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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重构的年谱时空可视化呈现
———以《朱熹年谱长编》为例∗

位　 通　 桑宇辰　 史　 睿

摘　 要　 数字人文为历史人物年谱信息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及方法。 “编年”与“系地”是历史人物年谱中的重

要信息,然而由于年谱的编年体性质,“编年”信息更容易获取和利用,“系地”信息则分布零散杂乱。 这种特性导

致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重“编年”而轻“系地”,经常以时间演变为单一主线,而忽视了对人、时、地等多因素的

系统化分析研究。 本文以《朱熹年谱长编》为例,通过设计知识重构体系,将“编年”和“系地”信息重组成一维信

息,然后基于 GIS 技术开发年谱可视化平台,实现历史人物年谱中“编年”和“系地”信息的可视化共现。 年谱可

视化平台克服了年谱编撰重“编年”而轻“系地”的问题,便于人文学者从“编年”和“系地”两个维度分析年谱事

件信息。 本文提出的知识重构体系为构建年谱通用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群体传记学提供了一种知识

重构的方法。 图 7。 表 3。 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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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and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chronological
 

inform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Chronology 
 

and
 

 location 
 

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chronological
 

literature
 

of
 

a
 

historical
 

person.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hronological 
 

nature
 

of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chronological

 

information
 

is
 

easier
 

to
 

collect
 

and
 

use while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disordered
 

and
 

difficult
 

to
 

investigate.
 

This
 

characteristic
 

causes
 

humanists
 

to
 

emphasize
 

 chronology  
 

rather
 

than
 

 location  
 

information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umanists
 

often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order
 

of
 

time
 

evolution while
 

ignoring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erson time and
 

pla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visual
 

co-occurrence
 

of
 

chronology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a
 

historical
 

person this
 

article
 

built
 

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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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proposed
 

a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scheme
 

for
 

chronological
 

information
 

text which
 

includes
 

a
 

top-level
 

conceptual
 

design
 

scheme ev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event
 

description
 

scheme and
 

event
 

text
 

processing
 

principles
 

and
 

rules.
 

Especially the
 

event
 

description
 

scheme
 

follows
 

the
 

style
 

general
 

element
 

+
 

characteristic
 

element .
 

The
 

general
 

element
 

focuses
 

on
 

time person location office
 

and
 

literature.
 

Through
 

this
 

metadata
 

scheme this
 

article
 

reorganizes
 

the
 

two-dimensional
 

information chronology 
 

and
 

space  into
 

one-dimensional.
 

And
 

then we
 

used
 

Zhu
 

Xis
 

Chronicles
 

Biography
 

as
 

an
 

example
 

to
 

validate
 

this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scheme
 

and
 

develop
 

a
 

chronological
 

visualiz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GIS
 

technology.
 

The
 

chronological
 

visualization
 

platform
 

is
 

the
 

B / S
 

structure.
 

Its
 

front-end
 

is
 

developed
 

based
 

on
 

jQuery Leaflet Ajax and
 

Bootstrap.
 

The
 

database
 

is
 

MySQL.
 

Node. js
 

is
 

used
 

to
 

interact
 

with
 

the
 

MySQL
 

database.
 

In
 

addition the
 

chronological
 

visualization
 

platform
 

integrates
 

external
 

knowledge
 

bases 
such

 

as
 

CBDB CHGIS etc. to
 

complete
 

entity
 

information
 

supplementation
 

and
 

entity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The

 

chronological
 

visualization
 

platform
 

uses
 

events
 

as
 

the
 

core
 

to
 

realize
 

the
 

co-occurrence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enriching
 

the
 

visualization
 

methods
 

of
 

ancient
 

tex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overcomes
 

the
 

inequality
 

of
 

chronology 
 

and
 

space 
 

in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analysis
 

and
 

mining
 

of
 

chronicle
 

events
 

by
 

humanists.
 

