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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范式构建

与场景嵌入研究

张兴旺袁 辛 杰袁 吕瑞倩袁 段雪纯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桂林 541004）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数字藏品主要源于 NFT，是 NFT 中国化的本土概念，能够解决元宇宙中数字资产的身份认证与权益治

理问题，是图书馆入局元宇宙的重要切入场景。[方法 / 过程]文章分析了元宇宙与数字藏品的区别和联系，阐释了图书馆数

字藏品的内涵特征，并从资源端、创意端、铸造段、发行端与服务端等 5 个维度，对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

范式构建与场景嵌入进行了分析。[结果 / 结论]研究认为：图书馆数字藏品的铸造过程是将馆藏资源转化为可识别的元数据，

并将其嵌入区块链的过程；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物理实体形态存在的馆藏资源，需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再进行

铸造与发行；二是以数字资源形态存在的馆藏资源，可直接进行铸造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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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 2021 年以来袁 元宇宙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

注袁 并在多个领域发挥巨大作用遥 由于元宇宙独特的

沉浸式体验尧 可信身份认证与多元化知识生产等基本

特征袁 使得图书馆尧 博物馆尧 教育尧 文化尧 娱乐与艺

术等领域纷纷聚焦于此袁 这也为图书馆融入元宇宙提

供了机遇窗口遥 目前关于元宇宙的探索袁 理论大于实

质袁 这比较符合新兴业态尧 新生事物或新型技术发展

所呈现的基本规律遥 元宇宙描述了一个未来互联网全

要素深度融合尧 交互与协同的发展愿景袁 激发了人们

对未来社会场景重塑的创造力袁 而 NFT 渊Non-Fungible

Token袁 非同质化通证冤尧 数字藏品的出现正将这种愿

景与想象逐步变为现实袁 尝试在离散的虚拟信息空间

中重建微粒个体之间的可信数字凭证与虚拟要素融合

机制袁 进而实现相关理念尧 技术与愿景的趋同进化遥
近两年袁 图书馆领域就开始密切关注元宇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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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融合[1]尧 服务转型[2]尧 资源建设[3]尧 技术框架[4]与

应用场景[5]等问题袁 少数学者对图书馆数字藏品的开发

优势[6]尧 元数据整合[7]尧 资源管理[8]进行了理论探索遥 部

分学者提出图书馆可以数字藏品为内容创新形式袁 驱

动其数字资产尧 知识内容与交流空间的价值重塑[9]遥 数

字藏品是 NFT 中国化的本土概念[10]袁 也是图书馆入局

元宇宙应用层的重要切入场景[11]袁 体现了图书馆 野人 -

机 - 物 - 环境 - 资源冶 五元要素的虚拟化尧 数字化与资

产化结果袁 为馆藏数字资产的创造尧 流转尧 铸造尧 发

行与交流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撑遥
当前袁 中国特色数字藏品在数字艺术尧 数字出版尧

数字文创尧 博物馆等领域备受关注袁 但在图书馆领域

关注的相对较少遥 基于此袁 本文在对图书馆数字藏品

的理论内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袁 对元宇宙视域下

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范式构建与场景嵌入进行探

索袁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遥

2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的理

论内涵

2.1 元宇宙与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尧 NFT尧 区块链与元宇宙彼此之间存在

着密切联系遥 数字藏品主要源于 NFT袁 是 NFT 数字资

产中国化的本土概念袁 NFT 是数字藏品的数字产权凭

证曰 区块链是数字藏品尧 NFT 与元宇宙的技术基础袁
其中袁 NFT 是基于以太坊公有链袁 注重的是数字资产

的虚拟金融属性与社交属性[12]袁 而数字藏品则基于联

盟链袁 剥离了 NFT 的虚拟货币与金融属性袁 强调其数

字收藏尧 虚实交互与数字凭证属性[13]曰 数字藏品尧 NFT

均为元宇宙的重要切入场景袁 尤其是数字藏品是中国

语境下元宇宙落地的关键所在袁 是实现元宇宙空间与

现实物理世界虚实融合的链接器袁 能够解决元宇宙中

相关数字资产的身份认证尧 溯源尧 确权与版权保护等

问题[14]遥
事实上袁 自元宇宙诞生以来袁 业界与学界就在文

旅尧 艺术尧 金融尧 游戏尧 娱乐尧 教育等应用场景中对

其进行了详细描绘遥 但目前来看袁 无论在哪个领域袁
其应用场景的落地与实践暂时都处于理论探索阶段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数字藏品以异军突起的方式适时出

