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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一门计算机技术

与社会人文研究相结合的新兴学科[1]。21世纪以来，

随着数据管理、机器学习、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虚

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和工具的不断创新，数字人文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与日俱进，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人文学科[2]，从人文研究过程中的

一种技术支持服务发展成为具有理论支撑和专业实

践的新兴领域[3]，不仅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工作思维方

式进行创新，也为信息资源整合、传播、开发、利用等

探索的深入开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指导[4]。

日记以日期为序排列，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记

录者关于人物、事件及事物、历史背景、回忆片段、情

感表达与内心活动等最真实的反应[5]。近代中国历

经政权颠覆、社会突变。在这样一个思想爆炸的特

殊时期，名人日记留存基数较以往历史时期数量庞

大[6]，得以流传并完整保存的日记数量可观、内容丰

富，为文学、历史、考古、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

育、医学、景观等多个畛域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本研究选择民国时期著名人物谭延闿的日记文

数字人文视角下《谭延闿日记》

人物关系挖掘及可视化研究
宋雪雁 钟文敏

【摘 要】【目的/意义】基于数字人文理论与方法，挖掘《谭延闿日记》中蕴含的人物关系，形成能够呈现

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的可视化图谱，将非结构化的日记文本以更加清晰直观的方式进行展示，并力图在此过程

中发现和提炼有用的知识。【方法/过程】以1923-1926年的《谭延闿日记》内容为研究对象，抽取具有同现关系

的人物实体要素，运用Gephi数据可视化软件构建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图谱，并通过量化统计、社会网络分

析等方法对网络拓扑特征、人物中心性特征以及基于模块化和 k-core的人物群体特征等问题进行分析与讨

论。【结果/结论】以人物关系挖掘为切入点，发现和提炼《谭延闿日记》中蕴含的知识，展现了数字人文视阈下

细粒度开发名人日记资源的可行性。【创新/局限】构建了《谭延闿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从不同角度对其进

行分析与可视化呈现，并结合相关历史研究进行对比验证，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展现对日记文本内容的挖掘过

程与结果，为其他历史档案资源的开发提供参考。但是所抽取数据为局部时间段数据，仅能展现局部时间段

的特定人物关系，更多、更丰富人物关系的挖掘与呈现还需更长时段的数据与更多相关资料的充实。

【关 键 词】数字人文；名人日记；《谭延闿日记》；档案内容挖掘；历史档案；档案资源开发

【作者简介】宋雪雁(1980- )，女，黑龙江安达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服务、数字人文、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钟文敏(1996- )，女，辽宁大连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人文与档案资源开发

研究(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情报科学》（长春）,2022.6.25～3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人文视角下历史档案资源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研究”(19BTQ102)。

··13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9 图书馆学情报学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本作为研究对象，从《谭延闿日记》中提取出具有同

现关系的人物作为原始数据，运用数字人文理论与

相关技术和方法，从非结构化文本中挖掘日记内容

所蕴含的人物关系并进行可视化呈现，以此探索名

人日记资源细粒度开发的价值和可行性。

2 文献回顾

当前，数字人文领域的人物关系挖掘与可视化

研究已初具规模，主要围绕计量分析、网络科学、语

义描述和知识图谱等方面展开。在计量分析方面，

李斌等[7]采用实体同现的量化统计方法对《左传》文

本中的“广交”“密交”人物进行呈现。在网络科学方

面，严承希等[8]借助符号分析理论标引宋代人物的政

治关系与交互强度，并采用k-core、时序比较与趋势

分析等方法研究宋代党争政治格局；潘俊[9]从网络拓

扑特征、群体特征等方面对明代进士群体的社会网

络进行研究；Moretti[10]则将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应用于

莎士比亚角色霍雷肖的人物关系网络建立。在语义

描述方面，贾君枝等[11]以Wikidata知识库中的“民国

四大家族”中的核心人物为例，运用因果链求解算法

与罗马亲等计算法构建人物间亲属关系的知识表达

模型；李惠等 [12]提出并以曾国藩个人书信集为核心

验证书信体文献的社交网络模型；Jong-kyu SEO等[13]

