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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极大地推进了
数字文明的蓬勃发展,给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领域

的承继、挖掘与焕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空
间。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 AI
技术预示着新一轮内容生产革命的开始。 信息边
界逐渐消融,不同模态的信息经由深度学习越来越

趋向统一表示。 在信息操纵能力日益增强的背景
下,数字人文研究如何深化而促进科技与人文融合
共生、人文与科技相互赋能获得新生,成为传统文

化、文化遗产等相关产学研领域面临的现实课题。
这既是本届年会主题的由来,也是中国数字人文既

往年会议主题的拓展。
主题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与数字人文研究”的

第一届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研讨会(2019,敦煌)吹
响了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集结号(因此也被视为首
届中国数字人文年会)。 此后,无论是第二届中国

数字人文年会的“积淀与超越:数字人文与中华文
化”(2020,上海),第三届中国数字人文年会的“时

代经纬:迈向新文科的数字人文” (2021,南京),还
是第四届中国数字人文年会的“全景与远景:数字

人文与国家文化数字战略”(2022,北京),都是论秩

有序、学理清明的划时代的宏大主题。 武汉大学幸
执本届年会,承续前行主义之议,赓以问题研究为

务,聚焦“数实共生:预见数字人文未来图景”,于
2023 年 12 月 9—10 日在武汉光谷兴会海内外同

仁。 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西安等城市
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界及美国、英国高等院

校的近 400 名专家和学者,贡献了 6 场主旨报告、10
个主题分论坛、27 场主题报告和 1 场数字人文教育
圆桌对话,全景式地展示了现阶段中国数字人文研

究的新进展、新突破、新成绩,探讨了数字人文的新
主题、新方法和新趋势。 其况之盛,其果之硕,承前

启后。
本文拟对年会的主旨演讲、录用论文、优秀项

目等情况进行综述,回顾会议概况,陈罗中国数字
人文研究的现状及焦点。

1　 主旨演讲:当下挑战与应对策略

分别来自国内五所高校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的主讲嘉宾就教育、学术研究、科技创新、产业经

济等主题做了六场精彩各异、启人之思的主旨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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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数字人文教育与数字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是从 20 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利用数字

技术辅助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问题研究的一种研

究范式和研究思维。 2023 年 4 月 4 日教育部公布

的 2022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表明,数字人文已正式进入了最新版《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1] ,成为中国官方正式认定的

一个新兴学科,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的建立都还在起步摸索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一级教授、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冯惠玲在首场主旨

报告《数字人文教育的理想与羁绊》中阐述了国际

数字人文教育的发展态势,并结合中国国情和教育

现状,介绍了中国数字人文教育的学科建制和教学

特色,指出该学科复杂的跨学科特性和由此为高等

教育组织机构和学科格局带来的更大潜力和更广

泛可能。 报告在展望数字人文学科发展的同时,尤
其分析了中国数字人文教育的现实情况和数字人

文领域发展可能带来的学科格局变化对培养目标、
课程结构、师生角色等的影响,提出了对中国数字

人文教育发展的全方位建议。 目前,各大高校积极

应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体系、科研合作模式等多

方面的变化,在学科设置更新和科研方法磨合方面

进行了颇多尝试。 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信息资

源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置数字人文专业或数字人文

方向,建设了一批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院或实

验室,极大地推动了数字人文领域的快速发展。 武

汉大学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发布《数智教育白皮

书》 [2] ,率先提出体系化数智人才培养方案,按下

“教育数智化转型” 的启动键,以培养具备数字思

维、数字素养和智算技能的数智人才。 武汉大学副

校长周叶中教授代表学校宣布,“为支持数字人文

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武汉大学在信息管理学院开设

‘数字文化’本硕博贯通制实验班,借此探索跨学科

专业建设经验,并为数字中国和文化产业数字化战

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科资深教

授陈伟的《简牍整理研究中的数字技术支持》主旨

报告,对简牍整理研究中现阶段的实际研究问题、
产出期望、技术诉求和面临的挑战等进行了深入的

阐述。 报告从简牍文献概念的辨析、数字化过程中

的图像获取、简牍编连缀合和文字释读等四个方面

展开,通过具体实例,展示了简牍整理、图像获取、
文本复原等一系列工作流程及技术路径。 其中着

重介绍了简牍数字化辨识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和简

牍变形、字迹模糊误识、异体字识别等尚待解决的

问题,并特别展示了利用红外相机拍照技术进行简

牍数字化的阶段性突破成果。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智能

计算实验室主任王晓光教授结合科学领域内四种

科研范式演化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深度参与的情

景,以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的实践为

例,从学术研究范式的角度对数字人文作为系统性

范式变革的重要因素给科学研究范式革命提出的

挑战和带来的机遇等进行了深度阐述。 王晓光认

为,“数字人文实验室作为新的科研组织机构和教

学场域,在学术技术设施设备,构建、推动和传播新

的学术研究范式,探寻新的学术知识传播方式等诸

多方面的变化和转型中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作为实验室主持人,王晓光的报告着眼于元问题的

研究,无论是对于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的学术体制机

制,还是对于多领域、多学科协同构建新文科的实

践,都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启示。
1. 2　 AI 时代的智慧数据、文化科技创新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 AI 时代,信息与数据

每分每秒都处于持续大规模增长状态,数据可信性

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数据可信问题包含数

据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可解释、可溯源、可使用

等多方面,直接影响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实践流程

的稳定性,利用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进行决策的准确

性和适用性,以及受众信任的建立。 来自美国肯特

州立大学的曾蕾教授在《AI 时代可信智慧数据的生

成———可能性及其挑战》 的报告中,分享了她在人

工智能背景下从事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研究项目时

面临的复杂挑战、全新机遇及相关心得。 报告阐述

了大数据向智慧数据转化的意义以及在数据结构

化过程中创建机器可理解、可处理、准确可复用数

据的必要性,着重强调了在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

语言模型浪潮冲击下多元数字智能技术并行不悖

的重要性。 整个报告以案例呈现方式展开,串联了

多类型的智慧数据平台和软件,涉及文字处理、图
像处理等技术运用,涵盖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项目的成果。 报告展示了在某种