现袁 基于以下 3 个原因使之成为元宇宙落地的重要切

入场景遥
渊1冤 区块链 渊尤其是联盟链冤 技术赋予了数字藏

品非同质化尧 可溯源尧 不可篡改尧 唯一性尧 易确权等

基本特征袁 而作为数字藏品核心技术袁 区块链更是整

个元宇宙技术体系中成熟度最高尧 实现难度较低尧 技

术发展最快的技术之一遥 因此袁 数字藏品也成为博物

馆尧 数字文创等领域入局元宇宙相对最早尧 最快尧 最

容易的应用场景袁 如上海博物馆发行的 野天水放马滩

汉纸本地图冶 野居延里程简冶 等数字藏品遥
渊2冤 毫无疑问袁 元宇宙的建设与发展将会是一个

曲折过程袁 期间必然会遭遇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遥 数

字藏品的及时出现袁 不仅能激发用户对元宇宙的好奇

心与热情袁 还能给用户带来元宇宙的新奇感受遥 同时袁
数字藏品领域良好的经济效益与市场前景袁 引起了政

府尧 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袁 促使更多企业尧 政策尧
人才尧 资金进入其上下游产业链中袁 为元宇宙建设与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目前包括上海尧
广东等在内的 14 个省市发布了 32 份相关政策措施遥

渊3冤 数字藏品可为实体经济尧 数字经济 渊或产业冤
与数字文旅赋能袁 由此提升元宇宙用户的体验感尧 信

任度与忠诚度袁 进而驱动元宇宙的建设与发展袁 如陕

西旅游集团将地方特色文旅资源融入 野丝路旅者漠漠冶
数字藏品袁 来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曰 山东崂山景区发

行的 野巨峰神鳌冶 数字藏品就成为该景区一个独特的

数字名片遥
2.2 图书馆数字藏品的科学界定

目前关于数字藏品尚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袁 已有

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尧 法学尧 艺术学等学科视角

展开遥 经济学领域将 NFT尧 数字藏品视为数字资产[15]袁
对藏品交易面临的金融风险[16]尧 数字资产的价值功能[17]尧
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方式[18]等问题进行了探索遥 由于资

产交易及权益归属与法律密切相关袁 法律领域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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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的法律属性界定为虚拟财产或虚拟货币 [19]袁 主要

研究了数字藏品的法律风险[20]尧 版权保护及治理[21]等问

题遥 在此基础上袁 部分学者从艺术学视角提出了数字

藏品 野艺术 - 技术 - 法律冶 三元模式[22]袁 并对艺术类数

字藏品的著作权与版权保护[23]尧 价值共创模式[24]尧 藏品

生成方式[25]等问题展开了研究遥
尽管各个学科对数字藏品的概念界定略有不同袁

但均认为需符合 5 个基本特征院 一是数字藏品主要以

文本尧 图像尧 音视频尧 模型等形式进行呈现袁 且与原

作品之间存在映射关系曰 二是需符合中国语境袁 能依

托中华民族独特尧 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袁
为其创新提供重要的源泉曰 三是能为每一份数字藏品

提供唯一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袁 并清晰地记载着藏品的

创建时间尧 权属信息尧 流转记录等信息曰 四是创建的数

字藏品能被数字化铸造尧 发行尧 流转尧 收藏与使用曰 五

是必须是基于区块链技术袁 尤其应采用联盟链技术遥
图书馆数字藏品作为数字藏品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实践袁 是图书馆入局元宇宙的重要切入场景遥 基于此袁
本文认为图书馆数字藏品主要指的是基于中国图书馆

