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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脉络
及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

□沈振萍　黄水清

　　摘要　对我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回顾总结,从而

厘清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脉络,对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进行归纳.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台湾学术期刊数据库(TaiwanScholarJournalDatabase)和台湾学术

文献数据库(AiritiLibrary)、香港中文期刊论文索引(HKInChiP)、港澳期刊网(HKMPN)、澳门

期刊论文索引(MacauPeriodicalIndex)及香港大学学术库(HKUScholarsHub)为来源,借助文

献计量、内容分析及社交网络的方法和工具,分析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脉络,通过文献调研及网

页浏览等方式对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进行归纳.认为我国目前数字人文

领域的研究,将内地学者按照知识群类别进行划分,包括１个核心知识群、４个关联知识群以及１
个独立知识群;港澳台学者方面可以从７个相关角度进行归类总结.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学情报

学领域的典型应用主要有新型知识服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前沿技术的融合应用等３大方面.
关键词　数字人文　人文计算　研究脉络　共词分析　知识图谱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　

典型应用

分类号　G２０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７

１　引言

目前学术界基本公认的数字人文(DigitalHuＧ
manities,DH)尝试起源于意大利罗伯托布萨神父

(RobertoBusa)在１９４９年的开创性人文计算实践:
借助IBM 公司的计算机技术为神学家托马斯阿

奎那(St．ThomasAquinas)的著作编撰作品集词语

索引,并在完成的«托马斯著作索引»(IndexThoＧ
misticus)中首创性地对数字人文的发展蓝图进行了

宏观描述[１].数字人文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标志性事

件是２００４年出版的«数字人文指南»一书,该书首次

正式提出“数字人文”这一跨学科名词[２].数字人文

发展至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定义是美国伊利诺伊

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图书情报学院院长约翰安斯

沃斯(JohnUnsworth)教授在２００６年发表的«什么

是数字人文,什么又不是»一文中提出的:数字人文

是一种代表性实践,这种代表性实践可以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是人文计算,另一部分则是人文沟通[３].
尽管２００１年才正式提出数字人文的概念,但是近十

余年特别是近些年来,数字人文得到了迅速发展并

引起了全球范围学者的广泛关注.全球性的相关机

构和组织也得以建立,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当属国

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TheAllianceofDigitalHuＧ
manitiesOrganizations,ADHO)与人文中心和研究

所(ConsortiumofHumanitiesCentersandInstituＧ
tes,CHCI).ADHO最早是在２００２年的文学与语

言计算协会以及计算机与人文协会会议(AssociaＧ
tionforLiteraryandLinguisticComputingandthe
Association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meeting,ALLC/ACH)上发起成立倡议,２００４年在

瑞典哥德堡召开的 ALLC/ACH 会议上正式宣告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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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学引得丛刊»的典籍知识库构建及人文计算研究”(编号:１５ZDB１２７)和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编号:SKPT２０１６００１)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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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在２００６年举办了第一次数字人文会议.ADＧ
HO的设立宗旨是促进和支持所有艺术和人文学科

的数字研究和教学,作为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咨询

力量,支持在研究、出版、合作和培训方面的杰出表

现,目前 ADHO包括了CHCI在内的众多在全球范

围有较大影响的数字人文协会,如:澳大利亚数字人

文协会(aaDH)、计算机与人文科学协会(ACH)、加
拿大数字人文社会协会(csdh/schn)、欧洲数字人文

协会(EADH)、日本数字人类协会(JADH)及法国

数字人文协会(Humanistica)[４],我国台湾地区的数

位人文学会(TADH)目前是 ADHO的观察员成员.

CHCI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马里兰大学在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为响应美国学会社会委员会在

２００６年发表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报告,而在华盛顿特

区举办的一次会议所发起成立的centerNet(数字人

文中心网络)发展而来,目前CHCI的国际数字人文

中心目录中的成员涵盖了１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０
多个会员,并在亚太、欧洲、北美、英国和爱尔兰成立

了分中心[５].在这些西方行业组织及协会的推动

下,数字人文这一跨学科的概念得以迅速发展,众多

院校纷纷启动数字人文工程项目或依托高等院校成

立数字人文中心,并获得了较大成功.例如哈佛大

学的地 理 研 究 中 心 项 目[６]、英 国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UCL)的高级空间分析中心(CASA)项目[７]和哈佛

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项目[８]等.
我国内地公开发表并经CNKI收录的数字人文

领域的学术文献,最早见于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的«探索

与争鸣»上的«信息化进程的前沿探索———“数字化

与２１世纪人文精神”研讨会综述»一文,该文引用我

国著名哲学家陈志良教授的论点,首次使用了数字

人文这一名词[９].随后,内地学者针对数字人文这

一新概念逐步开展研究.港澳台地区相关研究的出

现时间则更早,在１９９８年,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宽重等学者在«汉学研

究通讯»上发表了题为«“中央”研究院人文计算的回

顾与前瞻»的文章,对１９８４年７月历史语言研究所

启动的“二十五史食货志全文自动化”计划进行了系

统总结,对取得的成果作了详细介绍.２０１１年,我
国内地第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户武汉大学[１０].
而２０１４年上海图书馆学会举办的“２０１４ 图书馆前

沿技术论坛:数字人文与语义技术”[１１],则是我国图

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在数字人文研究方面的里程碑事

件.２０１６年５月,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北京大学

“数字人文论坛”[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的

数字人文分会场更倡议将数字人文的研究上升到图

书馆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高度[１３].在亚太地区

颇具影响力的“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

(DADH)”更是已成功举办７届.目前我国数字人

文的研究尤其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正

处于迅速“升温”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学者参与

其中,笔者认为对我国学者在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

进行回顾梳理非常有必要,可以为后续的发展及研

究起到参考作用,本研究即基于此目的而开展.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为充分了解我国内地学者及港澳台学者在数字

