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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案体文献的儒家学术史可视化分析与呈现

王林旭　 杨　 浩　 王　 军

摘　 要　 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的主要体裁,学案体史书为研究历代学术思想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本文

利用学案体文献的体例特征,对学术关系进行统计、分类和绘图,实现对儒学流派和师承、家学渊源和交游等关系的

可视化呈现,描绘学术史的整体特征。 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在宏观层面上,对学案体文献中的人物及关系数量

予以统计描述以了解学术背景;在中观层面上,对学案传承、学术源流进行可视化;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先驱→同辈

→后继”这一关系序列构建学术传承网络,以发现学案中的“学派”。 本文展现了数字人文方法在跨时代儒家学术史

研究中的应用潜力,用可视化的方式生动呈现了学案体文献之间的联系,为传统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图 7。 表 2。 参考文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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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数字信息化与全球跨学科学术研究的兴起,数字文献学越发受到图情档学科的重视。 如何

利用数字科技探讨、解决文献领域的问题,或从文献角度探索、反思数字科技如何形塑文献世界等话

题都引发了学界的讨论[1] ,其中以历史、哲学、文学领域著作为代表的传统文献成为重要研究对

象[2] ,而如何利用数字方法对文献学进行继承与创新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中国学术史的文献体裁多样,有序跋体、传记体、目录体、笔记体、道录体、学案体、章节体、学术编

年体八种之多。 其中,学案体注重从儒学流派和师承、儒林列传和语录、家学渊源和交游等方面全景

式地重现儒学历史,较之其他体式,与学术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在要求更为契合[3] 。 学案体

通过设置学案、撰写案语、精选学说,具有展示历史上各个学派、学者的独特个性和一代学术思想史发

展线索的功能。
然而学案体著作一般都卷帙浩大,字数繁多,无论是专业的研究人员还是人文爱好者都需要长期

积累才能消化。 学案体相关的研究依赖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积累与主观判断,辨析跨时代的学术风貌

非一般的学力可为。 目前对学案体文献的研究多关注学术脉络的梳理,但受限于纸质载体和传统书

写方式,难以全面表达学案体文献中丰富的线索。 部分学案体文献虽通过每一学案之前的案表、篇章

标题和正文中的“别见”等形式来表示学术传承和学派划分,但其具体信息却散见在浩繁的文字撰述

中。 尤其是对众多学术门类的多向联系、交互影响以及蕴含于其间的学术规律的探讨与总结,学案体

显得力不从心[3] 。 同时,学案体文献存在繁简失当的问题。 已有研究也通常聚焦于个别有影响的历

史人物,关注重要学者和主流学派思想,缺乏对长时间跨度上学派传承、思想流变的量化梳理。
得益于古籍文本数字化和各类主题数据库的出现,应用数字人文方法对儒家学术史做长时间跨

度的梳理与描绘成为可能。 本文充分利用学案体文献的体例特征,应用统计分析、网络分析、可视化

分析等方法,对儒学流派和师承、家学渊源和交游等学术关系进行挖掘和展现,进而对学术史的总体

特征进行系统性描绘。 在宏观层面上,对人物及关系数量予以描述以了解学术背景,即基于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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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体例与收录资料范围勾勒学术概貌;在中观层面上,对各学案的传承与学术源流进行可视化,
即基于文献篇章的梳理与可视化来探讨各个学案、学派的传承;在微观层面上,对文献内容进行挖掘,
通过“先驱→同辈→后继”这一关系序列构建学术传承网络,以进一步发现“学案”之中的“学派”。
这一研究框架可看作是数字文献学时代的方法贡献,为跨时代的儒家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工具。

1　 研究基础

1. 1　 学案体概述

学案体是宋代以来形成的以记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 何谓“学案”?
“学”即学者、学派、学术;“案”即按语,包括考订、评论等。 陈祖武认为:“所谓学案,就其文字而言,意
即学术公案。 它源于传统的传记体古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文艺传》(《经籍传》),兼取

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 [4] 作为一种独立的史籍编纂体裁,学案体史籍以

专记学派的承传流衍为特色,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即学术总论为一堂,逐一

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4] 。 有学者

认为学案体应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设置学案以明确“学脉”,即每一个学案记述一个学派;二是撰写按

