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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

与挖掘

欧阳剑 

摘　 要　 传统的古籍开发与应用模式已难以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的需要，人文学科研究者期待一个技术逻辑和人

文逻辑相耦合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出现。 本文从古籍文献深层次开发与利用出发，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与面向

数字人文研究跨学科方法，以大规模中国古籍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大数据研究理念，对古籍进行整理、标注、自

动分词等处理，以词频分析统计为研究核心，采用数据降噪、基于窗口时间单位的统计分析计算、滑动窗口预测等

分析与挖掘方法，采用大数据实时分析技术，实现了实时、在线、立体、可视化、定量分析字词的历史词频分布规

律，创建了一个以语言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为主的古籍实时统计分析平台，可辅助研究者

在大量的古籍文献中发现新的模式、现象、趋势等，实现古籍开发与应用模式创新的初步尝试。 图 １１。 参考文

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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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ｐｌａｃｅｓ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ｍ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１１ ｆｉｇｓ． ３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Ｔｅｘｔ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　 前言

数字人文（又称人文计算，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

于传统的人文研究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数
字人文给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范式［１］ 。 文本内容挖掘及可视化分

析已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手段。 文本挖掘

技术是数据挖掘技术的拓展与延伸，与传统结

构化的数值数据挖掘不同，文本挖掘是以非结

构化的文本数据为挖掘对象，文本挖掘能够实

现从海量的非结构性文本中发现新的模式、规

则、趋势等［２］ ，为用户非结构化的文本挖掘与分

析研究带来便利。 新信息环境下，庞大的信息

量使人们处理和理解信息的难度大增，传统的

文本分析技术难以满足人们现阶段信息浏览及

筛选的需要，而可视化技术可以将文本中复杂

的或难以表达的内容以视觉符号的形式表达出

来，为人们提供一种理解海量复杂文本的内容、
结构和内在规律等信息的有效手段［３］ ，使人类

视觉认知、关联、推理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可
视化技术已成为帮助人们理解非结构化文本和

发现其中所隐含知识的新方法与有效途径。 文

本内容挖掘及可视化分析目前在很多人文学科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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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内外面向数字人文的文本挖掘与

可视化分析研究

可视化分析与文本挖掘的结合为探究文本

中所蕴含的新知识和复杂的结构模式分析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可视化分析及文本内容挖

掘分析在人文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越来越受

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２０１１ 年，谷歌与哈佛大学

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的一套数据库，可以对

１８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出版的近 ５２０ 万本书籍的单

词和短语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从而帮助了解

文化和语言的变迁过程，并为人文学科的研究

提供新方法［４］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由德国联邦教育

及研究部（ ＢＭＢＦ）资助并由德国莱比锡大学古

代历史系承担的数字人文项目 ｅＡＱＵＡ，是在古

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项目通过将计算

机科学与古代研究知识相结合，从古代研究的

需求及要求出发，通过文本挖掘技术从古典文

献资料中抽取特定领域知识［５］ ，并通过开放获

取的方式向研究者免费提供这些知识。 ２０１０
年，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 ＮＥＨ）资助，北德克萨

斯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了一个历史领域

文本挖掘与可视化应用项目，以记载美国历史

的旧报纸数据库中的 ２３ 万页数字化新闻文本为

样本，抽取在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相应人名、地
名等特定信息，并把这些特定信息以可视化形

式呈现，辅助研究人员发现历史事件随时间和

空间的演变过程及变化规律［６］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Ｓｃｈｉｃｈ 等通过获取公元前 ６００ 年到公元 ２０１２ 年

间１５０ ０００名不同领域的历史杰出人物的出生和

死亡地点数据，描绘了这些著名人物的迁徙模

式，通过网络和复杂性理论的工具，识别特征模

式，确定文化和历史的关联，使用大规模可视化

和定量工具从宏观的角度绘制了三千年欧洲和

北美的文化史图，获得文化中心发展的历史趋

势［７］ 。 Ｃｈｏ 等人开发的罗马历史可视分析系统

（ＶＡｉＲｏｍｅ），是一个集时空分析与文本分析为

一体的可视分析系统，运用文本分析技术和多

种直观的可视化视图，向学者展示了罗马的历

史，揭示了其中重要的时间、地点、事件以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８］ ，为学者分析研究罗马历史提