人文领域的研究历程及现状,内地学者方面,本研究

以CNKI数据库为检索来源①,检索时间范围截止

到２０１６年,考虑到有的学者是由人文计算引入数字

人文研究以及检索结果的查全率与查准率,检索条

件设置为“条件:年 between (１９００,２０１６and 主题

＝数字人文or主题＝人文计算and(精确匹配)”,
对检索结果进行逐一验证,确保无误检文献,对检索

文献题录处理后,删除部分非学术文献,最终得到

１０６篇有效文献.港澳台地区学者方面,以台湾学

术期刊数据库(TaiwanScholarJournalDatabase)、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AiritiLibrary)、香港中文期

刊论文索引(HKInChiP)、港澳期刊网(HKMPN)、
澳门期刊论文索引(MacauPeriodicalIndex)及香港

大学学术库(HKUScholarsHub)为检索来源②,检
索时间范围为截止到２０１６年,由于港澳台地区的学

者将数字人文称为数位人文,因此检索条件设置为

“检索 (数位人文)＝ 所有字段 AND (数位人文)

＝ 所有字段 AND (人文计算)＝ 篇名关键字摘要

地区:台湾台灣中国内地(含港澳)中國大陸(港

７５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脉络及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沈振萍,黄水清
Reviewonthe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inChinaandItsTypicalPracticeintheFieldofLIS/ShenZhenping,HuangShuiqing　　　　

①
②

CNKI数据库:http://www．cnki．net/
台湾学术期刊数据库(TaiwanScholarJournalDatabase,

http://www．twscholar．com/)、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AiritiLibrarＧ
y,http://www．airitilibrary．cn/)、香港中文期刊论文索引(HKInＧ
ChiP、http://hkinchippub．lib．cuhk．edu．hk/index．html)、港澳期刊

网(HKMPN、http://hkmpnpub．lib．cuhk．edu．hk/)、澳门期刊论文

索引(MacauPeriodicalIndex、http://libdigital．umac．mo/was５/digＧ
ital/moinchipa．jsp)、香港大学学术库(HKUScholarsHub,http://

hub．hku．hk/advanced－search? field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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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对检索结果进行相应处理后,最终得到３０篇

有效文献.

２．２　研究方法

基于符合上述要求的有效文献,借助文献计量、
社交网络的工具方法,结合文献调查、网页浏览等方

式,开展本项研究.内地学者的文献处理,使用的工

具有Bicomb软件(书目共现分析系统软件,版本２．
０)、UCINET 软件(版本６．０)及 NetDraw 软件(版
本６．０).Bicomb软件用于对文献的题录信息进行

数据清洗,并对清洗后的文献信息进行梳理概括、对
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形成关键词共现矩阵.UCIＧ
NET及 NetDraw软件用于对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行

深度挖掘,对我国内地数字人文这一领域的研究热

点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展现.港澳台地区学者的文

献,通过对关键字及题录信息的处理,汇总得到我国

港澳台地区数位人文(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得到的结果,开展深层次分析回顾,并
对未来发展进行思考.最后通过文献调查及网页浏

览等方式,对于数字人文目前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

域的典型应用进行梳理介绍.

３　内地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的概况及脉络分析

３．１　年度发文量分布趋势

通过对符合要求的１０６篇学术文献进行梳理,
可发现内地学者在数字人文领域发表的学术成果最

早出现在２００３年.除２００４年发表文献上升到５篇

外,在２００８年前均保持年均１篇左右的发文态势,
但接下来的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发文量均为０.从

２０１１年开始,内地学者对数字人文领域的关注逐渐

升温,发文量呈现逐年猛增的特点,特别是２０１４年

到２０１６年期间,发文量出现翻倍的情况.按此趋势

估计,２０１７年的发文量预计将超过５５篇以上.

图１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领域年度发文量分布趋势图

３．２　研究力量分布及核心作者分析

按照发文数量阈值为２进行梳理统计,可以得

到内地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单位分布情况,南京

大学(６篇)、中国科学院(５篇)、武汉大学(５篇)三
家单位在发文数量上排在前三位,均达到或超过了

５篇.发文数量达到或超过２篇的单位有２７家,在
８２家刊发了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单位中占比３２．９％,
但这２７家单位的累计发文量(７８篇)在总计１０６篇

有效文献中的占比达到了７３．５８％.从这些单位的

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为高校的院系或图书馆(其中

又以“９８５工程”高校或“２１１工程”高校居多),公共

图书馆方面发文量较少(发文数排名前２７的单位

中,只有上海图书馆为公共图书馆).
表１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的研究单位分布表(阈值为２)

序号 作者单位 发文数量 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１ 南京大学 ６ ４．５１１３ ４．５１１３

２ 中国科学院 ５ ３．７５９４ ８．２７０７

３ 武汉大学 ５ ３．７５９４ １２．０３０１

４ 华东理工大学 ４ ３．００７５ １５．０３７６

５ 广西民族大学 ４ ３．００７５ １８．０４５１

６ 中国人民大学 ４ ３．００７５ ２１．０５２６

７ 上海图书馆 ３ ２．２５５６ ２３．３０８３

８ 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 ３ ２．２５５６ ２５．５６３９

９ 东华大学图书馆 ３ ２．２５５６ ２７．８１９５

１０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
３ ２．２５５６ ３０．０７５２

１１ 中山大学 ３ ２．２５５６ ３２．３３０８

１２ 外交学院图书馆 ３ ２．２５５６ ３４．５８６５

１３ 四川大学 ３ ２．２５５６ ３６．８４２１

１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３ ２．２５５６ ３９．０９７７

１５ 南京理工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０．６０１５

１６ 南开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２．１０５３

１７ 西安政治学院图书馆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３．６０９

１８ 厦门大学图书馆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５．１１２８

１９ 邵阳学院图书馆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６．６１６５

２０ 郑州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８．１２０３

２１ 浙江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４９．６２４１

２２ 贵州财经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５１．１２７８

２３ 北京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５２．６３１６

２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５４．１３５３

２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 １．５０３８ ５５．６３９１

２６ 芝加哥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５７．１４２９

２７ 中国传媒大学 ２ １．５０３８ ５８．６４６６

　　如表２所示,设置发文数阈值为２,可以得到内

地目前数字人文领域的核心作者情况.高产作者主

８５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脉络及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沈振萍,黄水清
　　　　Reviewonthe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inChinaandItsTypicalPracticeintheFieldofLIS/ShenZhenping,HuangShuiqing