The
 

metadata
 

representation
 

scheme
 

of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or
 

Zhu
 

Xis
 

Chronicles
 

Biography
 

not
 

on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eneral
 

metadata
 

representation
 

scheme
 

of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method
 

based
 

on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group
 

biography.
 

The
 

chronological
 

visualization
 

platform
 

can
 

be
 

accessed
 

at
 

https / / nianpu. pkudh.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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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人文,从狭义上理解,是一门计算机、
数字化技术及人文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 简言

之,就是利用计算方法和数字化技术解决人文

领域的问题。 然而,随着多学科的融入,数字人

文也在不断地丰富自身的内涵,已经由狭义的

学科定义演变成一个广义的顶层概念,体现出

兼容并蓄的发展趋势[1] 。 这种趋势推动了人文

学者研究范式的革新,开拓了人文及理工学者

的研究空间。 可视化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

领域,可以将复杂庞大的数据通过直观的方式

进行展示,也可以通过用户交互的方式为用户

呈现和提供想要获取的信息。 GIS 技术是时空

可视化展示中常用的技术手段,不仅能够直观

地表现对象的空间变化,而且能够融合时间和

空间进行可视化共现。 因此,GIS 技术能为历史

人物年谱中“编年”和“系地”信息的可视化共现

带来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
年谱是中国历史著作的一种特殊体裁,是

对某人的生平事迹进行系统考证、按年代顺序

记载而形成的文献。 年谱的主体是事件信息,
包含人物、时间、地点、官职、作品等实体信息。
余英时先生曾说:“年谱已成为中国史学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2] 但是,历来的年谱侧重“编年”
而轻“系地”,如王兆鹏先生所言:“历来的年谱,
只注重编年……以至于我们利用前贤的年谱来

考察古代文学的人地关系和作家人物活动空间

时,赫然发现传统年谱从观念意识到撰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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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严重偏失。” [3] 年谱中记载的人物活动是

发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时间和空间

是两个平等的史学研究因素。 然而,面对海量

的数据信息,人文学者如何将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进行融合研究,挖掘出传统的文化知识,是
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新技术条件下,如何

系统地考虑“编年”和“系地”信息共现,挖掘年

谱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是数字人文背景

下年谱可视化呈现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朱熹年谱长编》
为例,首先构建了年谱知识表示的元数据方案,
对年谱知识进行重构;然后梳理年谱事件涉及

的实体类型以及实体类型之间的关系,并链接

相应的外部实体知识库;最后采用 GIS 技术开发

年谱时空可视化平台,实现“编年”和“系地”信

息共现,以方便用户查询和信息交互。 本文主

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1)提出《朱熹年谱长编》文本的知识重构

体系。 这一体系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著
作、事件、职官等。 在知识重构体系中,尽量采