适当的情境下,项目所选择的技术平台、工具软件

等在实现机器可读的数据资源和需要转换为机器

可读数据的非机器可读原件预期的可能性空间。
文化与信息技术的双向融合催生了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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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与此同时,产学研关系也面临新的调整。 北

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特聘研究员、交互技术与

体验系统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树武教

授,呼应新时代大变革背景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

略部署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决策,在《数

字经济场景下的文化科技创新》报告中结合中国国

情,阐述了文化科技创新的新内涵、新需求,以及当

前数字经济的新场景。 他从宏观战略、组织方式、
产业机构及发展理念等层面,重申了文化数字化作

为重要突破点的重要性和任务。 武汉大学人文社

科资深教授马费成也在致辞中报告了武汉大学大

数据研究院集数据科学研究、数据平台建设与数据

资源服务为一体,重点聚焦金融、商务、人文、健康、
社会治理与传媒等研究领域,致力于创建国家大数

据战略研究与应用开发领域创新平台的情况。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教授的

《GLAMS 点亮元宇宙的星空》报告从“GLAMS”概念

的发展与拓展出发,阐述了从早期侧重图书馆(L)
到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GLAM)等多个

领域协同研究,并随着科学中心(S)的深度融入,各
类文化机构“科技化”与科研机构“人文化”的双向

融纳趋势,而该趋势即将、正在和必然改变未来文

化传承、传播和焕新的生态。 报告认为,随着数字

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文明正处在未来的拐

点,科研、生产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实践

逐步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融合的虚拟世界,这将对

人类的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甚至可能左右未来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

2　 分论坛概述

本届数字人文年会共十个分论坛,也即十个议

题,收到摘要投稿共 297 篇。 经年会学术审查小组

两次筛选,最终选定 83 篇,论文作者向大会提交了

完整论文。 各分论坛投稿占比见图 1。
2. 1　 数字人文与智慧数据

在当前国内,不论是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档
案馆、博物馆,还是企业或社会机构,大多以数据库

和知识库的建设为切入点开展数字人文研究。 虽

然并非所有研究者都明确使用了“智慧数据”这一

概念,但在实践中已基本上默然采用。 所谓智慧数

据,指的并非是数据本身具有智慧属性,而在于数

据中蕴含能够被提炼的知识、应用智慧等。 换言

之,智慧数据意味着能够从任何规模的此类数据中

获得重大的洞察力。 相比于具有规模(Volume)、速
度(Velocity)、多样性(Variety)、易变性(Variability)
和真实性(Veracity)这 5V 属性的大数据,智慧数据

具有可信(trusted)、情景化( contextualized)、相关切

题( relevant)、可认知 ( cognitive)、可预测 ( predic-
tive)和可消费(consumable)六大特性。[3]

从本次年会“数字人文与智慧数据”分论坛的

论文投稿内容来看,目前国内数字人文智慧数据的

研究与尝试主要集中在知识抽取与知识对齐,知识

关联与组织,知识融合与呈现以及知识服务四个方

面。 这四个方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目前数字人

文领域智慧数据开发与建构方向的研究框架,所涉

及的方法和技术多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特定针对

性工具”的形式。
知识抽取与知识对齐是当前文化遗产相关知

识库构建的基础。 通过运用国际通用标准和特定

针对性工具,研究者们致力于从各种文本和数据源

中提取文化遗产的关键信息,并将其对齐到统一的

图 1　 各分论坛摘要投稿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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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中。 这有助于建立起一个更为一致和可

比的知识基础。 中山大学廖嘉琦的《基于大语言模

型对话的藏书题跋信息抽取与知识建构———以黄

丕烈藏书题跋为例》以藏书家黄丕烈所撰写的藏书

题跋为研究对象,与大语言模型工具展开多轮对

话,对藏书题跋数据进行预处理、信息抽取以及知

识建构,初步构建了藏书题跋知识本体模型。 中国

人民大学盛一涵和谭可婕的《面向制度史的中国古

代职官本体构建探索》以历时和共时两种视角,在
官制辞典和史料的记载范式及国内外前沿本体构

建方法的基础上引入 RDF 四元组,尝试实现复杂职

官制度的统一理解与表达,摸索职官本体、历史本

体、制度本体的多层次实现。
知识融合与关联、组织与呈现能够辅助知识逻

辑化,促进隐藏知识的发现。 知识关联与组织重视

通过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关系来尝试构建相对更

为完整和多维的文化遗产知识网络,满足不同层级

的知识检索、访问、使用等需求。 相较于知识关联

与组织,知识融合与呈现多了一层创新的思想,强
调将多源、多样的知识进行融合,并以直观、易理

解、新颖高效的方式呈现给用户,但就技术手段与

研究方法方面而言,二者多有重叠。 南京大学数据

智能与交叉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的《基于知识重构

的史料资源数据线索发现研究》结合人文研究方法

与数字人文技术体系,提出基于数据线索的研究框

架,并以《拉贝日记》为例重构史料资源所含知识、
挖掘数据线索,论证数字技术如何介入人文研究及

其重要性与可能性。 广西大学唐振贵、武汉大学罗

锦坤的《星空记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智慧数据构

建框架研究》综合使用大语言模型技术与知识图谱

方法,构建由史料层、注解层、关联层、融合层和应

用层组成的古代天象记录智慧数据五层框架,探索

提升天象记录数据形态的智能知识组织框架。 两

项研究显示出数字人文方法在构建古代科技文献

和近现代史料文本智慧数据过程中的可行性。
华中师范大学周树斌等的《四川清音知识表示

及语义关联构建研究》针对四川清音基本知识结构

进行本体建模,结合四川清音现有数字资源,从实

证层面探索实现领域知识的语义关联和细粒度解

构。 华中师范大学吴艳飞等的《中国古代纹饰知识

图谱构建与知识发现研究》,对楚国动物纹饰资源

的知识内涵进行知识抽取、融合、关联、重组,构建

了领域知识图谱。 研究者们的成果为文化遗产领

域其他资源的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也证

明了知识融合与关联、组织与呈现可为文化遗产领

域中多类型、多领域资源的细粒度、全方位多维组

织与知识发现,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知识服务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服务,是

