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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史料语义化知识组织研究∗

□徐晨飞　包平　张惠敏　姜霖

　　摘要　旧方志中的物产史料是传承中华农业文明五千年历史的重要载体,数据规模大且史

料价值高,在语义网环境下对其进行知识组织,是后续基于方志物产史料深度利用以及知识发现

的前提.本研究以机构特藏«方志物产»为研究对象,首先提出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语义知

识组织框架;其次设计并构建方志物产知识本体模型,对其概念、属性及关系进行规范化描述;然

后基于关联数据技术,从数据预处理、生成 RDF数据、实体关联、关联数据存储与发布等步骤探

讨方志物产关联数据集的构建与发布过程;最后,以«方志物产»云南卷为例,构建基于关联数据

的方志物产知识库,为相关领域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各类知识服务.本研究可以激活蕴藏在方

志物产史料中的多维度知识,也为其他方志汇编史料语义化知识组织提供参考,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丰富了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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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地方志(方志)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

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１],具有

“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物产是方志中的一个

重要类目,简称方志物产[２],往往被纂修者冠以标明

土宜、因民所利、以供后来者借鉴之目的,除记载当

地的农作物、蔬菜、果木、动植物等内容外,还涉及土

地状况、民生日用、手工业经营等,蕴含着诸多的信

息.张舜徽先生曾在«中国文献学»中评价:“方志里

面对于赋役、户口、物产、物价等方面的记载,最为可

贵”[３].
整理并利用旧方志资源始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

武,其征引１０００多部方志资料汇编而成«天下郡国

利病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提倡“古为今

用”,呼吁开展志书二次文献的编纂工作,如编纂方

志目录、方志提要、方志索引以及方志分类资料

等[４],许多机构积极响应并在农业、天文、气象、地震

和灾害等诸多领域汇集类编了大量旧志史料.在此

背景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著名农史学家万国

鼎先生领导下查抄、整理、汇编国内７０００余种方志

的物产专题性资料,于１９６０年初编成«方志物产»
(文中凡加书名号特指该手抄本材料)４４９册、«方志

综合资料»１１１册、«方志分类资料»１２０册,共３６００
余万字.抄本«方志物产»为海内孤本,«方志物产»
与«中国农业史资料»及续编被称为“红本子”而闻名

学界,李约瑟博士等许多国际知名学者曾专程到访

查阅.
在计算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浪潮

中,历史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史料的获

取、存储、交流、再生成等诸多环节均发生了深刻变

化[５].同时,伴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深入与不断发

展,人文学者对提供支撑跨学科研究的资源、工具、
数据管理与检索等通用解决方案的研究基础设施的

需求也迫在眉睫[６].目前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已有

一些较为成熟且提供开放数据集的研究基础设施,
如上海图书馆开发的“家谱知识库”“中文古籍联合

目录循证平台”等文献知识库以及“人名规范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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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名词表”“中国历史纪年表”等基础知识库①;哈佛

大学与北京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方合作共建

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Biographical
DatabaseProject,CBDB)②;台湾“中央研究院”研制

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hineseCivilization
inTimeandSpace,CCTS)③等.针对网络环境下的

地方志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出的“数字方志

集成平台”④将多所高校的集成系统与“爱如生”“超
星”等商业数据库进行了方志元数据的整合,可提供

统一的方志资源检索以及关联书目数据的开放服

务[７].但是,有关方志特定类目下的汇编史料如物

产、气象、灾害、天文等,大多仍旧为馆藏纸质文献,
属于非结构化的文本状态,数字化乃至语义化的网

络开放数据集还较为缺失.
方志数量巨大,而多数机构又“重藏轻用”,方志

分类资料的编纂可以充分发挥方志应有的作用与价

值,这项艰巨繁复的工作也一直薪火传承至今,最新

的成果当属北京师范大学“９８５工程”重大建设项目

«中国地方志分类史料丛刊»(共１６６３册)的出版[８].
但是面对这些古今诸多学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之

作,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即如何在大

数据及数字人文研究背景下,进一步检索、挖掘与利

用这些方志分类资料信息,形成互联网时代可拓展、
可关联及可展示的新史料与新史实,将这些珍贵资

源重新激活,为各学科领域研究乃至经典传统文化

推广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将«方志物

产»这份独一无二的方志汇编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深
入剖析蕴含其中的如物产、来源方志、人物、引书、地
名、时间、物产类别等知识元素并展开语义化知识组

织,构建方志物产领域知识本体;利用关联数据技术

实现与其他外部开放数据集的知识关联,提供领域

知识的序化组织以及可视化展现;以«方志物产»云
南卷为例,将相关知识进行多维度聚合,构建方志物

产知识库系统,以期为领域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知

识发现、知识考证等一系列知识服务应用,同时也为

其他方志类编史料的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提供

参考.

