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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循证实践的中文古籍数据模型研究与设计
∗

夏翠娟　 林海青　 刘　 炜

摘　 要　 在数字人文逐步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借鉴“循证实践”和“循证社会学”的

思想，提出了“古籍循证”的概念。 利用文献调研、需求分析、数据建模、实验验证等方法，调研古代目录、现代联

合目录的编排体例和古籍元数据标准规范的结构框架，分析在互联网和机器智能时代，基于古籍循证的版本学、
校勘学、分类学及历史人文学等特定领域的研究需求，设计一个可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古籍目录、元数据记

录、古籍文献全文和各类古籍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古籍数据模型。 依托“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的建设，
利用此模型和本体词表融合 １４ 种典型的古籍目录和古籍数据库中的数据，实现古籍的不同版本、分类和提要的

聚类与比较、古籍著者和其他责任者及其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等初步的古籍循证功能，以验证该模型的可行性、
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并进一步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 图 ６。 表 ５。 参考文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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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ｋｅ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ｒ ｃｏｐｉｅｓ ｏｆ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ｗｉｔｈ ａ ｇｉｖｅｎ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６ ｆｉｇｓ． ５ｔａｂｓ．１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１　 引言

１．１　 什么是古籍循证？
循证实践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也叫

“循证学”，本意是“基于证据的实践”，源于“循

证医学（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意为“遵循

证据的医学”，又称“实证医学”，循证医学与传

统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医疗决策应建立

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的基础上［１］ ，传统医学则

以经验为主，而不是主要依靠实验性的临床案

例、临床资料和疾病的基础知识为依据来诊治

病人。 随着“循证实践”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延伸，逐渐形成了循证教育学、循证管理学、循
证经济学、循证犯罪学、循证软件工程、循证图

书情报学等新兴学科领域。 以古籍目录的记载

和古籍文献中的内容为依据，将科学的研究方

法与研究人员的经验结合起来，解决特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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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过程，可称之为“古籍循证”。
古籍循证的核心是构建古籍研究的证据

链，即各种事实性证据及其关联关系，可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
（１）物理证据：有关古籍的各种物理性特

征，如古籍的装订、 尺寸、 行款版式、 纸张材

料等。
（２）内容证据：内容本身和各种基于内容特

征的描述，如书名、分类、序跋、避讳等。
（３）历史证据：与古籍相关的各种历史记

录，如历代古籍书目的记载、版本变化、收藏历

史等。
（４）关联证据：与古籍相关的各种关联关

系，包括古籍作品和人物、机构的关系，如作者、
批校序跋者、刻印者、收藏者等；也包括古籍版

本之间的相关关系，如重刻、增刻、注疏等。
传统的古籍循证过程是专家学者通过收

集、遴选和比对来构建这些证据间的逻辑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古籍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古籍

循证过程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动化的数据挖掘和

推理来揭示各种证据间的逻辑关系，并将这些

逻辑关系形式化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古籍研究

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１．２　 古籍循证的意义

古籍是历史的见证，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

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是研究古代文化、人文、
历史、社会等的门径，不仅存在于当前各大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里和私人收

藏者手中，还被记录在目录学典籍中。 虽然大

量已经散佚的古籍难再见真颜，但前人在文献

中留下有关它们的辑录、提要和评述，不仅可以

从中窥见原书的踪迹源流，还能与当前各级各

类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存续的古籍相互印

证，并可反映出大量善本、珍本、孤本之间的丰

富联系。
当前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包括人文研究在

内的各领域逐渐重视以数据为驱动的“第四范

式”，除了古籍文献本身，古籍目录学成果也是

研究古代学术传承的重要数据来源，可为研究

者提供文献证据，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

要依据。 不论是古代目录学典籍，还是新中国

成立后编纂的大型古籍联合目录，均以印刷品

的形式存在，无法利用计算机进行智能化的处

理，也难以适应当前的互联网环境。 而且目前

各机构提供的中文古籍数据库，一方面只是以

各自馆藏资源的揭示和查找为目的，没有和其

他机构建立联合目录，提供一站式检索；另一方

面，以记录现存的古籍为主，少有记录曾经存在

过而如今已散佚的古籍；再者，这些古籍数据库

主要是基于一定的古籍元数据提供查询阅览服

务，对于古籍研究中相关的编纂、批校、提拔、藏
印、刻工、避讳字等信息虽有所著录，但却缺少

规范控制和结构化，不利于机器处理，无法实现

大规模数据分析、个性化推荐、深度揭示和智能

推理。
图书馆正在经历从提供文献服务到提供知

识服务的转型，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知

识组织为手段建立具有古籍循证功能的联合目

录平台，能帮助研究者进行大规模、长时间范围

内的古籍资料收集、内容结构化、数据建模、多
源数据融合，以及各类古籍知识如版本、刻工、
避讳字、藏印、版式等知识库构建并提供知识服

务，同时提供各种研究工具以支持大规模数字

化古籍文献资料的遴选、聚类、统计、分析、数据

挖掘、知识推理等。

１．３　 古籍数据模型的作用

要实现“古籍循证”的目的，需要构建一个

系统性的古籍数据模型，它不仅能容纳现存古

籍的书目数据和馆藏数据，还能容纳已经散佚

的古籍书目数据；不仅能揭示古籍作品、版本、
馆藏的各项文献特征，还能深入揭示与古籍相

关的人、地、时、事等内容特征，以及不同版本、
不同责任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将编、著、批校、
序跋、藏印、刻工、避讳字等信息转换为结构化

的数据；甚至能将古籍书目数据与文本化的古

籍全文融合在一起，以便利用数据挖掘、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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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文本分析等方法和技术手段辅助人文研

