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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知识的语义揭示与组织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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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教育和研究一直是各方高度重视的工作。 将国史知识进行语义揭示和

组织，对于国史的教育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向下挖掘，向上组织”
的国史知识语义揭示与组织方法。 这一方法以国史本体为基础，在对隐藏于国史资源文本条目中的国史知识对

象和相关事实进行语义挖掘和揭示的基础之上，通过国史知识对象的关联，构建国史知识网络，并基于时间、类
属、层级及统计等关系，对国史知识内容进行更高层次的多维组织展示，并基于这一思路开发了相应的系统平台，
实现了国史知识的揭示、重组和其他创新应用。 本文所提出的国史知识语义揭示和组织方法对其他类型知识的

开发利用具有参考价值。 图 ７。 参考文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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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ｕｓ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ｅｘｔ ｉ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ｍ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ｓｓ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ｅｖｅ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７ ｆｉｇｓ． １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教育和研

究一直是各方高度重视的工作。 国史知识的宣

传、普及和研究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

华民族的向心力，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

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国史信

息资源的规模日益庞大而且种类繁杂，内容多

样，其组织和管理方式较为简单，一些有价值的

信息往往淹没于其中无法被揭示和利用。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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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散布于大量信息资源中的细粒度国史知识和

事实挖掘出来，按照知识之间内在相关关系来

组织表示，成为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这对于“国史”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加工和研究以

及开放共享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推

动国史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帮助国史研究人员

有效获取和利用相关信息产出科研成果。
近年来，在历史领域，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了历史知识组织、语义内容揭示、知识发现等研

究工作。 如，构建了国共合作历史本体［１］ 、东北

抗战史本体［２］ 、《资治通鉴》 本体［３］ 、《三国志》
历史领域本体［４］ ，利用本体对历史知识进行语

义描述和组织。 武汉大学董慧教授带领的团

队［５］ 以二十四史为基础，采用语义技术对史籍

语料进行组织，构建了二十四史语义知识库，通
过应用语义推理技术发掘史籍资源中的潜在知

识，搭建了中华基本史籍分析平台，为用户提供

语义化的知识服务，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

实践基础。 在国外， Ｈｙｖöｎｅｎ 等人［６］ 构建了芬

兰历史事件本体，并将其应用在芬兰文化语义

网门户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ｍｐｏ 中，Ｃｏｒｄａ 等人［７］ 提出事件

本体的逻辑模型，用于发现历史领域事件之间

的联系，Ｉｄｅ 等人［８］ 提出历史本体的模型，可以

反映历史领域在不同时间段实体之间关系的

演化。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了“向下挖掘，向上组织”的国史知识语

义揭示与组织的思路和方法，并基于这一思路

开发了相应的系统平台，实现国史知识的揭示、
重组和其他创新应用。

１　 主要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育网”项目的目标是

普及国史知识、辅助国史教育。 其中，面临的主

要问题在于，如何利用信息自动处理技术，辅助

国史专家从国史信息资源如《中国共产党历史

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等工

具书中，提炼和展示建国 ６０ 多年来重要国史知

识点和知识点之间的相关关联，组织相关文本

信息资源。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向下挖

掘，向上组织”的国史知识语义揭示与组织的思

路方法。 这一方法以国史本体为基础，在对隐

藏于国史资源文本条目中的国史知识对象和相

关事实进行语义挖掘和揭示的基础之上，通过

国史知识对象的关联，构建国史知识网络，并基

于时间、类属、层级及统计等关系，对国史知识

内容进行更高层次的多维组织展示。 整体思路

方法如图 １ 所示。
具体而言，“向下挖掘”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它将国史资源文本条目中的知识转化成为一系

列由知识对象、重要国史事实和文本条目组成

的国史知识网络。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通过文

本挖掘技术识别出国史资源文本条目中的重要

知识对象，标注出这些知识对象在文本条目中

的重要句子，抽取事实句子中的重要事实，在专

家判断的基础之上，形成由“知识对象 １＋关系＋
知识对象 ２”或“知识对象＋属性＋属性值”方式

表示的、结构化的重要国史事实。 根据同一知

识对象在相同或不同国史文本条目中出现的情

况，可以抽取形成由同一知识对象关联的多条

国史事实，同样也获得不同知识对象直接或间

接的关联以及文本条目之间的关联。 以此方

法，国史知识可以被转化为由知识对象、重要国

史事实和文本条目组成的国史知识网络。 在这

一国史知识网络的基础之上，可以提供国史知

识的检索、关联、排序、聚类、重组等功能，实现

国史知识的探索。
“向上组织”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利用向

下挖掘产生的国史知识网络，通过关联重组，实
现对国史知识和国史文本条目更深层次的组织

和应用。 由于原先的国史信息资源仅仅通过时

间维度（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等）和

类型维度（如事件、会议、组织、路线方针、文件

等）对文本条目进行简单的组织，不能有效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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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史知识的语义揭示与组织思路