所处的政策环境尧 技术条件尧 资源结构尧 业务特征与

文化沉淀而生成的袁 剥离了 NFT 虚拟金融与虚拟货币

属性袁 具有中国特色尧 图书馆业务特征的袁 采用区块

链 渊尤其是联盟链冤 技术对图书馆特定的馆藏资源尧
文献资源或数字资源进行数字化铸造尧 发行尧 流转尧
收藏与使用而提供的唯一可信数字权益凭证遥

3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

链的范式构建

数字藏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业态[26]袁 具有唯一

性尧 可溯源尧 不可篡改尧 易确权等典型特征袁 是图书

馆元宇宙空间中馆藏资源 渊如图书尧 古籍尧 舆图文献

资源与各类数字资源等冤 数字化尧 虚拟化尧 确权化的

完美展示遥
3.1 范式构建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图书馆尧 档案馆尧 博物馆尧 艺

术馆尝试接纳与利用数字藏品袁 如敦煌研究院发行的

3D 野飞天冶 系列尧 湖北省博物馆发行的 野越王勾践

剑冶尧 湖南省博物馆发行的 野T 型帛画冶 与 野朱地彩绘

棺冶尧 国家图书馆发行的 野诗词中的国家图书馆冶 与

野数字藏书票冶 等数字藏品遥 相对而言袁 利物浦国家博

物馆尧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等机构从馆藏资源建设维度

将 NFT 与用户进行深度融合袁 更加值得国内相关领域

学习借鉴遥
传统数字化技术使得图书馆馆藏文献尧 档案尧 资

源与文物逐渐挣脱物质载体的约束袁 在促进数据尧 信

息与知识传播的同时袁 也导致了图书馆尧 档案馆与博

物馆逐渐遗失了物理馆藏资源 野光环冶遥 数字藏品通过

唯一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区分馆藏资源的原件尧 复制

品与衍生品袁 为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重塑传统典藏时

代的 野荣光冶 提供了重要支撑遥 换句话说袁 数字藏品

能使图书馆馆藏资源在元宇宙空间中袁 能以类似于传

统物理实体资源方式来建设尧 保存尧 管理与服务遥
根据价值链治理理论奠基人之一 Gary Gereffi 所提

出来的服务价值链与产品组织体系的界定[27]袁 可将图

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分解为 野资源 - 创意 - 铸造 - 传播 -

服务冶 五大价值服务流程袁 并形成了一个共存共生的

价值闭环遥 数字藏品独特的价值内涵尧 成熟的数字化

体系尧 先进的技术方法和图书馆深厚而独特的资源优

势交相辉映遥 基于此袁 由此设计出元宇宙视域下图书

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范式构建如图 1 所示遥
该范式主要包括 5 个组成部分院 一是资源端的价

值挖掘和藏品分类范式曰 二是创意端的区块链嵌入与

协同创作范式曰 三是铸造端的数字藏品协同铸造范式曰
四是发行端的数字藏品发行与传播范式曰 五是服务端

的版权治理与权益保护范式遥 其中袁 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袁 一般将馆藏资源转换为数字藏品的过程称之为铸

造袁 将数字藏品铸造好之后的首次发布尧 交易或流通

过程称之为发行遥
从技术视角来看袁 其铸造过程是将馆藏资源转化

为可识别的元数据袁 并将其嵌入区块链的过程遥 根据

数字藏品创作源载体形式的不同袁 可将其分为两种类

型院 一是以物理实体形态存在的馆藏资源袁 需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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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范式构建

Fig.1 Paradigm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verse

行数字化处理与加工后袁 再进行铸造与发行曰 二是以

数字资源形态存在的馆藏资源袁 可直接进行铸造与发

行遥
3.2 内涵剖析

3.2.1 资源端院 基于资源内容的藏品分类范式

根据已发行的数字藏品案例来看袁 数字藏品主要

包括艺术作品尧 古籍文献尧 珍贵文物尧 数字文创尧 数

字出版物尧 模型周边尧 新闻藏品尧 数字音乐尧 3D 模型

等类型袁 其数字资源类型主要以文本尧 图像尧 音视频

与三维模型等为主袁 其创作源泉主要来自于物理实体

资源和虚拟数字资源两种类型遥 因此袁 图书馆现有的

物理实体资源尧 自建与外购数字资源等均可以作为数

字藏品的创作源泉袁 并据此设计得出图书馆数字藏品

的类型划分方式如图 2 所示遥
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数字藏品铸造的基础与前提遥