究。 同时它能基于 Ｗｅｂ 标准建立古籍著者、刻
工、收藏家、目录学家等重要人物的人名规范

库，以及古籍版本知识库、藏印知识库、避讳字

知识库等，以支持知识关联、发现和推理，实现

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共享和重用。 下文以“中

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的建设实践为依

托，试图利用知识本体等新时代的知识组织方

法和技术，设计一个灵活可扩展的、易于共享和

重用的、面向循证实践的古籍数据模型。

２　 古籍目录内容结构及元数据标准规范
调研

为设计面向循证实践的古籍数据模型，首
先需要对“古籍循证”所依赖的数据来源的内容

结构进行深入调研，这些数据来源可归为三种：
没有标准化内容结构的“古代目录”，在编排体

例上有高度相似性的“现代古籍联合目录”，以
及制定了古籍元数据描述和著录规则的中文古

籍元数据标准规范。
对于以书籍形式出现的古籍目录，主要研

究其编排、体例，分析其共性和特性；对于古籍

元数据标准规范，主要研究其元数据元素的结

构、关系等。 整合古籍目录中的内容结构和古

籍数据库中的元数据元素，以便在数据的层面

反映古籍作品、版刻、收藏、批点、序跋、校勘等

情况， 以及古籍作 品、 版 本、 责 任 者 之 间 的

关系。

２．１　 古代目录

古代目录是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和成

果，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提出了目录学的

“四说”，从内容方面总结了目录的四种类型：目
录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

家之目录［２］ 。 一般来说，古代目录按编纂者和

编纂目的可分为史志目录、官修目录、藏书楼目

录及私人目录，按照这个分类可以梳理出古代

目录编纂体例的发展历史和相应的内容结构变

化情况。
本研究的目的是将古籍目录中的内容结构

化，提取其中的知识，因而重点研究古籍目录的

内容多寡和编排体例（见表 １）。 通过对近 ４０ 种

史志目录（包括 ７ 种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 ３２ 种

补志）、２４ 种官修目录、４４ 种私家目录的调研，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简单的无解题式目录，或称登记式目

录，即只记录书名、卷数、著者、类别，《汉书·艺

文志》《旧唐书·经籍志》 《明史·艺文志》属于

此类。
二是解题式目录，即除了记录书名、卷数、

著者、类别外，还有关于该书的著者生平、内容

提要、版本源流、收藏历史和相关掌故，所谓“提

要”“书志”“经眼录”“知见录”“解题”等可归入

此类。 但解题式目录并没有统一遵循的体例，
姚名达按照解题的详略和侧重点的不同，将解

题式目录分门别类：一一详论的《崇文总目》 《四

库全书总目》，在类目之下还有小序，来新夏认

为其主要目的是“辨章学术”，对某一部类图书

的学术流派、演变和特点加以论述，因而体现了

一本古籍目录的学术价值［３］ ；注重版本的《读书

敏求记》 《百宋一廛书录》 《艺风藏书记》；专述

书籍内容的《郑堂读书记》；而《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则较为自由，不是对每种书都

专于同一个方面。 后世目录学家一般将叙录

体、传录体和辑录体作为解题式目录的三种类

型［４］ 。 刘向的《别录》开叙录体目录之先河，此
后直到清代一直占据主流；叙录体目录的条目

内容会涉及校雠原委、著者生平、著书背景、辨
书真伪、评论思想、叙述源流、价值判定，等等。
传录体目录始自南朝王俭《七志》，在书名之下

有著者的传记，如生平事迹、学术流派和终身抱

负等，便于帮助读者理解书的内容。 辑录体目

录以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
主要是抄录书的原文（节选）或序跋、题记原文，
并汇编在一起，客观起到了辑佚的作用［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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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古代目录的内容结构分析

题名 分类 小序 题名 著者 其他责任者 解题 辑录

汉书·艺文志 有 有 有 有

隋书·经籍志 有 有 有 有 有

旧唐书·经籍志 有 有 有 有

新唐书·艺文志 有 有 有 有

宋史·艺文志 有 有 有 有

明史·艺文志 有 有 有 有

清史稿·艺文志 有 有 有 有

崇文总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文献通考·经籍考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四库全书总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郡斋读书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直斋书录解题 有 有 有 有 有

读书敏求记 有 有 有 有 有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有 有 有 有 有

皕宋楼藏书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有 有 有 有 有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百宋一廛书录 有 有 有 有 有

贩书偶记 有 有 有 有 有

２．２　 现代古籍联合目录

新中国成立后，集全国古籍专家之力、囊括

多家馆藏机构的馆藏目录修纂而成的《中国丛

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中国古籍总目》 《中国家谱总目》等大型

古籍联合目录，综合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物保管委员会、
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

馆，甚至包括名人纪念馆和寺庙藏书单位等众

多机构的馆藏古籍目录，将同一古籍的不同版

本聚集在一起，列出其收藏地点，是反映中国古

籍流传与收藏状况的联合目录（见表 ２）。
《中国丛书综录》是一部关于古籍丛书的联

合目录，详细列出丛书所含子目及分类，包括来

自 ４１ 家单位的馆藏，所收录的丛书都经过必要

的考订与整理，所录之书都存于世，其中包括不

同版本，对据旧板编印的丛书加以注明，同时亦

注明了丛书的藏所［６］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

编纂按照事先拟定的“著录条例”，将来自众多

单位的卡片目录统一规格，查明著者的时代，同
一古籍有多馆报送卡片的，经审查如属同一版

本的则合并为一条款目著录。 在审校过程中遇

到问题时，必通过实地考察、函调书影等方式查

阅原书解决问题［７］ ，其中记载的古籍都有馆藏

信息，是仍存于世的古籍目录。 《中国古籍总

目》是在数量和范围上远远超出以往任何一部

古籍目录的大型联合目录，收录来自 １ １８２ 家收

藏机构的馆藏目录［８］ ，还有近 １ ／ ３ 的古籍目录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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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当代主要古籍联合目录