供了极大便利。
可见，文本挖掘与可视化方法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虽然才刚刚起步，但已显示

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

了新范式与方法，文本挖掘与可视化方法也为

古籍深层次利用与开发带来了新的模式。

２　 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

背景及思路

２ １　 古籍文本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我国古籍的数字化已经比较成熟，而
且也具有一定的规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

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 《国学宝典》 《中国

数字方志库》等为代表的古籍数字化文本大量

出现，为人们利用古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

现有的古籍数据库普遍只有检索功能，而统计、
分析功能较少，目前的古籍利用普遍以检索浏

览为主，只能按原始资料的结构进行浏览，不能

将原始的资料信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进行自

动重组，也不能深度挖掘潜藏的信息，利用方式

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纸质替代状态，且只有时间

的序列性展示，缺少空间的序列性展示［９－１１］ 。
国内对古籍文本的利用与开发研究基本上还是

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模式，缺乏新的人文研

究范式及方法，导致当前规模庞大的古籍文本

数据与较低的古籍深度利用率之间的矛盾比较

突出。
随着 Ｅ－考据及数字人文等新理念的出现，

传统古籍利用与开发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

显，更多的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古籍数字化带来

的不仅仅是庞大的古籍存储，“数字化”为技术

与人文的合流构筑了新平台，可通过技术逻辑

和人文逻辑相耦合的“数字人文”的研究，构建

可持续完善和丰富的数据集和分析工具，充分

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与跨学科方法对古籍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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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分析与挖掘。

２ ２　 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思路

埃雷兹·艾登等在《可视化未来 数据透视

下的人文大趋势》专著中以“谷歌图书”项目为

背景，通过 ５００ 多万本电子书讲述了大数据在研

究历史文化、人类语言、社会名望、群体记忆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的变革意

义凸显，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之美［１２］ 。 大数据时

代的各种思潮和视角在不断涌现，大数据作为

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研究资料，与传统资料相比，
其样本量具有庞大、丰富及时间跨度大等特点，
为社会科学经典理论的验证和拓展提供了更大

的研究空间［１３］ 。 传统人文学科的实证研究强调

在理论的前提下建立假设，大数据时代重在发

现知识与现象，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海

量的数据中发现隐藏在数据中的模式、知识和

趋势，从而帮助人们揭示事物现象与发展规

律［１４］ ，大规模的古籍文本扩大了人文学科资料

的范围，提供了人文学科研究新的研究空间，拓
宽了古籍利用的研究领域。

数字人文的出现促进了人文学科与技术的

融合，为古籍数字化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提供了

新的理念与独特的创造性思维，将古籍文本集

成化、可视化，使古籍利用融资料查询、计量分

析、知识发现等功能为一体，使得数字化古籍深

度开发与利用成为可能。 古籍资源涵盖面广，
包含历史、地理、文化以及社会等诸多方面，因
此，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许多前沿实践都能为古