从知识抽取到呈现的完整过程的最终目的,集前三

个层面之大成。 如数字图书馆、文化遗产数据库提

供研究工具、空间定位、结果呈现等,以为学者、文
化工作者和公众提供更为便捷和可访问的资源,促
进现有资源可检索、可访问、可相互操作以及重复

使用。 金陵科技学院葛怀东等在《数字人文视域下

家谱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分享中提及家谱资源

藏与用的矛盾,表示数字人文方法为家谱数字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指出针对新条

件与机遇,家谱数字资源开发须有适配、灵活的新

策略。
总体上看,该分论坛分享的 8 篇论文,虽然作

者来自不同的区域和单位∕机构,研究对象也各不相

同,但开发理念、标准、选用平台、技术路径和方法,
基本上是同构的。 上述四个层面的研究虽然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以不同

领域的知识融合问题最甚,尤其是在跨学科合作和

数据整合方面。 不同学科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理

论框架,这意味着人文学者与技术研究者展开同一

个或者同一类数字人文研究课题时,双方的切入

点、关注点以及思维模式天然存在着很大壁垒。[4]

因此,跨学科融合要求研究者不仅熟悉自己专业领

域的方法,还要能够理解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形成更为综合和全面的研究方法。 虽然这一点

共识已经达成,但实践所依赖很多的因素尚待进一

步完善,包括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体制机制、工作条

件,等等。
2. 2　 数字人文与数字出版

数字出版和数字叙事是数字化发展浪潮的重

要产物,也是推动变革的要素,数字人文方法的融

入为二者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从本次年会“数字人

文与数字出版”分论坛投稿情况来看,数字人文工

作者们现阶段更关注于数字技术参与的知识呈现

和展陈的新方式、所带来的新效果,以及这一过程

所需的数字装置相关理论与技术、新的数据架构需

求之于受众全新知识获取途径的颠覆性意义等,同
时也意识到了数字藏品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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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叙事是信息化与数字化催生的产物,数字

装置艺术增加了数字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文学理论的变革、跨学科研

究的兴起、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盛行,以及数字媒

介与技术的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 20
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的新叙事学。 新叙事学强调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文学、电影、社会学、心理

学等多个领域,试图超越传统叙事学的限制,更全

面地理解和解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叙事现象。
在信息化与数字化驱动下,数字叙事成为新叙事学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工具

来创造、传播和体验故事,与传统叙事手段和手法

相比,具有多媒体融合、非线性结构、交互性强、体
验感强、社交分享等特性。 在当下的 AI 时代,数字

叙事实际上是数据驱动叙事,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根据知识传递需求或观众的个性化需求

和行为数据进行定制,提供更丰富多元、更符合用

户喜好的叙事体验。
数字叙事为传统展览、阅读方式和文化遗产的

传承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剖析其中产生的新文化

艺术现象和受众的身份、体验转变成为数字人文的

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科技传播

中心陈蕾在分享《数字装置艺术在沉浸式展陈中的

叙事研究》时认为,物的性状改变促使沉浸式虚拟

展览的意境选择和叙事结构都发生变化,身处数字

装置艺术体验中的受众不仅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

是叙事者。 北京印刷学院郑春晖的《从接触到具

身:浅谈阅读的数字叙事体验》以身体、交互和叙事

语境三者关系为切入点,研究数字时代新型阅读方

式下读者具身参与和场景构建的演变和特征。
数字人文方法和技术为数字出版带来新的生

机和挑战。 山西大学肖珑、乔晓玉的《数字人文方

法在融合出版中的应用———以五台山壁画出版平

台为例》选择充分体现中西文化交融时期的五台山

壁画为研究对象,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和国家文

物元数据总则的统一标准下设计五台山壁画元数

据架构、对图像进行处理,推动五台山壁画出版平

台的搭建,实现五台山壁画的知识可检索。 北京印

刷学院张孜晖在其《“出版+数字藏品”发行研究》
中指出,数字出版领域当下面临版权模糊、内容质

量参差不齐和脱离实体经济等问题,结合多感官协

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实践及更加深入的研究方

法,有望推动数字出版领域更为全面的发展。

就该分论坛上分享的研究成果来看,叙事学、
图像学、解构主义、融合出版等本来风马牛关系的

理论,在探讨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数字出版和数字叙

事时候却呈现出合和通变的灵动性,这体现了该类

研究问题具有的高度综合性和纵深感。
2. 3　 数字人文与古籍活化

古籍活化工作已经上升为一项国策。 2015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5] 相关

方面的参与者也为年会提供了可圈可点的案例。
古籍活化研究对象类型广泛且学科多样。 此

次“数字人文与古籍活化”分论坛投稿论文的研究

对象类型包括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纸本、碑帖、金
石,内容涉及农业、中医、文学、造字等,充分展示了

数字技术辅助的古籍活化工作在不用学科中的相

对通用性。 西北大学周知等的《基于残差网络的碑

帖年代识别方法》运用图像增强、卷积神经网络、深
度学习等技术,针对明、清、民国三个时代的碑帖图

片进行识别与内容挖掘。 南京农业大学吴梦成等

的《面向古代农书的翻译与知识图谱构建研究》利

用知识标注、实体和关系抽取等技术所抽取古农书

中的知识,构建领域知识图谱,探索古农书的翻译

与理解方式。 中医类古籍资源库因其学科的独特

性质和内容而特别引人注目,南京大学张君冬与郑

州大学杨松桦等的《AIGC 赋能中医古籍活化研究:
Huang-Di 大语言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借助已有开