２　方志物产知识组织研究与关联数据应用研究

现状

近２０年来,围绕«方志物产»手抄本资料的数字

化、知识组织,相关学者开展了多项富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２１世纪初,王思明与惠富平团队采用人工录

入的方式初步实现了«方志物产»资料的电子化文本

文档的生成,该项数字化工作为后续«方志物产»的
智能化处理研究奠定了语料基础.衡中青最早开启

了«方志物产»知识组织与内容挖掘的研究,构建了

«方志物产广东卷»信息系统用于检索方志物产文

献全文,并生成物产与引书索引[９].朱锁玲以«方志

物产»广东、福建、台湾三省为研究对象,运用命名实

体识别技术,对语料中的地名进行自动识别,并挖掘

了物产与地名之间的关系[１０].李娜以«方志物产»
山西分卷为例,构建了一套符合«方志物产»自身特

点的物产分类体系,实现类目名称的智能化规范处

理[１１],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物产名与别名之

间的网络关系进行知识关联分析[１２].综上,学者们

着重对«方志物产»文献的体例格式及内容特征进行

了深入剖析,且均以物产实体为主线展开了多种知

识组织与知识发现研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方志物

产»中显性或隐性的知识元素以及知识元素之间的

语义关系,也未能将这些知识元素与外部知识进行

有效关联,使得相关研究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在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规范的方志物

产知识组织本体模型尤为必要.
“关联数据”概念最早由蒂姆伯纳斯李在

２００６年提出[１３],旨在推动万维网上资源间的语义关

联以及数据开放.关联数据为领域知识描述提供了

技术和语义资源,为知识序化与知识聚合提供了保

障.近年来,关联数据技术发展迅速,在诸多领域尤

其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数字人文研究中有许多成

功应用的案例,如全球众多国家的图书馆相继将数

据 发 布 成 关 联 数 据[１４],欧 洲 数 字 图 书 馆

(Europeana)、威尼斯时光机器项目(VeniceTime
Machine)、芬兰数字人文关联开放数据基础设施

(LinkedOpenDataInfrastructureforDigitalHuＧ
manitiesinFinland,LODI４DH)等著名项目都应用

了关联数据技术.在国内,近些年关联数据研究呈

现出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发展的趋势[１５],如上海

图书馆推出的一系列数字人文项目⑤均采用关联数

９７

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史料语义化知识组织研究/徐晨飞,包平,张惠敏,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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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data．library．sh．cn/index．
网址: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
网址:http://ccts．ascc．net．
网址:http://fangzhi．ecnu．edu．cn/．
网址:http://data．library．sh．c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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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核心技术.周育彬开发了基于关联数据的数

字博物馆语义融合平台,可实现博物馆领域及相关

数据资源的关联与整合[１６].祝帆帆对中国十大传

世名画相关的馆藏数据进行关联数据发布,发现将

关联数据技术应用在文物数据管理方面是行之有效

的[１７].曾子明提出基于关联数据的视觉资源知识

组织方法并应用于敦煌文化遗产项目[１８].侯西龙

运用关联数据技术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关联

数据集与知识服务平台[１９].陈涛将知识图谱应用

于数字人文研究的系统框架,并构建了“中国历代人

物传记资料库”的关联数据平台[２０].从上述研究中

可以看出,关联数据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档
案馆和博物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数字人文研

究等领域资源的语义组织与知识聚合等方面,但针

对方志内容尤其是方志类编集成资料却很少以关联

数据的方式进行知识组织,这类资料具有数据量大、
专题性强以及史料价值突出等特点,采用关联数据

技术不仅可有效组织与管理方志资料这类狭义的领

域知识小网络,还可与其他相关多源知识节点链接

形成更丰富的广义知识大网络.