语以揭示宗旨,即每一个学派都有一个小序,对这一学派做简明介绍;三是选取精粹以阐明原著之精

华。 这三个要素互为犄角[5] ,使得学案体既能展示各个学派、学者的独特个性,又能描述不同学派、
学者之间的交往情况,从而具有了能够提供学术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功能。 学案体史籍的代表作有清

朝康熙中叶黄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全祖望继黄宗羲之后所辑的《宋元学案》,以及民国初期徐世

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 此外,还有众多此类著作先后而起,汇集不同时代的学派之案,从而在中

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别张一军,“学案”也被赋予了完整的学术史意义。

1. 2　 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对于学案体文献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探讨成书过程、内容校勘、编纂体例、文献价值

及其渊源与定位等文献学问题,二是论述其中儒学思想史的脉络、学者的学术评价等思想史研究,三
是围绕哲学概念与学术论争展开的哲学阐释[6] 。

对《明儒学案》的讨论以文献学视角居多,主要集中在成书时间、版本、总体评价等几个方面;也
有学者研究该书具体内容,对学派归属进行探讨[7] ;还有关注作者黄宗羲本人的研究。 对《宋元学

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研究方面。 《宋元学案》提供了研究宋元儒学思想史(特别是师承、流
派、评价等)的基本资料、评价标准和思考方式,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包括整体分析、个案分

析、学案表及其师承关系的研究(思想源流) [8] 、思想史构建及地域特色的分析[9-10] 等。 此外,该书先

后经历数十位编者跨越 150 余年方才完成,内容构成复杂、引用材料众多,其文本版本[11-12] 和纂修

者[13]都常为文献学研究所关注。 《清儒学案》虽然被认为是一部标准的学案体专著,并具有学术思

想史的功能[14] ,但由于清代学术以整理、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为特点,不仅学派纷呈,而且名家辈出,
经史子集,包罗宏富,因此,该书在内容、编纂等方面受到质疑在所难免[15] 。 以《清儒学案》作为材料

的研究尚少,多就其编纂成就进行讨论,或对梁启超、钱穆二位先生以《清儒学案》总结一代学术史的

书稿进行对比。
无论是文献学研究、思想史研究,还是哲学阐释研究,学术脉络的梳理和学派划分都是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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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学者个体的精力所限,已有研究鲜有将《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清儒学案》关联起来做长时间

跨度的学术史梳理。 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文本数字化为人文计算准备了条件。 在数字化项目

的支持下,如今人文学者可以通过诸如 Google
 

Books①和 Internet
 

Archive②等门户网站获取大量数字

化文本;中国古代文献的众多数字版本也均可从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 ③中获取。 这种从

“纸上”阅读一本书到浏览许多数字文本的转变是数字人文兴起的基础[16] ,有助于处理大量以文本

为主要类型的历史、文化数据。 如果说数字化是古文献内容直观的转述和再现,那么数据化就是对古

文献语义的深度解析[17] 。 如 Schich 等基于超过 15 万名知名人士的出生和死亡地点,使用复杂网络

理论的工具重建了两千年来知识分子的流动地图,并通过所产生的位置网络特征模式探讨文化和历

史的相关性[18] 。
传统阅读模式下研究者需要通过阅读原文一一梳理相关内容,而在文本数字化的基础上,检索成

为减轻阅读负担的有效手段。 古文献数据化即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进行识别、分类、著录和标引

等,并利用数据库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 在这个意义上,学案体文献的图表、目录、标题、篇章

都在结构化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细化,从而打破篇章的限制,得到人物及其生平信息、学派及其成员

构成以及师承授受的学术关系信息,并通过统计、绘图、分类等方法对学术史的总体特征进行系统性

描绘;甚至可以结合文本量化和词共现的方法,基于词语对文献进行进一步拆解与分析。

2　 研究方法

学案体以儒家学者及其人物关系为楔子,进一步展示历史上各个学派、学者的独特个性,以及一

代学术思想史发展脉络。 本文基于学案体文献的体例特征,聚焦包括儒学流派和师承、家学渊源和交

游等学术关系,由点及面,在对学案体“远读”的基础上,对学术关系进行统计分类,对学术史的总体

特征进行描绘、可视化分析和解读。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从三个层面对学案体文献进行数据分