基于图论概念从情节的重要性出发对小说人物进行

分类，提出能够揭示小说深层结构的社会网络识别

模型。在知识图谱方面，杨海慈 [14]在构建学术师承

和亲属关系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开发宋代学术语义网

络平台，以展示知识架构和数据内容。陈涛等 [15]以

CBDBLD平台中的师生关系和李清照的社会关系为

例，阐述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并提出知识推理规

则。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数字人文领域的人物

关系挖掘在计量分析方面的研究中，将非结构化的

资源信息进行提取、统计，从而达到规律化呈现；在

网络科学方面的研究中，通过人物中心性、关系权

重、人物群体和时序比较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挖掘

人物关系及演化规律；在语义描述方面的研究中，对

人物间的互联关系建立模型；在知识图谱方面的研

究中，以视觉符号形式清晰直观展示信息资源中的

人物关系内涵。

近代名人日记的记录者一般为历史上比较重要

的政治人物、文人志士等，日记内容既包含日常的生

活琐事，也不乏对时局背景的描述 [16]。现阶段国内

外学者对名人日记的研究分布于历史、政治、文化等

诸多领域。其中，韩宁平 [17]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

县为例，研究民国初年乡绅与政权的双轨共治。蒋

海怒[18]从《忘山庐日记》中发掘该时期士人在政治文

化思潮下与佛教思想的交涉，以及儒学内在调整过

程中的儒佛关系。王兴[19]根据《夏鼐日记》补充考古

学界对陈垣的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等方面的了解。

胡正刚[20]从《滇游日记》中挖掘徐霞客巍山之行中对

澜沧江水系、红河源等地理要素的考察与对滇西交

通管理、社会变迁的认知。在数字人文领域，宋雪雁

等[21]对《王世杰日记》进行内容挖掘，形成人物关系、

地域热点与情感倾向等可视化图谱，为名人日记资

源探索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内容分析和知识发现方

法。目前关于《谭延闿日记》的内容挖掘研究集中于

历史领域。其中，贺永田 [22]围绕谭延闿三次督湘期

间的政治活动研究其政治主张及湖南地区的政局变

迁。刘建强团队分别进行了谭延闿与宁汉合流、南

京国民政府改组等关联的探讨 [23]；谭延闿政治态度

逐渐转变的过程梳理 [24]；谭延闿与孙中山 [25]、鲍罗

廷[26]、汪精卫[27]等人的关系论述以及谭延闿与章太炎

的地方自治思想比较 [28]等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

对谭延闿的社会关系研究缺乏整体社会网络的分析

与呈现，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其与某一人物

的关系变化过程上。因此，本研究将以《谭延闿日

记》中的人物及同现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相关数

字技术对该时期围绕谭延闿出现的人物间关系进行

规律探究与可视化展示。

3 数据来源及数据清洗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中国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开发的近代

史数位库 (MHDB，Modern History Databases) [29]中的

“近代春秋 TIS(Timelines Information System)资讯系

统”[30]采集资料数据，以该系统完整收录并提供原始

影像图片和数字化文本的《谭延闿日记》数字资源作

为研究对象，确保了数据的原始性、真实性与可靠

性。日记横跨 1895年至 1930年，历时 22载，共计

6964篇，约 250万字，内容囊括诗词、戏曲、古玩、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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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谭延闿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