文本条目中更深层的知识关系。 针对这一情

况，“向上组织”基于“向下挖掘”所形成的国史

知识对象网络，利用事实关系、共现关系、统计

关系实现对知识内容的关联重组，以时间、类

属、层级等多个维度来组织重要国史知识对象、
国史事实及各种相关关系，用于国史知识的导

航、浏览，形成大事记或编年等新的国史知识组

织应用，扩展和丰富国史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
通过“向下挖掘，向上组织”，将细粒度的国

史知识从国史信息资源中挖掘出来，进行组织

和关联，可实现国史知识可视化、知识检索、知
识关联、知识重组等应用效果。

２　 国史知识语义揭示与组织的具体方法

在“向下挖掘，向上组织”的国史知识语义

揭示和组织方法中，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
具体包括：如何抽象国史知识的基础组织模式，
以此确定国史知识对象的基本类型和相互关

联；需要圈定哪些核心国史知识对象，以作为自

动识别的基础；如何从文本资源中抽取与知识

对象相关的事实；如何进一步实现深层次组织。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国史知识语义

揭示与组织的具体方法。

２ １　 构建国史本体概念模型作为基础组织模式

国史资料内容翔实，历史细节丰富而复杂，
有必要明确哪些知识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历史细

节需要展现，也就是确定国史知识的基础组织模

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研究以本体组织国史

知识的核心框架，利用抽象类揭示核心知识对象

的类型，通过属性和关系揭示知识对象的特征与

关联，以此为基础揭示国史知识骨架，梳理国史

知识脉络，实现对国史知识的整体认识，支撑国

史知识语义揭示与组织的具体实现。
本研究参考骨架法［９］ 、七步法［１０］ 等本体构

建方法，在国史专家的协助下根据领域特性提

出国史本体的概念模型。 通过分析文本资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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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史发展脉络主要围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文献等展开。 为此，在国

史本体中首先定义了事件、会议、人物、机构、文
件、理念或术语等 １５ 个核心类（见图 ２）。 其次，
根据事件、会议、人物等所涉及的描述信息，确
定表示各类知识对象的属性信息以及知识对象

之间的关系，在本体中定义了 ２０ 个数值属性和

７６ 个对象属性。 例如，为展现历史事件的细节，
定义了名称、别称、文字描述等数值属性，定义

了父事件、子事件、相关人物、相关机构、事件发

生时间、地点等对象属性以及对象属性值域，如
图 ３ 所示。 再次，根据国史知识中属性描述与关

系特性，确定了国史本体的属性约束，如子事件

和父事件互为逆关系并都具有传递属性，名称、

民族都为函数属性等。 具体国史本体的概念模

型可参考文献［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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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史本体核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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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事件类的属性及关系

２ ２　 确定核心对象作为自动识别的基础

在确定基本组织模式之后，需要收集和整

理一些知识对象，作为国史本体的基础实例，也
为自动识别奠定基础。 本研究从历史大辞典、
国史百科等国史信息资源中提取元数据和结构

化数据，如作为文本条目标题的事件、文件、会
议、人物名称等，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文本条目与

知识对象之间的直接关联。 同时也充分利用人

名、机构、党派、地名等现有的主题词表，通过消

歧、名称规则转换等自动处理和人工修订的方

式实现数据规范化。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史专

家筛选和整理了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

历史事件和会议，并梳理了事件、会议之间的层

次与关联，将这些重要的事件和会议作为核心

知识对象，并作为对国史知识进一步揭示和组

织的支撑数据。
经过规范的知识对象包括 １ ６８５ 个事件、

７６１ 个会议、３ ５０８ 个人物、２ ６２１ 个机构、１５５ 个

组织团体、１０７ 个特殊群体等，梳理的事件 ／ 会议

层级关系共 １ ８６１ 条，将这些知识对象和关系根

据本体模型中定义的属性和关系分别进行 ＵＲＩ
命名，类型定义，确定规范名称、别称，构建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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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 ＲＤＦ 转换，生成实例数据和实例关系，加
入国史本体。 以这些知识对象的实例名称、别
称等为词典，为进一步自动识别提供基础数据。

２ ３　 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事实发现

围绕核心知识对象，通过对国史信息资源

文本条目的向下挖掘，从文本中发现知识对象

的相关事实，依据这些事实完善知识对象对应

本体实例的属性和关系，以此将文本中隐藏的

知识揭示出来，使其变成显性的、可计算的知

识。 由于国史信息资源文本内容丰富，人工完

成重要知识对象的识别和关系发现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此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开展