源模型构建了中医古籍生成式对话大语言模型。
从论文投稿情况来看,中医药高校在数字人文领域

较之前更为活跃,综合类高校及研究所对中医类古

籍关注度也逐步提升。
总体而言,本次年会呈现的研究成果显示长期

以来以古籍文本内容为研究重心的态势逐渐被

打破。
首先,关注点逐渐分散,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扩

展至古籍活化体系的不同层面,并带来新启示。 西

北大学刘睿等的《出土文献集外字造字法实践路径

研究》着眼于集外字的特殊性,从“造字法”的角度

切入,综合利用 Unicode 字符集、OpenCV 库、Potrace
算法工具和 FontCreator 软件等,尝试为识别处理集

外字造成的挑战寻找出路。 北京大学王凤翔等的

《古籍目录的量化研究框架》表明数字人文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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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出方面具有生产力,而且能够为知识产出的

条件、路径及过程提供适配的方案。 南京农业大学

孙悦帆等的《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工作的路

径选择》显示古籍保护工作已不再是学术研究机构

和学者的专利,业界、社区和公众均成为参与主体,
古籍活化的社会公众性和服务功能正在切实实现。

其次,研究方法与技术选择日益多元。 比如

OCR、自然语言处理、自训练模型、图像分类、卷积

神经网络、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已经被古籍研究领域

数字人文工作者广泛使用,研究者们通常会在已开

源模型的基础上配合针对性的语言模型,以提高建

构模型的准确率。 山东理工大学范颜铄、中国人民

大学周晓英等以《聊斋志异·司文郎》为实操案例,
利用大语言模型和关联数据等技术与方法对该类

古籍资源的关联数据发布过程展开研究与分析,在
文学类古籍文本知识的链接、智能应用以及知识可

视化呈现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性预设与生成的尝

试。 南京农业大学齐月等则使用词汇统计、语言计

算等方法,结合大语言模型文本表示方法和词向量

等技术手段研究《春秋》 三传语体风格的关联与

差异。
2. 4　 数字人文与文化遗产数字化

本次年会“数字人文与文化遗产数字化”分论

坛提交的论文关注点多集中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

面向中华民族历史溯源与接续研究,数字化手段如

何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和全新的机

遇。 目前该领域,尤其在延长文化遗产生命周期和

跨越历史时间与时代同频方面,已经开始由理论架

构进入具体项目的实践[6] 。 不过,现阶段文化遗产

数字化的相关工作流程表现出高度的同构性和同

一性。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不同地

区、不同机构、承担不同职能的研究单位选择侧面

不同的项目组,在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形成了日益统

一的工作规范,为未来统一的数字人文大平台建设

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高度同质化的工

作可能意味着创新所需要的多元化工作生态相对

缺失。 浙江大学高荧、武汉大学姜钰璇、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何冲、南京理工大学孙绍丹等分别从文物

复原、遗址景观重现、文化遗产语义增强等方面探

讨现阶段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中国人

民大学陈晓婷围绕《我国文物出境展览的时空分布

特征及其成因》,向与会者分享了我国文物出境展

览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背后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等

多方面影响因素。
基于进行中的文化遗产数字人文研究或项目

的文化再生产课题也已经提上日程。 西北大学李

姗姗等的《面向实数共生的关中拴马桩文化遗产

3D 建档与开发》对团队关中拴马桩 3D 建档与相关

领域知识聚合的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成果分享。 华

中师范大学翟姗姗等利用知识图谱对国内外饮食

类非遗研究展开规律性挖掘。 广东工业大学陈晨

等的《设计赋能遗产活化》以图像叙事学为理论基

础建立图像符号数据库,探寻数字化手段下佛山西

樵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路径。
以上研究也反映出从宏观来看我国文化遗产

数字化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的状况,数据资源共

享、数字化采集工作、数字化展陈等各环节存在着

严重的资源孤岛问题。 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顶层

设计、侧面优先的单一项目各自为战,成本高且难

度大、表现力不强、交易机制不完善等已经成为该

领域数字人文工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不及时克

服,势必严重限制文化遗产数字化和文化科技创新

的纵深融合[7] 。
2. 5　 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数字游戏

随着人工智能的长足进步,关注人工智能应用

的研究数量增长显著,这在本次年会上也有充分

显示。
大语言模型在人文社科、教育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机遇与挑战并存。 南京大学刘江峰等的《 AI
赋能计算史学研究:Thinkers 思想家大语言模型的

构建及应用》以百川大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针对《思

想家评传》建立思想史领域大模型。 武汉大学杨思

洛等则利用主题模型,预测元宇宙热点与前沿。 武

汉大学杨逸云等在《 ChatGPT 下的学术教育:国外

应对策略与启示》的分享中分析面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工具井喷式发展国外学术教育的应对策略,总结

了新技术推动的教学模式、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变化

与特点,并思考国内教育应对之策。 中国艺术研究

院彭明君与清华大学卢睿的《虚假共现:AIGC 偏见

探源及其与人类偏见的交叉反思》综合运用机器学

习、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深入探究“偏见”
生成的根源,强调 AIGC 偏见是人类认知及认知偏

见生成的镜像,为 AIGC 影响下的偏见治理提供了

新思路。
生成式人工智能也逐渐融入电子游戏设计当

中。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唐慕琳的《“制造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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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人文视角对比 MOBA 与 MMORPG 游戏类型

AI 应用模式下的游戏文化与玩家塑造》针对人工智

能带来的新旧机制变化,对玩家和游戏文化的重塑

展开讨论。 历史类电子游戏被视作“弥合数字史学

与主流史学张力的突破口”———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卢雅怀在《历史游戏研究作为数字史学发展新方

向:一份研究综述》中梳理了电子游戏中的历史叙

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历史游戏研究构

成了历史教学科研面对数字时代的重要方式”,是
“重要教学工具” 和“学院与公众沟通必要途径”,
更是“做历史研究的新工具”。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应用的