以图书馆馆藏资源 渊图书尧 古籍尧 档案尧 舆图等冤 为

基础袁 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尧 文化尧 艺术尧 社会

与精神价值袁 依据实际需求袁 铸造相应的原生型尧 孪

生型尧 衍生型数字藏品遥
其中袁 孪生型数字藏品主要指的是以馆藏资源中

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铸造为数字藏品袁 如 叶人民日报曳
将 1981 年女排夺冠版面原版铸造成数字藏品尧 中医科

学院图书馆将其馆藏珍贵古籍 叶本草纲目曳 原版铸造

成数字藏品遥 原生型数字藏品主要指的是由多个用户

在元宇宙环境中采用区块链技术协同铸造的原创数字

藏品袁 如由王紫上等发起的全球首本原生图书数字藏

品 叶行业元宇宙曳遥 衍生型数字藏品主要指的是以馆藏

资源部分或全部为创作源泉袁 进行二次创作铸造而成

的数字藏品袁 如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铸造发

行的数字藏书票与藏书卡尧 山东省图书馆铸造发行的

叶山东黄河全图曳 数字藏品尧 清华大学出版社铸造发行

的 叶山海经曳 数字藏品等遥

以联盟链为主链：打造去中心化的馆
藏资源的协同创作平台

以公共链为侧链：构建精品化的馆藏
资源的智慧服务平台

以资源价值为源泉,数字
化加工与展示内涵价值

以馆藏资源（图书、古籍
等）为基础,挖掘馆藏资
源孪生、衍生、原生价值

智能合约：从集中式生产
到分布式协同创新的跨越

去信任机制：馆藏资源的
跨主体协同铸造的基础

发行传播机制：资源传播
和藏品用户的反馈机制

开放交互数据：孪生、衍生藏
品与原生藏品等版权确认

去中心化自组织:馆藏资
源的权益反馈

可信数字凭证：馆藏资源
的版权确认与权益保护

基础

中坚

关键动力

核心

图书馆数字藏品

生成形式

原生型

孪生型

衍生型

映射对象
物理映射型

虚拟映射型

图 2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的类型划分

Fig.2 Classification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from the

metavers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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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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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书馆数字藏品的协同铸造范式

Fig.3 Collaborative casting paradigm for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3.2.2 创意端院 基于双链并行的协同创作范式