相关实验，对文本资源进行自动语义揭示，辅助

国史专家建立知识对象之间明确的语义关联。
（１）知识对象的自动识别

借助上面整理的知识对象名称词典，利用

自动标注技术对文本条目进行语义标注，通过

名称和别称识别出现在多个文本条目中的知识

对象。 此外，自定义命名实体识别规则，实现时

间、人物、机构、会议等知识对象的自动抽取，发
现新的知识对象，推荐给国史专家。

（２）知识对象的事实发现

利用关系抽取技术从文本条目中自动发现

知识对象的相关事实，提取揭示知识对象相关事

实的句子，推荐给国史专家。 例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的文本条目“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描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
其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中央

全会，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在北京召开”
隐含了一些事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时间为“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地点为“北
京”，等等。 根据国史本体中定义的对象属性和

数值属性，人工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谓语动词，如
“举办”“召开” “举行”等，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关

系抽取规则，如“会议—召开—地点”，“会议—举

行—时间”等，借助句法分析和抽取规则发现文

本中潜在的语义关系，形成一系列事实三元组，

以及揭示知识对象相关事实的句子，作为构建知

识对象实例属性和关系的依据。
尽管通过机器自动处理能够发现一些潜在

的知识，但由于自然语言的复杂性，文本挖掘结

果的准确性仍然难以保证，无法直接加入本体

中，需要国史专家结合自身领域知识，并参照知

识来源条目，判断这些事实是否正确，同时补充

一些相关知识，经过多次复审和修订，才能保证

相关国史事实的准确性。

２ ４　 基于知识对象关联构建知识网络

经过上述过程，对国史相关工具书和著作

实现了条目内容的细粒度揭示，文本条目变成

了体现知识内容的对象化的知识单元，从这些

文本条目中挖掘出知识对象和知识对象之间的

联系，形成了“书→条目→事实→知识对象”的

国史知识向下挖掘过程。 挖掘过程中不断发现

知识对象和事实，构成了揭示国史重要知识的

国史本体，以此形成知识对象层和事实层。 同

时，建立知识对象和事实与文本条目之间的关

联，构成文本条目层、事实层、对象层交叉关联

的复杂网络。
如图 ４ 所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条目揭示了“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参会人物、相关

事件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中的“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条目同样揭示了召开时间、地点，此
外还揭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相关的理

念与术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伟大的历史

性转折”条目中，揭示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时间、地点、相关会议、相关事件等事实，
同时在这一条目中也包含其他知识对象的相关

事实，如“中共十一大”事件的相关人物、相关会

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相关人物等。 借助

于文本挖掘技术和国史专家的领域知识，从文

本中不断揭示知识对象之间的关联，同时也依

据文本内部知识对象发现这些文本条目之间的

内在关联，以此形成复杂的国史知识网络。

０６０



王　 颖　 张智雄　 孙　 辉　 雷　 枫： 国史知识的语义揭示与组织方法研究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ｏｎｇ， ＳＵＮ Ｈｕｉ ＆ ＬＥＩ Ｆｅｎｇ：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1978�12�18-22�

1977�8�12-18�

���

��	


���	���	

���������

��

�����

��������
���

��

�
������
������������

图 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知识网络构建

２ ５　 基于知识网络实现多维知识组织

通过国史知识的语义揭示，形成条目层、事
实层、对象层以及各个层级之间关联的复杂网

络，可以形成国史知识内容的多个维度，并基于

时间、类属、层级及统计等关系，对国史知识内

容进行更高层次的多维组织和展示。
（１）基于时间维度的组织

时间维度是展现历史发展进程最直接的角

度。 依据时间序列，可以将不同书籍的文本条

目按历史时期进行组织，同时也可以根据国史

本体的时间类将知识对象按出现时间排序，将
同一知识对象的事实按时间排序。 此外，展现

同一历史时期、时间点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提出的路线方针，出现的重要人物、重要机