３　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语义知识组织框架构建

万国鼎先生曾撰文指出旧志中载述物产的一些

通病:“但载物名,不详其分布轻重;但引录前志及

«本草纲目»、«广群芳谱»之属,而不载现状;或更偏

于考据,辩证名物,而无一字涉及其在本地之生产情

形”[２１],可见其对物产的时空分布与历史演变过程

颇为重视;加上万先生又是近代“索引运动”的主

将[２２],因此,他在领导编纂«方志物产»过程中,有意

识地将物产来源志书按省府州县乡的区域位置以及

方志编纂年代的先后制成索引,分类编排,以便于他

人检阅使用.万先生的精心设计,不仅造就了«方志

物产»独特的文献载体形态,还提升了资料内容之间

的关联性,同时也为后人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展开语

义化知识组织提供了极佳的基础材料.«方志物产»
中包含多类实体,如物产、志书、时间、行政区划,物
产描述信息中又包含大量的别名、引书、人物、产地

等实体,如何将这些分散的知识元素进行深度序化

组织,同时还需考虑如何与外部其他异构知识源进

行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富含语义的可扩展、可共享、
可聚合的有机整体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关联数

据作为当前语义网的轻量级实现方式可为实现上述

研究目标提供有效方案,因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关

联数据的方志物产语义知识组织框架,其核心工作

主要包括构建方志物产知识本体对领域资源各类实

体以及实体之间关系进行语义化描述,采用资源描

述框架(ResourceDescriptionFramework,RDF)数
据模型及 URI链接机制实现方志物产知识关联数

据的存储与发布.该框架分别由源数据层、本体层、
关联数据层以及应用层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语义知识组织框架

源数据层以«方志物产»数字化文本资料为基

础,同时结合领域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进行再扩充,尽
可能将方志物产领域所涉及的多层级的知识吸收并

完善,再通过深度学习与人工校对的方式提取物产、
方志、时间、地理位置、人物、引书等一系列命名实体

数据,形成关系型数据库文件实现文本数据的多层

级结构化.在本体层中需设计方志物产知识本体,
然后基于知识本体模型对源数据层进行知识实体抽

取并转换为RDF数据格式,存储于三元组数据库.
关联数据层主要任务是实体关联以及关联数据发

布.在应用层可基于关联数据与语义技术框架构建

方志物产知识库系统,面向特定领域的数字人文研

究需求,为相关学科提供知识服务,开展«方志物产»
资料深度利用研究.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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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方志物产知识本体模型设计与构建

本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的抽象模型,其经典

定义为 “共 享 概 念 模 型 的 明 确 的 形 式 化 规 范 说

明”[２３],常用来描述领域知识,用于共享、交流和重

用.近年来,本体作为重要的知识组织方法论,被学

者广泛运用于知识工程、人工智能、数字图书馆等领

域.本文在已有本体理论与国内外相关本体模型基

础上,按照领域本体设计思路与构建步骤,尝试构建

了方志物产知识本体模型,对方志物产领域知识中

的概念及关系进行描述与揭示.
«方志物产»作为方志专题汇编资料,具有独特

的体例格式,其按行政区划详细记录了各地旧方志

中的物产史料,对摘抄的方志也编制了索引,因此

«方志物产»、物产记录、来源方志均为核心知识元

素;方志具有纂修者以及大量时空信息,«方志物产»
也有责任者,故人物信息、地理信息、时间信息也是

重要的知识元素;此外,考虑到该资料未来进一步的

延展,如将其他非方志类古籍中的物产信息也进行

辑录并增补入内,因而本研究加入了古籍知识元素.
这些知识元素之间存在记载关系、地理分布关系、类
属关系、编纂关系等多种语义关系.方志物产知识

本体模型参考借鉴了 FOAF、GeoNames、上海图书

馆等本体词表以及都柏林核心元数据(DublinCore
Metadata,DC),共有六大核心类(Class):«方志物

产»(Fangzhiwuchan)、物产(Produce)、方志(FangＧ
zhi)、人物(Person)、地名(Place)、古籍(AncientＧ
Books),每一个类具有相应的数据属性(DataPropＧ
erties),实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通 过 对 象 属 性 (Object
Properties)来 描 述,其 模 型 如 图 ２ 所 示.前 缀

(fzwc)为方志物产知识本体的命名空间,定义为htＧ
tp://www．fzwc．online/ontology/.