籍文本深度开发利用所借鉴，运用人文计算、可
视化分析及文本挖掘等方法，对大规模古籍文

本进行可视化分析与挖掘，为语言学、历史文献

学、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探索新的研究

范式与方法，在此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一套方

法较为科学、客观的分析工具与平台，挖掘古籍

在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新空间和新的增

长点。
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以古籍

文本为基础，采用大数据的研究理念，通过大数

据实时分析技术，以词频分析为手段，采用数据

降噪、基于窗口时间单位的统计分析计算、滑动

窗口预测等分析与挖掘算法，定量分析字词的

历史词频分布规律，对古籍文本中的人物、历史

事件、地名、官职、称谓等实体进行抽取及关系

的建立，呈现每个时期古籍文献共时性的空间

分布与变化，从时空二维立体地展示语言、文

化、历史等的发展变化。

３　 大规模古籍可视化分析与挖掘研究

３ 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已成为数字人文的基础和核心，古籍

文本的收集、整理是本研究的基础，本研究古籍

文本主要有网络数据采集与专业数据库文本获

取两种。 目前，网络上分布着大量公开的古籍

文本。 为了收集到尽可能多的古籍文本，本研

究通过设计一些爬虫软件对特定的网站或专业

数据库进行数据采集，对于离线版的专业数据

库则通过其他技术手段进行提取。 目前，本研

究收集、整理了 ４１ ５６３ 种古籍（总计 ４８ ３５ 亿

字），时间跨度上从上古到民国，文献分布比例

为： 秦 及 以 前 ０ ６９％， 汉 １ ８５％， 三 国、 晋

２ ７１％，南北朝、隋、初唐 ７ ５９％，唐中至五代十

国 １ ５０％， 北 宋 ２７ ８０％， 南 宋 １ １６％， 元

１３ ２２％，明 １７ ４３％，清 ２０ ４１％，民国 ２ １１％，未
进行作者及文献朝代核对的 ３ ５３％。 从种类上

来看包括经、 史、 子、 集等文献， 其中经部占

６ ３７％，史部占 ２５ ４３％，子部占 ３１ ３２％，集部占

２８ ４６％，未进行分类的文献占 ８ ４２％，形成了一

个比较综合、全面的古籍语料库。
数据的规范及一致性是分析及统计准确性

的重要前提。 由于采集的数据格式包含 ＰＤＦ、
ＷＯＲＤ、ＨＴＭＬ 等多种形式，为了研究的需要，通
过数据抽取的方式提取其中的文本，并且把

ＵＴＦ－８、Ｕｎｉｃｏｄｅ、ＵＴＦ－１６ＢＥ、ＧＢＫ 等编码转换成

统一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 码；同时，采用厦门大学、教育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开发

的“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进行简繁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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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转换，形成统一的简体字［１５］ 。
词频分析是文本挖掘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方

式，也是文本可视化的一种重要模式，Ｇｏｏｇｌｅ 实

验室推出的 Ｂｏｏｋｓ Ｎｇｒａｍ Ｖｉｅｗｅｒ 就是以词频分

析研究为基础［１６］ 。 词汇是古代汉语研究中的重

要内容，本研究对古籍文本内容进行可视化分

析与挖掘主要是通过词频来进行，因此，分词是

古籍文本分析与挖掘的前提。 古代汉语的词汇

有一个长期的从单音节词向双音词及多音节词

演化的过程［１７］ 。 古代汉语在词汇和语法等诸多

方面与现代汉语不同，尽管现代中文信息处理

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这

些研究成果主要针对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已有

的分词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照搬到古代汉语分

词领域中。 与现代汉语分词相比，古籍分词所

需要的词库与训练语料及语法规则基本空白，
因此，词库与训练语料构建是分词的关键与基

础，词库建设更是核心。
王力［１８］ 、史存直［１９］ 、潘允中［２０］ 等对古代汉

语词汇的发展过程及特点做了比较深入的研

究，基本反映了古代汉语词汇发展的总体面貌

与特点，从中可知对古籍文本的处理必须遵循

古代汉语词汇的发展特点。 在缺乏一定规模的

断代词典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对不同朝代的古

籍文本进行分词，准确性难以保证。 采用分朝

代、分词汇表的方式切分才符合古代汉语词汇

的发展规律，即切分不同朝代的古籍文本语料

时采用相应朝代的词汇表，这是本研究进行古

籍文本语料切分的主要思想，这样可以最大程

度保证古籍分词的准确率。
古代汉语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无泾

渭分明的分水岭，就汉语史分期而言，学者所持

立场不同。 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把汉语史

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

期［２１］ ，王力从汉语语法、语音变化角度出发，在
《汉语史稿》中提出了古代汉语分上古、中古、近
代和现代四阶段说［２２］ 。 具体到各个阶段的上下

限， 学 者 们 众 说 纷 纭， 目 前 没 有 确 切 的 意

见［２３－２６］ 。 为了系统处理方便并结合相关专家建

议，笔者根据古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断代词

典及词汇专书的研究现状，将古籍文本切分为

四个时间段，如图 １ 所示。 考虑到词汇使用的连

续性，词库构建采用分段叠加的方式进行。 所

谓分段叠加是指后一个词库在前一个词库的基

础上通过添加当前朝代的新词汇的方式进行累

加，分词时按古籍文本的年代分别调用相应词

库，比如：当待分文献属于战国时，则采用词库 １
来分词，当文献属于元朝时则采用词库 ３ 来

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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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词库分段叠加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古籍分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就