用国际标准,如事件描述采用 ACE
 

2005 事件数

据描述标准。
(2) 年谱时空可视化平台实现“编年” 和

“系地”信息共现,克服了年谱编撰重“编年”而

轻“系地”的问题,也为用户在信息检索的同时,
提供了详尽的原始文字材料和信息线索,使人

文学者可以以一种可视化、交互式的方式研究

年谱中的事件。
(3)提出的知识重构体系和时空可视化平

台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扩展性,可以普遍应用

在中国历史人物年谱的研究中。 这为构建年谱

知识体系和时空可视化平台奠定了基础,也为

研究群体传记提供了一种知识重构的方法。

1　 研究现状

可视化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技术,不同的学科

有不同的可视化特点。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

人物生平资料可视化研究和时空叙事可视化研究。

1. 1　 人物生平资料可视化研究

在人文领域,国外的可视化研究可根据数

据类型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将数据库中人物的

元数据信息及其他实体(如时间、地点、人物)关

系进行可视化,这方面研究多以图表叠加来展

现和挖掘更为宏观的实体分布和潜在关系。
Windharger 等讨论时空立方体在人物生平地理

空间、关系空间、类别空间中的可视化价值,并
提出从传记数据到集体传记数据应用的设

想[4] ;Khulusi 等在 Joseph
 

Priestley 的传记表基

础上开发了交互式传记表,主要以生卒年为线

索,并支持遥读、中读和近读三种互相关联的视

图[5] 。 第二类是以包含人物生平事件文本的传

记资料信息作为数据源,倾向于将人物生平事

件及其相关信息进行可视化呈现。 Buckle 利用

Google
 

Earth
 

进行了交互式、反思性的移民传记

访谈和可视化[6] ;Novak 等开发的 HistoGraph 系

统是从照片中提取历史人物的社交关系,并关

联相应的媒体对象(如文章、图像、视频),使用

户可以交互式探索和分析人物关系[7] ;Stephens
 

提出通过创作与生活相关的漫画,获取采访无

法获取的“视觉自传”的丰富数据,以更好地呈

现人物生平经历[8] ;Gray 和 Dagg 提出使用反思

性生命线方法,收集访谈用户信息进行人物生

平经历可视化分析[9] 。
国内对人物生平资料可视化研究的案例相

对较少,主要包括:王兆鹏等开发“唐宋文学编

年地图”,其特点是时空一体化,能够全面展现

文学图景[10,11] ;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平台有

许多以年谱为数据源制作的人物行迹图[12] ;徐
永明以汤显祖为例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

几种可视化途径[13] 。 这些可视化案例虽然数据

来源准确,但仍然集中在全局图景呈现,没有梳

理个人生平其他信息线索。 “历史车轮”网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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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时代历史人物生命周期以卷轴的方式动态

呈现,着眼于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也没有全面

展示人物生平经历的事件及状态变化。

1. 2　 时空叙事可视化研究

时空叙事可视化虽然与基于年谱的历史人

物时空叙事可视化的目的有较大区别,但其中

所使用的可视化方法和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国内研究方面,王双提出了时空叙事可

视化的技术路线、多维可视化方法以及面向场

景的可视化方法体系[14] ;陈晓慧等对时间进行

了形式化定义,总结了事件的时空多维度可视

化方法[15] ;王占刚提出的时空过程可视化模型

S-TProc_VisModel,能够有效地表达时空要素

的位置、形态及描述事件中的时空过程、时态

变化[16] ;陈敏颉等在总结时空事件现有可视化

技术的不足后,对多粒度时空事件的表达特点

进行了分析阐述[17] ;关美宝等开发的基于 GIS
平台的计算机辅助叙事分析组件 ( 3D - VQ-
GIS) ,在地理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融入行为与主

体的社会文化、主观性等质性数据,是地理叙

事分析的重要工具[18] ;张翰兴基于序参量理论

对《三国志》所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时空可

视化[19] 。 国外研究方面,Prestopnik 和 Foley 设

计了一个用于军事历史教学的原型可视化工

具 TEMPO,支持三维时空可视化和交互[20] ;In-
glis 和 Vukomanovic 对美国大柏树国家自然保

护区和大沼泽国家公园近四十年的火灾数据

进行了时空维度的可视化[21] 。 这些可视化案

例基本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同类事件的可视

化,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多是以点

集形式呈现在地图上。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在基于年谱的历史

人物时空叙事可视化研究,以及针对年谱事件

信息特点的元数据描述及时空可视化方案研

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本文基于已有的可

视化成果,以《朱熹年谱长编》为例,提出了年谱

中事件信息的元数据描述及分类方案,用于信

息重构,并利用 GIS 技术开发交互式年谱时空可

视化平台①。 该平台不仅能够支持用户在时空框

架下对年谱中各类实体及其关系进行可视化分

析和挖掘,还可以与人文学者的传统研究模式

(整合原始资料、知识库等)相结合,更好地为学

者服务。

2　 研究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朱熹年谱长

编》,同时使用外部知识库,如中国历代传记人

物数据库②、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③、两千年

中西历转换④等,补充年谱可视化平台的信息。
具体数据源如下。

(1)《朱熹年谱长编》
朱熹是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 著名的

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儒家哲学思想与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朱熹的思想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并且还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东亚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22] 。
朱熹年谱是学生为他编撰的一本按年代顺