帖、游记、食谱、药方等众多领域。

本研究主要选取其中 1923-1926年的全部日记

原文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1461篇，约 29万字。这一

时期的日记内容收录完整、详尽，包含了谭延闿正式

追随孙文南下并在其逝世后继续执行其既定政策，

直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前的全部过程。

3.2 数据清洗

从日记文本中准确抽取有利用价值的实体要素

数据是实现后续内容挖掘与可视化分析的前提。《谭

延闿日记》作为谭延闿对自身经历的日常记录，写作

过程中不仅文言和白话用语夹杂，还具有极鲜明的

个人风格。日记中对人物的记叙伴随着大量姓氏、

字号、排行、职位、身份与别称等种类繁多的省略或

指代称谓。本研究人工识别和提取 1923-1926年

《谭延闿日记》文本中与谭延闿即时会面的人物实体

要素，并对日记中谭延闿的书信电报、赋诗撰文、追

悼凭吊等涉及的人物予以剔除。在此基础上，根据

日记原文的表述还原人物同现情境，对人物间的同

现关系进行切分与梳理。对于《谭延闿日记》中存在

的人物称谓不统一、不规范的情况，则结合历史文

献、人物传记、档案族谱等有关资料，对指代称谓进

行查找、校对，建立人物姓名与日记称谓的对照词

表，并根据该词表将各种指代称谓统一替换为人物

的姓名。经过整理与统计，最终得到 2587位日记人

物和他们之间的17308对同现关系，将人物与同现关

系数据导入Gephi软件进行处理，获得人物同现关系

的可视化图谱，并完成网络特征指标、节点中心性指

标以及模块化社区探测等计算。

4《谭延闿日记》的人物关系挖掘

4.1 人物关系的网络特征指标分析

本研究对《谭延闿日记》中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

的同现关系构建无向的社群图，对日记中围绕谭延

闿出现的人物同现关系网络进行整体的可视化呈

现，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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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的拓扑结构可以运用网

络直径、网络平均度、平均路径长度、平均聚类系数

等统计特征指标进行描述。对本研究构建的人物同

现关系网络的特征指标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网络统计特征指标计算结果可以发现，本

研究构建的同现关系网络中的人物，平均需要3到4
步能够建立关联，每个人物平均与13个其他人物存

在同现关系，每个人物的同现关系人物之间，共同出

现的概率为 72.3％，具有极典型的小世界特性。本

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谭延闿所记录的围绕其出现的日

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因此同一般社交网络相比，同

现关系网络规模较小，人物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则

远远大于其他社交网络。为探索该同现关系网络特

征指标的历时变化规律，以 1 年为单位时间切分

1923年至1926年的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计算历

时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

从各年度统计特征对比结果可以看出，1923-

1926年各年份的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的平均路径

长度介于 2.9-3.2，平均聚类系数介于 0.71-0.76，保
持相对稳定；1923年的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直径

较高而平均度较低，1924年至1926年各年份的日记

人物同现关系网络直径与网络平均度则较为均衡，

侧面反映1924年起围绕谭延闿展开的社会活动中两

人会面的交往形式减少，多人聚集的交往形式增加；

其余各年份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规模总体相仿，

而 1925年的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规模锐减，则侧

面反映了孙文逝世所引起的国民党内各派人士急剧

的思想变动。

4.2 网络人物中心性分析

4.2.1 整体网络人物中心性分析

通过人物同现关系网络度指标的测量，列举前

50位度排名人物于表3。通过表格发现，中心性排名

前50位的核心人物均与谭延闿从事的政治及军事活

动紧密相关，其中，孙科、汪兆铭等18位核心人物在

表3 基于度中心度的《谭延闿日记》前50位核心人物

人物

陈嘉佑

岳森

吕苾筹

鲁涤平

方鼎英

朱培德

孙科

汪兆铭

程潜

杨庶堪

度

429
375
359
303
283
244
240
227
227
225

人物

张辉瓒

伍朝枢

李济深

姜济寰

廖仲恺

李藩国

谭道源

陈树人

吴铁城

张翼鹏

度

221
220
215
209
203
200
188
186
185
181

人物

唐支厦

易茀焘

谭曙邨

谢国光

蒋中正

路孝忱

李明扬

张国元

邓泽如

宋子文

度

180
179
168
167
166
166
165
163
163
161

人物

胡汉民

宋鹤庚

吴剑学

张人杰

孙文

张瑶

萧萱

方声涛

詹大悲

李安甫

度

161
158
158
156
150
146
145
143
142
140

人物

李烈钧

刘震寰

何成濬

鲍罗廷

李富春

成谷泉

古应芬

蒋慎先

石陶钧

方维夏

度

134
133
133
132
132
126
122
122
120
119

表2 《谭延闿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统计特征对比

数据集

1923年关系网络

1924年关系网络

1925年关系网络

1926年关系网络

节点数

1008
949
752
994

边数

4581
5321
4268
5635

网络直径

9
7
7
7

网络平均度

9.09
11.21
11.35
11.34

平均聚类系数

0.725
0.721
0.719
0.759

平均路径长度

3.2
3.0
2.9
2.9

表1 《谭延闿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特征指标

数据集

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

节点数

2587
边数

1，7308
网络直径

8
网络平均度

13.38
平均聚类系数

0.723
平均路径长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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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陈嘉佑、岳森等27位
核心人物曾与谭延闿有共同参与军事活动的经历，

