兼顾多语言服

务、在国际战略方案中融和多语言方针以及在全国

性服务政策中涉及多语言指示。

首先，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平台的工作重心，而多语言则是在数字化的基

础上丰富资源的多样性以及提高信息资源的可理解

性。Europeana以及NDL均将多语言服务作为数字

化转型的一部分，在数字化建设中保证服务质量。

其次，IFLA以及UNESCO作为国际公共文化服务领

导组织，一直以来从顶层对全球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事业进行把控，指导国际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WDL以及 dLOC在全球化政策的指引下，提供多语

言服务。NLA以及DPLA在众多国外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平台中在本土化政策中多语言服务表现亮眼。

其中NLA为了服务新移民以及多元化社区的构建，

针对性的出台了系列多语言方针政策，以此保障各

级公共图书馆的语言服务多样化[60]。除此之外，NLA
也十分重视多元化馆藏建设，鼓励多样化以及个性

化的文献资源整合。而DPLA作为美国的数字中心，

在多语言服务方面有着更高的敏感性以及先进性，

在国家的战略方案中将多语言服务作为愿景之一，

以此适应不同社区的多元化。

5.1.2 多语言活动项目

在多语言政策方针的引导与支持下各平台的多

语言活动项目应运而生，多语言活动项目是Societies
要素作用下的产物，反映出对政策的响应支持。7个
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平台针对多语言政策提出

的项目包括多语言检索项目以及进一步的计划部

署。其中，Trove、NDL Search是NLA以及NDL较为

成熟且成功的多语言检索项目，通过促成多语言国

家的合作联盟，实现多语言资源的聚合，并构建统一

的门户网站，为用户提供获取多语言信息的“一站

式”渠道。Europeana、WDL、DPLA以及dLOC则进一

步从政策中开展计划实施，为多语言服务的战略部

署提供更详细的布局，并且在计划中更加注重合作，

在合作中倡导多语言、多元化活动。Europeana提出

的欧盟第五期架构计划即包含 14个多语言文献项

目[55]，WDL以及DPLA等通过合作联盟，共同探讨多

语言活动的组织实施。

5.1.3 多语言组织联盟

多语言组织联盟是 Societies要素中组织关系的

体现。多语言组织联盟不仅是馆际间的合作，更可

以将范围扩展至与各机构的合作联盟，国外多语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更是将合作联盟作为诸多事

务开展的关键一环。7个多语言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在多语言组织联盟上展现出的趋势为：三馆联合保

障基础、政府介入促进合作灵活有效、合作联盟体结

构日趋庞大。由调研可知，三馆联合已是趋势，7个
平台均将三馆作为联合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拓展，是组织联盟的基底。而政府的介入则是从一

定程度上给予合作保障，推动项目活动的进行，以及

给予相关合作支持。通过对合作组织联盟的构成进

行深度分析，可以其发现组织结构较为庞杂。文化

机构、公共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等的参与从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组织构成，并且聚合了更多的资源，丰

富了资源多样性，给联盟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5.2 资源模块

资源模块由 streams要素以及 structures要素构

成，是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内容核

心，也是进一步提供多语言服务的基础。平台提供

的多语言资源越丰富则代表在多语言服务方面拥有

更多的可能性。表 3体现了国外 7个多语言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资源语种的数量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DPLA提供的资源语种数量最

表3 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多语种资源对比

资源语种
WDL

马来、英、泰、下索
布、日等134种语言

ICDL
英、法、德等
多种语言

Europeana
德、法、丹麦、荷
兰、芬兰、中等
37种语言

dLOC
中、英、法、
德4种语言

DPLA
英、德、法、日、
意大利、中等
400多种语言

NLA
英、中、日、澳大利
亚、荷兰、西班牙等
不少于20种语言

NDL
日、英、法、俄、
德、西班牙等不
少于10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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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达 400多种语言。dLOC提供的资源语种数量

最少。而造成二者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地

区之间的发达程度不同以及平台组织性质不同，而有

时，这二者之间又相互影响。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文化

的发达中心，以其最大程度上的开放包容进行信息资

源的开放获取。而加勒比海地区则较为落后，在信息

获取以及信息传播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正

在通过构建期刊网络的方式加强与外界联系[65]。其

他几大平台则在地方特色、常见语种的基础上，提供基

本上能够满足需求的服务。除此之外，Trove、DPLA、
Europeana以及WDL还借助 Facebook、wiki和 twitter
让世界各国的人参与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实现资源共

享，给多语言信息资源挖掘了更多的共享渠道。

5.3 服务模块

服务模块包含 spaces要素以及 scenarios要素，

两要素在服务模块中体现为在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平台上提供的场景服务。是多语言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平台的核心任务模块，其目的在于满足用