某个特定时间段的分词［２７－２８］ ，在缺乏一定规模

的断代词典的情况下去进行分词难以保证准确

性。 古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一直受到古代汉语研

究者的关注，多年来已出版大量古代汉语词汇

词典及专书，包含大量的古籍词汇。 因此，古代

汉语词典及专书是古籍分词词库建设的重要来

源，不但数量多，而且古代汉语词典及专书的词

汇质量有保障，通过整理已有的 ２０ 余种断代词

典及专书语言词典，可快速建成相应的四个断

代基础词典库。 为了便于计算机自动提取词汇

条目，所选词典及专书从内容编排上来说，其结

构基本上属于半结构化数据，且大部分只需提

取词汇索引部分即可，极大加快了词汇表的构

建速度，对那些散落在其他古代汉语词汇词典

与专书中的词汇后续将逐步采取人工方式加

入。 除从文献中抽取词汇外，利用字词间互信

息、共现度、凝固度相结合的方法从分段的语料

中提取词汇，从提取效果来看，分段文献文本数

量越多，提取效果越明显。
实体名词的识别一直是中文信息处理的难

题，而且古籍中的实体名词数量及类型众多，因
此，除了不同时期的核心词库，我们还建有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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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有古籍的文献题名词表、历代人物词表（主

要来源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称谓词

表、官职词表、年号词表、地名词表及古代虚词

表，实体名词词表的建立提高了分词的准确率。
目前，针对古籍分词主要采用两种分词方

法：一是基于字符串匹配，一是基于统计及机器

学习的分词。 在古籍分词中条件随机场模型

（ＣＲＦ）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２９－３０］ ，但在实施中

由于标注人工训练模板需要花费大量人力与时

间，所建训练模板规模对分词有直接影响，所以

本研究自动从《汉语大词典》 （去掉现代汉语部

分例句）等词典中提取例句中的词汇二元语法

（Ｂｉｇｒａｍ）特征。 因此，对古籍分词以 Ｂｉｇｒａｍ 模

型为主，ＣＲＦ 模型为辅，ＣＲＦ 模型对古籍分词中

的新词提取效果更佳。 采用以上分词方法，以
《左传》为例，准确率达到 ８７ ３％。 随着词汇及

特征模型的完善，分词准确率会得到一定的

提高。

３ ２　 系统平台建设与开发

３ ２ １　 实时统计分析

为了满足用户任意字符检索及统计的需

要，在统计分析时需要对所有全文数据进行查

询。 采用传统建索引的处理方法对 ４ 万余种古

籍的文本进行统计分析，不但耗时，而且由于分

词原因容易出现漏检、漏统计。 传统的处理方

法所遇到的瓶颈主要在读取数据与快速统计分

析上，而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使快速的实时统

计分析成为可能。
首先，大数据处理的内存实时计算思想可

以很好地解决读取数据的瓶颈问题。 在系统平

台开发的过程中，通过设计一个内存数据存储

器的方式，在系统启动时把所有数据加载到内

存上，每次进行统计分析时直接从内存数据存

储器中提取数据，这样就避免了频繁地读取硬

盘所带来的长时间等待问题。 出于实时统计分

析的需要，内存数据存储器需要支持高并发、高
吞吐量的线程安全等特性，而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ａｓｈＭａｐ
是 Ｊａｖａ ５ 中支持高并发、高吞吐量的线程安全

ＨａｓｈＭａｐ，具有很好的读取并发性能，由于大多

数情况下读取 ＨａｓｈＭａｐ 时都没有用到锁定，因
此读取操作几乎是完全的并发操作。

在实时分析方面，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的大数据处理

思想是目前处理大数据的一种常用方法，主要

用于大规模数据集的并行运算。 词频统计是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经典的功能演示案列，最能体现其思

想，它能够统计一系列文本文件中每个单词出

现的次数，但不能统计每个词在不同文本中出

现的频次，因此需要对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功能进行改

进，通过对文本分组进行并行统计，然后对结果

进行汇总即可解决此问题，本研究处理的整个

流程如图 ２ 所示。 通过以上处理，４ 万余种古籍

的文本在 １６Ｇ 内存、ＣＰＵ 为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 ｉ７ 的 ＰＣ
机器上实现了 １ 秒内实时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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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文本实时分析框架

