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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

刘　 炜　 叶　 鹰

摘　 要　 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正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和跨

界融合现象，被称为数字人文的方法共同体。 该共同体由一整套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所支撑，正在影响形成中的

数字人文的理论结构。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

ＶＲ ／ ＡＲ 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理论结构涉及结构化或再造人文、数据化或计算人文、可视化或形象人文、拟实化

或增强人文、智慧化或扩展人文，应用覆盖资源富集、知识重构、场景重建、增强艺术等。 目前，在宏观层面对数字

人文整体方法论和理论结构的研究还不多见，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数字人文的整体性发展，并促进跨领域

的研究，从而增进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图 １。 表 ２。 参考文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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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数字人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ＤＨ），源于人

文计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是在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支撑下开

展人文研究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在新兴技术发展的强劲支撑

下，人文研究的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人文

资料的数字化及其网络分享，人文知识的获取、
分析、集成和展示所形成的数字化场景，彻底改

变了人文学者进行人文资料组织、标引、检索和

利用的习惯，以全新格局接续人文研究，并维持

一致性和高效性。 海量数据，甚至是数据全集

或“ 完全数据” （ 指 ｆｕｌｌ ｄａｔａ 而不是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ａｔａ）的采用，给人文研究一个从未有过的广阔

视野；各类分析挖掘工具的普遍化和低门槛化，
使人文研究从过去以资源占有为决定性因素，
转变为如今以提出问题的想象力为驱动的“第

四范式” ［１］ 。 数字人文正在给人文学术带来颠

覆性变化和影响，当前，数字人文研究人员大多

同意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ｕｓａ 的论点［２］ ，即计算学科的主要

作用并不是加速人文学科的进步，而是为人文

学科领域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研究

方法，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重构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学科领域的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将

技术融合进学术研究，例如文本分析、地理信息

系统（ＧＩＳ）、互动游戏和多媒体等在哲学、史学、
文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应用。 作为一

个典型的文理交叉领域，数字人文研究人员既

有传统人文领域研究者，也有计算机技术和多

媒体技术学者，还有从事数据清洗、处理、建模、
分析、看护和保存的数据专家。 在这三类人员

的协作下，诸如数字仓储、内容分析、文本挖掘、

多媒体出版、数字图书馆、信息可视化、虚拟现

实、地理信息系统甚至机器学习等多种信息技

术已在人文领域得到应用，这也给图书馆服务

和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增强”时机。 随着

原生数字（ Ｂｏｒ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人文资源的增加，现代

人文学科正像自然科学领域业已发生的那样，
快速地向可计算化方向发展，变成数据驱动型

研究，在此过程中，诸如网络民族志、网络文化、
虚拟社会等主题正在成为新的人文研究课题，
进而不断地丰富或改写数字人文本身的定义，
因此确立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和理论结构非常

必要和重要。

１　 数字人文发展概述

早期的人文计算发端于文学和语言学领

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人文计算作为一个独

立的交叉学科逐渐成形。 ９０ 年代后期，人文学

者开始越来越频繁和深入地使用各种新型的数

字技术处理人文资料，并进行人文知识生产，如
创作电子文本、扫描古籍图书、使用虚拟技术复

原古建筑模型和历史上的都市，开发和建设各

种在线的音视频数据库等。 人文知识的可计算

性快速从文学及语言学领域向历史、音乐、艺术

等多个领域扩展。 在这一进程中，原生数字资

源越来越多，如数字地图、计算机图像、在线网

页、虚拟人物等，它们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人文

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对数字人文的定义及发展

产生了深刻影响。 １９９９ 年，Ｗｉｌｌａｒｄ ＭｃＣａｒｔｙ 讨论

了人文计算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

系［３］ ，以及如何在制度和学术层面来为人文计

算活动提供切实的保障和支撑。 从当今专门著

作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已经相当

清晰［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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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数字人文研究联盟也已出现，欧美