2
0

1
7

年
第6

期

要有华东理工大学的鲍宗豪教授(４篇)、西藏民族

学院的赵生辉副教授(３篇)等.
表２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领域核心作者分析表(阈值为２)

序号 作者 作者单位
发文

数量

百分比

％

累计百

分比％

１ 鲍宗豪 华东理工大学 ４ ３．７７３６ ３．７７３６

２ 赵生辉 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 ３ ２．８３０２ ６．６０３８

３ 王春生 西安政治学院图书馆 ２ １．８８６８ ８．４９０６

４ 张诗博

岭南师范学院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湛江师范学院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２ １．８８６８ １０．３７７４

５ 王蕾 中山大学 ２ １．８８６８ １２．２６４２

６ 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 ２ １．８８６８ １４．１５０９

７ 董政娥 东华大学图书馆 ２ １．８８６８ １６．０３７７

８ 戴安德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２ １．８８６８ １７．９２４５

９ 向阳 邵阳学院图书馆 ２ １．８８６８ １９．８１１３

１０ 黄水清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
２ １．８８６８ ２１．６９８１

１１ 游祎 外交学院图书馆 ２ １．８８６８ ２３．５８４９

１２ 毕传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 １．８８６８ ２５．４７１７

１３ 欧阳剑 广西民族大学 ２ １．８８６８ ２７．３５８５

　　从表１和表２可以清晰看出目前我国内地数字

人文领域的主要发文单位及核心作者情况,这些单

位及作者无疑是研究的“主力军”,对这一领域的研

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及引领作用.

３．３　主要发文期刊

通过对１０６篇文献的发文期刊进行梳理,设置

发文数量阈值为２,可以得到主要发文期刊情况表,
见表３.从表３可以看出,发文数量达到或超过的２
篇的期刊共有１７种,在符合本研究要求的７２种期

刊中的占比为２３．６％,而这１７种期刊的累计发文

数量在１０６篇总文献中的占比达到了４８．１％以上.
由此可见,这些期刊是数字人文领域学术成果的发

表“重地”,为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
表３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期刊表(阈值为２)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

篇数

百分比

％

累计百

分比％

１ 图书馆杂志 ８ ７．５４７２ ７．５４７２

２ 图书馆 ５ ４．７１７ １２．２６４２

３ 图书情报工作 ５ ４．７１７ １６．９８１１

４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４ ３．７７３６ ２０．７５４７

５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３ ２．８３０２ ２３．５８４９

６ 山东社会科学 ３ ２．８３０２ ２６．４１５１

７ 情报资料工作 ３ ２．８３０２ ２９．２４５３

８ 数字图书馆论坛 ２ １．８８６８ ３１．１３２１

９ 图书馆论坛 ２ １．８８６８ ３３．０１８９

１０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 １．８８６８ ３４．９０５７

１１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 １．８８６８ ３６．７９２５

１２ 河南图书馆学刊 ２ １．８８６８ ３８．６７９２

１３ 图书馆建设 ２ １．８８６８ ４０．５６６

１４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２ １．８８６８ ４２．４５２８

１５ 清史研究 ２ １．８８６８ ４４．３３９６

１６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 １．８８６８ ４６．２２６４

１７ 山东图书馆学刊 ２ １．８８６８ ４８．１１３２

３．４　高被引文献分析

见表４,在被引次数超过５次的１２篇文献中,西
华大学图书馆范佳的«“数字人文”内涵与古籍数字

化的深度开发»,被引次数最多,达到了１５次,该文

通过分析数字人文的发展现状,提出应该从文本挖

掘、GIS、文本可视化以及古籍语料库等几个方面对

数字化古籍进行开发[１４].被引次数排在前五位的

其他文献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郭金龙等的

«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被引次数为１３,文
章通过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将文本挖掘应用于数字

人文的实践,探讨我国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与方法

方面的转型思路[１５].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公共

管理教研室赵生辉等的«我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

设初探»,被引次数为１１,文章选取我国高校数字人

文中心的建设情况为切入角度,通过分析现状,发现

问题,提出我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还处于初

级阶段,需要采取措施推动建设进展[１６].武汉大学

文学院王兆鹏的«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

构想»,被引次数为１１,文章借由数字人文的发展浪

潮为出发点,提出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古代文学的

研究水平[１７].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张舵

等的«国外图书馆支持数字人文的实践及启示»,被
引次数为１０,文章通过梳理分析国外图书馆在数字

人文项目建设、人员培养、服务提供等方面的成功经

验,提出值得我国相关方面借鉴的建议[１８].
这些高被引文献,可以认为对我国数字人文领

域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高被引文献也从侧面基

本反映出内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聚焦在古籍文

本挖掘、地理信息技术(GIS)、数字人文背景下图书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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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发展等方面,但要探究这一领域的真正研究热点,
需要借助专业的处理工具对文献信息进行加工、处
理,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

３．５　数字人文研究的高频主题词

在对有效文献的题录信息进行抽取后,将主题

词进行加权汇总统计,按照出现频次阈值为≥２进

行处理,最终得到高频主题词表,见表５.表５中的

４５个高频主题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代表内地目前

数字人文研究的热点.