３ ２ ２　 数据可视化分析及挖掘

分析与挖掘与实时分析统计紧密关联，实
时统计是分析与挖掘的基础。 以词条及词频时

间分布为视角的古籍利用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

次，宏观层次用于宏观趋势、规律的呈现，微观

层次则用于具体信息考证及例证。
（１）以时间轴为主线的微观散点图分析

词语首见考证的可视化的目的在于帮助研

究者快速从图像上判定词条的首见年代，是一

种表示型的可视化，需要简单明了地表述词语

的首见年代，而散点图（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Ｃｈａｒｔ）则是比较

适合其可视化的表现形式。 以系统实时统计分

析结果为基础，通过散点图获得各个时期词语

的词频信息（见图 ３），从而反映汉语词汇系统的

量化发展过程。 词语首见年代能比较直观地反

映汉语词汇的具体产生时间，因此，对历史词汇

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以词条首见年

代为视角，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字词的年代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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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分布，力求量化地呈现不同时期的词汇分布

趋势，便于学者从微观视角进行词义考释，考察

词义演变以及词语、词义产生年代的信息分布

及发现规律。 散点图分析支持用户交互，可选

择一段时间区间内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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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词汇词频时间轴的微观分布

（２）以时间轴为主线的宏观曲线分析

以时间轴为主线的微观研究注重于具体的

某本古籍的词频及内容研究，虽然提供了散点的

密度分布，但无法从定量上进行更准确的宏观描

述，无法直观地描述事物的整体发展规律、趋势

及模式。 宏观研究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对
大量的微观数据进行定量计算、统计归纳、聚合，
进行大量的微观数据的整体展示，反映的是宏观

层次的表现。 古籍的词频在宏观层面的构成蕴

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信息，
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发展规律与变

迁。 古籍的词频在宏观层面的描述以前面的词

频信息为基础，采用数据降噪、基于窗口时间单

位的统计分析计算、滑动窗口预测等分析与挖掘

算法定量分析字词的历史词频分布规律。
本研究的总体思想是采用大数据的理念，

在大量的样本数据中少量的噪点数据可以忽

略，但为了更好的效果，去噪点数据是必要的。
由于存在原始古籍文本分词准确性的限制，为
了避免一些佛经之类古籍中特定俗语或固定用

语词频偏高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对词频

进行数据降噪，过滤掉那些高出正常值的数据，
在过滤的过程中采用单位时间窗口滑动技术

（如图 ４），即以朝代为单位，在每个朝代中采用

格拉布斯法（ Ｇｒｕｂｂｓ）来做异常值判断。 根据格

拉布斯法的定义可知，在待分析处理的数据集

中，如果某些个别数据的值与待分析的数据平

均值相差太大，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些数据是存

在问题的，即他们是“可疑值”，根据实际的需

要，需要去掉那些高频率的“可疑值”，使其不参

与平均值的计算。 因为样本过少将会影响分析

的结果，为了提高分析的可靠性，在数据分析的

过程中只考虑那些单位时间窗口内样本数据大

于 １０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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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单位时间窗口滑动分析方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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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分析是文本分析及内容挖掘的重要方

法之一，通过词频能挖掘出一些语言现象、历史

事实、风俗面貌、社会文化及地理等信息，单位词

频越高说明语言表现得越明显，历史事实越突

出，风俗越盛行等，从而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一些

规则、趋势。 古汉语的词汇演变过程具有连续性

及持久性的特点，即词汇的变化过程在一定的时

间范围内（或某个朝代内）是稳定的，因此，与数

据去噪处理相似，采用单位时间窗口滑动技术对

词频分布进行分析，其中单位时间内的词频计算

与 Ｇｏｏ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 Ｎｇｒａｍ Ｖｉｅｗｅｒ 的算法相似，具体

如下：

单位时间内词频＝ 单位时间该词总数

单位时间总词数

将数据库中每一个数据项作为单个图元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元素表示是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基本

思想，即通过大量的数据集构成数据图像，同时

将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多维数据的形式表示并

加以展现，从而可以通过图形的方式从不同的

维度观察数据，以便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和分析。 本系统采用 Ｄ３ ＪＳ、Ｈｉｇｈｃｈａｒｔｓ ＪＳ 等可