发达国家在很多大学内建立了跨学科的数字人

文研究中心，各种数字人文主题会议在全球频

繁召开［５］ 。 其中，较为知名的研究中心如美国

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辅助人文研究中心和斯坦

福人文实验室、ＭＩＴ 的 Ｈｙ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的人

文技术研究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人文计算

研究中心、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京都数字文艺研

究中心等；成立了计算与人文联合会（ Ｔｈ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Ｈ）、欧
洲数字人文协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ＥＡＤＨ）、加拿大数字人文协会（ Ｃａ⁃
ｎａｄ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ＡＤＨ）、
日本 数 字 人 文 协 会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ＪＡＤＨ）等，并联合组建了国际

数字人文组织联盟（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ＨＯ）。 目前，该联盟每

年召开一次数字人文大会并编辑出版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等专业期刊。

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中

国数字人文研究的持续进步，继 ２０１１ 年国内第

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户武汉大学后，２０１４
年“数字人文与语义技术”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

召开，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北京大学主办了首届“数字人

文论坛” ［６］ 。 近年，除引介剖析西方及国内的数

字人文研究外［７－１０］ ，自主创新研究也正在兴起，
诸如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１１］ 、中国历史地理数

据应用［１２］ 等， 并扩展至整个数字人文研究

领域［１３－１５］ 。

２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

由于支持数字人文的技术一直处于不断变

化完善过程中且新技术不断涌现，数字人文的

方法论基础尚未稳定，典型特征还不明显，应用

领域也未形成相对成熟的范式，学术共同体内

也缺乏共识。

整体而言，数字人文的方法学基础主要是

映射和模拟。 映射是指将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和历史材料经过数字化之后在虚拟世界里建立

起一套相对应的系统；模拟是指新系统是对学

科领域真实场景的仿真。 仅仅将文献数字化是

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与真实世界相一致的概

念抽象和逻辑框架，当然仿真的程度可以因问

题和目标的不同而不同。 这其实就是“基于数

据的研究”。
美国著名数字人文专家约翰·安斯沃斯

（Ｊｏｈｎ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提出数字人文活动具有的特性

可以用七个“学术原语（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来

概括［１６］ ，分别是“发现（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注释（Ａｎｎｏ⁃
ｔａｔｉｎｇ）、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参考（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抽样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说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和表示（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ｉｎｇ）”，可以理解成数字人文常用的七种基本方

法。 该理论后来被欧洲学者 Ｔｏｂｉａｓ Ｂｌａｎｋｅ 和

Ｓｈｅｉｌ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规范为五个基本原语［１７－１８］ ：发
现（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收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比较（ 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发布（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和协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以
及多个“二级原语”。 这种归纳其实是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ＭｃＣａｒｔｙ 和 Ｈａｒｏｌｄ Ｓｈｏｒｔ 于 ２００２ 年总结的数字人

文研究“方法共同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的抽象化和理论化［１９］ 。

将这些抽象活动与数字人文研究的生命周

期过程结合起来，可以清晰地了解在数字人文

研究的不同阶段，信息技术在各类活动中是如

何起作用的（参见图 １ 和表 １）。 由此可以进一

步明确，信息技术平台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

础设施，一方面提供所有数字人文研究所需的

素材、工具和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数

字人文在宏观上的整合和一体化现象，而在内

部形成问题跨界、学科融合和工具共通的领域

特征。

２．１　 数字化技术：构造数字人文的资源基础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机构以及

大学科研机构开始进行人文资料的数字化和

网络化，建立了大量的人文主题网站、专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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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人文技术方法体系构成的方法共同体

表 １　 数字人文技术体系的组成

技术类型 具体技术组成（不限于） 实现功能（学术原语）

数字化技术 扫描，拍摄，采样，捕捉，图形设计，３Ｄ 建模等技术
收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发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数据管理技术
文本编码，语义描述，本体建模，数据库设计，多媒体搜索，语义

搜索，数据看护，名称实体提取（ＮＥＲ），ＡＰＩ 数据服务等技术

收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发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协作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数据分析技术
文本分析（词频、共现、关联、向量、概率），聚类分类，主题分析，

内容挖掘，时序分析，地理空间分析，社会关系分析等技术
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可视化技术 信息美学，知识地图，主题图，关联呈现，场景模拟，历史仿真等
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发布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ＶＲ ／ ＡＲ 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脑机界面，认知技术，互动测量，游戏化学习，计