题名 出版时间 藏书机构数量 收录范围 收录数量

中国丛书综录

１９５９—１９６２ 初版，

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２

再版，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４１ 家
唐宋至民国历代

出版的丛书
丛书 ２ ７９７ 部，子目 ７ 万多种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１９８５ 年，中华书局 １９０ 家
自南朝宋至 １９４９

年的方志
８ ２００ 余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７８１ 家

清乾隆前以及至

辛亥革命前有特

殊价值的刻本、抄

本、稿本、校本

约 ６ 万多种

中国古籍总目

２００９ 年， 中 华 书

局、 上 海 古 籍 出

版社

１ １８２ 家

至民国初撰著并

经抄写、刻印、排

印、影印的历代汉

文书籍

约 ２０ 万种

中国家谱总目
２００９ 年， 上 海 古

籍出版社
５９７ 家 ６０８ 个姓氏

至 ２００３ 年各机构

收藏的家谱
５２ ４０１ 种

有注明馆藏单位。
这些古籍联合目录大都采用“经、史、子、

集、丛”五部分类法，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某一古

籍作品的不同版本，同一版刻又因批点、校勘、
题跋的不同分为不同的条目，每一条目下又列

出收藏情况。 表 ３ 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集

部（卷二十一）楚辞类的《楚辞章句十七卷》的部

分不同版本及其收藏情况，颇有代表性。
《中国家谱总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这

样大型的专科目录也收录了大量的古籍书目，
但其体例与前三者稍有不同。 《中国家谱总目》
作为一部提要式目录，除了著录家谱的谱名、责
任者、版本年代、册数、收藏者等信息，还撰写了

该家族的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历代名人等

内容，以及该谱的特色、谱中有价值的资料等。
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著录项有书名、卷
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还在备注项

中说明了存佚情况、卷数分合、记事起讫、地名古

今变迁、书名异称、内容详略、流落异域孤本的国

别与收藏单位等。 专科古籍目录虽与综合古籍

目录有交叉重合，但其侧重、详略各有不同，如
能将其中的条目一一对应后融合在一起，便可

互为补充。 且家谱与方志也是与正史并重的研

究史料，可为循证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证据

支撑。

２．３　 古籍元数据标准规范

古籍元数据是关于古籍文献的描述性数

据，是面向循证实践的古籍数据模型设计的基

础和参考，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大多以 ＭＡＲＣ 格

式存在于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中。 随着 ２０ 世纪

末 ＤＣ 元数据的盛行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兴起，
古籍元数据标准规范被作为数字图书馆元数据

标准规范的一部分，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以科技

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重大项目“我国数字图

书馆标准规范建设”子项目“专门数字对象描述

元数据规范”最为突出，并推出了国家数字图书

馆工程标准规范系列成果之一《国家图书馆古籍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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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内容结构———以《楚辞章句十七卷》部分内容为例

分类 题名 著者 版本 其他责任者 馆藏机构代码

集部（卷二

十 一 ） 楚

辞类

楚 辞 章 句

十七卷

汉王逸撰

明正德十三年

黃 省 曾、 高 第

刻本

０１０１，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１， ０３４１，

０８４１， １５０１， １９１３， ２４０１，

２７０２，２９０１

汉王逸撰
明正德十三年黃

省曾、高第刻本

清 袁 廷 梼 校

并跋
０１０１

集部（卷二

十 一 ） 楚

辞类

楚 辞 章 句

十七卷

汉王逸撰
明隆庆五年豫

章夫容馆刻本

０１０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３，

０２０１， ０２４１， ０３０１， ０５０２ｘ，

０８４１， １６０１， １９０１， ２３０２ｘ，

２４０１，２４４１，２７０２

汉王逸撰
明隆庆五年豫

章夫容馆刻本
清傅承霖跋 ０１０１

汉王逸撰

明隆庆五年豫

章夫容馆刻本

〔卷五至六配清

同治十一年蒋

曰豫抄本〕

清蒋曰豫跋 １６０１

汉王逸撰

明隆庆五年豫

章夫容馆刻、天

启三年丛桂堂

重修本

０１８２，１９０１

汉王逸撰

明万历十四年

冯绍祖观妙斋

刻本

清彭孫遹批校

并跋
１７０５

元数据规范与著录规则》和文化行业标准（ ＷＨ ／
Ｔ６６－２０１４）《古籍元数据规范》 ［９］ 。 一些研究能

力较为突出的高校图书馆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也

制定了适合本馆的古籍元数据规范［１０］ 。
基于 ＤＣ 的古籍元数据标准规范充分借鉴

了 ＤＣ 的元数据方案设计方法和思想，摒弃了

ＭＡＲＣ 的繁琐和封闭，强调简单易用、可扩展、互
操作和对互联网的适应性，利用元数据元素核

心集加扩展集的方式将通用性与专指性统一起

来，通过对元数据元素进行“是否必备” “是否可

重复”和元素取值的约束，使得著录过程得到进

一步的规范。 这不仅是古籍描述的一大进步，

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古籍元数据记录的规范性，
更方便机器读取、处理、转换和传输。 但这种以

古籍文献为核心描述对象的元数据规范，其主

要目的是对文献特征的揭示，虽然也有提要、时
空范围、版本类别、收藏历史（包括收藏沿革、题
跋印记、获得方式、购买价格）等元数据元素，甚
至有记载过该古籍的重要古代目录的元数据元

素，但就单个元素的取值来看，是非结构化的文

本，粒度还不够细致。 另外，对同一古籍不同版

本的关联关系的定义和规范，对著者，批、校、
序、跋者、收藏家，对版本、分类、藏印、避讳字等

知识的进一步描述和规范则不是元数据的重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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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这些对于古籍循证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３　 古籍循证需求分析