视化工具，因此，系统既提供微观数据的浏览与

查证，也提供宏观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微观数据

可视化采用时间轴的方式，显示词条在所有文

献中的分布，方便研究者溯源及比较，而宏观分

析结果则通过曲线时间轴来展示，通过大量的

数据的统计计算，以曲线的变化来反映字词频

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系统提供多个字词

的比较分析功能，辅助研究者的对比研究（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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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以时间轴为主线的宏观曲线分析

３ ２ ３　 空间信息可视化分析

空间信息可视化分析主要是通过地理信息

系统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ＩＳ） 来处

理、组织和显示古籍分析结果，将古籍的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结合在一起，将地图独特的视觉

化效果、地理分析功能和层信息的划分方式在

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直观展示，本研究中的主要

地理信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

资料库（ＣＢＤＢ） ［３１］ 与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 ＣＨＧＩＳ） ［３２］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

库（ＣＢＤＢ） 中有丰富的历代人物信息，包括官

职、籍贯（包括 ＧＩＳ 信息）、生卒年、人物关系等，
缺失的部分地理数据则采用人工方式通过百度

地图采集。

空间信息可视化以古籍作者为主线，利用

地理信息系统 （ ＧＩＳ）技术，将我国庞大的、静态

的、分散的数字化古籍进行大规模的集成和地

图展示，以古籍文献的检索为线索在地图上呈

现相关作者的地理分布，方便研究人员分析语

言现象、历史事实、风俗面貌、社会文化及地理

等的分布，可帮助研究者在大量的古籍中归纳

一些语言、文化及历史事件等在地理上的分布

特点，有助于学者探究语言、文化、历史和地理

环境的互动，以深度开发中国古籍中的多元文

化价值，适应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深度需求。
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古籍是语言学方言研

究及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作者作品

中所反映的方言现象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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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理则是探讨文学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关

系［３３］ ，文学地理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
“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是文学立体图景研究

的重要内容［３４］ 。 通过古籍作者与中国历代人物

传记资料库（ＣＢＤＢ）中的人物信息关联，中国历

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ＣＢＤＢ）与复旦大学的中国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ＣＨＧＩＳ） 中的地理信息关

联，即可通过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ＣＢＤＢ）
中的人物籍贯 ＧＩＳ 信息构建一幅以古籍检索为

主线，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中国古籍立体

图景（见图 ６），并提供基于统计的时空聚合分析

（见图 ７），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交互式缩放分

析，历史、文化地理学者利用空间信息可视化可

发现历史过程及文化发展中的隐含信息。

图 ６　 古籍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立体图

图 ７　 古籍作者空间聚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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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平台使用场景及实际使用效果

本平台以古籍的深度开发与利用为出发

点，探索古籍开发与应用新模式，引入大规模定

量计算分析方法，为古籍在语言学、历史文献

学、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应用探索

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平台可用于多种人文学

科研究领域的定量分析与规律发现。
３ ３ １　 语言学词语首见年代考证

在语言学词汇与语法研究中，字词及语法

现象的首见年代查找与发现极其重要，但是传

统研究方式却费时费力，资料总量的快速增加

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庞大的资料超过

学者一般的阅读、分析和理解所能处理的范畴，
本系统给研究者提供了语言学研究新的研究方

法，有助于他们发现利用历史资料。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古籍

语料库，目前也是国内外收藏种类较全、数量较

多的古籍文本语料库，系统能以可视化的形式

从微观与宏观角度展现字词的年代分布及词频

分布，可辅助研究者进行词义考释，考察词义演

变，词语、词义产生年代的信息分布，发现规律。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真大成博士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在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做题为“文献考误与

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中认为，东
晋时代“赶”字尚未产生，至晚唐五代方才出现。
通过本系统的可视化分析可快速发现“赶”这个

字首次大量涌现的年代是在唐中期（见图 ８），但
这是一个估算的大概首见年代，如果需详细查

证字词具体首见文献，则可通过微观散点图快

速查看文献全文并进行字词定位分析与判断

（见图 ９），最早“赶”字出现在窥基的《金刚般若

经赞述》 里： “ 如赶远质以临台睇影颜而府己

也”，比真大成博士所得结论有所提前，反映出

大数据给研究带来的巨大优势，对于词条首见

考证来说无疑加快了研究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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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赶”字产生考证