算机竞技等

发布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协作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机器学习技术
自动分类，图像视频音频识别和分析，个性化服务，精准推送，深

度学习，超级计算，机器绘画，机器作诗等

发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协作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库，并向大众开放。 同时，大量的原生数字资源

也被纳入这些人类记忆机构的馆藏，作为应对

数字化时代挑战的基本策略。 例如，许多国家

图书馆都有规模不等的万维网存档项目（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推特公司每年都把它的完整记录交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还有一些非营利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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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有计划地从事互联网存

档。 这些工作不仅丰富了数字图书馆的内容，
也加快了人文学者间的知识共享以及人文知识

的大众化普及。 支撑数字人文研究是数字图书

馆建设重要的目标之一，这也构成了图书馆学

关注数字人文的重要原由。 在应用驱动下，人
文知识的网络数据库正在发展。

２．２　 数据管理技术：构造数字人文服务系统

数字化只是实现传统数字人文素材向数字

世界的映射，能够被计算机所存储、处理和展

示，仅仅转换了一种存在方式而已。 要充分发

挥数字媒体的作用，还必须进行“数据化”，即按

照知识单元的方式来组织领域知识，从而能够

构造一个模拟领域应用的知识环境。 要做到这

一步，通常的“文本化”也是不够的，虽然文本化

能够支持基于字符匹配的全文检索，但字符串

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据，必须把子串所表达

的人名、事物名、时间、地点等析取出来，赋予独

立的标识符（正像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认

为的那样，没有名称的事物是无法独立存在

的）。 近年来数据科学发展迅猛，已形成一整套

数据管理方法论体系，其中本体技术、语义万维

网相关技术（如关联数据）等是专门针对知识单

元（语义单位）提供解决方案的技术，在数字人

文领域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应用。

２．３　 数据分析技术：构造数字人文应用平台

科研工作除了必须有原始素材之外，还必

须有一系列科学方法。 基于数据的研究之所以

成为一种新型的科研“范式”，主要原因在于其

已形成了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基于数据的研

究方法体系。 通常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有文本

分析（包括词频分析、共现分析、关联关系分析

等）、内容（主题）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社
会关系分析等，例如数字文学研究就通常要用

到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社会关系分析及可视化

等，而数字史学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之外，还
经常用到时空分析、实体关系分析以及有关历

史人物的社会关系分析等。 一个好的数字人文

应用平台除了提供海量和规范的数字化信息和

数据之外，还应该提供大量的软件应用和统计

分析工具等。

２．４　 可视化技术：构造数字人文的直观形象

可视化（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手段也是数字人文平

台应该提供的重要服务内容。 可视化是利用计

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

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

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可视化技术的直观操控

和实时交互为数据表示、数据处理、决策分析等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技术。 对于数字人文研究

而言，可视化技术能够让复杂庞大的数据形象

地展示出来，直观明显地呈现结果。 此外，正飞

速发展的 ＶＲ ／ ＡＲ 技术也需要图形图像可视化

技术支撑。

２．５　 ＶＲ ／ ＡＲ 技术：构造数字人文的交互环境

虚拟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 和增强现实

（Ａｕｇｅ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技术，也称灵境技术或

人工环境，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三维空间的虚

拟世界，通过用户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实时、
直接观察或操控虚拟空间中的事物，能让用户

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ＶＲ ／ ＡＲ 技术集成了计算

机图形、计算机仿真、人工智能、传感、显示及网

络并行处理等技术，是数字人文技术中的高新

技术。 ＶＲ 和 ＡＲ 的结合被称为 ＭＲ（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
ｉｔｙ），其最大的可能应用是给数字人文以超越时

空的“场景再现”能力，例如在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辅助下，历史学家可以借助穿戴设备，“穿越

到”一定的历史场景中，与“古人”进行随心所欲

的对话和交流。

２．６　 机器学习技术：构造智能系统实现智慧

服务

　 　 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让机器学会做人的工

作，而机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目的是让

机器学会编程后自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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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复杂的任务。 机器学习意味着计算机掌握的