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提出了古典目录

学“四说”：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辨章学术、
剖析源流之学，鉴别旧刊、雠校异同之学，提要

钩玄、治学涉径之学，总结了古典目录学的治学

方法———文献分类、剖析源流、校勘异同、治学

门径，也反映了作为古典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古

籍本身和作为古典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古籍目录

对于研究人员的文献价值［２］ 。 被誉为“用现代

学术的理念和方法对古代目录学进行开创性研

究”的梁启超总结了目录的四大功用，大致可分

为：“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对“散亡代谢”之书

籍，可“识其名数、见其学风”；通过“博稽诸家著

录”，可了解书籍的“流传有序”，依据书籍的“展

转储藏之所在” 来“按图索骥”；通过“区分门

类”来“博观互校” “知类通方” ［１１］ 。 梁氏的思

想，与 ＩＦＬＡ 于 １９９８ 年在“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

（ＦＲＢＲ）”中总结的书目记录要能满足“查找、识
别、选择和获取”四项任务是一致的，除此之外，
还体现了古籍目录的“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之

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到了互联网时代，由于语义万维网技术、大

数据技术、社会化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加

持，古籍目录有望焕发新的光彩，其功用将超越

传统目录学甚至图书馆学领域而扩展到人文历

史社会研究领域，进而成为人文研究数据基础

设施的一部分。

３．１　 书目控制

“书目控制”一直是图书馆的使命，ＯＣＬＣ 等

联合编目机构的存在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

编目已成为书目控制的常态。 书目控制也是目

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古籍的书目控

制可追溯到五世纪阮孝绪的“穷天下之遗书”，
及十二世纪郑樵的“通录古今之有无”，可见古

代的目录学先贤已经有了历史性的视角和“天

下”的眼界，到了梁启超的“周知古今著作之大

凡”“展转储藏之所在”，更是具备了现代“书目

控制”的思想。 中文古籍的书目控制不仅要通

录现存古籍，还要为那些散佚的古籍编号注册，
使之有目可查。

当前，单个机构的古籍收藏单位一般已完

成馆藏古籍编目，并以元数据为基础建设古籍

数据库，由此实现本机构的书目控制和书目服

务，而全国范围内的中文古籍的书目控制主要

是通过编纂大型的古籍联合目录来实现。 在互

联网时代，纸本目录的阅读和传播受到诸多限

制，２００８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的《书目控制未

来报告》草案提出：“书目控制未来将是合作性

的、分散的、世界性的和基于万维网的。” ［１２］ 这

也同样适用于中文古籍的书目控制，依托互联

网进行全网域范围内的中文古籍书目控制逐

渐成为共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设的全国

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就是这一认识的

体现。
互联网时代的古籍书目控制要实现的具体

功能有：查找———在互联网上提供跨平台跨终

端的查询服务，并在大规模数据查询中保证查

准率和查全率；识别———每种古籍（无论现存或

散佚）都有一个全网域范围内唯一识别的 ＵＲＩ
（统一资源标识符）；选择———实现同一古籍作

品不同版本、同一版本不同馆藏所有者的聚类

与区分； 获取———实现分布式存储、 一站式

获取。

３．２　 版本学研究

版本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书籍的版本历

史———源流、演变、传抄，各种版本的异同优劣，
版刻、印刷、装帧各方面的技术。 清代著名藏书

家黄丕烈以能灵活运用“审内容、看字体、辨刀

法、视纸墨、察版式、验图记、查目录、细比勘”等

多种方法鉴别版本而著称于世，体现了版本学

研究的方法和依据。 传统的版本学研究一方面

需要依赖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另一方面需要看

到原书进行肉眼观察，极为不便，使得版本学研

０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三二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３２

究成为越来越小众的研究领域。
本文所提出的“古籍循证”试图从以下几个

新的方面来支持版本学研究。
一是以大规模、多来源古籍目录的实际记

载为研究依据，专家的个人经验成为系统知识

库的一部分而可以共享。
二是提供细粒度、结构化数据，如从提要或

元数据记录中提取人物、时间、地点、印刷、纸

张、装订、版式、行款、字体、藏印、避讳字、序跋

内容等信息并结构化，便于机器自动化处理，其
中藏印和避讳字涉及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可
建立藏印知识库和避讳字知识库。

三是提取责任者项或提要中的重要人物

（著者和校勘者、序跋者、批点者、写刻者、藏印

所有者等其他责任者）、地（成书地、版刻地、印
刷地）、时（成书时间、版刻时间、印刷时间）、事
（相关的历史事件）等信息，并提供关于人、地、
时、事的更多背景知识而不仅仅是名称，以帮助