表４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领域研究高被引文献表(阈值为６)

序号 作者 文章题目 期刊来源 发文年份 被引次数

１ 范佳 “数字人文”内涵与古籍数字化的深度开发 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１３ １５

２ 郭金龙等 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２ １３

３ 赵生辉等 我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初探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 １１

４ 王兆鹏 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２ １１

５ 张舵等 国外图书馆支持数字人文的实践及启示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１４ １０

６ 李振等 信息化进程的前沿探索———“数字化与２１世纪人文精神”研讨会综述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０３ ９

７ 赵思渊等 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法及其依据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８

８ 欧阳剑 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６ ７

９ 曾小莹 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图书馆:作用与服务 图书与情报 ２０１４ ７

１０ 周琼等 图书馆员在“数字人文”中的作为———“２０１１数字人文国际大会”后的感想 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２ ７

１１
凯勒(Michael

A．Keller)等
数字人文和计算化社会科学及其对图书馆的挑战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０１４ ６

１２ 陈刚 “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６

表５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研究的高频主题词表(阈值为２)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图书馆 １１ １６ 技术 ３ ３１ 数字人文学 ２

２ 人文计算 １０ １７ 人文学科 ３ ３２ 谷歌 ２

３ 人文精神 ６ １８ 人文研究 ３ ３３ 定量分析 ２

４ 高校图书馆 ６ １９ 美国 ３ ３４ 特征模板 ２

５ 数字化 ４ ２０ 文本挖掘 ３ ３５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２

６ 数字化时代 ４ ２１ 学术图书馆 ２ ３６ 古籍数字化 ２

７ 数字技术 ４ ２２ 古籍文献 ２ ３７ 先秦语料库 ２

８ 发展趋势 ３ ２３ 数字阅读 ２ ３８ 博物馆 ２

９ 图书馆服务 ３ ２４ 科研支持 ２ ３９ 创新 ２

１０ 数字仓储 ３ ２５ 数据挖掘 ２ ４０ 社交媒体 ２

１１ 图书馆员 ３ ２６ 服务模式 ２ ４１ GIS ２

１２ 关联数据 ３ ２７ 虚拟现实 ２ ４２ 徽州文书分类 ２

１３ 知识服务 ３ ２８ 发展渠道 ２ ４３ 徽州文书 ２

１４ 数字化逻辑 ３ ２９ 跨学科 ２ ４４ 中山大学图书馆 ２

１５ 大数据 ３ ３０ 条件随机场 ２ ４５ 徽学研究 ２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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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研究高频主题词共现矩阵(部分)

高频词
图书

馆

人文

计算

人文

精神

高校

图书馆

数字

化

数字化

时代

数字

技术

发展

趋势

图书馆

服务

数字

仓储

图书

馆员

关联

数据

知识

服务

数字化

逻辑

大数

据


中山大学

图书馆

徽学

研究

图书馆 １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人文计算 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人文精神 ０ ０ ６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高校图书馆 ０ ０ ０ ６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数字化 １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数字化时代 ０ ０ １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数字技术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发展趋势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图书馆服务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数字仓储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图书馆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关联数据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０ ０  ０ ０

知识服务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数字化逻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大数据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中山大学图书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徽学研究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３．６　高频主题词共词分析

起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由法国计量学家

开创的共词分析方法,经过４０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在

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面被广泛应用[１９].共词分

析可以更深层次地揭示研究的关联和内在结构.通

过对高频主题词进行共词分析处理,可以得到高频

主题词共现矩阵(部分),见表６.

３．７　高频主题词可视化所展现的内地数字人文研

究脉络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情

况,借助 UCINET 及 NetDraw 软件对共现矩阵进

行处理,结果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中,可以得出目前我国内地学者在数字人

文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由一个核心群、四个关联群以

及一个独立群的知识群组所构成.对这些知识群进

行梳理后,可以得到知识群类别结构表,见表７.
核心知识群包括:人文计算、科研支持、图书馆

服务、数字仓储、特征模块、条件随机场、先秦语料

库、定量分析、大数据、图书馆、服务模式、发展渠道、
技术、知识服务、关联数据、创新、图书馆员、数字化、
数字人文学等１９个高频主题词.此知识群可以概

况总结为大数据、关联数据的人文计算、定量分析和

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图书馆数字仓储、服务模式及图

书馆员创新研究.
关联知识群(一)包括:高校图书馆、数字技术、人

文学科、人文精神、数字化时代、数字阅读、数字化逻

辑、发展趋势、美国、学术图书馆、美国大学与研究图

书馆协会等１１个高频主题词.此知识群可以概况总

结为数字人文背景(或数字化时代技术环境)下的人

文学科及人文精神研究以及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
关联知识群(二)包括:徽州文书、徽州文书分

类、徽学研究、中山大学图书馆等４个高频主题词.
此知识群可以概况总结为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徽学及

徽州文书研究.
关联知识群(三)包括:文本挖掘、人文研究、数

据挖掘、GIS、古籍数字化、古籍文献等６个高频主题

词.此知识群可以概况总结为数字人文背景下的人

文研究,包括基于文本挖掘技术、数据挖掘技术、

GIS技术的古籍文献数字化研究.
关联知识群(四)包括:虚拟现实、博物馆这两个

高频主题词.此知识群可以概况总结为数字人文背

景下基于虚拟现实的智慧博物馆研究,这其实是数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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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文在人文学科层面的典型应用之一.
独立知识群包括:跨学科、谷歌、社交媒体等３

个高频主题词.独立知识群的学者着眼于数字人文

的跨学科特点、谷歌公司的数字人文工程项目、数字

人文背景下的社交媒体研究.

图２　中国内地数字人文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表７　我国内地数字人文研究的知识群类别结构表

知识群类别 关键词 知识群类别 关键词 知识群类别 关键词

核心知识群

人文计算

科研支持

图书馆服务

数字仓储

特征模块

条件随机场

先秦语料库

定量分析

大数据

图书馆

服务模式

发展渠道

技术

知识服务

关联数据

创新

图书馆员

数字化

数字人文学

关联知识群

(一)

关联知识群

(二)

高校图书馆

数字技术

人文学科

人文精神

数字化时代

数字阅读

数字化逻辑

发展趋势

美国

学术图书馆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分类

徽学研究

中山大学图书馆

关联知识群

(三)

关联知识群

(四)

独立知识群

文本挖掘

人文研究

数据挖掘

GIS

古籍数字化

古籍文献

虚拟现实

博物馆

跨学科

谷歌

社交媒体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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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港澳台地区数字人文领域研究概况及脉络分析

４．１　港澳台地区数字人文研究概况

我国港澳台地区学者将数字人文较多地称为数

位人文.数位人文在港澳台地区的研究起步较早,
较之内地更具规模和深度.以台湾为例,见表８,目
前已成功举办七届的“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