图２　方志物产知识本体模型

　　物产是领域知识中最为重要的实体,物产类是

根据«方志物产»所引方志中物产知识书写模式来制

定的.«方志物产»物产知识书写模式大致有四类行

文格式:(１)先叙述物产名,后对物产作解释与说明;
(２)只有物产名,没有描述性文字;(３)叙述物产时,
描述性文字或有或无;(４)物产出现在一段叙述性文

字中,需经过人工阅读后提取物产,示例见表１.物

产描述信息中有大量的物产别名、产地、人物、引书

等实体信息,对于物产的知识发现有重要的作用,因

此可作为属性归入物产类.古人纂修方志时,物产

大多会标有分类,有些分类较为细致如“稻之属”“兽
之属”等;有些分类较为粗略如“土产”“特产”;还有

些物产只用“物产”之名笼统概括,我们保留各来源

方志的分类方法并设置为“分类标签”属性,另再新

建一套适用于全局的物产分类体系,设为“专家分

类”属性.物产的时空属性颇为重要,许多人文学者

以物产所载志书的成书年代作为物产分布与变迁的

时间依据,以志书中物产来源地区作为地理信息的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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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照,由 此 也 可 进 一 步 结 合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进行可视化

展示,故设置了“物产记载时间(西历)”数据属性以

及古代地名映射词表作为地理对象属性,同时链接

到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历史纪年本体词表”,获取对

应朝代与年号信息.此外,«方志物产»、方志以及古

籍均记载了大量物产,通过建立关系可以将这几大

核心类关联起来;物产与物产之间也有同名异物、同
物异名还有同名异属等关系.物产类属性如图３
所示.

图３　物产类及其属性

表１　物产四种知识书写模式

知识书

写模式
示　例

模式一
土锦(以木绵花纺成绵线染为五采织以花文土人以之

为衣)(摘自明景泰六年«云南图经志书»)

模式二

葡萄　木瓜　 枇杷　杮　荸荠　西瓜　茨菇　樱桃　
石榴　菱角　松实　香圆　梨　杏　桃　李 (摘

自清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

模式三

开化府 马金囊(即紫槟榔嚼之饮水味甘除热可治疮毒)

姜黄　攀枝花　苏木　桄榔(可为面济食一名董棕粉)

(摘自清乾隆元年«云南通志»)

模式四

野兽近边多虎豹丽江永昌景东永北产犀象牦牛大理普

洱产鹿楚雄产龙足鹿永昌有白鹿武定产野牛普洱东川

产岩羊临安产风兽吸风永昌产貊食铁猩猩出永昌白面

猿出广西州松根豹出丽江(摘自清光绪三十四年

«云南地志»)

«方志物产»摘抄来源方志约７０００余种,其成书

时间从宋至民国,每种方志对应一个版本,相应的方

志题名与成书年代均有记录.本研究基于都柏林核

心元数据标准与地方志元数据规范[２４],添加了方志

类的相关数据属性,如摘要、卷次、分类号、类型、纂
修日期、刻板日期、重印增补日期等,结合相关资料

对属性内容进行了增补;责任者与责任方式属性统

一归至人物类;方志与物产、人物、地名、方志目录等

实体具有关联关系.方志作为物产的“源流”,对于

学者进行物产相关知识考证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志物产»为手工摘抄难免存在讹差,将不同版本

的方志信息、馆藏信息乃至全文信息整合进来可为

学者提供更多线索进行“循证实践”,因此我们特地

加入了电子书 URL、馆藏地、来源机构数据库、方志

目录等属性,同时后续还将基于关联数据与华东师

范大学图书馆“数字方志集成平台”进行知识聚合,
使得方志信息更为丰富、立体.