区块链主要分为联盟链尧 公有链尧 私有链与混合

链等 4 种类型[28]袁 数字藏品主要采用的是联盟链袁 NFT

主要采用的是公有链遥 联盟链有别于公有链的完全开

放袁 它是一个由多个组织尧 机构或主体协同参与管控

的区块链技术袁 一切信息的存取尧 流转与交易都需遵

循各参与主体共识才能完成遥 因此袁 产生于联盟链上

的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协同创意平台袁 需在获取相应的

授权尧 准入或许可状况下袁 才能被铸造成为数字藏品遥
一方面袁 联盟链对图书馆数字藏品创作主体有严

格要求袁 即创作主体需通过身份认证或信任许可验证

渊如图书馆员尧 用户尧 专家学者等冤袁 才能进行数字藏

品的铸造尧 发行尧 交易与流转曰 另一方面袁 参与数字

藏品创作的机构尧 组织或主体袁 需共同协商得出相应

的标准尧 规则尧 协议或共识袁 共同制定相应的智能合

约袁 如被诸多艺术创作名家与鉴定专家所认可的

MONO 联盟链尧 深圳文交所所提出的 野中国文化链冶
等遥

此外袁 以公有链为侧链搭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

价值共创与智慧服务平台袁 激发全民参与图书馆数字

藏品创作尧 创新尧 创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遥 同时袁 也

能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藏品创作袁 为其注入

更为强大的创作内生动力袁 培育出大量来自微观视角

或用户视角的数字藏品创意内容袁 以不同类型用户身

份所创作出的数字藏品更能产生个性化尧 多元化尧 差

异化尧 智慧化的藏品创意袁 从而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

响力遥
3.2.3 铸造端院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协同铸造范式

前面提到袁 将馆藏资源转化为数字藏品的过程称

之为铸造袁 其技术实现是需将馆藏资源所形成的数字

资源用元数据进行表达与描述后袁 再将其写入区块链遥
通常情况下袁 将相关元数据写入区块链所涉及到的核

心技术相对较为复杂袁 一般都是通过第三方数字藏品

平台进行铸造袁 如胜训旗下的 野幻核冶尧 蚂蚁集团旗下

的 野鲸探冶尧 阿里巴巴推出的 野阿里拍卖冶尧 江西幻藏

推出的 野幻藏艺术平台冶 等遥 由此设计得出图书馆数

字藏品的协同铸造范式如图 3 所示遥
通过图 3 可知袁 图书馆数字藏品的创作者只需要

将图书文献尧 古籍文献尧 数字资源尧 软硬件资源尧 服

务资源等数字资源 渊主要包括文本尧 图像尧 音视频尧
3D 模型等冤 上传至数字藏品第三方交易平台中袁 该平

台通过嵌入式智能合约以预先达成的相关标准规范将

数字资源以元数据方式写入区块链中袁 就能够智能生

成具有唯一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的数字藏品袁 同时袁
该数字藏品也包含了与之相关的藏品创作者尧 创作时

间尧 权属信息尧 版本信息等遥
事实上袁 需要指出的是袁 当图书馆馆藏资源铸造

为数字藏品袁 并非资源本身的替换与复制袁 而是将其

转化为一种获得唯一可信数字权益凭证的元数据遥 因

此袁 相关数字藏品的铸造尧 发行与交易并不意味着其

原始资源归属的转移袁 而只是获得了与原始资源密切

相关的一组代码遥

图书文献

古籍文献

数字资源

服务资源

软硬件资源

……

图书馆

资源元数据 嵌入式智能合约

藏品复制件 图书馆数字藏品

嵌入区块链
（联盟链）

数字藏品第三方交易平台

元宇宙环境

嵌入式
编码

加入区
块链

上传

生成

指向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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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发行端院 基于开放交互数据优势的发行传播范式

发行端是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中下端袁 是链

接 野铸造端冶 与 野服务端冶 的关键袁 尤其是底层区块

链 渊联盟链冤 开放共享与点对点精准发行传播的技术

特性袁 使馆藏资源能在确保其版权与权益基础上袁 充

分发挥其开放交互数据优势袁 为馆藏资源的开放共享尧
知识与价值传播提供重要支撑遥

图书馆数字藏品发行传播的关键在于如何深入挖

掘馆藏资源蕴含的内涵与价值袁 这不仅需要聚焦于优

质馆藏资源内容的发掘与创新袁 还要关注其发行传播

用户的感知尧 体验与反馈遥 一般情况下袁 信息传播至

少需要信源尧 信道和信宿 3 个要素遥 据此可知袁 数字

藏品的发行传播可被理解为藏品创作者 渊信源冤 将馆

藏资源通过数字藏品第三方交易或发行平台 渊信道冤
传播 渊或传递尧 交易尧 流转等冤 给藏品用户 渊信宿冤
的过程遥 在传统信息与知识传播过程中袁 知识生产者

与用户之间尽管可通过平台 渊或工具尧 系统等冤 进行

互动袁 但用户反馈与互动通常存在一定的时间延迟袁
二者之间难以建立直接联系遥 但基于去中心化自组织

的数字藏品发行传播模式袁 遵循了点对点的精准发行

传播方法袁 不再依赖于馆藏资源拥有者或收藏者遥 一

方面袁 在技术层面袁 每个节点均代表着某个独立用户

个体袁 且每个节点都是图书馆数字藏品的接受者与传

播者曰 另一方面袁 在应用层面袁 每个用户均可在点对

点发行传播通道中接受信息袁 且其所关注或感兴趣的

信息内容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逐个标注袁 从而更

加符合其个性化服务需求袁 并在后续过程中能够再次

借助其发行传播机制将相关信息或知识精准推荐给相

关用户遥
3.2.5 服务端院 基于可信数字凭证的权益保护范式

服务端既是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终端袁 又是

数字藏品创意尧 铸造与发行的思想源泉与起点遥 数字

藏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数字权益凭

证袁 具备所有权尧 发行尧 交易尧 交换尧 传播等标准化

数字凭证功能袁 且不可分割尧 不可篡改和不可替代袁
这也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版权治理与权益保护提供了重