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辨别、区分版本的异同和

梳理其源流。
四是聚集同一作品的所有版本并能灵活地

按责任者、地点、时间、版式、内容等结构化的信

息进行版本的区分、聚类、比较和统计分析。
五是能够将古籍文本化的全文、序跋内容，

或整书扫描影像、书影、藏书印、人物肖像等图

片与相应的版本关联在一起，随时随地为研究

人员提供参考。

３．３　 校勘学研究

传统校勘学的研究内容可以用“勘同异、定
是非”来概括，其作用有：“正事实”———通过考

订不同文献记载的事实或取得史实的旁证；“通

文字” ———对照不同的版本疏通古文献中由于

多次传抄而发生的词意曲折和谬误； “ 惠后

学” ———通过校勘改订记录心得帮助后人理解

书籍内容。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 中提出了四

种校勘的方法：对校法———用同书的不同版本

对读，遇不同之处就在旁加注；本校法———用本

书的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从而了解其中的

谬误；他校法———用他书校本书；理校法———根

据一书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来察看其不合理

之处。
上述基于古籍循证的版本学的五点需求也

是校勘学的基本需求，但校勘学更多地依赖文

本化的古籍全文，以及如实反映古籍版刻情况

和前人校勘成果的全文影像或书影，并要求提

供更方便快捷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工具。 如通过

版本聚类帮助研究者找到同书的不同版本用于

对校；快速地定位到同书的不同页面进行本校；
通过人、地、时、事之间的关联帮助研究人员推

荐有关联的不同古籍实施他校；通过文本分析

和基于大量结构化语义数据的智能推理来帮助

研究人员发现古籍内在的逻辑问题，实现理校。
除此之外，还需提供方便易用的标注工具支持

研究人员在线标注，标注的内容经同行认可后

可以融入到整个数据结构体系中，成为原有数

据的补充，也将作为古籍循证的新证据。

３．４　 分类学研究

分类学是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古典目

录学随着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七略》的诞生而产生，到宋代郑樵提出“学之不

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

也”，把图书的分类提到了与学术研究同等重要

的高度。 然而，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

六分法，到《中经簿》和《隋书·经籍志》的四分

法、《五部目录》的五分法、《四库全书总目》的四

分法，最后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古籍总

目》的五分法，古籍分类法不仅在大类上经历了

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细类的划分上更是因

学术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图书种类的增加而不

断变化。 在不同的分类法中，采用的分类标准

并不一致，甚至细类的名称相同，但意义和范围

却不尽相同。
从内容结构来看，古籍的分类除了一个有

着上位类的分类词外，目录学家常在每一类目

下作一小序来评述某一类图书的学术流派、演
变和特点，因而古籍的分类往往可以反映当时

０２４



夏翠娟　 林海青　 刘　 炜：面向循证实践的中文古籍数据模型研究与设计
ＸＩＡ Ｃｕｉｊｕａｎ， ＬＩＮ Ｈａｉｑｉｎｇ ＆ ＬＩＵ Ｗｅｉ：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源流，是古籍循证的重要

证据。
古籍循证为分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

角和研究方法，也对数据模型提出了新的需求。
第一，如实地记录每种古籍目录或某机构

古籍数据库中用到的每一个分类词，以及该词

的上位类，方便分类学研究人员了解每种古籍

目录或古籍数据库的整体分类体系。
第二，如实地记录每种古籍目录中每一个

类目下所作小序的内容，作为反映古籍目录编

纂的那个时代学术发展状况的佐证。 当以某一

分类词为研究对象时，能够根据时间顺序探索

该分类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古籍目录中是如何被

定义、被理解、被评述的。
第三，如实地记录古籍目录中每一种古籍

被分到哪一大类、哪一小类。 当以某一古籍的

分类为研究对象时，可以了解该古籍在不同的

时代或不同的古籍目录中是被如何分类的。
满足上述需求后，可从不同的维度探索不

同古籍分类的原貌，并进一步探索某个时代的

学术潮流和思想认知的变迁轨迹。 将分类词和

词间关系结构化后，便于实现基于大规模分类

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发现例外和不合理之处，或
者提供统计数据，帮助学者对没有分类的古籍

进行分类推荐。

３．５　 历史人文等特定领域研究

与版本学、校勘学、分类学这些与目录学有

密切关系的研究领域不同，历史人文等特定领

域的研究，对古籍循证既有通用的需求，也有各

自特殊的需求。 通用的需求主要在于研究方法

和研究工具的支持，例如时空分析法、社会关系

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以及更好地把这些研究

方法和研究数据结合起来的数据可视化技

术［１３］ 。 要在数据的层面支持这些研究方法，对
数据模型也提出了新的需求。

时空分析法：需要提取古籍目录或元数据

记录的时间和地点信息，并实现规范控制，如中

国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对照，历史地名与今

地名的对照。 对于历史纪年，需要标注某一年

号纪年的起止时间、所属朝代等。 对于地名，需
要标注地名的经纬度，古今地名在时间序列上

的变化情况。 针对此需求，需进一步完善上海

图书馆的“中国历史纪年知识库”和“历史地理

知识库” ［１４］ ，并将古籍文献中的时间和地名与

该知识库中的时间和地名建立关联［１５］ 。
社会关系分析法：需要详细地描述古籍的

著者、批校、序跋、收藏者，并以机器可处理的方

式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完善上海

图书馆的“人名规范库”，将文献与图书馆人名

规范库中的人名建立关联。
文本分析法：除了古籍目录数据和元数据

外，需要大量的古籍全文文本，包括题记、序跋、
正文等，并与古籍的书目数据和扫描图像建立

关联。

４　 面向循证研究的古籍数据模型研究与
设计

面向循证研究的古籍数据模型，不能受限

于繁杂多样的目录体例编排的不同，或因目录

学家个人领域的专业性而导致的目录侧重点的

不同，而是利用基于语义万维网的知识组织方

法和技术，将各种类型的古籍目录有机地融合

在一个一致性的数据结构框架中，使之结构化、

语义化后便于机器读取和处理。

４．１　 书目框架的数据结构设计

书目框架的数据结构是书目控制的基础，

笔者在借鉴了 ＦＲＢＲ 的“作品—内容表达—载

体表现—单件（ＷＥＭＩ）”四层模型和美国国会图

书馆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作品—版本—单件（ ＷＩＩ）”

三层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文古籍书目框架

的“作品—版本—单件” ＋“注释” ＋“分类”的“３＋

２”模型（见图 １）。

“作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题名和著者

（主要责任者）决定，如王士禛著《渔洋山人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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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版本”为同一古籍作品的不同物理表现