序排列的传记。 束景南先生于 2001 年 9 月出版

《朱熹年谱长编》,该书在对朱熹学术思想进行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收集原始文献,考辨朱

熹生平,在考证的基础上纠正旧谱的错误,继而

著成新谱。 新谱的主要特点包括:首先,客观求

实,重学术演进脉络,详细地记述了朱熹学术思

想演进发展的全过程;其次,记事详尽,博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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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重点突出,以年代为线索,对朱熹一生的活

动做了详尽的记述[23] ;最后,对一些时间、地点、
职官等模糊不清的信息给出了明确的考证。 这

些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朱熹年谱长编》进行数据

加工和处理。 本文选择束景南先生的《朱熹年

谱长编》作为数据收集的对象,通过手工方式从

书中提取所需数据,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职官等信息。

(2)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 China
 

Bio-
graphical

 

Database,CBDB)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是收录中国历史

上所有重要传记资料的关系型数据库,以人物为

核心展开,包含了人物、地点、官职、著作、事件等

多种实体类型及实体之间的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该数据库共收录约 515
 

488 人的人物传记

资料①,主要集中在宋、元两代,并致力于增加更

多唐、明、清的人物传记资料。 CBDB 项目组总结

并提出了基于 CBDB 数据库进行研究的三个方

向,即群体传记学、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

析。 本文将 CBDB 作为外部知识库,用来完善与

朱熹相关的人物信息,构建年谱可视化平台。
(3)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ina

 

Histori-
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CHGIS)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试图将中国历史地

理信息的时间与空间变迁,特别是各朝代的行

政区划变迁呈现在 GIS 中。 CHGIS 使用 “ 空

间—时间数据库模型”记录数据,以便于处理历

史行政单位和其他地理特征的独立异步变化。
数据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时间序列( Time

 

series),包括了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和河流的矢

量数据,描述地名、行政建制等基础地理要素;
二是时间断面(Slices

 

in
 

time),即某个时间点的

行政区划和河流的数据。
CHGIS 旨在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开放可靠

的 GIS 数据平台,用户下载 CHGIS 数据后可以

按照历史上任何时间检索行政单位和聚落,创
建特定时间和地区、符合自己需求的电子地图。

同时,CHGIS 允许用户加入自己的空间分析、专
题制图和统计模型,实现用户数据与 CHGIS 数

据的集成。 本文主要利用 CHGIS 中的古地点知

识库,为地点定位和基于行政建制层级的地点

信息组织提供数据支持。
(4)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两千年中西历转换工具是一个以日为最小

单位的中西历互相转换的工具,提供了从西元

元年 2 月 11 日至 2101 年 1 月 29 日的中西历转

换。 其中,对于中国传统纪年法,涵盖了“国号+
帝号+年号”或干支纪年的通用表示方法。 纪月

涵盖了闰月和每月天数不固定的数据,主要使

用数字纪月法。 纪日用干支纪日或数字纪日。
本文使用两千年中西历转换工具对事件中涉及

的时间范围和时间点进行补充和修正。

3　 知识重构方案

为了从时空角度对年谱进行系统化梳理,
从而实现年谱“编年”和“系地”信息的可视化共

现,本文提出一个年谱数据重构方案,涉及概念

模型、事件描述方案、年谱数据处理规范等。

3. 1　 概念模型设计

年谱的主体是人物生平事件的有序列表,
由多条事件构成。 为了能够合理有效地对年谱

知识进行重构,本文梳理了年谱事件涉及的实

体类型及实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年谱数据的

顶层概念模型(见图 1)。 年谱事件涉及的实体

包括:人物(指谱主及与之发生关系的人物)、时
间(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发生的地点)、
著作(事件所涉及的著作)、职官(事件所涉及的

职官)。 年谱实体中的人物、地点有其自身的关

系结构;时间、地点作为事件发生的两个维度坐

标,对所有事件信息具有定位作用,可实现“编

年”和“系地”信息共现;事件作为实体之间关联

的主要枢纽,处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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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设计