典型之一,是博物馆与游戏公司间的合作,包括利

用 AIGC 进行博物馆游戏设计,通过 AI 对藏品数据

进行分析和处理,以及通过 AIGC 打破博物馆开放

API 元数据的壁垒等。 莱斯特大学蒋涵等的《AIGC
支持的协同设计:基于博物馆数字化藏品的游戏机

制》探索了在打破博物馆开放 API 元数据间壁垒的

同时提升叙事线索可及性的方法,尝试构建博物馆

藏品 API、大型语言模型和游戏开发者、设计参与

者、利益相关者皆关联在内的开放式技术网络,希
望通过改变叙事设计促进游戏中玩家的个性化探

索与交互体验。
元宇宙依旧是研究热点。 武汉大学杨思洛等

在《基于 LDA 主题模型的元宇宙热点与前沿探测》
中强调,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跨越联通、虚拟现

实和深度学习的深入应用等方向是未来的重要趋

势,主要涵盖区块链、深度学习、物联网、虚拟现实

和显示器等技术。
2. 6　 语言文学领域的数字人文

数字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推动了语言文学

领域数字人文工作的快速掘进,主要表现在研究材

料的多元化和解释框架的开放性。 本次年会“语言

文学领域的数字人文”分论坛收到的论文不仅数量

第一,平均质量也更胜一筹。 这些丰富多彩的研究

覆盖了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多个学科,且不乏

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材料包括中国近现代文

学、古代诗歌、古典戏曲、近代报刊、地域童谣等。
针对文本特征的研究越发具体,越具体则意味

着越深入。 清华大学陆泉宇在《“上尾” “鹤膝” 与

近体诗平韵传统的形成———基于统计方法的考察》
中对近体诗的韵律特征进行深入考察,通过四声标

引和统计分析探讨永明体到近体发展中“平韵”传

统的形成原因和图景。 同为规律性研究,清华大学

郝若辰等的《说著同光已惘然:基于预训练模型的

晚清吟坛风格流别》通过运用预训练模型、词向量、
聚类等方法对同光体的风格区分度进行量化考察,
希望揭示同光体实质上存在复杂的意义层级与风

格指向,验证了同光体在风格上与其他宋诗流派的

差异,并强调了历史认定上的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

林子炀等通过对《万国公报》中高频词和特色词的

计量分析,挖掘报刊内容的主题演变及此前被忽视

的关键信息。 也有研究者关注到此类研究中研究

者角色的丰富与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变,如武汉大学

张亚静在古典戏曲研究平台搭建过程中受到启发,
在《艺术家与工程师》一文中提出以文学为中介的

古典戏曲数字人文研究需要“艺术家”与“工程师”
的双重思维。

从语言文学延伸至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
研究者们多聚焦于网络关系与时空分布。 华中师

范大学孟繁爽等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古代诗人时空

分布与多维知识发现研究》中从地理角度分析诗人

文学创作及其情感表达的内在关联。 闽南师范大

学吴泓润等的《数字人文视野下闽南童谣的网络分

析》对闽南当地特色童谣的整体特征、度分布、中心

性和社区检测进行可视化和定量分析,探究童谣词

汇使用特征及其与宗族文化、传统习俗等之间的关

联。 密歇根大学佟遥在《从零到一,女性团体在公

共领域和政治空间的初次涌现———戊戌维新到民

国初年(1875-1913)的女性团体 GIS 呈现与社会网

络分析》 中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团体》和《中国妇女运

动百年简史》为主要数据抽取来源,探究晚清民初

女性团体的发展及其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空间中的

分布特征。
2. 7　 艺术音乐领域的数字人文

“艺术音乐领域的数字人文”分论坛投稿论文

内容涉及电影、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类型,通用

技术包括知识图谱、聚类算法、自然语言模型、社会

网络、本体技术、数字孪生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陶婷等通过色彩计算方法分析电影画面内容、
色彩元素等,深入挖掘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蕴

含的多维信息。 来自跨烟台科技学院、韩国江原大

学、扬州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等

高校团队的随成龙等的《数字人文视域下雅集绘画

作品的知识图谱构建研究》以雅集为研究题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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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构建,以期实现集领域知识的组织、语义

链接、检索和可视化展示为一体的用户服务。 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石锴文等研究古琴减字指示的乐曲

节奏规律,并尝试实现自动化与智能化的记谱方

法。 西北大学李姗姗等的《面向数实相生:秦腔非

遗传承人图谱与口述档案建构》以“封存秦腔传承

人的活态记忆与隐性知识”和“活化秦腔艺术”为目

的,设计了针对性口述档案元数据方案。 研究者们

尝试为各种存在样态的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

传承开创新途径。 这些案例也突显了数字人文艺

术研究中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 而在数据质量、标
准化、技术更新等问题上,构建专题性数据库、采用

元数据方案等是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有效途径。
2. 8　 历史考古领域的数字人文

“历史考古领域的数字人文”是分论坛的名称,
其涵盖范围较常见的“数字考古” 更广,内容更丰

富。 “数字考古”已经被学界和业界确认为未来中

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8] 个别院校可能已

经将之列为课程。 可大胆预言“数字考古”将进入

相关专业目录,不排除将来成为独立学科,而非仅

仅是作为纯粹工具在考古中使用。 本次分论坛的

论文研究对象包括出土器物、服饰文化、建筑工程

管理、宗教传播以及军事防御体系等,二重证据法、
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是研究者们目前最为偏爱