方志物产领域知识中的实体之间存在大量的关

联关系,可通过这些关系进行知识推理发现潜在的

知识.这些关系主要包括物产之间的关系,物产与

方志、古籍、«方志物产»之间的关系,物产与人物、时
间、地名等实体的关系,«方志物产»与方志、人物的

关系以及方志与人物、地名以及方志目录的关系.
这些关系以物产、方志、«方志物产»为中心,可深入

挖掘蕴含其中的知识元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形

成有机的方志物产知识世界.
为了揭示«方志物产»这套珍贵方志专题资料的

语义层级的知识并与其他外部知识进行有机关联、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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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本文基于国内外通用本体模型,进行本体词表

的复用与自定义扩展,最终构建得到的方志物产知

识本体模型包括１３类、４７个数据属性、１４个对象属

性以及推理规则等.将«方志物产»云南省第三卷清

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云南通志稿»中记载的物产

“花上花”实体代入该本体模型进行验证,如图４所

示,表明该模型对于方志物产领域知识组织的有效

性与合理性.

图４　方志物产知识本体模型验证———基于物产实体“花上花”

５　方志物产关联数据集构建与发布

作为语义网的轻量级解决方案,采用关联数据

技术可以将«方志物产»资料的深层知识激活并与其

他开放数据集进行关联、聚合,形成可被人与机器理

解与处理的结构化资料,从而提升该套资料的重用

价值.构建方志物产关联数据集是在领域知识本体

模型的基础之上,将原始数据集进行预处理,提取相

关实体分别赋予 HTTPURI(统一资源标识符),并
用方志物产知识本体定义的类与属性来描述这些实

体以及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然后基于关联数据四

原则与语义技术框架实现知识库应用系统.本文选

用«方志物产»云南卷为基础数据集,尝试通过数据

预处理、生成RDF数据、实体关联、关联数据存储与

发布等步骤展开实验研究.

５．１　方志物产数据预处理

«方志物产»云南部分共有１５卷,在整套资料中

排序为１８４－１９８册,约７６万字,记载了古云南地区

自明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年)«云南图经志书»至民国三

十八年(１９４９年)«安宁县志»２３１本方志总计６４７３８
条物产数据.这些方志依据类型来划分有通志１７
本,府厅州县志１８５本,乡土志１６本,山水志、盐井

志、土司志、地志资料１２本,以及游记１本;按照年

代划分为明代９本,清代１６３本,民国５９本.在此

基础上,我们参照相关方志目录尽可能将明代以降

所见云南古籍方志网罗殆尽,增补了民国三十三年

(１９４４年)«新纂云南通志»①中的物产记录１２０８条;
还将«云南古代物产大系(上中下)»②中记载的非方

志类古籍如«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及存目,及宦滇、
旅滇、寓滇名人文集中的物产史料进行辑录、整理,
并与«方志物产»资料进行查重整合,最终汇总资料

约计１００余万字.
将以上资料按统一元数据格式进行整理,采用

BiＧRNN、BiＧLSTM、BiＧLSTMＧCRF、BERT 等四种

深度学习模型对相关实体进行自动识别实验,结果

显示BiＧLSTMＧCRF、BERT模型对相应实体识别效

果较好[２５],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人工审查校对的方

式完成实体的精确抽取,最终得到物产数据表、来源

方志数据表、«方志物产»数据表、古籍数据表、人名

表以及地名表,存储于关系型数据库中.经统计,物
产数据共有６７０６２条.
５．２　生成 RDF数据

RDF是关联数据采用的数据模型,一般用“实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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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属性、值”三元组来描述领域资源.通过方志物

产知识本体以及其他外部本体词表,可对领域资源

中的各类实体 对 象 进 行 规 范 化 描 述.本 文 采 用

RDB２RDF直接映射的方法[２６]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

数据转为RDF格式,即数据库中每一行代表的实体

可通过表名和主键值一起构成的 UUID 来标识,

UUID为１６位的内部唯一标识符,由２６个字母和１
至９数字随机组合生成.关系数据库中的六张数据

表正好对应本体中的六个核心类及其数据属性,对
象属性另外构建语义映射表,最终生成 RDF/XML
格式文件,存储于 TripleStore数据库中.