知识将会远多于人。 前不久，以阿尔法狗为代

表的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在下围棋方面取得突破

性进展，预示着计算机的认知对人类而言是一

个黑箱，这将成为常态，而我们人类只需通过输

入输出来控制其算法的改进，使其作为一个“超

级大脑”，更好地继续为人类服务。 目前机器学

习在诸多领域执行专门任务已超越了人类的能

力，有望大规模取代人的工作，例如金融分析

师、法律文员、汽车驾驶员等。 对于数字人文来

说，机器学习能够大规模代替人工，进行资料的

分类、组织、图像语音识别、名称识别、模式识

别、关系发现、跨媒体检索、知识搜索等等，过去

我们梦寐以求的自动标引已经基本不成问题。
机器学习还能在智能化服务方面发挥独特优

势，使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
更加精准。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几乎

所有方面，也将影响到数字人文的研究。
在上述技术支持下建立的数字人文平台能

够对同样的素材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进行研

究，各类研究过程和成果又能反过来丰富数字

人文平台的数据资料和服务性能，使数字人文

系统自身也处在一个不断递归和发展完善的过

程中。 这正是数字人文技术体系展现出的

力量。

３　 数字人文的理论结构

数字人文自诞生以来已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也争论不断，由于其从方法论角度颠覆了许

多学科固有的基本问题和领域边界，且涉及几

乎所有学科，现有的科学学、科学哲学或社会科

学哲学等相关理论很难给予恰当的解释，亟需

进行理论创新。 欧美学者对此虽然已经进行了

大量研究，也有数本专著发表，如《数字人文指

南》 ［５］ 、《数字人文新指南》 ［２０］ 、 《 数字人文论

辩》 ［２１］ 等，但该领域还远未定型［２２］ 。 伴随技术

体系发展进步，数字人文理论必将在发展中逐

步确立和完善。 以上述数字人文技术体系为依

托，数字人文呈现出数据技术支持下的结构化、
可视技术支持下的可视化、ＶＲ ／ ＡＲ 技术支持下

的拟实化、机器学习技术等支持下的智慧化趋

向，预计会逐步形成其理论结构。

３．１　 结构化或再造人文

语言文字是人文表达的基础，数字人文对

人文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增进数字（电子）文本的

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上。 为此，计算与人文联

合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等已于 １９８７ 年成立文本编码组（ Ｔｅｘｔ Ｅｎｃｏ⁃
ｄ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ＥＩ），并发布了多个文本编码标

准。 这些标准主要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
目的是便于机器编码和识别，提高数字文本的

传播、分析和教学效率。 目前，ＴＥＩ 主要由英国

牛津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等

机构资助，其标准得到数字人文学者的广泛支

持，已成为数字人文领域最基本的文本编码标

准。 这些标准的实施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文本挖

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旦语言文字得到数字文本和结构化数据

标准的支持，其“可计算性”得到释放，或将在很

大程度上使“再造人文”成为现实。

３．２　 可视化或形象人文

可视化技术促成了直观人文研究成果，使
人文研究可获得直观形象支持，从而实现对人

文学术的视觉直感，由此产生的形象人文体现

并表达了人文学术的进步。
这一成就首先在博物学、历史学等领域获

得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对历史文物和历史事件进行静态和动态

的可视化展示研究，如中国开发的“虚拟故宫”
和日本开发的“虚拟京都”皆已上线。 美国加州

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空间综合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ＣＳＩＳＳ）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ＵＣＬ） 的高级

空间分析中心（ＣＡＳＡ）集聚了地理信息系统、地
理学、经济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

专家，集中研究社会经济系统在时空演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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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以及相应的对策方案，可望系统地推