要支撑遥 区块链技术可使得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信息尧

知识与版权价值以一种可信数字凭证的方式呈现袁 从

而为图书馆数字藏品创作主体尧 价值传播者尧 藏品消

费者与收藏者的权益保护机制构建提供重要的支撑遥
一方面袁 以数字藏品为载体构建图书馆馆藏资源

版权确认与权益保护机制遥 在数字藏品价值链中袁 无

论是采用何种形式铸造的数字藏品袁 只要发行至区块

链上袁 就会自动给其铸造尧 赋予一个唯一的可信数字

凭证袁 同时也是对馆藏资源原真性尧 稀缺性与独特性

进行标记的唯一标识袁 从而保证图书馆铸造尧 发行的

每一份数字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袁 且无法被复制与篡

改遥 因此袁 在数字藏品价值链中袁 图书馆或资源权益

拥有者不仅能够获得持有数字藏品所有权的唯一可信

数字凭证袁 还被赋予能从版权确认与权益保护过程中

获得效益与收益的权利遥
另一方面袁 以可信数字凭证为介质构建数字藏品

消费者的权益反馈机制遥 当图书馆数字藏品发行完成

后袁 用户作为数字藏品的消费者尧 传播者与收藏者袁
可通过其唯一可信数字凭证来对其进行阅览尧 评价尧
转发尧 购买尧 交换或交易等行为遥 由于发行的数字藏

品数量有限袁 部分藏品消耗会使得可供获取的藏品数

量减少袁 从而带来数字藏品的潜在价值与显性价值的

上升袁 进而以其可信数字凭证为媒介袁 数字藏品便在

其他主体参与过程中实现其经济尧 文化或社会价值增

值袁 参与主体越多袁 其价值上升幅度则越大遥 因此袁
在赋予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初始价值之外袁 数字藏品价

值链参与用户主导的知识评价尧 传播尧 衍生尧 创新与

重构等行为就为图书馆馆藏资源提供了众多的附加价

值遥

4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

链的场景嵌入

目前图情领域关于数字藏品的讨论相对较少袁 且概

念大于实质袁 距离真正落地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29,30]遥
跟以往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一样袁
图书馆数字藏品实现路径还需经过一系列螺旋式进化

过程袁 由点及线尧 由线及面袁 最终拓展至整个数字藏

张兴旺，辛 杰，吕瑞倩，段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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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的场景嵌入

Fig.4 Scene embedding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value chain from the metaverse perspective

品生态体系遥 总之袁 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应是一个

协同驱动尧 相互依存尧 螺旋进化的 野点 - 线 - 面冶 体

系袁 根据其链接方式的不同袁 可知其价值链主要分为

以资源与用户为 野点冶 的自组织链接尧 以数字藏品为

野线冶 的内容链接尧 以铸造发行平台为 野面冶 的权益链

接等 3 个层次袁 其场景嵌入主要分为结构性嵌入尧 功

能性嵌入与记忆性嵌入等 3 种模式袁 如图 4 所示遥
4.1 结构性嵌入院 服务场景与用户需求的价

值耦合

数字藏品不仅可作为图书馆入局元宇宙的重要切

入场景袁 还因其拥有的唯一可信数字凭证这一特征袁
使其可作为用户身份标识来推进有序化的图书馆元宇

宙自组织生态系统的形成遥
图书馆元宇宙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建设尧 管理尧 服

务与组织形态袁 表现为在本质上改变了人 渊如用户尧
馆员等冤尧 机 渊如软硬件尧 服务设备设施等冤尧 物 渊如
基础设备设施等冤尧 环境 渊如空间尧 文化等环境冤尧 资