能够体现谭延闿曾担任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驻粤湘

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广州国民政府军

事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等职官的身份特征。

4.2.2 各年份网络人物中心性及变化分析

分别对各年份的日记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同现

关系构建无向的社群图，选择“度”作为节点大小的

渲染方式，如图2(a-d)所示。

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

个人物，节点越大表示与该人物具有同现关系的人

物数量越多。

由于各年份网络的结构和规模不一致，通过对

各年份日记人物节点相关维度特征的统计分析，发

现各年份日记人物同现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中心性的

变化，基本能够呈现出3种类型特点：①杨庶堪、孙文

等核心人物在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中存在有空缺

年份的现象；②孙科、汪兆铭等核心人物在日记人物

同现关系网络中存在某一年份中心性与其他年份差

异较大或各年份的中心性变化明显的情况；③陈嘉

佑、岳森等核心人物在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中始

终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地位且变化幅度较小。

图2 各年份《谭延闿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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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一类型特点分别选取10位具有代表性的

核心人物，表4为代表性核心人物的相对度排名变化

情况。

结合这30位代表性核心人物的自身经历以及其

与谭延闿或网络中其他核心人物的交往过程进行分

析，发现这些人物的中心性变化与历史领域学者对

该时期的诸多研究成果相吻合。

a组中，杨庶堪与谭延闿既有工作上的交集又有

诗文、字画、美食等生活上的来往，杨起初在网络中

具有的极高中心性地位对应了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

秘书总长等要职 [31]的身份特征，而杨在随后年份日

记中与其他人物同现关联程度的降低和空缺能够和

杨与蒋中正之间关系不和[31]的历史事实相印证。廖

仲恺被戕 [32]前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体现了

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具有的重

要推动作用[33]及历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等要

职的身份特征。宋鹤庚、吴剑学为谭延闿率领的驻

粤湘军旧部，二人作为高级别将领对谭延闿指挥的

军事活动密切参与，1924年北伐军事行动期间宋携

吴返回湖南 [34]，能够通过二人之后在日记人物同现

关系网络的空缺加以证明。路孝忱为驻粤山陕军总

司令，在广州大本营期间与谭延闿等将领多有工作

接触，于1924年北伐军事行动失利后向谭延闿辞行，

这一人物关系变化过程与路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变化

相互对应。刘震寰在网络中曲折的中心性变化体现

了其与杨希闵所率的滇、桂军降而复叛 [35]的过程。

谭延闿于1923年2月正式追随孙文南下，此后常“登

楼谒帅”[36]探讨事务，先后奉孙文之命采取入湘伐

赵、回师援粤、东江讨陈、举兵北伐等军事行动[25]，因

此孙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中心性；1924年末孙赴北

表4 《谭延闿日记》代表性核心人物相对度排名对比

人物
分组
a

b

c

姓名
杨庶堪
廖仲恺
路孝忱
宋鹤庚
吴剑学
张人杰
孙文

刘震寰
鲍罗廷
李富春
孙科

汪兆铭
张辉瓒
李济深
谭道源
谢国光
蒋中正
李明扬
宋子文
胡汉民
陈嘉佑
岳森

吕苾筹
鲁涤平
方鼎英
朱培德
程潜

伍朝枢
姜济寰
易茀焘

相对度排名
1923年
1/1008
11/1008
12/1008
61/1008
35/1008

-
8/1008
41/1008

-
-

14/1008
78/1008
2/1008

643/1008
91/1008
10/1008
48/1008
62/1008
314/1008
64/1008
6/1008
3/1008
15/1008
28/1008
44/1008
23/1008
19/1008
29/1008
7/1008
31/1008

1924年
13/949
7/949
9/949
1/949
4/949
-

16/949
14/949
220/949

-
35/949
28/949
34/949
203/949
31/949
8/949
63/949
25/949
137/949
11/949
3/949
12/949
6/949
10/949
5/949
19/949
30/949
21/949
56/949
59/949

1925年
-

27/752
165/752

-
-

154/752
-

216/752
22/752
37/752
71/752
6/752
18/752
19/752
5/752

441/752
43/752
516/752
13/752
23/752
1/752
2/752
3/752
4/752
10/752
8/752
7/752
9/752
15/752
16/752