图 1　 基于学案体文献的儒家学术史可视化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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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在宏观层面上,基于学案体文献整体,通过人物及关系数量描述学术背景;在中观层面上,基于学

案体文献不同篇章,通过学案传承分析对学派源流进行可视化;在微观层面上,结合学案体文献段落

内容与标题,根据“先驱→同辈→后继”这一关系序列构建学术传承网络,发现由人物关系聚集而成

的、打破原有篇章结构(即学派划分)的学术群体,为梳理学术发展脉络提供参照。
可视化分析作为一种使信息易于理解的方法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Moretti 在 2005

年提出“远读”(distant
 

reading)概念[19] ,用计数、画图、绘制地图的方法将海量文本形象化。 有学者

通过综述人文语料的可视化分析方法,总结出六类适用于远读的可视化方法:结构图、热力图、标签

云、地图、时间线和网络图[16] 。 尽管侧重不同,但总体上说,数字人文研究中的可视化方法,使人文语

料以全局图景展现成为可能。 这个图景,在本质上是一个多特征维度、更细知识粒度的目录和

索引[20] 。
社会网络主要依靠复杂网络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对社会网络节点之间的各类关系数据进行定量或

定性分析,从而为构建理论模型和验证命题提供社会化例证,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应用广泛[21] 。 无论

是基于史籍的人物关系网络[22-23] ,还是基于文学作品的角色网络[24-25] ,又或是考查词汇关系的文本

网络[26-27] ,都作为有效的量化与可视化手段,挖掘出了更多文本中隐含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
本文主要通过桑基图和社会网络分析展现基于学案体文献的儒家学术史发展脉络。 桑基图用于

师承关系的可视化,构建各个学案间的传承图,以达到“辨章学术”的目的。 社会网络分析用于对《宋

元学案》和《清儒学案》的儒家群体进行分析,构建宋元时期和清代的学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图,通过凝

聚子群分析和中心性分析来划分学术群体,发现关键人物。

3　 分析与呈现

3. 1　 材料处理

(1)材料特征

本文选取学案体文献中结构清晰的《宋元学案》、严谨完善的《明儒学案》和篇章繁多的《清儒学

案》作为数据来源(见表 1)。 从上述三种学案的目录出发,在手工录入各章节、各段落标题的基础上,
对其中的人物及人物关系进行提取,以进一步分析宋、元、明、清的儒家学术体系。

表 1　 学案类文献文本情况描述(以成书时间为序排列)

学案 卷数 正案数 体例特征

明儒学案 62 卷
17 个学案 ( 包括

1 个诸儒学案)
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他学者总列于诸儒学案。 各学案包括:简述学案

渊源的按语;以人物尊称(如“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为标题的学者小传。

宋元学案 100 卷
84 个学案 ( 包括

19 个诸儒学案)

学案设置同《明儒学案》。 各学案包括:简述学案渊源的按语;展示学术传

承脉络的学案表(见图 2);以人物关系(如“高平讲友”)为一级标题、人物

尊称(如“文昭胡安定先生瑗”)为二级标题的学者小传。

清儒学案 208 卷
175 个学案(包括

1 个诸儒学案)
学案设置同《明儒学案》。 各学案包括内容除未设学案表,其他同《宋元学

案》。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共 62 卷 17 个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史专著。 黄宗羲在广泛收集资

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并在体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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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 [28]15 为依据。 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虽一定程度影响了《明儒学案》所收录

的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的内容和分量,但仍可从其布局中还原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风貌。 《宋元学案》
共 100 卷 84 个学案、2 个党案、2 个学略和 1 个说略。 该书自清代康熙间黄宗羲发凡起例,其子黄百

家承其未竟而续事纂修,直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确定百卷规模,迄于道光中再经王梓材、冯云濠

整理刊行。 《宋元学案》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派门户之见,收录范围较广,且更加注重人物之间的师

承授受关系,在每篇学案之前还附有图表以对其进行展示,较《明儒学案》更具资料汇编性质。 《清儒

学案》共 208 卷,介绍清代学者有上千人之多。 该书编于 20 世纪 30 年代,虽在编纂体例、学术资料的

取舍以及学案的拟定上都存在一些争议,但该书介绍人物之多,收集资料之全,著述学派门类之广都

非前代学案体文献所能比拟,对研究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有着巨大的价值。
(2)人物提取