户需求，提高多语言资源利用率以及促进多元文化

的交流等。多语言服务模块一般包含多语言信息门

户，跨语言、多语言检索以及多语言元数据描述[66]，

7个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多语言服

务情况如表4所示。

5.3.1 多语言信息门户

多语言信息门户即多语言的门户界面，是平台

对外交流以及面向世界的窗口，也是多语言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必须具备的基本属性。平台网站

根据用户需求定制相应的语言界面，助力用户实现

无障碍访问，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是各大平台门

户均提供的语言界面，从而保障平台基本的用户友

好性。dLOC、NDL、Europeana以及WDL在此基础上

还提供其他语种，丰富门户网站语种呈现的多样

性。其中，Europeana语言种类最多，给用户创造了

更加多语的环境。除此之外，7个平台普遍采用一键

切换的方式实现多语言门户的转换，给不同母语用

户最熟悉的语言环境进行信息的检索以及获取。但

是，总体而言，国外7个平台的多语言信息门户依旧

缺乏多样性的完善，现如今的多语言门户更注重本

土用户的语言习惯以及其所惯用语种的普及度。

5.3.2 多语言、跨语言检索

多语言、跨语言检索是用户获取多语言信息的

必经手段，也是平台为用户提供多语言服务的必经

渠道。跨语言指用户可以通过输入一种语言信息从

不同语言资源中检索获取相关信息[67]。跨语言检索

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用户获取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信

息的利用率。而跨语言检索功能的强弱则可以用检

索语种数量、检索信息的相关性以及全面性来衡

量。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在多语

言、跨语言检索功能方面的差异受平台联盟体构成、

政治文化以及多语言技术等因素影响。例如DPLA
作为美国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重大项目，多语言、跨

语言检索功能也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提供50多种

语言的检索，大大提高了平台信息的利用率。而

NDL由于其国家文化属性，只提供日语与中韩英三

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检索。从跨语言信息检索的相关

性以及全面性来看，目前，检索信息受限于翻译功能

的影响，还无法完全将相关信息完整、完全地呈现于

用户检索的界面，需要进行更进一步深层的挖掘，需要

更加具有技术优势的模型增强跨语言检索的水平。总

而言之，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跨

语言检索水平并未随着整体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而

有更加深入的突破，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5.3.3 多语言元数据描述

多语言元数据描述通常是指平台的所有数据都

表4 国外7个平台的多语言信息门户、跨语言检索、多语言元数据描述对比

平台名称

WDL
ICDL

Europeana
dLOC
DPLA
NLA
NDL

多语言信息门户

提供中、英、俄、法、阿拉伯等7种语言的界面

提供英语界面

提供30种语言的门户界面

提供英、西班牙语、法语三种语言界面

提供英语界面

提供英语界面

提供英、中、韩、日四种语言界面

跨语言、多语言检索

提供中、英、俄、法、阿拉伯等7种语言的跨语言检索

提供英、汉、法、德等18种语言的检索

具备英、德、意大利、荷兰、法等10种语言的跨语言检索功能

提供英语、法语、帕皮亚门托语三种语言的跨语言检索

提供英、日等50多种语言的检索

——

支持日韩、日中、日英三种语言的双向翻译与跨语言检索

多语言元数据描述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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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表述与介绍，便于用户能

够检索与目标信息相关的多语言信息 [66]。早期，受

限于技术水平的发展，多语言元数据描述通常被当

作衡量多语言服务优劣的一大特征，众多平台将元

数据描述作为提供多语言服务使用的一种服务手

段。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也普遍

对元数据进行多语言描述，其中，Trove只存储元数

据而不存储内容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其元数据多语言

描述的特征[68]。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多语言元数

据描述将会被替代，由翻译工具完成这一工作环节，

通过引用翻译工具即可以帮助用户实现对所有多语

言信息进行最直接的获取，提供更加全面、高效且优

质的服务。

5.4 技术模块

技术模块是智能时代下衍生的产物。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在平台建设中逐渐占据主

导地位。技术模块针对性研究多语言技术，多语言技

术是支撑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提供多语言服

务的重要一环，决定着多语言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目

前，国外7个平台应用的多语言技术可归纳为机器翻

译、命名实体识别、元数据翻译等，如表5所示。

从表5可知，国外7个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大

多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翻译技术保障多语言服务

的质量。并且利用机器翻译、元数据翻译技术实现

多语言服务是7个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普遍采用

的技术手段。在经历了基于实例—基于规则—基于

统计—基于神经网络的4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目前主

流的基于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技术已经

能够在大部分场景下拥有不俗的翻译表现，并且灵

活度较高，能够以插件、软件等方式嵌于各种应用载

体。但是，受限于机器翻译技术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其在低资源以及语言环境较为复杂等场景下性能较