３ ３ ２　 史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

在历史分析方面，计量史学是历史学研究

的一种重要方法，运用自然科学中数学与统计

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使史学趋于精

确［３５］ ，计量史学在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人口

史等领域研究中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发挥

了重大作用。
大规模古籍文本具有时空跨度大、材料面

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资料选择时的

疏漏与偏废，弥补史学家惯用的“选精” 与“集

粹”研究方法之缺陷。 古籍文本经过可视化定

量分析后，非常容易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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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文献全文中的“赶”字浏览

及未知现象，而且很多发现还与我们以往的预

设和已知有很大不同，以大规模数据为基础的

量化研究还能较好地纠正研究的主观性，实现

研究从常见的理论或问题驱动转向数据或经验

驱动。 基于大规模古籍文本，系统对一些历史

事件与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能很快完成传统研

究方法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使结论更具说服力。
中国传统观念一直受“重学轻术”这一思想

的影响［３６］ 。 学、术在我国古代分别具有不同含

义，按《 汉语大词典》 《 康熙字典》 等的解释，
“学”基本是指钻研知识、获得知识、掌握知识，
而“术”则多指技艺、方法。 可见，学术在古代国

人的知识体系中是一分为二的，前者为白领的

学问，后者为蓝领的技术，学是儒道之经，术是

“奇技淫巧”。 从图 １０ 中也基本上可见“学”字

的频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要远高于同期“术”字

的频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重学轻术

的传统对仕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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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历史文献中“学”“术”“学术”的变化

宋朝时期的战史研究是宋辽、宋金关系中

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主战与求和成为宋朝两

派争议的焦点，但现阶段很难从文献角度去量

化当时战与和的舆情，从已有的古籍中学者只

能定性得出宋朝时议和为主，通过该系统对宋

朝时期的文献中“战”“和”的分析可以定量得出

议和为主的结论（见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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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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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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宋朝时期的文献中“战”“和”话题分析

４　 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目前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研究重点主要在三

个方面。
首先，由于采用断代词典进行分词，而现有

的断代词典收录得并不完整，因此准确性有待

提高，未来会在现有断代词典的基础上不断加

入新词，并实现系统对新词的自动发现，随着断

代词典的不断扩充，分析的准确性将会有更大

的提高。
其次，年代的考证问题，由于统计分析的时

间单位计算主要是以作者的卒年为依据（不确

定卒年时，系统分析统计是按不同朝代分段进

行的，即只要在能确定作者所属朝代的情况下，
卒年跨度可以设在该朝代内），因此作者年代的

考证结果直接影响分析结果，而年代的考证难

度比较大，同时，古籍文本的版本考证也是一个

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这涉及史书语料时代性这

一难度较大的问题，相关专业人士的核查将是

分析准确性的保障。
再次，对古籍文本语料中的人物、历史事

件、地名、官职、称谓等实体，需要在已有知识库

的基础上进行抽取及关系的建立，这是文本空

间信息可视化分析的核心与基础。

５　 结语

数字人文的出现为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

来了新的活力，为数字化古籍的深度开发与利

用带来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视域下

人文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研
究古籍文本的开发与利用，以大规模中国古籍

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古籍进行整理、标注、
自动分词等处理，并采用新的可视化分析方法

对古籍文本进行挖掘，创建了一个可辅助研究

者进行语言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人文

学科研究为主的古籍实时统计分析平台。 通过

应用场景的分析发现，该平台的建设不仅拓展

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也丰富了人文

学科研究工具，更是对古籍深层次开发与利用

的一次尝试。 虽然系统还面临诸多问题，但希

望能抛砖引玉，以推进数字化古籍的开发与利

用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充分挖掘古籍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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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 ／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５．）

［１２］ 埃雷兹·艾登，让－巴蒂斯特·米歇尔 可视化未来　 数据透视下的人文大趋势［ Ｍ］．王彤彤，沈华伟，程学

旗，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 Ａｉｄｅｎ 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Ｊ Ｂ． Ｕｎｃｈａｒｔｅｄ：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ｓ ａ ｌｅｎ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 ］． Ｗａｎｇ Ｔｏｎｇｔ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ｑｉ， ｔｒａｎｓ．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５．）

［１３］ 陈云松，黄超  大数据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深挖潜力［ 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２ （ Ｂ０１）． （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ｓ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ｉ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ｄａｙ，