源 渊如馆藏纸质资源尧 数字资源等冤 等五元要素彼此

之间交互链接的场景与方式袁 从而实现了知识网络关

系尧 信息融合逻辑尧 服务资源配置与服务需求匹配的

价值耦合遥 元宇宙视域下的数字藏品场景嵌入其功能

性在于能促进图书馆人尧 机尧 物尧 环境尧 资源等五元

要素彼此之间的链接尧 融合尧 交互尧 协作尧 创新及价

值变现袁 因此袁 场景嵌入就成为图书馆元宇宙价值链

中最为重要的要素范畴与服务变量遥
在元宇宙这样一个自然开放尧 自组织的互联网生

态系统中袁 探讨其场景嵌入的不同维度时袁 所关注的

是用户行为如何紧密地嵌入图书馆元宇宙生态系统中袁
这个过程凸显的是以 野用户冶 为中心袁 这就需要将用

户行为与用户需求纳入其价值评估范畴遥 尤其是在元

宇宙视域下袁 用户不再受限于时间尧 空间限制袁 而是

呈现出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变革状态遥 换句话讲袁 元

宇宙空间中图书馆 野人 - 机 - 物 - 环境 - 资源冶 的永久

在线尧 永久连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袁 线上线下的实时

交互与穿梭行为成为一种嵌入图书馆建设尧 管理与服

务过程的自然化行为袁 以场景嵌入尧 场景服务与场景

分享作为图书馆物理实体与元宇宙空间的虚实融合尧
交互的基本方式袁 进而实现用户以沉浸式交互体验方

式参与到任意知识服务场景中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图书馆数字藏品正好迎合了元

宇宙空间对其场景价值承载物的需求袁 它源自客观存

在的馆藏资源袁 但又融合创意理念以虚拟藏品形式存

在和流转袁 通过不同类型用户彼此之间的知识融合尧
生产尧 创造尧 交易尧 流转与分享等活动来构建图书馆

野人 - 机 - 物 - 环境 - 资源冶 五元要素彼此之间的融合尧

点
馆藏资源/创
作者/用户

线
数字藏品
/NFT

面
藏品铸造
发行平台

联盟链

服务场景 权益管理

IP赋能

图书馆数字
藏品的场景
结构性嵌入

版权
确权
授权

馆藏资源与
文化记忆之
间的记忆性

嵌入

资源稀缺性
服务体验性
身份标识性

数字藏品
的场景功
能性重组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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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与交互袁 这正是数字藏品作为 野图书馆 - 元宇宙冶
场景嵌入与融合链接的最高形式遥
4.2 功能性嵌入院 野用户-数字藏品-环境冶
的交互演化

在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尧 区块链等一系列信息技术

使得元宇宙成为可能的背景下袁 数字藏品能将图书馆

人尧 机尧 物尧 环境尧 资源以及整个元宇宙空间相链接

并整合到多个服务场景中遥 在这个背景下袁 数字藏品

所拥有的唯一可信数字凭证袁 可能会成为图书馆人尧
机尧 物尧 环境尧 资源在元宇宙空间中进行有效链接与

融合的有效凭证遥 数字藏品的铸造尧 发行与流转所带

来的知识交流方式可能会导致要素连接关系的变化袁
并能进一步重组整个图书馆元宇宙生态系统中的基本

要素和业务功能遥
从图书馆 野用户 - 数字藏品 - 环境冶 交互演化的转

变视角来解读袁 数字藏品不仅可作为图书馆人尧 机尧
物尧 环境尧 资源彼此交互融合的重要媒介袁 还可帮助

其与其他元宇宙要素之间的建立交互融合关系袁 尤其

是以数字藏品为代表的虚拟实体为主导的交互对象袁
为用户的知识交流与创新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袁 并能