进形象人文。

３．３　 拟实化或增强人文

以虚拟现实（ ＶＲ）、增强现实（ ＡＲ） 等人工

智能技术作为方法对人文进行拟实处理，使之

具有超文本性和交互性，形成增强人文，其中尤

以增强艺术最具魅力。
利用计算机视频捕捉并以运动分析技术进

行人体运动轨迹的建模本身即是技术前沿。 该

技术可以构建人体运动模型，进而为制作虚拟

人物提供数据基础，因而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影

制作以及虚拟场景和虚拟人物制作。 用此技术

构建的虚拟人物可以达到与真实人物几乎完全

一样的运动姿态，这为传统舞蹈、戏剧、电影等

在虚拟现实场景中的再现提供了技术支持。

３．４　 智慧化或拓展人文

智慧化通常有两方面的含义：内容的智慧

化和服务的智慧化。 内容的智慧化有赖于对数

据进行结构化编码，提供知识的基本结构单元，
通过知识本体的构建和关联关系的计算而模拟

人脑的认知过程进行前端“机器学习”，而在后

端达成一定的“智慧”；服务的智慧化通常是指

对固有研究过程和分析模式的模拟，当找到背

后的规律之后，能够使得多学科的同类问题迎

刃而解（将来提出适当的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

更为困难）。 目前大量的数字人文研究最困难

的部分基本都是充当数据苦力，辛苦取得一些

可视化结果就能够让人“哇 ～ ！”，但未来三五年

之后再来考察，目前的大多数成果基本上都是

“小儿科”。 可以想见，当未来的人文学者在从

事研究的时候，时刻都有一个掌握了所有数据

（或某一领域的完整数据），并了解所有研究方

法的机器人助手服务在侧，取得让人眼睛一亮

的成果的唯一障碍只能是想象力了：能够提出

多大意义的问题，就能够取得多大意义的成果。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人文研究的领地！ 我们

目前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构建这样的基础

设施。
智慧应该使人文更强大而不是相反。 人文

学科在本质上有一种“来自于人性，服务于人

性”的特殊性，不像纯粹的自然科学大多是客观

规律总结，人文学科的宗旨是服务于人类的福

祉，因此它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社区功

能的营建以及真善美的达成。 在机器横行的将

来，数字人文将是我们得以立足的根，培育我们

在可能与机器产生冲突时具有的终极智慧。

４　 应用展现

在上述技术及理论框架下，数字人文已呈

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和特点，表 ２ 通过不同领域

的有趣案例，展示了数字人文研究在数据采用

和方法技术方面的做法，以及它们如何为研究

目的服务。 这些案例可能还比较肤浅和初步，
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数字人文作为一个学科领

域，信息技术应用的许多相通的地方，可为当前

和将来构建统一的平台和基础设施提供参考。
特别地，数字化和数据化导致的结构化与

可视化、拟实化结合将共同驱动数字人文在以

下应用上充分地展现。

４．１　 资源富集

数字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类富集数字资源的

实体，可为数字人文提供资源基础。 正因为如

此，所以数字人文的兴起受到图书馆学界的广

泛关注和积极策应。 然而，数字人文对数字资

源的要求还会向深度延展，比如深入到语言文

字内容。 因此，资源富集在数字人文中将是重

要的基础应用。 例如，各类语料库是支撑计算

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源，目前

发展极为迅速，很多研究机构业已建立面向各

个领域的大型语言语料库，这正从根本上改变

着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范式。

４．２　 知识重构

数千年文明积累已为人类带来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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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数字人文研究常用方法技术案例