５．３　实体关联

与外部开发数据集进行语义链接是关联数据技

术的特点,可以进一步扩展方志物产领域知识的广

度,促进知识的聚合与发现.本文选择上海图书馆

的开放数据平台“中国历史纪年表”以及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的“数字方志集成平台”的关联数据项目进

行数据匹配与关联.通过与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历

史纪年表”的关联,可获取物产实体记载年份对应的

朝代与年号信息;与数字方志集成平台关联可以获

取«方志物产»中来源方志对应的其他版本、责任者、
馆藏地等更多信息.

５．３．１　物产实体与上海图书馆的开放数据平台“中
国历史纪年表”关联

上海图书馆的开放数据平台“中国历史纪年表”
包括了从夏朝至今的朝代、年号、帝王、帝王姓名、开
始年份及终止年份等属性,是一份较为完整的中国

历史纪年词表.«方志物产»在对物产进行记载时均

标注了来源志书的成书年份,这些西历年份可通过

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历史纪年表”转换成对应的朝代

与年号,使领域知识中的时间维度信息更为丰富.
本文先提取物产实体的“物产记载年份”属性,将这

些西历年份通过SPARQL语句在线检索上海图书

馆“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对应条目,将检索得到的资

源 URI通过设置对象属性关系与物产实体进行关

联.例如表２所示,以某物产的记载年份“１４５５”为
关键词进行查询,得到上海图书馆规范词表中的

URI以及其中的朝代与年号属性信息为“明景泰”.
此外,还可通过与检出的起始年份计算得出１４５５年

为明景泰六年,由此所有的物产实体均可获得中国

历史纪年信息以及对应的西历年份.

表２　物产记载年份与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匹配

PREFIXshl:＜http://www．library．sh．cn/ontology＃＞

SELECT ? s? d? r

WHERE{

? sshl:dynasty? d．
? sshl:reignTitle? r．
? sshl:beginYear? b．
? sshl:endYear? e．

Filter(? b＜１４５５&& ? e＞１４５５)．
}

５．３．２　方志实体与华东师范大学数字方志集成平台

关联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数字方志集成平台”采
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BIBFRAME书目数据模型将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

大学图书馆、超星、CADAL、中国方志库、翰堂典籍库

以及方正电子书等机构的５５０３７条方志元数据记录

进行了重新整合,并对外提供关联数据的共享与利

用.BIBFRAME的核心模型为“作品(work)—实例

(instance)—单件(item)”,作品为实体的抽象概念,实
例是作品的出版形态,而单件决定了实例的获取方

式[２７].在«方志物产»中,物产辑录的来源方志版本是

唯一的,即每种方志只录入了时间信息,其他方志著

录信息则是缺失的.对于人文学者而言,获得方志原

文可进一步深入比对、考证«方志物产»所载物产史

料,因此方志的版本、责任者以及馆藏地或网上电子

书资源等均为重要的线索信息,将方志物产领域知识

中的方志实体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方志作品进

行关联,可获取到不同方志版本以及相关馆藏地信

息,从而实现方志资源信息的知识再造.
首先以«方志物产»中的来源方志题名为检索词,

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数字方志集成平台”的
SPARQL端点获取对应名称的方志作品实体 URI;考
虑到该平台采用nodeID来标记中间过程的空节点属

性,可先根据作品实体 URI取出非空节点的属性,再
通过上一级非空节点取出位于空节点下一层级的属

性值,并将查询结果进行连接;与方志物产领域知识

的方志实体合并诸如方志题名、责任者信息及地理信

息等具有相同含义的属性,将其他各自独有属性保

留,最终«方志物产»云南卷共有３９个方志实体可以

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方志实体进行关联.

５．４　关联数据存储与发布

云南地区方志物产领域知识经过数据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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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转换之后,共有物产实体６７０６２个,方志实体

２３２个,古籍实体１９８个,人物实体５６７个,古云南

地名实体３１７个.考虑到方志物产领域知识的数据

规模以及未来的可扩展性,本研究采用 OpenLink
Virtuoso① 这一典型 TripleStore作为数据库管理

软件,并基于 Virtuoso数据库,遵循关联数据发布

四原则,通过配置服务器对外进行方志物产关联数

据的发布.
关联数据发布后需全面向用户展示关联数据集

中各类实体的属性及其关系,我们采用 LodView②

工具将服务器上的RDF数据转换为 HTML网页进

行展示,例如物产实例“牛蒡子”经过LodView发布

后的详细页面如图５所示,通过“fzwc:recordof”属
性链接跳转到该物产的来源方志(如图６所示)、来
源«方志物产»及来源其他古籍的详细页面.