通过集成《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文本中提及的人物,本文共得到 3
 

876 人的基本信

息,包括姓、名、字、号、籍贯(或出生地)、相关段落等,其中《宋元学案》2
 

506 人,《明儒学案》235 人,
《清儒学案》1

 

135 人。 然而,在时间信息方面,通过学案文献得到朝代信息略显不足,一是因为朝代

之间难免存在重叠,二是许多人物往往经历多个朝代。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BDB) ①,通过限定朝代范围对人物的时间属性进行了补充,包括出生年、死亡年等。
(3)关系提取

学案体文献,特别是《宋元学案》和《清儒学案》,重在体现该学案学派的传承关系,常以“某某门

人”“某某学侣”等作为章节标题,眉目清晰、秩然有序;此外,《宋元学案》在各个学案开篇之前另附学

案表(如“安定学案表”)(见图 2)对学者间的关系进行结构化的展示。

图 2　 学案表部分示例

本文使用正则表达式,基于章节标题和学案表,从《宋元学案》和《清儒学案》中共提取到九种人

物关系、9
 

633 条人物关系实例,其中在《宋元学案》中主要提取到“弟子” “家学” “讲友” “学侣” “同

调”“私淑”六种关系,“续传” “别传” “再传”等数量较少关系归入“其他”,在《清儒学案》中提取到

“弟子”“家学”“私淑”“交游”“从游”五种关系,各人物关系数量分布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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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物关系数量分布(单位:对)

学案 弟子 家学 讲友 学侣 同调 私淑 交游 从游 其他 合计

宋元学案 6
 

253 618 256 147 102 59 145 7
 

580

清儒学案 403 138 46 1
 

429 37 2
 

053

3. 2　 学术背景分析

学案体重在体现学者个人风采,继而揭示“一家一派”,二者相辅相成。 正是因为有了学者间的

师承授受,才形成了诸多学术风格相近的学派;也正是因为有了学派间的辩论争鸣,学术发展获得了

无尽动力而生生不息。 通过不同时段各学案人数分布,得以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进行概览与分析。
《宋元学案》共收录了 2

 

506 位学者,各学案学者数量分布如图 3a 所示。 此外,该书还在每篇学案

之前又列学案表,以梳理该学案所收录学者的学术源流和师承关系,反映出宋元时期与明朝时期学术风

貌的不同:前者学派之间相互争鸣,百花齐放;后者派别较少,部分学派影响广大,师承授受眉目清晰。
《明儒学案》共收录了 235 位学者,有明一代理学中人大体都被包罗其中,实为一部明代理学史。 全

书共有五个部分:师说(著者其师刘宗周评论明代诸儒的语录)、学有授受传承的各学派(上起《崇仁学

案》,下迄《甘泉学案》)、自成一家的诸多学者(《诸儒学案》)、东林学派(专为东林诸公子设立的《东林

学案》)和蕺山学派(对宋明理学做出总结的《蕺山学案》)。 其中,后四个部分为本文处理的内容(各学

案人数分布如图 3b 所示)。 全书所记载的过半学者来自学有传承的各学派。 阳明学为明代理学中坚,
从《姚江学案》至《泰州学案》,篇幅达 26 卷之多,收录阳明学派中人 97 人,占所收录的所有明儒学者的

41%。 其中,不同于其他学案,《泰州学案》收录学者众多,不免与黄宗羲痛惜“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

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28]703,为揭其弊害而列之有关。
《清儒学案》共收录 1

 

135 人,各学案学者数量分布如图 3c 所示,篇章众多,除最后的《诸儒学

案》,各派别人数差异不大。 究其原因,是《清儒学案》不同于《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经学、理学、
史学、诸子百家、天文历算、文字音韵、方舆地志、诗文金石无不囊括,所以学派众多。

图 3　 各学案人数分布

3. 3　 学案传承与派别

正如《宋元学案》最后的校订者王梓材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中指出的:“宋、元儒则自安定、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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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 [29] 宋元时期大的流派就有理学、心学、气
学、象数之学、事功之学等,小的学派则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般林立。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开放实