领域 案例举例 目的 数据 方法 ／ 技术

语 言 ／ 文 学

研究
唐诗研究①

用词习惯、人生轨

迹、排行榜

唐诗、作者（生卒、籍贯、

关系）、论文、编年信息

词频统计、地理关联、主题

分析

社 会 学 ／ 关

系研究

唐朝 诗 人 关 系

研究②

发现唐朝诗人之

间的关系

人物 库 （ 别 名 ）、 诗 歌

文本

引用关系分析、名称实体

识别

历史研究
苏东坡的“流浪

地图”③

绘制苏东坡一生

创作活动时空图

生平、 地名、 作品年代、

数字地图、数据转换
时空可视化、地理信息平台

语 言 ／ 文 学

研究

当我们读唐诗时

我们在读什么

文学作品（ 唐诗）

分析
唐诗文本

语言分析、内容分析、关联

分析

文 学 ／ 艺 术

研究

１ 分钟内复习天

龙八部

文学作品（ 小说）

分析
天龙八部整部小说

时空分析、内容分析、地图

服务、社会关系 ／ 活动分析

知识，对知识的保存、组织、检索、利用和重复利

用已形成专门化和专业化领域。 而今数字人文

的蓬勃兴起和广泛延展，将提供重构知识的技

能和机遇，进一步激活并再生人类知识，犹如飞

行时代的再次地理大发现：在人类不会飞行的

时代，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家们曾凭借航海

技术环球航行发现新知。 而今人类不仅能借助

飞机翱翔蓝天，而且能在数字人文技术支持下

回顾知识，展翅蓝天能让人类获得与从地平面

和海平面看世界不同的视野，数字人文技术再

让这种视野如虎添翼，知识重构必将在其中发

生，而重构的知识将会启迪文明进步。

４．３　 场景重建

利用虚拟技术进行场景重建也是数字人文

的重要应用，例如，虚拟的遗址场景可以给观众

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进而提升考古发现的吸

引力。 因此，数字人文正在深刻改变着考古学

的面貌。 又如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利用甲骨文

信息管理系统，研究者将甲骨文词汇类聚，可以

根据断代、祭祀、军事、战争、职官、尤其是地名，
调阅有关资料，这给甲骨文学术研究带来很大

的便利，把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查阅工作中解放

出来，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效率。
此外，除了利用数码扫描仪对古籍和文物

进行二维或三维扫描外，考古学者还可利用数

字人文技术进行三维虚拟遗址绘图、文物虚拟

复原、色彩还原等工作；艺术学者则可利用类似

技术进行艺术设计乃至星空艺术想象。

４．４　 增强艺术

通过应用 ＶＲ ／ ＡＲ 技术，艺术家们在人机交

互环境中进行构思和创作，犹如身在自由的灵

幻时空中或在梦境中创造，这赋予艺术过程以

新的含义，此即增强艺术。
增强艺术吸引艺术家的特别之处在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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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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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思维与科技工具的密切交融和深层渗透，产
生了全新的认知体验，进而可能创作出史无前

例的艺术作品。
与传统平面新媒体或多媒体艺术相比，增强

艺术在交互性和扩展人机对话方面优势明显而

独特。 正是通过以新型人机对话为基础的交互

性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们可以借助软硬件的流

畅组合来促进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将
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结合在一起，实现参与和操

控的有机结合，甚至模拟进入作品内部去观察和

操纵作品，因此赋予增强艺术强大的生命力。
而这些应用只是数字人文已实现的部分，

尚未实现的理想如大海般深广，有待来人继续

去发现。

５　 小结与建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数字人文研究兴起以

来，人文学者利用数字技术对人文资料进行处

理和存储的例子已屡见不鲜。 史学、文学、语言

学、艺术学、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都已相继展

开各类数字人文研究项目，人文学者与技术学

者的跨界合作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从

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文发展历史来看，数据

化、公众科学和智慧化是三个明显的趋势，因而

数字人文的建设应该关注三个方面：①建设和

开发一批人文数据资源库和基础性应用软件，
从数字化到数据化，构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

设施；②发展通用研究方法来理解和分析新的

数据集合，使研究过程和方法平台化，支持公众

科学和开放存取的新研究模式；③大力开展新

型的基于数据的研究，以机器学习带动智慧服

务，创新人文学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各类

保障平台逐步完善，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条件

已经具备。 为加快我国人文学术创新，建议国

家重视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从以下三方面

推动数字人文研究：
（１）设立一批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中心。

建议鼓励各高校跨院系成立以传统人文学科为

核心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实现文理学科之间

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同时创新管理机制，以
利于开展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

（２）鼓励我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数字人文

项目、联盟和会议。 建议与国外学者共建数字

人文项目，在技术层面通过国际化促进我国数

字人文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持续进步。
（３）加强人才培养和深度科研。 建议有基

础的一流大学结合教学与科研创建人才培养项

目和深度科研项目并融通，必要时可设立数字

人文硕士点甚或博士点。
综上所述，数字人文研究正在兴起，在技术

方法的强劲支持和推动下，数字化、数据化、可
视化、结构化、智慧化交融，正在生发日新月异

的变化，值得及时关注和及早布局，以参与和促

进数字人文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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