1926年
-
-
-
-
-

4/994
-
-

16/994
11/994
8/994
15/994
125/994
3/994
37/994
739/994
10/994
220/994
13/994
141/994
2/994
6/994
1/994
5/994
9/994
28/994
32/994
31/994
36/994
2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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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1925年3月于北京逝世，在此期间与谭延闿仅有

电报或他人转述消息，对应了孙在网络中的空缺。

而孙文作为陆海军大元帅所具有的极高的领导地

位，也能够解释其逝世对国民党内中心性变化的关

键性影响。张人杰起初因病休养，而后在网络中极

高的中心性能够突显其当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

席[37]的职官身份及其逐渐频繁的交往活动。鲍罗廷

作为苏俄政治顾问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但谭延

闿与鲍当时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鲍在网络中存在

空缺，而之后鲍的中心性变化印证了二人在联合维

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及迁都武汉一事上所持有的

相同态度 [26]，与鲍在网络中的变化相吻合。李富春

于1925年8月由莫斯科返回国内，此后，担任国民革

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38]，其在 1925年

与1926年网络中较高的中心性能够对自身的身份特

征以及与谭延闿共同整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工作

关联予以说明。

b组中，李济深在网络的中心性逐步提高，先是

分别担任江西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等职

务，与谭延闿的工作交集程度不高。1925年以后，李

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参谋总

长、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参与东

征、北伐等重要军事行动，使其在网络中达到了极高

的中心性地位。张辉瓒、谢国光为湘军旧部，张长期

驻扎前线，导致其 1926年的中心性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而谢在北伐军事行动中率部随宋鹤庚返回湖南，

与谭延闿的联络多为书信和电报形式，与其他人物

几乎没有同现关联，因而在网络中心性地位变得极

低。谭道源于 1923年 8月奉孙文之命随谭延闿伐

赵，最初中心性较低，后任湘军第三师师长等职务，

与谭延闿等将领多有工作接触，印证了其中心性的

大幅度提高。李明扬为驻粤赣军总司令，1925年后，

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副军长，与谭延闿等人在军

事活动方面的交集减少，继而在该年份日记人物同

现关系网络中的中心性降低。孙科在日记人物同现

关系网络中较高的中心度印证了其历任广州特别市

首任市长、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

员兼建设厅长等职务的身份特征，其 1925年中心性

的下降侧面反映了孙科赴北京料理孙文后事，与其

他人物的关联减少的经历。1925年 7月，广州国民

政府成立，汪兆铭作为孙文口授遗嘱的起草人与广

州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部长[27]，二人均具

有极高的身份地位，在该年份网络的中心性能够印

证这一点；宋子文的较高中心性体现了其被委任财

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的身

份特征。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过后，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胡因廖仲恺被戕一案被

逼出国赴俄，后又返回香港[34]，与其该年份较低的中

心性相对应；国民党中央仅剩汪兆铭、谭延闿、蒋中

正三人手握军政实权[34]，而蒋旋即制造了“中山舰事

件”，汪与蒋的网络中心性变化与这一时期二人在国

民党内部的地位变化相一致。

c组中，陈嘉佑、岳森、鲁涤平、方鼎英、易茀焘为

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时的高级军官，先后随谭延闿参

与伐赵、北伐、东征、平叛等重要军事活动，而后又在

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因此在网络中始终处于中

心度较高的地位；吕苾筹担任湘军司令部秘书、广州

国民政府秘书等职务，与谭延闿除有工作交集之外

还存在姻娅关系[39]，时常伴随谭与他人会面；姜济寰

曾任湘军司令部秘书等职务与诸位湘军将领共事，

后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副主任，代办“江西全省一切

政务”[40]。这些人物在各年份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

络中始终具有的较高的相对度排名和相对度数中心

度能够印证他们与谭延闿军事、政治方面活动交往

的密切关联。朱培德与程潜均为军长级别将领，在

历次军事行动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二人均为广

州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委员，协同参与诸多政治活

动；伍朝枢历任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

党部商务部部长、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

务。因此三人在中心性始终较高且变化趋势相近。

在人物关系挖掘的过程中，展现了谭延闿个人

视角下的人物关系，能够发现人物中心性与人物群

体的变化过程与当时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迁相互契

合，有利于从微观个体反射宏观社会，丰富和验证已

有的历史研究成果，补充大历史视野所不及之处。

4.3《谭延闿日记》的网络人物群体分析

4.3.1 基于模块化的凝聚子群分解

经过模块化社区探测算法能够十分清晰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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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人物彼此互动或协同活动频繁的群体。对不同