的三种方法,ArcGIS、3D 建模等技术手段是研究古

代文化器物和历史遗迹过程中常用的辅助工具。
武汉纺织大学董冰卿的《虚拟仿真视域下马山

一号楚墓彩绘着衣女木佣服饰复原》运用二重证据

法,对马山一号楚墓彩绘木佣服饰的纹样色彩、形
制、面料进行分析,利用 2D 结构复原、3D 建模等技

术复原服装色彩,以此深入挖掘楚国礼制僭越的历

史信息。 湖北大学吴志勇等的《基于地理空间的古

代印度摩羯陀国佛教传播可视化研究》 以 ArcGIS
为平台,在可视化空间探寻摩羯陀国佛教传播活

动,从传播学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佛教传播展开了

研讨。 为应对人文社科领域对文本数据和地理空

间栅矢数据等进行融合性语义分析的强烈需求,西
安地图出版社白江涛在《多源语义下的历史地名时

空辨识与信息化建设———以黄河历史河务地名数

据库建设为例》中提出将文本语义转化为具有时空

载赋的矢量信息的思考和多源地理空间数据关联

方法。 天津大学陈清越等针对《随工日记》抽取数

据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试图揭示清代陵寝工程管

理背后的人际关系和复杂信息决策模式。 天津大

学卞俊杰等的《基于军事地理学的明长城真保镇军

事聚落空间防御力评价》以内边长城真保镇及其管

辖范围为研究对象,以主观和客观分析法、空间聚

类等方法分析各路段防御体系的效果。
无论是服饰器具还是遗址古迹,都是文化的载

体,其残缺破损、历经风霜的物质实体蕴藏着礼乐

文化、社会风俗、地域风尚、交通运输、地理气候等

丰富的历史信息。 数字技术与学科传统研究方法

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提供了考察过去文明的新视角,
有助于重建更为完整和立体的历史图景,形成关于

过去文明与文化更全面、深刻的认知,同时也为相

关领域的保护、 传承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验

价值。
2. 9　 数字人文理论与教育

数字人文理论研究在当前的必然性、紧迫性,
不仅在于理论是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需的

经验总结和继续研究必需的科学预设,还在其基础

性、原生性、独特性是对特定事件或现象发生的基

本原理和原因进行挖掘的无可回避的选择。 本次

年会“数字人文理论与教育”分论坛的论文主要涉

及新型阅读范式,国内外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热点及

主题演化趋势,数字人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与困

境,数字人文研究中数据可持续访问与重用问题四

个大的方面。
上海大学图书馆夏明宇借《细读、粗读与远读:

从传统阅读到数字人文的范式演变》分享了三种阅

读范式在数字人文语境下的关系与内涵,试图揭示

阅读范式生成与演变的内在逻辑。 南京大学张逸

勤团队分享的《国家战略情境下我国数字人文学科

建设:分析与展望》和上海大学骆雨辰团队分享的

《智能时代的转变:近十年数字人文领域主题热点

和演化趋势———基于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分析》,
使用 KeyBERT 关键词抽取工具和词频分析、共词

分析、聚类分析方法分别总结了国内和国际数字人

文研究主题的演变,预判发展趋势。 学界、业界和

有关机构探讨智能技术在知识挖掘与分析、文学史

学档案可视化、LAM 合作与众包协作模式等方面的

赋能作用,数字人文研究日益呈现出关联、开放与

融合特征。
数字人文研究跨学科、跨领域、跨圈层的特点

意味着数字人文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 中国

人民大学张旭在《数字人文学术共同体建设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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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实践进路》中提到主体、场域、活动、空间、机
制皆为影响共同体建设的基础要素。 正视当前困

境,探寻数字人文学科学理化、专门化、国际化、本
土化道路是一个迫切而又事关长远的议题。 南京

大学练靖雯等的《枯木逢春犹再发:数字人文项目

数据可持续访问和重用的案例研究》 通过意大利

RESTORE 项目、牛津大学 “ Digital
 

Scholarship” 平

台、伦敦国王学院的 King's
 

Digital
 

Lab 以及剑桥大

学的 Cambridge
 

Digital
 

Humanities
 

Lab 四大典型案

例,调研分析各国数字人文领域公共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与各方资源分配现状,以期为中国数字人文建

设可持续访问和可重用的基础设施平台等找到

明路。
在数字人文教育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张宁的

《面向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 VR 古籍活化设计体

验效果比较研究》分享北京师范大学 VR 古籍设计

的实践成果以及在赋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不足

与进一步的优化方案。 湘潭大学肖可以等以中国

六所高校为例调研数字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了课

程类型、高校图书馆支持、教育服务体系三方面的

情况,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高瑾

以该校数字人文教学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例,探讨了数字人文教学中融

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策略与准则。 天津师范大学

黄晓霞的《数智时代古籍数字人文的人才培养与课

程建设》从古籍智能处理、古籍智能修复、古籍知识

挖掘与古籍数字活化四个维度构建了古籍数字人

文的课程体系,并结合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

院开设古籍数字人文课程的探索实践案例,提出了

灵活适配的教学建议。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数字人

文教育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逐步发展,对其不仅需要

关注战略性指导和理论建设,还必须着眼于实践研

究,特别是实际应用和用户体验,这需要学界、业
界,甚至金融界的多方面合作携进。

2. 10　 数字人文与图档博资源建设

与高校研究导向的项目和课题不同,图档博机

构的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最终落脚于面向社会公众

的知识服务与知识传播,以普及文化、历史、艺术等

领域的知识,满足公众的了解和学习需求。 故宫博

物院的《基于 OAIS 模型的“在线文物数据库”系统

框架设计与实现》、上海图书馆的《名人文献的数字

人文场景构建研究———以宋庆龄书信为例》、贵州

省毕节市档案馆的《数字人文发展视域下贵州红色

档案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策略研究》及重庆大学图

书馆的《高校数字记忆的建设路径———以重庆大学

为例》,是对各自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存档的实践

总结,研究者们力求在有限条件内最大程度实现资

源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重复使用;通过挖掘自

身馆藏的特色,建立特色资源库与元数据方案,强
调独特的文化、历史或艺术元素;还通过虚拟展览、
人机交互等方式实现在线展示与互动。 即同时进

行馆藏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与实践,这一努

力服务大众的事业在数智化时代必将获得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关于图档博机构如何依靠自身优