3. 2　 事件描述方案

3. 2. 1　 事件分类体系

一个事件可能涉及多个实体,具有多个分

类属性。 为了更好地对事件进行描述及分类,
本文遵循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ACE

 

2005 事件数

据描述标准提出了一套年谱事件分类体系(见

图 2)。 在该分类体系中,年谱事件被分为 5 个

大类别,14 个子类别,如大类别“为学”主要是与

做学问相关的事件,其子类别“求学”是请教老

师、求取学问的事件,“讲学”是为门人弟子讲授

学问的事件,“论学”是与学友讨论学术问题的

事件。

图 2　 事件分类体系

3. 2. 2　 事件描述要素

本文通过归纳事件涉及要素提出 “ 事件

通用要素+事件特性要素” 的描述方案,不同

类型事件的共性表示为“ 事件通用要素” ( 见

表 1) ,各种类型事件的特性归纳为 “ 事件特

性要素” ( 见表 2) 。 一个事件除具有通用要

素外,可能具有多个特性要素。 “ 事件通用要

素+事件特性要素”的描述方案兼顾了事件的

共性和特性,能够实现事件的深层次表达与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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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事件通用要素

事件通用要素 定　 　 义

时间 该事件所发生的时间

地点 该事件所发生的地点

文字描述 年谱中对该事件的文字描述

人物 该事件所涉及的相关人物

出处 原本记载该事件的著作

事件类别 该事件所从属的事件类别集合

表 2　 事件特性要素

事件特性要素 事件类别 定　 　 义

学术著作 为学 为学类事件所涉及的学术著作

学术主题 为学 为学类事件所涉及的学术主题

职官 任官 / 离职 任官 / 离职事件所涉及的职官

政治主题 议政 议政事件所涉及的政治主题

奏折 上奏 上奏事件所涉及的奏折

著作 写作 写作类事件所涉及的著作

书信 通信 通信事件所涉及的书信

通信人物 通信 通信事件所涉及的通信对象人物

会面人物 会友 会面事件所涉及的会面对象人物

寓居地点 寓居 寓居事件所涉及的寓居地点

途经地点 寓居 寓居事件所涉及的途经地点

3. 3　 事件信息处理原则

对于年谱事件的处理,本文遵循一定的处

理规范,这样可以保证事件处理的规范性和统

一性,便于可视化系统的信息集成。 Araki 等将

事件定义为 “具有明确目标或结束的状态转

变” [24] 。 首先,本文据此提出事件的原子性原

则。 其次,年谱事件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主要

为序列关系或因果关系,因此本研究只使用事

件集合表示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而不做关系类型

的区分,提出事件信息的关联性。 最后,为了保

证系统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事件信息的可溯性。
事件信息的原子性,指每一条事件信息原

则上只包含一个时间和地点信息。 复合型相关

事件集合应拆分为多条事件信息。
事件信息的关联性,指事件与事件之间的

关联应使用事件集合代码加以表示;事件中出

现的其他类型实体(如人物、地点)应使用相关

数据库(如 CBDB、CHGIS)的实体 ID 加以关联。
事件信息的可溯性,指事件信息条目应包

含原年谱书籍的页码以及考证依据所参引的文

献出处。 关联实体的详细信息应标明来源的数

据库名及对应的实体 ID。 对于数据处理过程中

使用的处理规则,应形成统一的文档。

3. 4　 事件信息处理规则

在进行知识重构的过程中,无法按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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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表示方案进行处理时,如事件发生时间