群体进行着色区分后以图谱形式呈现同现关系网

络，如图3(a-d)。
从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可以看出，《谭延闿日

记》人物的同现关系不仅有群体区分，还具有明显的

中心与外缘差别。位于网络中心的人物彼此联系紧

密，占据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而处于外缘的人物

只存在极少的同现关联且在该时期影响力薄弱。

4.3.2 基于k-core的人物群体过滤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处于核心地位的人物及其之

间的同现关系，采用 k-core对各年份模块化分解后

的日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进行过滤。根据前文对各

年份网络统计特征的计算，分别以 k=10、k=11、k=
12、k=12为标准对 1923-1926年各年份《谭延闿日

记》人物同现关系网络进行过滤，保留核心人物同现

关系进行可视化展示，如下页图4(a-d)。
日记人物 k-core结构同现关系网络中，节点颜

色相同代表人物处于相同群体，不同颜色的节点位

置相近代表人物群体间关联密切。从整体趋势上

看，日记核心人物节点受到力引导后能够较为清晰

地划分为“湘”“粤”两部分：“湘”部人物多为湖南籍，

或为谭延闿亲友，或为谭延闿督湘时期部下，后随其

抵达广东；“粤”部人物或为孙文原本的部下与支持

者，或为驻粤的其他部队将领。网络中的每一条边

代表人物间的一对同现关系，链接权重越大代表这

两个人物的同现关联越密切、往来越频繁。

4.3.3 核心人物群体分析

本研究根据各年份《谭延闿日记》人物在同现关

图3 各年份《谭延闿日记》人物模块化分解同现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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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年份《谭延闿日记》人物k-core结构同现关系网络

系网络中的度排名，再次对模块化社区探测与 k-
core过滤的结果进行筛选，统计并列举各年份前五

十名核心人物群体划分的情况与规模，如表5—表8。
1923年的日记人物分属于 8个群体，该年份前

表5 1923年《谭延闿日记》核心人物群体划分

编号

0
1
2
3
4
5
6
7

人物

杨庶堪、萧萱、路孝忱、廖仲恺、宋辑先、蒋中正、杨映波、朱培德、李伯恺、胡汉民、江孔殷、徐绍桢、范石生、邹鲁

张辉瓒、石陶钧、姜济寰、汤思明、朱剑帆、易培基

孙文、程潜、李烈钧、杨希闵

岳森、谭曙邨、谭泽闿、吕苾筹、李藩国、李安甫、彭谦谷、俞三、简易

谢国光、陈嘉佑、鲁涤平、吴剑学

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罗翼群、叶恭绰、郑洪年

张国元、唐支厦、周鳌山、蒋慎先、胡星池、张瑶

方鼎英

群体占比

14/831(82.4％)
6/32(3.1％)
4/28(2.7％)
9/29(2.8％)
4/25(2.4％)
6/24(2.3％)
6/25(2.4％)
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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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位的核心人物在这8个群体中均有分布。群体