验室依据案主的师承关系构建了如图 4a 所示的《宋元学案》学派传承图[30] ,体现了宋元时期学术之

繁荣、思想之活跃。

图 4　 学案传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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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黄宗羲为每个学案所撰写的案语,本文对《明儒学案》中各案主的师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得
到明朝学案传承图(见图 4b)。 可以看到,《明儒学案》所记载的明代儒学大体可分为朱子学(理学)
和阳明学(心学)两大流派,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总体来说比较简明。 其中,阳明学的兴盛源自吴

与弼(《崇仁学案》),其后传学于娄谅,而王守仁(《姚江学案》)早年问学于娄谅。 早年师从吴与弼的

陈献章(《白沙学案》)也对阳明学兴起多有启发。 此外,朱子学于北方濡染一方,对河东之学(《河东

学案》)和关学(《三原学案》)影响深远。 阳明学兴盛之后,湛若水及其门人(《甘泉学案》)虽有别于

阳明,但与阳明弟子递相出入。 图 4b 对明儒学术传承予以概览,以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地展示了原文

62 卷中的隐含线索,为研究者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依据。
宋儒论学,最重渊源,门户明了。 然而清代学术支脉繁多,包罗甚广,其特征不同于宋明理学。 本

文用《清儒学案》中各案主的师承关系代替该学案的演化流变,得到清朝学案传承图(见图 4c)。 该

图不同于前述两图,学案虽多却联系较少,与“清代学术弘多,非同道统之有传衍” [31] 的结论相符合。
其中,相比较而言,钱昕的《潜研学案上》、朱筠的《大与二朱学案》和阮元的《仪征学案》对其他学案

有着较大影响,衍生出了其他学案,一方面反映出了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与传统人文研究结

论相符,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乾嘉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学派。

3. 4　 学术师承与网络

《宋元学案》与《清儒学案》中反映出的学术关系虽有所区别,但均体现出“先驱→同辈→后继”

这一关系序列[8] ,且二书通过这一关系序列全面构建了宋元及清儒学史的发展与学术谱系。
(1)宋元时期

图 5　 《宋元学案》学术网络图

通过对《宋元学案》中记录的 2
 

506 位学者的 7
 

580 对学术关系(包括弟子、家学、讲友、学侣、同
调、私淑)进行去重与可视化,得到了如图 5a 所示的网络图,平均每位学者有六对学术关系。 通过该

图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学术关系具有明显的聚集趋势,位于中间核心区域的学者不仅彼此之间紧密

相连,且其影响力巨大;而位于外围的学者则脱离了这个核心区域,并只与其他人形成极少的学术关

系,影响力较弱。 为更进一步呈现“中心圈”的学者关系,本文对网络进行筛选,仅保留至少与其他三

人具有学术关系的学者,并加以进一步考察。 如图 5b 所示,筛选后得到 570 位学者,他们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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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9 对学术关系,且筛选后的网络模块化(凝聚子群聚类)系数由 0. 55 降低为 0. 37,进一步验证了

“中心圈”内学者的高影响力与紧密联系程度。 此外,该图直观凸显了程颐、杨时、胡安国、刘安世、朱
熹、司马光等的影响力。 不同的凝聚子群也为学术共同体的划分提供了参照依据,如图 5b 中胡瑗、周
敦颐与陆九渊、杨简分作两派等,有别于常见的学派划分。

此外,本文通过合并“先驱”与“后继”类关系,将师承线索进行整合,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追溯学

者的师承关系、身份及学术渊源,同时也结合该学者所拥有的关系条目数量及其在学术师承网络中所

处的位置对其学术影响予以分析。 本文对至少与其他两人具有传承关系(弟子、家学、私淑)的学者进

行筛选,得到了 998 位学者,他们之间存在 5
 

692 对传承关系(见图 6a),可以看出《宋元学案》中记载的

学术关系多为传承关系。 以出连通量最大的程颐为例(入连通量代表前辈数量,出连通量代表后辈数

量),通过图 6b 的热力图,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影响力较大的几位学者均与程颐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图 6　 《宋元学案》传承网络图