弱，需要采用其他辅助翻译技术从一定程度上保障

多语言服务的质量。元数据翻译将元数据用不同语

言进行表述，帮助用户从海量的多语言数据中获取

相关信息。一般而言，元数据翻译依赖人工对元数

据进行标注，耗时长，从长远的角度看，并不符合时

代快速发展的需求。除此之外，多语言本体在机器

翻译以及跨语言检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依靠多语

言本体将处理信息进行转换或标注[69-70]，从而实现对

不同语言翻译以及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信息检索，

这与元数据标注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国外7个多语

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面对不用场景的多语言需

求，通过针对性的利用不同技术的优势，继而维持一

定的多语言服务。

6 我国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思考

在对5S模型进行解析、结合与延伸的基础上，通

过对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进行社

会、资源、服务、技术4个模块的分析研究发现，国外

在早期阶段即对多语言服务平台进行了关注与构

建，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活动以此提高多语言服务

的质量以及用户的活跃度。但是，受限于技术发展的

约束，新技术落地的滞后性以及应用上的保守性等因

素，多语言服务也始终无法达到一个较为全面且完善

的层次。尽管如此，相对于国内来说，国外的多语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较早，在某些建设经验

上值得国内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思考。

6.1 联合政府建立联盟性质的多语言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平台

由调研发现，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均是由各个机构合作共建，合作机构类型多样，数

量基底较为庞大，并利用合作联盟构建了数字文化

资源共享中心，聚合多样性数字资源于开放平台，最

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对于资源多样性以及资源获取

的需求。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逐渐被多螺旋式协同模式所影响，合作机构也亦趋

于多元化[71]，企业、政府等多维度的集合体更能够有

益于多语言服务的开展。并且，从国外多语言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联盟构成可以看出，政府是联

盟构成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借助政府颁布与实施

表5 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技术对比

服务平台

多语言技术

WDL
元数据翻译、翻译
记忆工具机器翻
译、人工翻译等

ICDL
元数据翻译、
机器翻译、人
工翻译

Europeana
机器翻译、多语命名
实体识别、翻译消
歧、基于语境词表等

dLOC
元数据翻译

DPLA
元数据翻译

NLA
元数据翻译、
基于语境词表

NDL
基于实例、规
则的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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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多语言服务相关的政策与活动，能够给平台

的运行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与保障，此举给国内多语

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构建更多的参考与借

鉴。国内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也需要将政

府纳入合作体，并利用政策、活动等软文化手段，提

高多语言服务的范围与质量。

6.2 借助丰富的多语言资源提供多模态的多语

言服务

从整体上看，国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多

语言资源语种种类较为丰富，甚至，部分平台的存储

语种资源已经达到数百种，为多语言服务构建了坚

实的基底。当然，丰富的多语言资源只是平台提供

多语言服务的基础，如何更好地利用多语言资源提

供多样性的多语言服务才是更进一步的目标。通过

对门户界面、跨语言、多语言检索以及多语言元数据

描述三个方面多语言服务的调研看，国外平台提供

的多语言服务与语种资源并不能够达到一定程度上

的匹配。总体而言，多语言服务还处于一个比较初

步的状态，并且局限于文本的多语言服务。而随着

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多模态的多语言服务有着更为

广泛的需求。例如，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图片或者语

音的输入，获取不同语言的相关信息。因此，对于国

内多语言服务平台来说，首先保障多样性语种资源

是基础，其次，需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多语言资源

的能动性。在跨语言、多语言检索服务等场景中，如

多语言服务仍然局限于文本将无法最大程度上满足

用户的需求。语音、图片、视频等多模态信息的涌入

促使多语言平台的信息服务向多模态的多语言服务

升级。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必须在现有基

础上，深化多语言服务内容，紧跟时代发展满足更多

用户的需求。

6.3 摆脱技术应用的固定思维抓住新技术带来

的机遇

从国外 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所使

用的多语言技术的来看，其所应用的技术在先进性

方面依旧过于保守，而这也正是国内多语言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的通病。机器翻译在国外多语言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普遍应用标志着将机器翻译

技术引入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必然性。

近期，ChatGPT的爆火展现出预训练模型的惊人潜

力，其利用代码理解任务和人类反馈对齐技术，获得

了超乎寻常的复杂推理能力和泛化到新任务的能

力，而这给以训练模型为核心的机器翻译技术也带

来了更大的冲击，预示着机器翻译的翻译质量可能

也远远未达到上限，对于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平台来说，其多语言服务理应拥有更多的可能

性。但是，现状却不尽如人意。目前，国内多语言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正在尝试通过自建多语言翻译

系统提供多语言服务，如构建“丝路”多语言公共数

字文化平台服务于“一带一路”基础文化建设与传

播。面对国外ChatGPT[72-73]、PaLM[74]等大模型在技术

上的突破，国内在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

建设上应该及时的作出调整，避免出现技术滞后，轻

易被取代，继而导致服务质量停滞不前的局面。

7 结语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提供多语言服务是促进

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文化交流传播的必经之路。本

文利用5S模型构建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

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下对国外7个多语言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平台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

化平台建设较早，在政策、方针、资源等方面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但在多语言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多语言

服务的完备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对我国多语言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思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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