讨会(DADH)”,现在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为重要

的数位人文学术会议,第八届会议将于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２９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举

办.DADH 会议的举办,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学

术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台湾数位人文学会(TaiＧ
waneseAssociationforDigitalHumanities)则是官

方的学术研究组织,该学会由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

会、技术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和会员委员会等

五个专门委员会构成,并且在２０１７年创办了专业学

术期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更进一步促进了台

湾及周边地区的数位人文研究.
表８　“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历届议题情况

序号 举办时间 会议议题 主办单位

第一届 ２００９年
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

研究未来发展方向

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

发展中心

第二届 ２０１０年
数位人文在历史学研

究的应用

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

发展中心

第三届 ２０１１年 融合、合作与创新 台湾“中央”研究院

第四届 ２０１２年

２１世纪的史家艺术:

数位时代的资料、工具

与想象力

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

发展中心

第五届 ２０１４年 跨界与转化
台湾“中央”研究院数位

文化中心

第六届 ２０１５年 东亚聚焦
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

发展中心

第七届 ２０１６年
数位学者,一个新兴领

域的产生

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

中心

第八届 ２０１７年 演化中的数字人文
政治大学人工智慧经济

学研究中心

从 DADH 会议以及港澳地区类似学术会议的

情况来看,我国港澳台地区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主
力军”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如台湾大学、台湾“中
央”研究院等;研究学者方面,台湾大学的项洁教授、
政治大学的郑文惠教授则是代表性人物,相关学会

在研究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４．２　港澳台地区数字人文研究脉络分析

通过对符合要求的１７篇学术论文及１３篇学位

论文的主题内容进行整理后,可以得到表９的处理

结果.将这些文献所涉及的主题内容按照研究对象

相关、研究方法相关、研究区域相关、学科概念相关、
知识管理相关、院所图书馆相关及现状趋势相关等

７个方面进行关键词分类.
从文献时间来看,最早的文献出现在１９９８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宽重等[２０]

发表的题为«“中央”研究院人文计算的回顾与前

瞻»一文,对１９８４年７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启动的“二
十五史食货志全文自动化”计划进行回顾,对该计划

推进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及获得的经验进行总结,并
提出人文计算不应只是资料库的制作,更多应该是

协助学者更加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料.这可以认为是

我国较早正式对人文计算及其在典籍数字化过程中

的应用进行系统阐述.
从期刊分布来看,«汉学研究通讯»«东亚观念史

集刊»是刊发相关文献最多的杂志.«东亚观念史集

刊»２０１１年的创刊号上便组织了“从概念史到数字

人文学”的专题,该杂志主编、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的郑文惠教授便是港澳台地区数字人文研究的代表

性学者之一.其次由于院校专业设置原因,台湾大

学、淡江大学及香港大学分别以学位论文及学术论

文的形式发表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该

地区研究的主要力量,这从历届 DADH 会议主办单

位多为台湾大学也有所体现.最近几年,政治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有较多参与,影响力逐步

提升.
从研究对象来看,港澳台地区学者的研究对象

主要聚焦在古籍及地方史志,尤以台湾学者的研究

更为明显.在台湾地区,因为当局支持多项数位典

藏计划,高校图书馆也纷纷设立数位典藏库,逐步将

丰富的藏书转换为数字化资源,鼓励学者通过使用

数位资料库,开发典籍文献的价值.这方面的文献

较多,如台湾大学的林易徵在２０１３年对«古今图书

集成»的内容进行电子化后,通过程序设计,实现了

内容的自动化建构以及条目出处检索功能,为相关

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２１].而同样是选取«古今图书

集成»作为研究对象,台湾大学的陈冠仲在２０１５年

借助影像技术实现了古籍影像与古籍文本的对应联

动,取得了突破[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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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法来看,港澳台地区学者所用的方法

和技术主要侧重于对典籍文献的数据库处理、存储、
分析与检索方面,比内地学者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实

践.例如,王丽蕉选取台湾日记知识库作为研究对

象,开展了数字人文系统的建置研究,并对系统的加

值应用作了进一步思考[２３].路丹妮等则对台湾战

后初期的文学进行研究,借助场域重建,展现了一种

全新的数位人文方法的案例运用[２４].这些学者的

研究思路和方式值得内地学者借鉴.
从研究区域来看,这一地区的学者的研究具有

一定地区特色,主要是以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周边

的东亚国家为主.例如,奥利华等对澎湖西屿新发

现的“皇明洪门杨氏”墓进行探索,通过比较相同时

代台湾及澎湖的墓碑,确认洪门杨氏之墓设立于郑

氏时代的概率[２５],类似的研究模式近年在大数据技

术逐步推广的科研背景下成为常见.金把路则通过

对韩国的数位人文教育现状进行分析,探究数位人

文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启示[２６].
从学科概念来看,与内地学者的早期研究有相

同的演进路径.先是从哲学、人文科学、史学等方面

开始引入数位人文研究,随后有了学科概念和理论

铺垫,相关研究才得以立足并展开.如郑文惠在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在«东亚观念史集刊»上发表

文章,从东亚观念史研究的新视野,选取近代中国知

识转型及概念变迁的角度,对数位人文在东亚观念

史研究以及近代中国观念史研究方面的应用进行深

入思考,提出了创造性观点[２７][２８].
从知识管理角度来看,相关学者的研究主要是

借助数位人文的理念及信息技术,将组织机构内部

的知识传递、存储及共享等环节进行重塑,最终实现

知识的效用最大化.陈明照[２９]从跨科技或跨领域

整合概念的角度,设计及搭建差异化学习型组织的

知识共享促成及加速模式,并对这一模式进行实证

研究.
从院所图书馆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研究学者们

针对特色图书馆如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的经典馆藏

开展研究,并对有特色的数位馆藏的开发及利用提

出建议.陈诗沛[３０]对数位图书馆的台湾史、明清档

案、古契书等进行研究,借助资讯技术对这一类数位

资料进行文献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陈品谚[３１]

则是对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的清实录、百里文等史

料进行技术处理,从文本分析和时间标注的联动展

现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从发展趋势来看,相关学者对数位人文这一领

域的研究和学科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未

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例如,金把路以分析韩国

的数位人文教育为着眼点,分析其学科及课程的设

置情况,从而对本地区的学科教育形成一定借鉴.
林显明[３２]则通过对２０１５年之前台湾地区数位人文

研究进行发展历程回顾,对数位人文研究的特征进

行讨论,反思数位技术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可

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显而易见,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数字人文研究关

注的方面较多.我们认为,数字人文(港澳台学者称

为数位人文)和数位典藏应该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

系,数字人文的外延更广,数位典藏则是数字人文在

典籍处理方面的典型应用.不能简单地将数位典藏

等同于数字人文.这方面也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

注,邵轩磊等[３３]就依据日本东洋文库的建设经验,
对数位典藏和数位人文的关系有过论述,其认为研

究机构进行典藏数位化,实现数位典藏,是对数位人

文研究方法的发展.

