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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数字人文研究环境的构建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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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和视角主要表现为人文和计算、跨界和融合。



数字人文——跨界融合，研究尺度相对自由



数字人文的基础是结构化数据

知识结构性强

知识描述需求强

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结构化、标签化

物理形态

数据形态

图像形态

文本形态

对在线文献中的概念和实体之间建立联系的目标应该是将人文学者从繁复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比对劳动中
解放出来，自动实现不同资料、事件、记录之间的关联和集成，使人文学者的工作平台跃迁一个层次，不
用再为这些基础工作费神，而将精力集中在资料分析和观点提炼上，从而极大的提升人文研究的效率。

——王晓光《语义出版与数字人文》



结构化的数字人文数据是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基础



上海董其昌博物馆数字人文展示

（董其昌、陈继儒关系图）

（董其昌大事年表）

案例说明



SNA 社会网络分析 – 朱熹四代弟子图谱——传承断了？

邱勇@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实验室
http://dh.kvlab.org/cbdb_vis/part2_dizinet.html



华东师大异构方志量化数据——明代历朝阁臣分省直与出身户类数量统计与对比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古代史研究中心

数字图书馆实验室

武汉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

南京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字人文技术实验室 数字方志集成平台

湖南大学

互联网信息服务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曲阜师范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国内大学开始纷纷建立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和研究平台

发展趋势



特色数字人文构建与升级

CBDB



中文在线数字人文研究特色成果——CBDB

中国历代
人物传记
数据库

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之始祖为郝若贝教
授（Robert M. Hartwell）（1932–1996）。郝若贝教授
将本资料库初版及其他财产遗赠哈佛燕京学社。

目前本资料库的开发工作系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
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
史研究中心、中文在线四方合作进行。

截至 2017年4月为止，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收录
了约430,000人物传记资料。现有资料绝大多数为唐代中
叶至明代中叶（即八世纪至十五世纪），其中宋代（960-
1279）资料尤多。



CBDB的顾问团及技术团队

CBDB学术顾问团

包弼德（教授，哈佛大學副教务长，本项目执行委员会主席)

邓小南（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方秀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学系教授）

傅君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刘铮云（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

项洁（台湾大学特聘教授、数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虹（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编辑组和哈佛大学编辑组

徐力恒、骆文、邱靖嘉、裴成国、陈师沛、王宏甦、陈克双、胡斌、董文静

等120多位硕、博士成员。

CBDB技术团队

Stuart Sheiber，Elif Yamangil，Rani Nelken，Onder Eker，Deng Ke，

Peifen Hsieh，程旭航、刘涛、张程、王明壮、谭政、翟莹等近20位成员。



构建特色数字人
文研究的网络基
础设施、训练环

境和研究环境

特色数字人文研究环境和训练环境的基本部件组成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http://markus.test.inindex.cn/www.fas.harvard.edu/~chgis/%E2%80%8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B0TSHNDajFaOILDwxWkOJdkZUeU7ldnMR0hg2dkwHo/edit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http://markus.test.inindex.cn/www.fas.harvard.edu/~chgis/%E2%80%8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B0TSHNDajFaOILDwxWkOJdkZUeU7ldnMR0hg2dkwHo/edit


.

Employment
1 office: finance 
2 office: state council

年代

Basic Affiliation

Yongxing 永兴, 

Shan 陕

Xia Xian 夏县

1059 度支勾院

1085 门下侍郎

1086 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社会关系

地理位置

Associate 社会关系
(not applicable)
An Dun 安惇
Chao Buzhi 晁补之
Fan Chunli 范纯礼
Ding Du 丁度

关联型基础语料库结构化



结构化历史人物的“生平”/“履历” or  “简历”



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石——存量丰富的语料和文献



资源组织和文献资源发现



深度学习技术能为数字人文做什么？



数据采集—文本整理—情境分析—数据清洗—数据标注—知识网络构建—可视化展示—文本延伸



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历
代知名人物语料库（全名、字号）；

基于北京大学CBDB团队的年号和公元纪年转
换库。

基本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及台
湾历史地名（TWGIS）的历代地名库

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历
代职官语料库；

项目内容 语料条目

历代知名人物语料库 422600

历代地名语料库 11200

年号和公元纪年语料库 590

历代职官语料库 28370

文本清洗和标注+自助学科服务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http://markus.test.inindex.cn/www.fas.harvard.edu/~chgis/%E2%80%8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B0TSHNDajFaOILDwxWkOJdkZUeU7ldnMR0hg2dkwHo/edit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文本的标注、挖掘与分析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起点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随着分析方法的多元化，文本信息的属性、关键词随着可视化能力的增强、GIS技术的普及，逐渐
成为历史文本语义表达中的热点。

民国《玲珑》杂志文本清洗和标注



1931年 1932年

通过标记的文章可以被搜索引擎更容易发现，用户可以据此实现更精确的查询；

科研成果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并在网上通过专家互动进行及时修改；

通过为不同学科之间概念建立起必要的知识网络，实现专业人文知识从狭小专业领域交流向广泛领域的传播。

民国《玲珑》杂志1931\1932年主题词可视化文字云——期刊选题变迁



聚合图 迁徙图

点图 热力图

数字人文与空间人文的结合——同源年谱信息的不同表示

社会活动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关系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