图５　物产“牛蒡子”详细页面

图６　来源方志«定远县志»详细页面

５．５　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知识库应用

方志物产知识库是面向农史领域和社会公众的

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

学者可借助知识库运用农学、动物学、植物学、生态

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对

特定物产与人类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展开研

究;兼顾政企与公众需求,知识库还可促进科普知识

推广、扩展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提升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等.方志物产知识库构建过程包括数字化、数据

化、知识化、平台化等四个步骤[２８].本文在方志物

产资料数字化及数据化基础上,通过构建方志物产

知识本体实现该资料的语义化知识组织,并基于关

联数据与语义开发框架构建知识库系统,使其成为

可为领域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平台.
目前,已开发完成的方志物产知识库系统可提

供知识检索、多维知识聚合、关联数据可视化、GIS
时空展现等功能.如图７所示,通过检索进入物产

“甜菜”详细页面,可获取该物产来源方志、来源其他

古籍等书目信息,来源方志对其分类的标签信息以

及方志与其他古籍对该物产的详细描述信息.另

外,我们采用 RESTFULAPI技术与“搜韵网”③以

及“中文通用知识图谱”④相连接,获取与该物产相

关的诗句以及中文三大百科(百度百科、互动百科、
维基百科)中该物产的词条数据.基于知识库系统

及云南地区方志物产数据集,可进一步梳理、挖掘明

至民国时期物产的名称、种类、数量、分布、记载起

始、消长变化、逸闻趣事等状况,并探究由此产生的

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与时代特征.
物产的分布、变迁以及知识书写方式的转变是

农史领域学者较为关注的学术研究热点,我们在知

识库系统中基于GIS技术,结合“中华文明之时空基

础架构”的明代历史地图(１５８２年)、“中国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ChinaHistoricalGeographicInformation
System,CHGIS)”的清代历史地图(１８２０年)及近代

历史地图(１９１１年)等历史地图,尝试对上述研究问

题进行阐释.例如,图８展现了“甜菜”以时间轴为

序,各种方志记载的情况包括方志名称、年号、物产

记载出处以及分类标签;同时结合地名关联数据中

的经纬度信息在地图上进行分布展示.通过这种时

空展现的方法,可以让学者便捷地追踪到某种物产

最早出现于哪种方志;通过物产分类标签的变化来

归纳总结各地区地方性知识书写模式的特点,并分

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晚清时期出现“西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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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的思潮,方志编纂者对物产分类的方法受西学影

响较大,物产分类标签中也开始出现“显花部”“哺乳

门”等现代分类概念,由此可从知识地理学、量化史

学等视角展开分析,探讨西方科学知识与本土地方

性知识的关系,以及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体系是如何

各自解构与建构的.

图７　方志物产知识库物产“甜菜”详细页面

图８　物产“甜菜”的时空展现

６　结语与展望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修志用志活动,新中国成立

后许多机构开始对旧志资料加以分类汇编,取得了

不少重要成果,这些珍贵的资料也为相关领域研究

提供了丰富且详尽的史料.在当今全球化数字人文

研究背景下,对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加工整理与知

识组织,使其成为可在线浏览、数据共享及知识发现

的知识服务平台,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社会公众的

迫切需求.本文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特藏资源

«方志物产»为例,在深入剖析内部知识元素与语义

特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

语义化知识组织框架,并从领域知识本体构建、关联

数据构建与发布以及基于知识库的应用等方面对该

知识组织框架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本体与关联数据

技术可以进一步利用、共享旧方志中的物产信息,与
其他领域知识进行知识聚合,使史料形态与内容全

面升级,有可能发现隐藏其中单纯通过人工阅读不

能发现的隐性关联知识,再通过专家多轮考证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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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学科研究提供新观点和新论据.
目前仅整理了古代云南地区的相关数据,后续