模糊、缺失,事件发生地点不明确等,针对这些

特殊情况,本文制定了统一的事件处理规则(见

表 3)并公开,便于人文学者追溯特殊事件信息

处理的结果,确保数据可靠。

表 3　 信息处理规则

序号 类别 问题说明 问题示例 处理方案

1

2

3

时间

某些事件发生时间模糊,不能精确到

具体日期

五月下旬,至临安,与入都

上恢复书之陈亮相会。

用事件发生的可能时间段表示,在时间轴

上以一条线段表示(起点和终点表示最

早 / 最晚的可能时间)。

某些事件缺乏时间信息描述
至兰溪,金华学者吕祖俭

来会。
按照年谱编排的顺序,认为其发生在前后

两个最近的、有具体日期的事件之间。

对部分时间束景南先生没有把握,只
在“作者按”里说 xx 日左右

至衢州,上状辞免新任。
按:时在六月二十日左右。

采用该时间,但为严谨起见予以区别。

4 地点 某些事件缺乏地点信息描述 作方士端墓志铭。
将该事件的发生地点默认为前一事件

的发生地点。

5

6

7

事件

某一事件记载涉及在多个时间和地

点发生的多个子事件

五月四日,王淮罢相,遂决

意入都奏事,五月中旬,离
玉山北上。

拆分为若干个事件,并添加“所属事件

集合”元数据字段(小写字母开头),在
可视化中标明同一个事件集合的事件

之间的联系,拆分后相应的出处、相关

人物等也要尽可能拆分。

某些事件明显具有延续性关系 与陆九渊无极太极论。
主观添加大事件集合的代码(大写字母

开头),用以做大事件筛选。 大事件标准

可参考束景南先生所著《朱子大传》。

某一事件涉及多个地点而且很难

拆分

归经桐庐、兰溪,杜斿、任
希夷来问学,跋杨时帖、任
伯雨帖。

一个事件映射多个地点。

8

9

人物

很多相关人物无详细信息(如字号、
籍贯、生卒年)

十六日,在临川,与江西学

者游从,多为江西学者诗

文书帖作跋。
其中江西学者 “曾仲恭”
在 CBDB 中无记载,在年

谱中亦无介绍。

CBDB、年谱人物索引查询补充(如 CB-
DB 中没有暂时空白)。

相关人物的范畴不明,事件中存在与

朱熹没有关系的人物

二月,近习龙大渊、曾觌出

国去朝。 有书致张栻、何
镐,对朝中龙、曾党与盘踞

不去表示忧虑。
龙大 渊、 曾 觌 与 朱 熹 无

关系。

由于想呈现朱熹的人际交往的拓展,因
此将其定义为:
与朱熹产生直接 / 间接关系的人物,如
下:直接关系:书信往来、为作文、见面,
间接关系:学术影响、荐举、奏援。
在相关人物字段中把其名字用括号括

起来,在实体关联时忽略此类人物。

06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五八期　 Vol. 48. No. 258

续表

序号 类别 问题说明 问题示例 处理方案

10

11

职官

部分官职为差遣官,不对应唯一的

品阶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辞,
不允”。 根据 《宋代官职

辞典》,漳州知州,为差遣

官,不对应唯一品阶。

梳理官制体系为:职事官、职名、寄禄

官,爵位单独授予,职事官可无品阶。

某些官职任期结束时间不明

朱熹三次任南岳庙监的结

束时间均不明确。 如,“十
二月,差监潭州南岳庙”。

制定任期结束时间编码规则来对任期

结束时间的取值进行统一编码。

12

13

其他

某些事件与朱熹无直接联系
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

记,激化朱、陆矛盾。

添加特殊注记(原文本蓝色标识),空
间上不做定位,分类为其他。
注:此类事件多为集体传记需要,建议

做一个标记,做他人年谱时能关联。

部分事件只记述了朱松
七月。 朱松在长溪上书参

知政事谢克家。
添加一条朱松的事件主线(从朱子出生

开始)。

4　 年谱可视化平台设计

4. 1　 系统设计

在年谱知识重构过程中,本文总结三条信

息线索以指导年谱可视化平台架构设计:①事

件、人物、地点的知识组织与叠加查询;②以时

空为框架的交互可视化系统设计;③以事件信

息为中心的实体关联。
图 3 为年谱时空可视化平台架构,主要由

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实体知识库、时
空可视化交互、年谱事件信息库。 其中,实体知