形式，一般由版刻时间和版本类型决定，如《渔

洋山人精华录》的“康熙三十九年写刻本”，“版

本”包括版式、版刻机构、刻工及除著者之外的

其他责任者等信息；“单件”是某一版本的不同

复本，与收藏者相关，包括索书号、全文扫描图

像或全文文本的 ＵＲＬ 等信息，决定了古籍的获

取方式；“注释” 则是关于作品、版本和单件的

各种解释性信息，如提要、书志、研究观点或研

究结论，一般来源于某部古籍目录、论文专著、

用户的评论等；“分类” 是“版本” 和“注释” 在

某一分类体系中的具体类目，这种分类体系往

往来源于某一古籍目录或某个机构的古籍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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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古籍书目框架抽象模型

“作品”是从“版本”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其

目的是为了将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聚集在一

起，因而一个“作品”可能对应多种“版本”，一种

“版本”可能有多个复本，有不同的收藏者，因而

一个“版本”可能对应多个“单件”。 而每一个作

品、版本、单件则可能分别对应多个注释，每个

注释对应一个“分类”术语，每个分类术语来源

于某种具体的古籍分类体系 （ 如某一古籍目

录）。 一个作品同时也与其所有的版本和注释

的分类相关联，因而一个作品可能对应多个

分类。

“作品—版本—单件”的三层模型能很好地

适应当代联合目录的内容结构。 而对于古代目

录，笔者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无解题式、解题式

和辑录式，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处理。 不同于目

录学家将叙录体、传录体与辑录体相提并论作

为解题式目录的不同类型，之所以将辑录式目

录剥离单列，是考虑到辑录体目录中的内容一

般是来自原书，反映具体某一古籍版本刊印的

客观内容，而非后世目录学家融入自己的学识

和主观观点后，对原书内容的再加工和对著者、

版本的说明、认识和看法［１６］ 。 所以辑录式目录

中的条目可认为是客观地反映古籍版本的内容

特征，而作为版本的内容属性。 其他类型的解

题式目录中的条目则可认为是主观的，作为与

作品相关联的“注释”来处理。 图 ２ 是以《韩诗

外传》的“明天启六年刻本”为例构建的古籍书

目框架数据模型。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支持版本学的循证研

究，“版本”需要高度细粒度化的结构化数据以

便于机器处理。 可分为内容属性和版式属性，
内容属性记录的是某一版本的内容，如摘要、目
录、凡例、附录、牌记、序、跋、正文的内容文本，
和古籍文献的文本全文一起作为文本分析的数

据基础。 版式属性用于描述某一版本的外在特

征，如装订方式、纸张、每行字数、半页行数、鱼
尾、象鼻、版框类型、版框尺寸、天头、地脚、界行

等。 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往往在内容属性和版

式属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４．２　 责任者项的数据结构设计

在基于 ＭＡＲＣ 或 ＤＣ 的古籍元数据描述与

著录规范中，一般将责任者分为著者和其他责

任者来著录，在每个责任者的姓名后跟着责任

方式。 由于古籍的责任方式非常复杂多样，上
海图书馆的古籍元数据中，关于责任方式的著

录就有超过 １００ 种，如著、撰、编、纂、修、批点、校
对、注疏、序、跋、写、抄、刻，等等。 如何在数据

的层面，理清每个责任者和与之相对应的责任

方式，不同的责任者之间有何关系？ 责任方式

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是较难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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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文古籍书目框架数据模型———以《韩诗外传》为例

　 　 笔者借鉴了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贡献（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这一数据模型来设计解决方案。 “贡献”
由一一对应的责任者和责任方式构成：责任者

是机构或人物实体，而不是字符串形式的姓名，
在“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中，古籍的

责任者都来自于上海图书馆 “ 人名规范库”
（ｎａｍ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责任方式的取值由一个开

放性的受控词表（Ｓｃｈｅｍｅ）来规范。
人名规范库中的每个人，都被当作一个真

正存在过的人物实体来处理。 这样做的好处

是：一方面可为著者添加丰富的背景知识，除了

姓名之外，还有字、号等各种别名，生卒年、职

业、任职经历、生平大事、小传（说明其主要著述

和学术流派），以及有亲属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其

他人物等，这些都是关于人的结构化的描述数

据。 这些数据在循证平台中既可被研究人员方

便地调阅以作参考，也可被机器处理，用于分

面、聚类和个性化推荐。 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人

名的规范控制，将同一著者的不同名称聚集在

同一人物实体中，区分同名不同人和同人不同

名的情况，进而实现将同一著者有过贡献的所

有古籍文献聚集在一起，或按照不同的贡献方

式分面呈现。
责任方式的取值来自于一个可更新维护的

取值词表，每个取值词被赋予一个全局 ＵＲＩ，既
可进一步说明其含义，也可在不同的取值词间

建立关系，比如可以用 “ ｏｗｌ： ｓａｍｅＡｓ” 来表示

“著”和“撰”之间的等同关系（见图 ３）。

４．３　 分类的数据结构设计

为了满足上文中提到的三个如实记录分类

原貌的需求，在分类的数据结构设计中，将每一

部具有分类的古籍目录或每个机构的古籍数据

库作为一个分类体系，将其中的每一个分类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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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责任者项的数据模型

为一个对象，并赋予一个全局 ＵＲＩ。 分类词由以

下属性描述。
（１）分类词标签，即每一个分类词在原分类

体系中的名称。
（２）分类小序，某一类图书的学术流派、演

变和特点的评述。
（３）上位类分类词的 ＵＲＩ，该级分类词的上

一级分类词 ＵＲＩ。
（４）分类词的来源，该分类词所属的分类体

系，如某一古籍目录或某机构古籍数据库，以

ＵＲＩ 来表示，如《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 ＵＲＩ。
（５）分类词的编号，反映分类词层级和顺序