有待将其他省份数据陆续添加入库完善,从而构建

得到具有时间上的历时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类别上

的多样性、规模上的海量性以及语义知识点上的多

层级性、细致性和广泛性的知识库,可进一步结合外

部异构知识对全国范围内特定物产的分布情况、不
同地区物产的丰富程度以及物产随时间变迁的消长

情况、特定物产在时空框架下的变迁路线等学界热

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同时,不断增长的方志物产

关联数据集将以开放数据的形式向外界提供数据消

费、共享与重用,也期待与更多机构携手共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
本研究综合运用情报学、历史文献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等学科的知识,对中国传统历史文献地方志

中的物产史料进行语义化知识组织,生成并发布关

联数据,取得了较好的实证效果,既拓宽了方志汇编

资料文献知识发现的边界,又丰富了特藏文献知识

服务的场景,同时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交叉

融合.随着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客观上也将加强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动,
而这一种学科关联研究范式,既丰富了本学科的研究

方法,也将推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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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LinkedDataBasedSemanticKnowledgeManagementof
ProduceLiteratureMaterialsfromLocalChronicles

XuChenfei　BaoPing　ZhangHuimin　JiangLin

Abstract:Thehistoricalliteraturematerialsofproducefromoldlocalchroniclesisanessentialcarrier
forinheritingthe５０００ＧyearhistoryofChineseagriculturalcivilization,whichhasalargeamountofdata
andhighhistoricalvalue．KnowledgeorganizationofthematerialsintheenvironmentofSemanticWebisa
prerequisiteofinＧdepthutilizationandknowledgediscoverybasedontheproduceliteraturematerialsfrom
localchronicles．TakingLocalChronicle:Produce,theuniquecollectionoftheorganizationastheresearch
object,thispaperfirstlyproposesasemanticknowledgeorganizationframeworkbasedonlinkeddata,and
thendesignsandconstructsanontologymodeloflocalchronicletostandardizethedescriptionofconcepts,

attributes,andrelationships．Moreover,itdiscussestheconstructionandpublishingprocessoflinkeddata
setsofLocalChronicle:Producebasedonlinkeddatatechnologyfromdataprocessing,RDFdatageneraＧ
tion,entityassociation,linkeddatastorage,andpublishing．Finally,takingYunnanvolumeofLocal
Chronicle:Produceasanexample,itconstructsaknowledgebaseofLocalChronicle:Producebasedon
linkeddataforprovidingvariousknowledgeservicesfordomainusersandthepublic．ThisstudycanactiＧ
vatethemultiＧdimensionalknowledgecontainedinthehistoricalliteraturematerialsofproducefromoldloＧ
calchronicles,andalsoprovideareferenceforthesemanticknowledgeorganizationofotherlocalchronicles
compilationhistoricalmaterials．Meanwhile,itenrichestheapplicationscenariosofdigitalhumanitiesreＧ
searchinChinatoacertainextent．

Keywords:Localchronicle:produce;Semantic;LinkedData;Ontology;KnowledgeOrganization;

Digital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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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ntheCoreCompetenciesof
ElectronicResourceLibrariansinChina

YeLan　ZhaoYa　WangYing　ZhangWen

Abstract:Basedontheexistingframeworkandstandardsoncorecompetenciesoflibrariansandin
combinationwiththeelectronicresourceservicepractices,thispaperputsforwardthecorecompetencies
frameworkofelectronicresourcelibrarians．ItcarriedonsurveysonthestatusofcorecompetenciesofelecＧ
tronicresourcelibrariansinChinatofindoutthatthecorecompetenciesframeworkoftheeＧresource
librariansestablishedisbasicallyconsistentwiththeactualsurveysituation．Thesurveyalsofoundthatat
present,electronicresourcelibrariansinChinaremainanoveralllowlevelofthesixcorecompetencies
whichareelectronicresourcelifecyclemanagement,technology,researchandassessment,effectivecomＧ
munication,trends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personalqualities．Theaveragescoresofthesixcore
competenciesarebetween“somewhatfamiliar”and“basicallyfamiliar”withoutanycorecompetencyyet
reachedthelevelof“familiar”or“veryfamiliar”．

Keywords:ElectronicResourcesLibrarian;CoreCompetencies;NA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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