识库层作为实体自身的知识组织体系,通常表

现为一个层级分类表,为整个系统提供信息筛

选和定位功能;时空可视化交互作为用户交互

探索的主要对象,提供了大部分可视化和交互

功能;年谱事件信息库作为从年谱中加工整理

得到的年谱事件原文及其元数据信息库,为整

个系统提供实体信息线索和参考资料。

图 3　 年谱可视化平台设计

4. 2　 可视化平台开发

本平台采用 B / S 网络结构模式,用户只需

打开浏览器输入项目网址即可访问和使用本年

谱时空可视化交互系统。 在系统开发 / 部署模

式上,采用业界共识的前后端分离模式,即前端

JavaScript 函数通过 Ajax 调用后端的 RES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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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接口,并使用返回的 JSON 格式数据进行

HTML 页面内容的填充和交互。
前端开发使用经典的 HTML5、CSS3、JavaS-

cript 来分别完成前端布局、渲染和交互功能。
为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可维护性,提升界面的美

观度,使用 Bootstrap(4. 1. 1 版本)、jQuery(3. 6. 0
版本)等前端开发框架。 为完成地理信息可视

化、时间轴, 分别使用 Leaflet ( 1. 7. 1 版本)、
jQuery 的 Ion. RangeSlider 插件( 2. 3. 0 版本) 和

ECharts 等 JavaScript 工具。
后端开发主要采用 Node. js 来实现对后端

数据库的查询与 API 接口的构建,主要通过 API

向数据库请求四类数据:人物、人物关系、事件

和地点。 其中,只有人物关系数据是请求存储

在 SQLite 数据库中的 CBDB 数据,其他都是请

求存储在 MySQL 数据库中的年谱实体数据,但
都通过同一个端口来统一提供 JSON 格式数据

服务,消除了不同来源数据库之间的差异。

4. 3　 可视化平台展示

图 4 展示了年谱可视化平台,包括三个区

域:信息叠加与筛选区( A 区域)、时空可视化交

互区(B 区域)、年谱事件信息区(C 区域)。
 

图 4　 年谱可视化平台

　 　 A. 信息叠加与筛选区

信息叠加与筛选区包括两个部分:部分①
是多实体知识库的信息叠加查询与实体定位。
实体知识库是各类实体自身的知识组织体系,
通常表现为层级分类表,用以表达同类实体之

间的关系,如事件类别、人物、地点。 基于这些

知识组织体系,用户除了可以实现信息快速筛

选(选择相应实体以限定交互系统中显示的实

体以及相关的年谱事件信息的范围)和信息定

位(双击实体标签可定位到交互系统中的相应

实体),通过多分类表的结构,还可以实现拓展

查询和叠加查询。 用户选择感兴趣的实体范围

(如图 5 中左图所示),如选择与朱熹是“师生关

系”的人在“所有地点” 发生的“为学类事件”,
即可叠加查询出与事件发生地关联的事件信息

(如图 5 中右图所示)。 本文中的人物和行政区

划,关联了相应的实体数据库(CBDB、CHGIS)中

的实体 ID。
部分②允许用户选择在时空可视化交互区

呈现的信息类型,如交往人物、官职状态和行迹

路线。 此部分允许用户在任何步骤打开或关闭

某一类信息,以减少多种信息叠加对用户产生

的干扰影响,便于用户针对自己的需求产生相

应的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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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知识组织体系叠加查询及查询结果