0中杨庶堪、萧萱等人物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任

职，李伯恺为军医；同年，孙文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

军官学校与国立广东大学两座学堂，蒋中正、杨庶堪

等人物在陆军军官学校任职，邹鲁任国立广东大学

校长，彼此有密切的工作联系；范石生与杨庶堪等人

物有工作接触的同时私交甚好，江孔殷擅烹蛇羹，常

设宴款待群体中的其他人物[32]。群体1中张辉瓒、石

陶钧等人物从伐赵之初就跟随谭延闿作战；群体4中
谢国光、陈嘉佑等人物在谭延闿伐赵的过程中加入，

所率部队为作战主力；群体6中张国元、唐支厦等人

物为伐赵过程中的作战人员，胡星池为军医，张国元

并未参加伐赵军事行动但在广州时与该群体的其他

核心人物交往频繁。群体2中孙文为陆海军大元帅，

程潜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陆军次长、军政部长，李

烈钧与杨希闵分别为赣军与桂军将领，该群体人物

在陈炯明进犯广州时协同作战。群体3中岳森、谭曙

邨等人物私交密切，经常共同进行用餐、看戏等日常

活动。群体5中吴铁城、孙科等人物常共同探讨时局

变化、财政、军务等话题。

1924年的日记人物分属于 8个群体，该年份前

五十位的核心人物在其中7个群体中有分布。群体

表8 1926年《谭延闿日记》核心人物群体划分

编号

0
1
2
3
4
5
6
7

人物

吕苾筹、陈嘉佑、岳森、徐剑石、谭光、鲁涤平、李富春、唐支厦、李安甫、易茀焘、沈赞清、周翰、姜济寰、王志
群、李尹桑、石陶钧、谭道源、胡星池

方鼎英、詹大悲

汪兆铭、朱培德、伍朝枢、陈树人、林伯渠、程潜、褚民谊、古应芬、黄绍竑、邓泽如

谭季甫、(谭)绳、谭泽闿、(谭)康
曾勃洛司基

张人杰、宋子文、李济深、蒋中正、鲍罗廷、孙科、甘乃光、何香凝、徐谦、陈公博、顾孟余、丁惟汾、陈果夫、戴传贤

群体占比

18/848(85.3％)
2/31(3.1％)
10/27(2.7％)
4/18(1.8％)
1/11(1.1％)
0/6(0.6％)

15/28(2.8％)
0/25(2.5％)

表7 1925年《谭延闿日记》核心人物群体划分

编号

0
1
2
3
4
5
6

人物

朱培德、胡汉民、程潜、廖仲恺、陈钟烈、许崇智、王志群、柯道

岳森、吕苾筹、陈嘉佑、李安甫、姜济寰、谭光、李藩国、易茀焘、唐支厦、朱剑帆、宋满

汪兆铭、伍朝枢、鲍罗廷、古应芬、宋子文、蒋中正、罗加觉夫、甘乃光

吴铁城、邓泽如、李济深

沈赞清、李富春、林伯渠、谢晋、方维夏、吴贞禶

鲁涤平、谭道源、张辉瓒、方鼎英、李韫珩、王庚畴、成谷泉、刘风

方声涛、李明扬、何成濬、陈青云、黄实、詹大悲

群体占比

8/603(80.1％)
11/30(3.9％)
8/21(2.7％)
3/23(3.0％)
6/23(2.4％)
8/40(5.3％)
6/12(1.5％)

表6 1924年《谭延闿日记》核心人物群体划分

编号

0
1
2
3
4
5
6
7

人物

张翼鹏、方声涛、路孝忱、陈钟烈、李明扬、朱培德、廖湘芸、李其芳

张辉瓒、谭道源、李韫珩、唐支厦、戴岳、成谷泉

廖仲恺、胡汉民、刘震寰、许崇智、杨希闵、汪兆铭

宋鹤庚、陈嘉佑、吴剑学、鲁涤平、方鼎英、谢国光、雷颷

杨庶堪、萧萱、李伯恺、范石生、谢无量、卢师谛

孙文、李烈钧、吴铁城、程潜、伍朝枢、胡谦、郑洪年、孙科

吕苾筹、岳森、李藩国、张国元、谭曙邨、张瑶、周汇清、粟海槎、谭吉光

群体占比

8/783(82.5％)
6/24(2.5％)
6/37(3.8％)
7/18(1.8％)
6/13(1.3％)
8/39(4.1％)
9/28(2.9％)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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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中张翼鹏、方声涛等人物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