图 7　 《清儒学案》学术网络图

(2)清代

通过对《清儒学案》中记录的 1
 

135 位学者的 2
 

053 对学术关系(包括弟子、家学、私淑、交游、从
游)进行去重与可视化,得到如图 7a 所示的网络图,平均每位学者有三对学术关系。 不同于宋元时

期,清朝的学术网络密度更低,即网络更为松散,且没有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学者,但其模块化程度更高

(模块化系数为 0. 72),呈现出多个较为独立的“小圈子”。 通过对网络进行筛选,保留至少与其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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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学术关系的人物后,得到如图 7b 所示的网络图。 在图 7b 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仅保留至少

具有两对传承关系(弟子、家学、私淑)的学者,得到了如图 7c 所示的有向网络图。 通过凝聚子群聚

类可以发现,绿色标识的黄式三等和灰色标识的曾国藩等,与其他学者的关系较远,印证了晚清学术

之变。
通过学术关系网络图,将不同篇章中的人物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展示,既直观地体现出了学术交往

的联系,又可依据学术上的师承授受将学者进行分类,为学术史研究提供有据可依的线索。

4　 结语

本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分析方法,对学案体文献进行分解,并基于书目、篇章与内容的

整理与分析,通过跨篇章的知识单元(包括人物与关系)组织和跨朝代的文本结构可视分析,呈现宋、
元、明、清四朝儒家学术传承的特征,展现了数字方法对学术史研究的价值。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

学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 随着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文献学研究范围

得到了扩展[32] ,涉及文献的产生、演变以及与学术史之间的相互影响。 学案体著作以人物为中心组

织传记与学术材料,从而形成“学案”,这种组织方式使得整体学术脉络散见在各个章节中。 本文应

用社会网络分析对学案体文本中所蕴藏的人物关系和学术脉络予以挖掘和重构,用可视化来生动呈

现不同学案之间的联系,实现跨文本的连接和分析。
本文对宋、元、明、清四朝儒家学术特征的总结建立在对学案文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 折线图、桑

基图等可视工具直观、简洁地呈现了四朝近九百年间中国传统儒家的学术传承与变迁,一方面为专家

学者提供了便利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为大众了解儒学史提供了直观的认知途径。 本文所得结论与

已有研究的主流观点相符,表明数字人文方法具有可用性和可靠性。 当然,统计结果和可视化呈现无

法避免学案文献本身的内容偏差,也无法避免学案编纂者的主观判断。 因此,要了解传统儒家学术的

完整面貌仍然需要人文学者的深度解读。
本文基于人物关系建立学术师承与关系网络,可以为传统人文研究挖掘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考

方向。 以《宋元学案》学术和传承网络图(图 5、图 6)为例,该可视化一方面展现出传统学术师承的内

容,如陆九渊以及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舒璘、袁燮、沈焕)均聚为一类,另一方面也能发现一些与传统

学术传承不同的现象。 例如,图 5 所示由绿色标记的包含节点最多的一类中,主要包括了道南学派

(以程颐、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为代表),但同时也将司马光纳入其中,说明司马光的学问

志趣虽与二程不同,但在学术师承与学术交往上却与道南学派有着丰富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 胡安国所在的节点连通量较大,其对于道南学派的重要性也值得进一步挖掘。 此外,无论是图 5
还是图 6,都能够看出刘安世、谯定、刘勉之在学术师承上似乎很重要,但现有相关研究中多认为他们

在传统学术史上并不重要,此类古籍原文与普遍认知的矛盾也可以深入探析。 以上这些都是采用数

字人文方法从《宋元学案》学术和传承网络图中提出的新问题或新的思考方向。
在数字信息环境下,数字人文方法可以丰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工具、增强其研究深度。 数字方法

使得长时间跨度上的学术史研究成为可能,提升了文史学者的研究效率、拓宽了研究广度。 本文所提

出的面向学术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不仅受限于学案体类文献。 在未来的研究中,笔者也会在其他体例

的文本中对其予以验证和进一步扩充。 中国古代和近代学者在探索学术史撰述体裁方面做出了不懈

努力,所积累的古典文献和历史语料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 在文本数字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图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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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科的优势,应用文本分析、网络分析、可视分析等数字方法,综合学案体、编年体、目录体等学术史

材料的体例特征,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更强大的工具,是未来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致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点合作项目“中国儒家学术史知识图谱构建研究”(项目

编号:720101070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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