５　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

从现有被收录的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我国的

数字人文研究,内地始于２００３年,港澳台地区始于

１９９８年,虽然发展至今时间不长,但由于其跨学科

的特性以及在支持人文学科研究方面的良好兼容特

性,目前处于发展的高速期.正如前文分析所得结

论,目前我国学者在数字人文方面开展的研究大部

分聚焦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而也正是这一特

征,使得当下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通过分析总结这些

成果,对数字人文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

用进行归类总结,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了如下几个方

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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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港澳台地区学者数字人研究的关键词群分布情况表

词群序号 关键词 词群序号 关键词 词群序号 关键词 词群序号 关键词

词群１
研究对象

相关

资治通鉴本末

资治通鉴

中国历史文献

正史

台湾史

台湾日记知识库

清实录

清季职官表

屏东县志

墓地

明清档案

明代墓碑

历史语言文献

类书

典

地方志

官职表

古契书

古今图书集成

东洋文库

大清会典

册府元龟

百里文

条目

条目出处

资料库

资料结构

数位典藏

时间资讯

编年体

例

文化内容研究

文献保证

词群２
研究方法

相关

字幕检索

自然语言处理

自动化

正规表示式

影音检索

影像管理

影像处理

影像标注

研究方法

研究

相关文字呈现

文字探勘

主题分析

中文文本分析

田野调查

数位保存

数位人文取径

数据库方法

时间资讯处理

时间分析

人文计算

关键字撷取

多变数分析

Wiki协作

ict

搭配

标注

扩增实境

记叙分析

加值应用

系统建置

服务设计

文字相关度

词群３
研究区域

相关

词群４
学科概念

相关

西屿

日本

澎湖

韩国

东亚

近代中国

东亚观念史

观念史

概念史

大众史学

淡水学

社会科学

数位人文学

台湾战后初期文学

文学自主性

两个文化

社会交换理论

激励理论

计划经济

场域理论

概念变迁

美感教育

词群５
知识管理

相关

词群６
院所图书

馆相关

词群７
现状趋势

相关

知识转型

知识共享

知识创新

学习型组织

台大文学讲座

“中央”研究院

台湾历史数

位图书馆

数位图书馆

新视野

关键词趋势

回顾

前瞻

进阶阅读

教育现状

阶层架构

５．１　新型知识服务

５．１．１　知识库平台的构建

这方面的代表性实践较多,例如中国国家图书

馆的民国图书数字化资源库[３４]是我国内地具有代

表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数字人文大数据平

台,目前资源库现推出民国６３０００余种图书的全文

影像资源,并仍处于持续更新之中.北京爱如生公

司则是内地学者专门从事古籍数字化的企业,其设

计并开展的中国古籍数字再造工程、基本古籍数字

定本工程、“历史中国”搜寻平台工程等三项工程现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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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丰硕成果,并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

中发挥作用[３５].始于１９９８年的“数位博物馆专案

计划”则是我国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数字人文项

目[３６].这些数字人文项目实现了典藏文献的数据

化,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使
得典藏文献真正发挥效用.

５．１．２　知识处理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典藏文献的数字化,搭建起相应的知识

库平台后,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典藏文献的深

度挖掘成为可能,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之一当

属红学界借助人文技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

归属问题进行的研究,在１９８１年的首届«红楼梦»研
讨会上,威斯康星大学的陈炳藻教授借助计算机开

展研究后,得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作者均为曹

雪芹的结论[３７].而１９８７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李

贤平同样是采用数字技术对«红楼梦»进行处理,却
得出了与陈炳藻截然相反的结论[３８].这说明数字

人文技术的确能发挥突破性作用,但也充分暴露了

技术终究只是一种研究手段,最终还是要依靠人的

作用才能发挥效用.
除了辅助学者对典藏文献知识库平台开展相应

研究之外,基于数据采集、清洗、可视化展现、关联数

据等及 HTML５等技术,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

为直观实用的体验.例如上海图书馆在２０１５年５
月上线的华人家谱总目平台[３９],将华人家谱数据处

理后,形成规范化的数据库形式,通过线性时间进度

以及时空穿梭等方式为用户提供多种方式和维度

(文献、姓氏、人物、地点)的宗谱查询,具有很高的实

用价值.

５．１．３　新型知识服务

有了数字人文的发展背景,各图书馆及科技情

报研究所等机构可以为用户提供与传统不一样的专

业服务,与此同时,一些专业的新型特色数字图书馆

开始出现.譬如,由杜协昌博士和台湾大学资工所

数位典藏与自动推论实验室、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

究中心联合搭建的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４０](Taiwan
HistoryDigitalLibrary,THDL)就在这方面进行了

成功尝试,在 THDL中,用户可以无障碍地使用包

括“淡新档案”“明清台湾行政档案”“古契书”等超过

十万笔的全文资料开展科学研究,THDL还提供了

研究工具集,包括研究参考工具(中西历转换对照查

询、清代台湾文官官职表查询、苏州码转换器、度量

衡单位换算)、检索分析工具(THDL 前后缀词分

析、THDL台湾“总督府”抄录契书地区分析、THDL
台湾“总督府”抄录契书历史地理资讯分析)和关系

探查工具(THDL契约文书买卖角色分析、淡新档

案诉讼关系图)等三类,这些工具集为这一领域的学

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由北京大学牵头,联
合内地２３家高等院校图书馆合作建设的“高校古文