　 　 B. 时空可视化交互区

时空可视化交互区是整个平台的主体,由
一个可交互的 GIS 系统和一个与之关联的时间

轴组成。 GIS 系统底图使用我国政府提供的天

地图①(包括现代行政区划及其注记),在上层

覆盖了由美国著名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包弼德

(Peter
 

Bol) 教授在 ChinaXmap
 

6. 0 中创建并上

传的南宋疆域图②,用户可以自由打开或关闭这

些图层。 时间轴采用古代中国的年号纪年法,
因为这更接近历史学者的研究习惯。 用户可拖

动时间轴上的两个时间锚点来选定一个感兴趣

的时间范围(单位为年)。
所有的事件被绑定在其所发生的地点,每

一个地点在被点击时,年谱信息库显示这段时

间中此地发生过的事件信息。 所有筛选出的与

事件相关的人物,只要能在 CBDB 中找到相应人

物实体的籍贯地,则在地图上以籍贯地的经纬

度将人物映射在地图上。 每一个人物被点击

时,则显示相关的信息,包括姓名、别名、籍贯、
生卒年等,这些信息均来自 CBDB。 双击人物图

标可完成对实体信息库的重新选择。
C. 年谱事件信息区

年谱事件信息区是本文对年谱文本知识重

构、加工整理得到的年谱事件原文及其元数据

信息库,既接受实体知识库和时间轴的筛选,又
与 GIS 系统相互关联。 当所感兴趣的实体范围

和时间范围被限定后,用户点击地点则年谱信

息库显示此地点在这段时间中发生过的所有事

件信息。 事件以发生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并
赋以年月标题。 每条事件以事件卡片的形式展

现年谱原文,卡片被点击后在下方显示本研究

对该事件进行加工得到的事件描述要素(包括

通用要素和特性要素)。
事件描述要素不仅为事件筛选提供了基

础,而且让用户了解了本文对事件进行加工的

过程,保证了每一条信息的可溯性。 需要指出

的是,这些事件描述要素能再次作为入口,给用

户提供对相关实体进行二次检索的机会,从而

使得整个系统的交互探索过程更为便捷。 例

如,当用户看到朱熹“为刘玶作刘子翚复斋、蒙
斋二琴铭”时(见图 6),可能会想去了解朱熹与

刘玶生前交往的事件,即可在此处点击事件描

述要素中相关人物“刘玶”来定位到 GIS 系统中

其籍贯地,进而双击人物图标可以实现人物实

体的再筛选,结果如图 7 所示,然后点击地点可

以查看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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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事件“为刘玶作刘子翚复斋、蒙斋二琴铭”信息库　 　 图 7　 相关人物“刘坪”的筛选结果　 　 　

5　 总结

本文对《朱熹年谱长编》 文本进行知识重

构,利用 GIS 技术实现以事件为中心的年谱事件

信息的时空可视化。 文中提出了面向年谱类信

息文本的知识重构方案,包括顶层概念设计、事
件分类体系、事件描述方案、事件信息处理原则

及规则等,不仅为构建年谱类知识重构通用体

系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群体传记学提供了一

种基于知识重构通用体系的新方法。 顶层概念

体系包括人物、时间、地点、著作、职官、事件等

实体和关系构成;事件分类体系针对年谱中事

件的性质分类,为知识组织构建分类体系;事件

描述方案采用“事件通用要素+事件特性要素”
的思路,能够同时表示事件的共性和特性,实现

对事件的深入表示;事件信息处理的三个原则

(原子性、关联性、可溯性)和统一的特殊信息处

理规则增强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统一性。
在实现《朱熹年谱长编》知识重构后,本文

利用 JavaScript 和 GIS 技术开发年谱时空可视化

交互平台,实现了《朱熹年谱长编》文本的时空

可视化。 可视化交互平台集成了外部知识库,
如 CBDB、CHGIS 等,来丰富平台中的实体信息

及实体之间的关联。 年谱时空可视化平台以事

件为核心,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共现,丰
富了古籍文本的可视化方法;同时也克服了年

谱编撰中重“编年”而轻“系地”的问题,有利于

人文学者融合“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年谱

事件进行分析与挖掘。
本研究未来的工作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在知识重构方面,逐渐完善知识重构方案,
形成一套通用的知识重构体系;在可视化方面,
因为人物、时间、地点、职官等因素在历史事件

中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本文目前只实现“编年

系地”的可视化呈现,未来将逐渐实现“编年系

地+X”(X 指代历史研究中不同的因素,如人物、
地点、职官等)的可视化共现,这将为人文学者

提供多维度、多组合的历史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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