势,通过特定项目整合高校相关专业人员、获取企

业技术资源和金融等各方面的支持,进行着眼于更

长远考量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等问题的研究和建

议略显不足,而这恰恰是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在图档博领域真正落实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3　 年会项目总结与分析

本届年会项目的征集采取专家邀请和团队∕个
人自行报名相结合的形式,以期收获关注重点又不

遗漏明珠之效。 从最终结果来看,预期基本达成。
总共征集到 35 个数字人文项目,其中团队项目 33
个,个人项目 2 个,最终入选项目 29 个。 项目评选

设置最佳项目奖 4 个,并从平台工具性与可适性、
题材新颖性与价值性、呈现设计创造性与适用性、
内含技术先进性与精确度、项目体验感,以及人机

交互设计互动方式六个维度进行考量,分别设置最

佳平台奖、最佳题材奖、最佳设计奖、最佳技术奖、
最佳体验奖和最佳互动奖各一,优秀题材奖、优秀

设计奖、优秀技术奖、优秀体验奖、优秀互动奖各

三,以及优秀平台奖四个。
本次年会所征集项目总体数量和前几届相比

虽然有所下降,但质量和深度融合方面越来越向精

准化、精品化、优质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平台和具体

交互设计等可操作性显著增强,项目实践预期更加

明朗,专业性更强等。
3. 1　 团队地域及机构分布

除 1 个海外团队外,投稿项目团队分布于国内

15 个城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大城市的团队

贡献了 35 个项目中的三分之二。 投稿项目团队来

自 34 个机构,包括 26 个高校研究院所或实验室、8
家业界机构以及 1 个个人工作室。 值得一提的是,
投稿中有 7 个跨校或跨机构合作项目,以及 5 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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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跨实验室、研究所或跨学科合作项目,在跨学科

交流与合作方面较上几届有显著提升,再次说明数

字人文激发了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协同作业的意愿

与合作动力,为研究者及参与者提供了开展全方位

深度交流的条件。 这一趋势也大大促进了产学研

相结合的新型科研模式由理念到实践的转变和升

华,初步奠定了众多高校、业界机构以及个人工作

室在共同探索数字人文领域时良好的合作互惠基

础。 这一趋势预示着未来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将

更加多元且具有协同性。
3. 2　 类型区分

从项目类型上看,现阶段数字人文项目以资源

聚合及平台展示、工具性平台、数字游戏与立体展

陈为主。 在会议录用的 29 个项目中,此三类分别

占比 51. 7%、31%、17. 3%,这一统计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现阶段国内数字人文的研究需求和关注重点。
资源库、数据库建设仍不完善,海量、多模态的有价

值数据仍有待挖掘并结构化,因此资源库建设通常

着重强调数据的整合与展示,致力于为学术研究提

供更广泛、更丰富的素材。 工具性平台的优化虽然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信息技术融入人文学科研究

的结合部与切入点,但是现阶段的工具性平台在精

确度、涵盖范围广度等方面,若想满足人文学科及

社会科学研究需求仍要进一步努力。 如果说前两

类项目更倾向于服务专业研究人员或爱好者,重视

人机交互设计的数字游戏与立体展陈则更面向社

会大众,目的在于传播文化内容。 本届年会此类项

目虽然仍占少数,但与前几届同项目内容相比,已
然体现出在互动方式、创意、趣味性传播质量上的提

升和关注度逐年增长的态势,凸显了国内数字人文研

究视野的逐渐开阔,即不再局限于科研目标,而开始

考虑技术与人文深度融合过程中文化的社会传播。
这一发展趋势为数字人文领域注入了更多创新活力,
也反映了数字人文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

3. 3　 资源来源及研究对象

数字人文项目类型及资源来源很大程度决定

了其研究对象。 本次年会所征集的项目数据来源

多以古籍、文献为主、图像为辅,纯图像资源辅以文

本数据者占比相对较少。 资源库建设团队在获取

数据时多遵从可访问、可获取及项目团队具有较高

使用开发权限、数据相对熟悉且完整全面的原则,
因此数据资源一般来源于项目团队所属单位或合

作单位,呈现出单位性质和地域特征,开放性和共

享性受到限制。 比如重庆大学图书馆与北京爱迪

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AI 助力高校历

史的数字再现与智能挖掘———重庆大学数字记忆

平台”以重庆大学各类相关资源为基础,对珍贵历

史档案、文献资料、学术成果、图像影音、建筑文物

等进行全面的数字化工作,从而形成一套与重庆大

学相关的相对完整的数字记忆体系,以服务于该校

历史与学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重现、长期保存、管
理整序,并进一步支持知识再生产和学术交流活

动。 又如闽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创建

的“闽南文化的数字化模型及其示范应用”平台,该
平台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典型闽南文化元素,
辅以旧照片智能修复、风格迁移智能剪纸、表情合

成等设计与功能,尝试实现操作方便且兼具个性化

与趣味性、针对闽南文化数字化应用的简易人机交

互平台。 部分项目虽未被本次会议录用,但仍然具

有同样特征。 这也反映了国内数字人文经过十余

年的发展,在关注点和研究侧重上正逐步走出粗放

式的、经典文献扎堆的初级阶段。 不同地区在选择

项目时,开始侧重考虑本地区的政策支持、学术支

撑、技术基础和地域文化特点等要素。 正是各项目

鲜明的地域特征与具象化、可操作、受支持、易深

入、有特色和不可替代的特点,使数字人文得以形

成燎原之势。
除基于机构优势和地域优势获取的数据,开放

数据及已相对成型的资源型数据库也是现阶段资

源聚合与平台展示类项目的主要数据来源。 由北

京大学智能学院团队开发的“大运河流域名人行迹

可视化”网页即是综合利用开放数据及数据库的典

例。 该项目筛选、整合、重构了由哈佛大学开发的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与四川大学王