的编号，如刘国钧分类法中的编号或杜威十进

制分类法的编号，该编号主要用于排序。
在同一分类体系中，若分类词的字面表述

相同而上位类不同，则被认为是不同的分类词。
在不同的分类体系中，如果分类词的字面表述

和上位类相同，也被认为是不同的分类词。 不

同的分类词以不同的 ＵＲＩ 标识。 将分类词作为

对象处理后，分类词与作品、版本和注释相互关

联，其关联关系如图 １ 所示，不同分类体系中的

分类词之间也可以建立关系。
表 ４ 以上图古籍数据库和《中国古籍总目》

中的分类词为例来说明每个分类词的数据结构。

表 ４　 上海图书馆古籍数据库和《中国古籍总目》中分类词的数据结构示例

级别 分类词标签 来源 上位类分类词 ＵＲＩ ＵＲＩ 小序

第一级 集 上图古籍数据库 ＵＲＩ ＵＲＩ＿１
第二级 别集 上图古籍数据库 ＵＲＩ ＵＲＩ＿１ ＵＲＩ＿２
第三级 唐五代 上图古籍数据库 ＵＲＩ ＵＲＩ＿２ ＵＲＩ＿３
第一级 集部 《中国古籍总目》ＵＲＩ ＵＲＩ＿４
第二级 別集类 《中国古籍总目》ＵＲＩ ＵＲＩ＿４ ＵＲＩ＿５
第三级 唐五代之属 《中国古籍总目》ＵＲＩ ＵＲＩ＿５ ＵＲ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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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藏印、避讳字的数据结构设计

在古籍目录中，藏印和避讳字常以一段说

明性文字出现。 在古籍元数据著录中，藏印字

段的值一般是反映印文内容的简短文字，避讳

字也是如此，不足以揭示藏印和避讳字包含的

丰富知识，难以实现其循证价值。 故在藏印和

避讳字的数据结构设计中，藏印和避讳字的相

关知识是细粒度化的结构化数据。 藏印有印文

内容、印文字体、刻印类型（阴刻或阳刻）等，避

讳字有避讳对象、避讳方式、避讳字朝代等属

性。 因其均被作为实体对象处理，可方便地和

其他实体对象如作为藏印所有者的藏书家和古

籍文献的版本、单件等建立关联，其中藏书家和

避讳对象（一般为某位帝王）也和责任者一样来

自于上海图书馆“人名规范库”，具有丰富的个

人背景资料。 图 ４ 是黄丕烈的一枚藏书印的数

据结构示例，图 ５ 是清嘉庆间抄本《翰林记二十

卷》中两个避讳字的数据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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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藏印的数据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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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避讳字的数据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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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数据结构，可将具体的藏印或避

讳字和古籍文献相关联，当藏印或避讳字的数

量达到一定规模，可形成独立的藏印知识库和

避讳字知识库，支持相关领域如历代藏印文化

等课题的研究。

５　 实施与验证

５．１　 实施情况

面向循证的古籍数据模型采用与上海图书

馆家谱本体相类似的知识本体方法［１７］ 设计了古

籍本体术语词表，目前共有近 ４０ 个类和 １６０ 个

属性，其定义和约束以 ＲＤＦｓ 编码后公开发布在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ｇ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 ｃｎ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上。 又选

取了有代表性的史志目录 ７ 种、官修目录 ２ 种、

私家目录 １ 种、联合目录 ２ 种、机构藏书志 １ 种、
机构古籍数据库（即上海图书馆古籍数据库（善

本））１ 种，外加《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用于

建立藏印知识库，通过文本分析、拆分、清洗和

结构化处理，将来自 １４ 种不同数据来源、不同内

容结构的古籍书目数据融合在一个数据模型

中，并以古籍本体术语词表描述，最后以 ＲＤＦ 序

列化格式编码，以便于跨平台、跨领域的机器读

取和处理［１８］ 。
表 ５ 是 １４ 种不同来源的古籍目录数据融合

前和融合后的数量情况。 其中古代目录原书的

书目种数和生成的注释种数基本一致，而联合

目录原书的目录种数是以作品为单位的，一个

作品对应着多个版本，故而得到的版本数量远

大于原书的目录种数。 柏克莱的善本书志同时

表 ５　 １４ 种不同来源的古籍目录数据融合情况

数据融合前 数据融合后

类别 题名 书目种数 版本数量 注释数量 作品数量

史志目录

官修目录

私家目录

联合目录

机构藏书目录

汉书·艺文志 ６１４ ６１４

隋书·经籍志 ３ １６８ ３ １６８

旧唐书·经籍志 ２ ９７４ ２ ９７４

新唐书·艺文志 ５ ２４７ ５ ２４７

宋史·艺文志 ９ １８８ ９ １８８

明史·艺文志 ３ ６７３ ３ ６７３

清史稿·艺文志 ７ １７６ ７ １７６

崇文总目 ３ ３８９ ３ ３８９

四库全书总目 １０ ２４９ １０ ２４９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３ ６８１ ３ ６８１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约 ６ 万 ９６ ７２８

中国古籍总目 约 ２０ 万 ４０７ ５８１

柏克莱加州大学

东亚图书馆中文

古籍善本书志

８０２ ８０２ ８０２

上海图书馆古籍数据库

（善本）
１１ １２５ １１ １２５

２９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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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馆藏目录，其中每条目录数据生成一个版