献资源库”(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三期建设子

项目之一),是内地高校图书馆在打造新型图书馆知

识服务方面的成功实践,目前已拥有书目记录６０多

万条、书影２０余万幅、电子图书近１０万册,是世界

上最大的中文古文献资源库之一.这些成功实践是

在数字人文背景下运作的,基于数字人文新技术,如
何提供更有针对性、更高层次的知识服务需要学术

界及业界进行深入探索.
同时,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深入,其跨学科的特

点也日趋明晰,单一学科背景的学科馆员面对数字

人文项目及服务需求时会显吃力,这就使得更为专

业、具有多学科背景的数字人文学科馆员开始出现.
根据 美 国 大 学 与 研 究 图 书 馆 协 会 (ACRL)的 报

告[４１],数字人文学科馆员已经成为迫切需要.在国

外,有的高校开始招收数字人文馆员[４２]、有的开始

开展数字人文学科职业培训和学术型及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４３],这些在我国还未开始

真正实践,需引起重视.未来,基于馆藏资源,通过

数字人文馆员,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和定制化

的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是大势所趋.

５．２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以起步较早的欧美发达国家为例,美国斯坦福

大学计算机辅助人文研究中心、美国耶鲁大学数字

人文实验室、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人文计算研究中心

等都是知名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我国最早设立的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则在２０１１年落户武汉大学.由

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

学联合成立的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协同创新

中心则是全国性的跨区域数字人文研究中心[４４].
基于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大多聚焦在图书馆学情报学

领域这一事实,这些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设立极大

地推动了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

的进展.

５．３　前沿技术的融合应用

数字人文技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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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比较常见且应用广泛的是数字图书馆,即将馆

藏资源数字化并纳入数据库,实现不受地理和时空

限制的移动端共享.图书馆漫游方面,则是充分利

用计算机辅助３D 建模等技术,将图书馆实景虚拟

化,用户漫游于虚拟图书馆,如身临其境.例如,武
汉大学图书馆完成的３D漫游图书馆项目[４５].将目

前前沿的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及可穿戴

设备应用到图书馆相关活动中的案例也已出现,例
如济南市图书馆的 VR全景展示平台[４６],是目前为

数不多已经上线并很好地投入使用的图书馆 VR全

景展示平台,提供了全景展示、自动漫游和场景漫游

等多种用户体验方式.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在江西省

图书馆举办的“书香赣鄱”全民阅读活动暨江西省第

七届“读好书”活动[４７],以“读书新体验,VR看世界”
为主题的虚拟现实等科技智能阅读新方式现场体验

是该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活动结束后图书馆纷纷转

发活动新闻,产生了较大影响.AR、VR 等前沿技

术的引入,使得图书馆以全新面貌展现在用户面前,
用户的参与度与体验感得到极大提升,对于服务的

推广十分有益,这也将是数字人文技术辅助未来图

书馆的发展趋势.

６　结语

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内容分析的方法和工具,
对我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

结,进而厘清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脉络,以期对

后续研究起到一定参考作用.诚如约翰安斯沃斯

教授对数字人文的定义:数字人文是一种链接了人

文计算和人文沟通的实践.我国的数字人文研究也

不能脱离这个定义而开展,既要开展人文计算技术

研究,也要开展人文精神沟通研究,更要有两者相结

合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数字人文的内涵.数

字人文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对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提

出了更高要求,未来定是属于兼具数字技术和人文

精神的跨学科研究人才.

参考文献

１　BusaR．．Theannalsofhumanitiescomputing:theindexthomistiＧ
cus[J]．Computers&theHumanities,１９８０,１４(２):８３－９０．

２　SchreibmanS．．SiemansR．,UnsworthJ．Acompaniontodigital
humanities[M]．Oxford(UK):BlackwellPublishing,２００４:３
－１９．

３　UnsworthJ．Whatishumanitiescomputingand whatisnot?

[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computerphilologie．uniＧ
muenchen．de/jg０２/unsworth．html．

４　ADHO．Aboutadho[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adho．
org/about．

５　CenterNet．Aboutcenternet[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

dhcenternet．org/about．
６　President&fellowsHarvardUniversity．CenterforgeographicaＧ

nalysis[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gis．harvard．edu/aＧ
bout．

７　UniversityCollegeLondon．ThebartlettcentreforadvancedspaＧ
tialanalysis[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s://www．ucl．ac．
uk/bartlett/casa．

８　ThepresidentandfellowsofHarvardCollege．Chinabiographical
databaseproject[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s://projects．iq．
harvard．edu/cbdb．

９　李振,奚建武．信息化进程的前沿探索———“数字化与２１世纪人

文精神”研讨会综述[J]．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３(２):３４－３６．
１０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全国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

户武大[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s://www．sinoss．net/

２０１１/０５０５/３２４６８．html．
１１　上海图书馆学会．“数字人文与语义技术”２０１４年图书馆前沿技

术论坛(IT４L)[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society．liＧ
brary．sh．cn/IT４L２０１４．

１２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
国际学术会议在图书馆举行[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Ｇ
tps://www．sinoss．net/２０１６/０５２７/７３１３６．html．

１３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６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分会场议程[EB/

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２０１６clac．lsc．org．cn/contents/

１１１０/１１７１９．html．
１４　范佳．“数字人文”内涵与古籍数字化的深度开发[J]．图书馆学

研究,２０１３(３):２９－３２．
１５　郭金龙,许鑫．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

报,２０１２,３０(３):１１－１８．
１６　赵生辉,朱学芳．我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初探[J]．图书情报

工作,２０１４,５８(６):６４－６９．
１７　王兆鹏．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J]．文学遗产,

２０１２(２):１３１－１３３．
１８　张舵,吴跃伟．国外图书馆支持数字人文的实践及启示[J]．图书

馆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８):４７－５２．
１９　冯璐,冷伏海．共词分析方法理论进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６,３２(２):８８－９２．
２０　黄宽重,刘增贵．“中央”研究院人文计算的回顾与前瞻[J]．汉学