军事将领，在军事会议中同现频繁。群体 1中张辉

瓒、谭道源等人物以及群体3中宋鹤庚等人物为东征

和北伐军事行动的主要作战人员，人物群体根据任

职级别与作战区域不同而有所区分，同时，群体3中
鲁涤平、方鼎英等人物常与谭延闿共同商讨物资给

养、军费分配等军中事务。群体2中廖仲恺、胡汉民

等人物常聚集探讨党政建设、政府组建、军事部署等

事务。群体4、5中人物大多在省署与大本营共事，同

现情况多由于工作原因发生。群体6中吕苾筹、岳森

等人物既在驻粤湘军中任职又与谭延闿私交密切。

1925年的日记人物分属于 7个群体，该年份前

50位的核心人物在这 7个群体中均有分布。群体 0
中廖仲恺与胡汉民为政治方面的高级官员，朱培德、

程潜、许崇智为军事方面高级官员，陈钟烈、柯道为

医生，王志群为太极拳师，常常指导谭延闿练习太极

拳并与其推手。群体1中岳森、吕苾筹等人物均为谭

延闿下属，彼此常有工作往来并且私交密切；群体2、
3中汪兆铭、伍朝枢等人物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鲍

罗廷、罗加觉夫为苏俄顾问，该群体主要因政治、军

事会议聚集，同时，群体 3中人物多在宴请场合同

现。群体4中谢晋在驻粤湘军总司令部负责政治工

作，方维夏在驻粤湘军总司令部负责党务工作，吴贞

禶任驻粤湘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李富春、林伯渠为

共产党代表，同现多与湖南政治研究会有关；沈赞清

为谭延闿父亲谭钟麟督粤时的文案处旧僚，在书法

方面有较高造诣，常与谭延闿等人谈书画、论诗钟、

品美食；群体5、6中的核心人物均与北伐军事行动及

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相关，人物群体间因作战区

域与职权差异形成区分。

1926年的日记人物分属于 8个群体，该年份前

五十位的核心人物在其中6个群体中有分布。群体

0中吕苾筹、陈嘉佑等人物就职于谭延闿任军长的国

民革命军第二军，且在日常的宴饮、聊天、游玩等活

动中多有同现；李安甫、谭光等人物常常同谭延闿一

起跟随王志群练习太极拳；李尹桑擅刻印，好占卜，

与谭延闿有生意上往来，与本群体中沈赞清、徐剑石

等人物有较多同现关系；徐剑石为谭延闿旧友，喜好

收藏碑帖，与吕苾筹、岳森等交往甚密。群体1的方

鼎英与詹大悲本身并没有同现的情况，但因二人分

别与李济深、鲁涤平等具有同现关系的人物之间具

有较多同现关系，被划归同一群体。群体2和群体6
中人物既包含了广州国民政府政治核心，又包含了

国民革命军绝大部分军事要员：多任广州国民政府

委员、国民革命军军长及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共同组

织召开会议对党务、政务等工作进行讨论与决策。

群体3中人物与谭延闿存在亲属关系，谭季甫为谭延

闿的次子，谭泽闿为谭延闿的五弟，绳、康二人为谭

泽闿之子。

从人物的群体划分可以看出，群体0包含的人物

数量最多，占比80％以上，原因是《谭延闿日记》人物

的同现关系网络中有大量同现关系极少或无法明确

划分的人物被归于这一群体，该群体所包含核心人

物的身份多样且关系繁杂，其他群体的聚集相对来

说更加有迹可循。核心人物的群体划分基本上能够

与他们的身份特征或活动经历相互印证，但由于核

心人物常有共同赴宴、出游或在拜访途中相遇等情

况，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群体间的界线。同时，个别人

物之间并没有十分密切的交往，但由于有相同的高

频同现人物关联而被划归同一群体。根据日记人物

关系也能够勾勒出作为日记作者的个人画像，即谭

延闿与近代军政界高层人物关联密切，其身份逐渐

由“湖南自治”的领导者转变为“多省联治”的拥护

者，关心国内时局并在军事行动与政治活动中彰显

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拥有美食、诗文、书画等兴

趣爱好，也饱受病痛的困扰。

5 结语

本研究利用《谭延闿日记》数字资源构建人物同

现关系网络，从非结构化的日记文本中抽取出结构

化的人物实体与同现关联数据进行统计与量化分

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相关历史研究进行

实证分析。然而，本研究仅是基于谭延闿个人日记

文本所进行的人物关系挖掘，该关系网络中呈现的人

物关系结构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某一人物在该时

期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而且谭延闿在日记中对人

物同现情况的记录较为简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对人物同现原因的分析与判断。此外，本研究所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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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局部时间段数据，仅能展现局部时间段之内的

特定人物关系，更多、更丰富的人物关系的挖掘与呈

现还需更长时段的数据与更多相关资料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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