兆鹏教授领衔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中大运

河流域范围内的名人数据,将人物轨迹变迁与大运

河流域变化相结合,利用可交互时间轴设计,实现

以时空轨迹呈现千年运河背后的历史脉络;并且使

用基于网页端的交互设计降低操作门槛,使用户能

够根据对细节程度的不同需求总览全貌或查看单

人轨迹视图,探索大运河流域的文化变迁与具体人

物轨迹背后的故事。 再如个人项目“中国绘画视觉

探索”,该项目基于含 21344 幅中国艺术作品的

“Artlib 世界艺术鉴赏库”中的网页浏览与分类查询

工具,充分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辅助,实现了非线

性交互数据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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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成果开放性与传播

文化机构向社会大众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已

越来越多元化和趣味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及思维

方式的拓展,传播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实物、图像、
文本、影像等的展陈,线上线下相结合、实体虚拟相

结合已然成为趋势。 国内数字人文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和研究起步较早且资源、政策、人才、技术等均

占优势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位居前列的美

术学院,均是这方面实践的领先者。 “数字文物库”
平台是故宫博物院长期对外共享院藏文物数字资

源的重要窗口,也是及时展示数字与人文研究成果

的通道。 项目团队在不断丰富文物资源数量和资

源模态的技术路线基础上,增加语义增强策略,使
“数字文物库”成为多模态、高质量的文物资源服务

平台,在文物资源公开规模、影像品质、数据规范、
知识检索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行业代表性;所开发的

“中国古代可移动文物知识图谱”为探索数据开放

与交换奠定了基础,不断推进该平台从“资源服务”
向“知识服务”的转型。

此外,诸多利用沉浸式展陈与创新性人机交互

技术对特定知识进行传播的项目,已经具备了相当

的市场意识,表现为从大众熟知的内容入手,从其

已掌握的知识点切入,以新的形式进行新旧知识的

关联,引导受众在提高理解的同时吸纳新知。 上海

图书馆投稿项目之一《“雪泥鸿爪”苏东坡 VR 游戏

体验》是 2023 年 8 月该馆“灵境石语”展项中推出

的一个体验性质的沉浸式 VR 游戏。 该游戏基于对

文献的解读,进行 VR 的可视化图像设计,运用取意

工笔山水和南宋文人墨客法帖中“碧空卷微云”“孤

光为谁来” “河汉落酒樽” “水天浮四座”四种不同

场景的转换,勾勒出苏轼的传奇人生。 渐进式的知

识拓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

平,而且能够引领其更好地理解文化的演变和创

新,形成更全面深刻的文化认知。 具互动性和带来

全新感官体验的呈现方式增强了对观众的吸引力,
从而推动文化信息更迅速、更广泛、更深度地传播。

4　 结语

由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主办的一年

一度的中国数字人文年会是一个新兴的学术组织。
从 2019 年敦煌研究院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研

讨会到 2023 年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本次

年会,短短五年时间,这一学术组织从无到有,虽尚

处于生长的幼年阶段,成长的脚步稚拙,却坚韧有

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业已成为数字人文学界、业界和相关机构同仁共同

的学习型组织、学术交流平台,也是数字人文领域

一年工作成绩的展示空间;是彼此激励、相互砥砺

的峰会,也是直面问题、探索与争鸣的论坛,是中国

数字人文生长的年轮。 本届数字人文年会承前启

后,自主开放,严而有格,规模超过预期。 6 场主旨

报告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在 AIGC、大语言模型浪潮

冲击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明确了当下数字人文研究的方向和聚焦的问题。
10 个分论坛几乎涵盖了当下数字人文产学研各个

领域的所有研究方向,论坛活动充满活力,精彩纷

呈,既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又有探索未知的锐气;既
有成果展示,又有工作反思。 29 个项目着眼于科

研、生产和教学的方方面面,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
具象性、创新性、独特性、典型性和应用性。

基于年会所呈现的状况对中国数字人文当前

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可归结为以下

几点。
(1)从学科发展视角下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所处

阶段来看,目前多数研究仍然处在“验证方法” 阶

段,即使用数字技术与机器学习方法等进行研究尝

试,并与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比对,以证明数字人文

方法的普适性和可信性。
(2)从主要科研产出和技术路径选择来看,在

大数据转换为智慧数据的需求和趋势下,智慧数据

库、知识库开发与建设问题贯彻数字人文研究的各

个领域,反映在本届年会上,即诸多论文及项目均

围绕着智慧数据建构、挖掘、共享与使用展开。 该

类研究涉及大语言模型、知识图谱、本体构建、地理

信息系统等多种方法技术,采用 RDF、CIDOC
 

CRM、
FOAF、DUBLIN

 

CORE 等多种国际通用标准。
(3)从实践项目的研究对象与呈现内容来看,

现阶段数字人文项目主题向多样化、地方特色化发

展。 不同地区在进行项目选择时,已经开始更加全

面地评估本地区在相关领域的政策支持,考量自身

学术背景及学科优势,分析软硬件设施条件,挖掘

并充分利用彰显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
(4)从推进范式与方法的角度来看,目前项目

多重实践而轻理论,缺乏扎实的、系统性的理论支

撑,且多以技术方法为导向而少以研究问题为导

向。 换言之,目前项目大多关注于现有数字方法和

信息技术所能够达到的呈现效果,而在倾听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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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实际内在需求以及完善研究理论体系方面

有所欠缺。
(5)从发展机制来看,受技术、人才、资金、政

策、资源等因素影响,数字人文发展的区域差距比

较显著,社会机制、学术体系、政府支持、科研人员

等多方面协调是缩小差距的重中之重:通过社会机

制促进资源合理流动,基于学术体系推进人才培

养、交流以及跨地区合作,政府职能部门加大相关

政策支持力度等,共同促进不同区域相对均衡又各

有侧重地协调发展。
此外,本届年会收到的部分投稿论文或项目存

在以数字化技术手段为中心而与数字人文研究完

全无关的问题,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数字人文作为

新兴学科,广大学界和公众对其认知仍然有限,包
括数字人文学科概念与范畴界定、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与技术等,数字人文学科的普及仍然有一个漫

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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