本（书目数据）、一个注释（书志内容）。 上海图

书馆古籍数据库（善本）仅是馆藏书目记录，无
解题，故一条书目记录生成一个版本。 所有的

目录数据经过题名和著者查重合并后得到 ２９０
００５ 种古籍作品。

基于上述数据，构建了“中文古籍联合目录

及循证平台”的原型（ｇ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为了实现

基于互联网的古籍书目控制，上述 １４ 种古籍目

录中著录的古籍作品及其不同版本、涉及的责

任者等被赋予了 ＨＴＴＰ ＵＲＩ 并在 Ｗｅｂ 上发布。
该原型系统分为三个功能模块：联合目录———
作为现存古籍的联合目录，解决查询、选择和获

取的问题；古籍目录———按古籍目录原书的内

容实现全文浏览和查询；循证研究———为版本

学研究、分类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历史领域的

研究提供证据、方法和工具。 这三种功能所依

赖的数据是表 ５ 中 １４ 种不同来源的书目按照本

文所设计的古籍数据模型融合而成的一个整

体，但各自的范围有所区别，体现了数据模型的

灵活性：联合目录———两种现代联合目录和两

种机构藏书目录；古籍目录———除上海图书馆

古籍数据库之外已出版的印本古籍目录；循证

研究———所有已融合的数据。 目前循证研究模

块实现了细粒度化的语义检索、多维度分面统

计分析，据此可实现以下功能：同一作品的不同

版本的聚类和比较以辅助版本学研究，同一作

品的不同注释的聚类和比较以辅助作品的源流

探析，同一作品的不同分类的聚类和比较以辅

助古籍分类的研究，不同责任方式的责任者与

文献的关系统计分析、责任者合作关系统计分

析以辅助从人出发的人文历史研究。 图 ６ 以

《韩诗外传》为例说明如何将不同来源的分类、
注释和版本聚集在同一作品下，实现一个作品

的版本聚类和源流探析功能。

图 ６　 《韩诗外传》的分类聚类、版本聚类和源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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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结论与问题

通过“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原型

的建设，验证了本文提出的面向循证研究的古

籍数据模型和本体词表基本能满足预期需求。
但尚存在以下问题，主要来自于数据处理和实

施层面的困难。
一是数据的结构化和语义化。 主要由于古

籍目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古籍目录中提取

的数据难以准确地对应到本体词表中相应的类

和属性中。
二是版本和注释的区分。 被作为注释的古

籍目录如《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含有大量的版本

信息，如何从注释中提取版本信息生成相应的

版本实体，也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三是版本和版本间关系的建立。 不同的古

籍目录中提取的版本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关

系，有的可能是同一个版本，有的版本可能是另

一个版本的底本，这样的关系在目前的古籍数

据模型中没有定义，但可以在现有的模型上

扩展。
四是古籍作品的认定。 目前由机器自动以

“题名＋著者”去重合并，虽然能将大部分古籍的

作品与其版本和注释聚类，但不够准确，比如在

有的古籍目录中，著者和其他责任者没有明显

的区分，导致本应属于同一作品的版本没有准

确地归并到同一作品下。
五是大量文本全文的支持。 上述 １４ 种数据

主要来源于古籍目录及描述性元数据，这些都

是重要的研究依据，尤其是对于已经散佚的古

籍，是间接的证据。 对于现存于世的古籍，古籍

全文是循证研究的直接证据，特别是文本格式

而非扫描图像的古籍全文，可支持文本分析。
在本文所提出的数据模型中，已经考虑到了文

本化全文数据的融合，还需要进一步实施，这也

是“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下一步的建

设重点之一。
上述问题的解决，既要依赖古籍全文的文

本化、古文字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名称实体识

别、自动文白互译等技术的进步，也对数据模型

的设计提出了新的需求，要求模型是开放的、可
扩展的，而这正是以语义万维网为基础的知识

本体方法的长处，本文所提出的数据模型的设计

正是在数据加工、清洗、分析的过程中逐渐完善

的。 例如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扩展古籍数据模型，在不同的版本之间添加

关系属性和关系类型取值词表；二是引入众包的

思想，在数据实例的层面，允许专家用户将一个

具体的版本与某个作品的关联改成另一个作品。

６　 总结与展望

随着大量古籍的数字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

进步，以古籍目录和古籍文献为研究证据的人

文、历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将逐渐改变依赖个

人经验和个人搜集整理资料的研究模式，而更

多地依靠大规模文献资料中蕴含的数据、事实

和知识，以及基于这些数据、事实和知识的统

计、分析和推理。 古籍目录和古籍文献的数据

化，将促进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上

的更新和变革。 首先，可实现基于互联网的、全
球范围内超越时空限制的古籍书目控制。 其

次，与目录学密切相关的传统研究领域如版本

学研究、校勘学研究、分类学研究，以及人文历

史等特定领域研究，也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

的大规模、分布式存储和计算能力，实现远远超

出个人和单个机构能力的大规模、自动化的数

据统计、分析、推理和机器学习。
本文提出的“古籍循证”概念和面向循证实

践的古籍数据模型的设计，以及“中文古籍联合

目录及循证平台”的建设，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

尝试。 目前原型系统主要涉及的还是“书目”数

据，下一步还将联合目录与古籍原文（主要是扫

描图像和古籍文本）勾连，提供更多语义层面的

内容分析和素材，结合各类工具提供更丰富的

研究“证据”。
古籍目录的编纂和古籍书目数据建设是一

项复杂且困难的工作，需要具备对书籍分类的

认识，对书籍版本的鉴定，对书籍完整或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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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对书籍反映的历史、文化、思想的不断发

现和认识。 这就要求古籍循证平台是开放的，
支持模型的完善、数据的丰富和知识的进化。
在数据层面，除了囊括古籍目录和古籍文献的

描述性数据外，还需要整合文本全文，利用文本

分析技术提供直接的研究证据。 在服务层面，
对于人文历史等特定领域的古籍循证还需要更

多的调研和典型场景模拟，提供有针对性的方

法和技术支持，以满足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需

求，甚至将平台的功能嵌入研究人员的研究活

动，保存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与已有的数

据有机融合，相互完善。 随着“中文古籍联合目

录及循证平台”的建设，将要容纳更多的古籍目

录、古籍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全文，本模型也将

进一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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