构，出版的著作、文件，发表的重要讲话，等等。
（２）基于知识对象的文本条目组织

从文本条目内部揭示出的知识对象和事

实，为文本条目的深层组织提供了依据。 相同

事实的多个来源条目既验证了事实的准确性，
同时也反映出文本条目之间的密切关系。 将涉

及相同知识对象或事实的文本条目组织在一

起，可以为人物传记、机构沿革、相关史实资料

整理、新书撰写等提供丰富的素材，也可为国史

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３）基于事实 ／ 对象维度的语义组织

通过建立国史本体，实现了对国史知识的

有效组织，能够对国史知识对象和事实进行规

范的语义表示，也使得对国史知识进行检索、关
联、排序、聚类、重组等知识探索成为可能。 一

方面，支持细粒度知识的检索，直接展示的是知

识，而不仅仅是文本资源，同时，利用 ＳＰＡＲＱＬ
检索国史本体可以实现基于事实的结构化查

询。 另一方面，通过语义关联能够实现同一类

型知识对象的聚集，利用同一个知识对象的事

实能构建描述知识对象的地图，灵活地实现面

向不同应用的知识组织与知识集成。
通过以上步骤，实现了对国史知识更高层次

的多维组织展示。 同时，依据这些事实和对象，
也可以将所涉及的国史知识素材与其他史籍、文
献、历史资料、网页或各种数据库等外部资源进

行关联，构建基于国史知识的其他扩展应用。

３　 国史知识语义揭示与组织的应用效果

在上述方法具体实现的基础之上，笔者开

发了相应的系统平台，支持国史知识的揭示、重
组、关联，并进一步实现国史知识的地图揭示、
关联分析，国史事实的重组构建等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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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实现国史知识地图揭示

知识地图能够实现知识间导航，提供领域知

识浏览的渐进式引导服务［１２］ 。 基于国史知识网

络，笔者实现了国史知识地图揭示。 通过可视化

方式，提供国史知识内容的关联网络展示，利用

节点代表知识对象，边代表各种语义关系（见图

５）。 用户不需要阅读文本信息就可以直观地了

解国史知识，同时也可以作为国史知识浏览的可

视化导航，通过对于知识节点的点击操作，可以

进行延展性阅读，使得知识的获取更有效率。
图 ５ 是国史知识地图的片段，在浏览知识

对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根据其关联关

系可以看到参会者“邓小平”，点击该节点后可

进一步浏览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念，继

续点击可以获得 “ 一国两制” 的提出时间为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 １９８４
年）”中宣布了该理念等相关知识。 右键单击

“一国两制—理念提出时间—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这一条边，可以查看其知识来源，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的“一国两制”条目，其
中的事实描述文字为“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邓小

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两
种制度’的概念。 同年 ５ 月 １５ 日，六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一国两制’
的构想确定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 同

样继续点击“政府工作报告（ １９８４ 年）” 节点可

以进一步浏览相关国史知识。 如此完成了“会

议→人物→理念→报告”的地图式导航与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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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国史知识地图示例

３ ２　 实现国史知识对象的关联分析

借助国史知识语义揭示和组织形成的复杂

网络，通过图遍历可以实现知识对象之间的关

联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的知识。 例如，查询“毛

泽东”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径小于等

于 ３ 的相互关联，可获得如图 ６ 所示的复杂知识

网络。 图中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相关的会议、文件、事件、人物、机构等，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尽管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在毛主席逝世后召开，但仍然可以通过

关联分析，发现他们之间的多重间接关联，从中

挖掘知识对象之间的潜在关系，加强对相关国

史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３ ３　 实现国史事实的重组构建

国史知识最典型的应用是展现历史脉络。
区别于原有文本条目的时期元数据，构建国史

本体后计算时间可以精确到“月”和“日”，并且

揭示的知识更加准确。 如，某个时间段或时间

点相关的知识对象、重要的事实，党派、机构、社
会团体与组织的成立时间，事件、会议的发生时

间，理念与术语的提出和宣布时间，等等，由此

形成大事记、编年等重要应用。 同时，通过间接

关系也可以发现某一个知识对象在一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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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关联分析示例

或时间段的相关事实。 例如“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的历史活动”，通过时间类与党派、机构、社
会团体与组织、事件、会议等的关联，以及这些

类与人物类的关联，可以获得人物类与时间类

的间接联系，进而查询到知识对象“毛泽东”在

指定时间点的相关事实，如“毛泽东”参加了“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可以得知

“毛泽东”在这个时间点的历史活动（见图 ７），
同理可以揭示其整个生平的历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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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历史活动示例

４　 结论

为实现国史知识的有效组织与利用，本文

提出了“向下挖掘，向上组织”的揭示与组织国

史知识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文本挖掘和国史专

家判断相结合的方式，从国史信息资源文本条

目中提取重要的知识对象和事实，利用国史本

体进行语义组织，建成了用于知识发现和利用

的国史本体，以此实现国史信息资源和国史知

识的有机组织和知识的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实

现了国史知识的地图揭示、国史知识对象的关

联分析、国史事实的重组构建等新的应用。
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向下挖掘，向上组

织”方法能够有效实现国史知识内容的细粒度

揭示和基于知识对象的国史知识创新组织应

用，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知识揭示和组织方法应

用于其他领域。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

体现在：①从文本中识别国史知识对象及相关

事实的准确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相

关国史事实识别和推荐方面，如果准确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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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进一步减少领域专家的劳动；②在国史知

识网络的关联计算挖掘方面方法较为简单，没
有充分使用当前的语义相似性计算和图挖掘方

法。 这些都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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