赋予用户开放自由地进入元宇宙空间中的权利遥
4.3 记忆性嵌入院 馆藏资源与文化记忆之间

的情感共鸣

图书馆数字藏品的铸造尧 发行与流通过程袁 其实

就是深入挖掘馆藏资源蕴含的丰富内涵与价值袁 构筑

馆藏资源与文化记忆之间的情感共鸣的过程袁 其核心

在于如何充分利用一系列信息技术为不同类型用户提

供多元化尧 个性化与智慧化的情感体验袁 满足用户知

识创新尧 知识交流尧 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的需求袁 让

馆藏资源蕴含的内涵与价值最大化地发挥其价值遥
数字藏品为馆藏资源打上的原真性尧 唯一性尧 不

可交易性尧 可溯源性等特征袁 使得馆藏资源能够成为

独一无二的文化记忆数字化产品遥 ①能让数字藏品跟

馆藏资源物理实体一样袁 拥有唯一可信数字凭证袁 兼

具公共性与私有性袁 使其能够依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袁

展示出其所需要的价值属性曰 ②能让数字藏品跟资产尧
商品或数据一样袁 拥有可交易性尧 可溯源性与可交换

性等特性袁 实现数字藏品版权治理与权益保护袁 并能

根据实际场景的不同袁 实现其自由交易尧 流转与交换曰
③对数字藏品的原真性进行有效检验与溯源袁 能确保

了其不可被伪造或篡改袁 并能够保障其交易尧 流转或

交换的透明性袁 增强用户对数字藏品的信心与认可遥

5 结 语

本文在对图书馆数字藏品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分

析的基础上袁 对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藏品价值链

的范式构建与场景嵌入进行了探索遥 数字藏品是 NFT

中国化的本土概念袁 是图书馆入局元宇宙的重要切入

场景遥 它不仅能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在元宇宙空间的虚

实融合提供重要支撑袁 还能赋予元宇宙空间中的虚拟

物品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真正价值袁 成为连接图书馆

物理实体与元宇宙虚拟空间的重要接口遥
毫无疑问袁 互联网环境与信息技术一直处于高速

发展过程中袁 无论是 野元宇宙冶 还是 野数字藏品冶袁 都

仅仅是逐步完善的互联网环境和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体系中的一个阶段性理念或思想袁 但或许是众多技术

与理念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遥 在过去 20 年的发展历史

中袁 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新技术尧 理念尧 思想或概念袁
如互联网尧 移动互联网尧 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

等袁 在未来或许会更多遥 无论其如何演化或更新袁 可

以预见的是袁 其建设与发展必然是一个曲折尧 艰难和

长期的进化过程遥 因此袁 对于当下而言袁 图书馆领域

如何正确理解尧 面对和运用它们袁 预测或评估其可能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袁 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正因如

此袁 我们尝试去理解这些问题袁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

一定参考和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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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As an important entry scenario into the application layer of the meta universe, digital collections can

not only solve the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and rights governance problems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the meta universe, but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face connecting a library's physical entity and the virtual space of the meta universe. At present, digital collection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digital art, digital publishing,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 museums and other fields, but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in the field of libraries. As a new business for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igital collectibles hav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uniqueness, traceability, immutability, and ease of ownership confirmation. They are the perfect display of digitalization,

virtualization, and ownership confirm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such as books, ancient books, map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various digital resources) in the metaverse space of libraries. Therefore, based on a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ir value chain of "resources creativity casting dissemination

service".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etaverse and digital collectibles,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bles,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bles'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taverse from five dimensions: resource end, creative end, casting end,

distribution end, and service end. The scene embedding of its value chain is divided into structural embedding. There are three modes of

functional embedding and memory embedding and they are explained separately. [Result/Conclus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igital

collections mainly originate from NFT, which is a local concept of NFT's localization of digital assets in China. Digital collections

mainly include works of art,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digital cultural creation, digital publications, model

surroundings, news collections, digital music, 3D models and other types. Their digital resources are mainly text, images, audio, video

and 3D models. Their creation sources are mainly from physical entity resources and virtual digital resources.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are generated based on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echnical conditions, resource structure,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precipitation in which Chinese libraries are located. They strip away the attributes of NFT virtual finance and virtual currency, and ha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ibrary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Blockchain (especially alliance chain) technology is used to digitize the

casting,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brary specific collection resources, literature resources, or digital resources, the only trusted

digital rights certificate provided for collection and use.

metaverse;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trusted digital credentials; paradigm construction; scene embedding;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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