２０１５－０１－１２（Ｂ０１）．）

［１４］ 沈浩，黄晓兰 大数据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挑战与创新［ Ｊ］ ．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８）：１３－

１８．（Ｓｈｅｎ Ｈａｏ，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ａ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８）：１３－１８．）

［１５］ 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６］．ｈｔｔｐ： ／ ／ ｊｆ． ｃｌｏｕ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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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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Ｕ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６］．ｈｔ⁃

ｔｐ： ／ ／ ｊｆ．ｃｌｏｕ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ｃ．）

［１６］ Ｇｏｏｇｌｅ Ｎｇｒａｍ Ｖｉｅｗｅｒ［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０－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ｏｋｓ．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 ｎｇｒａｍｓ．

［１７］ 董秀芳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 ［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Ｄｏｎｇ Ｘｉｕｆａｎｇ．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ｗｏｒｄｓ （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８］ 王力 汉语词汇［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１－ １８．（ Ｗａｎｇ Ｌ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１８．）

［１９］ 史存直 汉语词汇史纲要［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９－９６．（Ｓｈｉ Ｃｕｎｚｈｉ．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７９－９６．）

［２０］ 潘允中 汉语词汇史概要［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１－ １５．（ Ｐａｎ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９：１－１５．）

［２１］ 太田辰夫 汉语史通考［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３，６３．（Ｏｏｔａ Ｔａｔｓｕ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２－３，６３．）

［２２］ 王力 汉语史稿［ 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４３ － ４４． （ Ｗａｎｇ Ｌ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ｒａｆ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４：４３－４４．）

［２３］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５：１． （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 ［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ｕｅｌ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５：１．）

［２４］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第４卷 语文散论［ 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４６６． （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４６６．）

［２５］ 方一新 ２０世纪近代汉语研究概说［Ｊ］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２００１（ １）：１４－ ２７．（ Ｆａｎｇ Ｙｉｘ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 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２００１（１）：１４－２７．）

［２６］ 方一新 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Ｊ］ ．汉语史学报， ２００４，４（１）：１７８－１８４．（ Ｆａｎｇ Ｙｉｘ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０４，４（１）：１７８－１８４．）

［２７］ 梁社会，陈小荷 先秦文献《孟子》自动分词方法研究［ Ｊ］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３）：１７５－ １８２．

（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ｅｈｕｉ，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Ｍｅｎ⁃

ｃｉｕ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３）：１７５－１８２．）

［２８］ 段磊，韩芳，宋继华 古汉语双字词自动获取方法的比较与分析［ Ｊ］ ． 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１２，２６（ ４）：３４－ ４２．

（Ｄｕａｎ Ｌｅｉ， Ｈａｎ Ｆ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Ｊｉｈｕ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２，２６（４）：３４－４２．）

［２９］ 石民，李斌，陈小荷 基于 ＣＲＦ 的先秦汉语分词标注一体化研究［ Ｊ］ ． 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１０，２４（ ２）：３９－ ４５．

（ Ｓｈｉ Ｍｉｎ， Ｌｉ Ｂｉｎ，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ｅ．ＣＲＦ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ｗｏｒ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 ｔａｇ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ｅ⁃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４（２）：３９－４５．）

［３０］ 黄水清，王东波，何琳 以《汉学引得丛刊》为领域词表的先秦典籍自动分词探讨［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

５９（１１）：１２７－１３３．（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ｉ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ｂｏ， Ｈｅ Ｌ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Ｑ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ｒｉ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５，５９（１１）：

１２７－１３３．）

［３１］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 ＣＢＤＢ）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ｉｓｉｔ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 ｉｃｂ ／ ｉｃｂ．ｄｏ？ｋｅｙｗ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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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 ｋ３５２０１．（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ｉｓｉｔ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ｉｃｂ ／ ｉｃｂ． ｄ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ｋ３５２０１．）

［３２］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ＣＨＧＩＳ）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ｈｔｔｐ： ／ ／ ｙｕｇｏｎｇ． 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 ｖｉｅｗｓ ／ ｃｈｇｉｓ＿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ｌｉｓｔ ＝ Ｙ＆ｔｐｉｄ ＝ ７００． （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Ｉ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ｙｕｇｏｎｇ．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ｖｉｅｗ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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