研究通讯,１９９８,１７(２):１４５－１６８．
２１　林易徵．«古今图书集成»自动化内容建构与出处撷取[D]．台湾

大学,２０１３:７－１０．
２２　陈冠仲．古籍影像与文本之对应———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

[D]．台湾大学,２０１５:８－１２．
２３　王丽蕉．数位人文系统的建置与加值应用:以台湾日记知识库为

探讨中心[J]．汉学研究通讯,２０１５,３４(４):３０－３９．
２４　路丹妮、陈正贤．台湾战后初期文学场域重建:数位人文方法的

运用与实例分析[J]．台湾文学学报,２０１５(２７):１５３－１８９．
２５　奥利华,林莉伦等．论澎湖西屿新发现之「皇明洪门杨氏」墓[J]．

台湾学志,２０１６(１４):４９－７４．
２６　金把路．韩国数位人文教育现状与课题[J]．汉学研究通讯,

７６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脉络及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沈振萍,黄水清
Reviewonthe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inChinaandItsTypicalPracticeintheFieldofLIS/ShenZhenping,HuangShuiqing　　　　



2
0

1
7

年
第6

期

２０１６,３６(１):２７－３５．
２７　郑文惠．东亚观念史研究的新视野[J]．东亚观念史集刊,２０１１

(１):４７－５４．
２８　郑文惠．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观念史/概

念史视域与方法[J]．东亚观念史集刊,２０１３(１):２２３－３０２．
２９　陈明照．差异化学习型组织在供应链间知识共享促成及加速模

式之建构[D]．淡江大学,２０１５:５－８．
３０　陈诗沛．资讯技术与历史文献分析 [D]．台 湾 大 学,２０１１:１０

－１３．
３１　陈品谚．«清实录»之文本分析与时间标记初探[D]．台湾大学,

２０１１:２２－２３．
３２　林显明．台湾数位人文研究发展:跨领域学习与研究之刍议[J]．

台中科技大学通识教育学报,２０１５(４):５９－７９．
３３　邵轩磊,大泽肇．从数位典藏到数位人文———以日本东洋文库之

经验为案例[J]．兴大人文学报,２０１５(５５):１０１－１２３．
３４　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数字化资源库[EB/OL]．[２０１７－０５－

０６]．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tushu．
３５　爱如生．公司愿景[EB/OL]．[２０１７－０８－０５]．http://er０７．

com/home/info_２．html．
３６　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发展中心．台湾大学数位典藏计划书

[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www．darc．ntu．edu．tw/

newdarc/darc/index．html．
３７　陈大康．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与陈炳藻先生商

榷[J]．红楼梦学刊,１９８７(１):２９３－３１８．
３８　潘旭澜．序«＜红楼梦＞成书新说»[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７(５):１７－１８．
３９　上海图书馆．华人家谱总目[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

jp．library．sh．cn/jp/home/index．

４０　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EB/OL]．
[２０１７－０８－０５]．http://thdl．ntu．edu．tw．

４１　ACRLdigitalhumanitiesinterestgroup．Post:emergingcareers
inlibrarianship:digitalhumanitieslibrarian[EB/OL]．[２０１７－０８
－０５]．http://acrl．ala．org/dh/２０１３/０３/０５/postＧemergingＧcaＧ
reersＧinＧlibrarianshipＧdigitalＧhumanitiesＧlibrarian．

４２　BrownUniversityLibrary．Jobposting:digitalhumanitieslibrarＧ
ian[EB/OL]．[２０１７－０８－０５]．http://library．brown．edu/cds/

２０１１/０２/１４/jobＧpostingＧdigitalＧhumanitiesＧlibrarian．
４３　UniversityCollegeLondon．MA/MScindigitalhumanities[EB/

OL]．[２０１７－０８－０５]．http://www．ucl．ac．uk/dh/courses/

mamsc．
４４　中国高校之窗．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启动“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

保护协同创新中心”[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www．
gx２１１．com/news/２０１３３１/n９０４０１２８９１０．html．

４５　武汉大学图书馆．３D漫游武汉大学图书馆[EB/OL]．[２０１７－０５
－０６]．http://apps．lib．whu．edu．cn/３d/３D．html．

４６　济南市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 VR全景展示[EB/OL]．[２０１７－
０５－０６]．http://www．expoon．com/１０６６８．

４７　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开展“书香赣鄱”全民阅读暨“读好

书”系列活动[EB/OL]．[２０１７－０５－０６]．http://www．jxlib．
gov．cn/news_display．aspx?id＝３４１９．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２１５１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９日

Reviewonthe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inChinaand
ItsTypicalPracticeintheFieldofLIS

ShenZhenping　HuangShuiqing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andsummarizestheresearchinthefieldofdigitalhumanities,clarifies
theresearchhistoryofthedigitalhumanitiesinChina,andthensummarizesthetypicalpracticeofdigital
humanitiesinthefieldofLIS,withwish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futureresearch．WithCNKIdataＧ
base、TaiwanScholarJournalDatabase、AiritiLibrary、HKInChiP、HKMPN、MacauPeriodicalIndexand
HKUScholarsHubastheliteraturesourcesandthroughmethodsandtoolsfrombibliometricsandsocial
networkanalysis,thestudyshowsthattheresearchofdigitalhumanitiesinmainlandcanbegroupedinto
differentknowledgegroups,whileinHongKong,MacaoandTaiwancanbesummarizedfromsevenrelatＧ
edperspectives．ThetypicalpracticeinthefieldofLISofdigitalhumanitiesare:newknowledgeservice,

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centerandthefusionapplicationoffrontiertechnologyinthefieldofLIS．
Keywords:Digital Humanities; Humanities Computing;Research History;CoＧWord Analysis;

KnowledgeMap;TheFieldofLIS;TypicalPractice

８６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脉络及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典型应用/沈振萍,黄水清
　　　　Reviewonthe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inChinaandItsTypicalPracticeintheFieldofLIS/ShenZhenping,HuangShuiq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