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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野下西文古籍数据库的研发∗

□张毅

　　摘要　近年来,虽然国内图书馆界对西文古籍的研究不断增加,但大多数研究仅限于馆藏调

查、版本分析和文献修复,缺乏关于西文古籍数字资源的研究;而实践方面,还是以纸本借阅服务

为主,无法满足读者在线阅览西文古籍的需求.文章以读者需求为中心,在分析国内外西文古籍

数据库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西文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并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西文古

籍数据库建设为例,介绍了其采用开源软件和数字人文技术进行西文古籍数据库开发的过程和

经验,可供同行参考借鉴.
关键词　数字人文　西文古籍　开源软件　OmekaＧS　OpenSemanticSearch
分类号　G２５０．７４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８

国内馆藏的西文古籍是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和中

西交流史的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然而目前国内各馆西文古籍文献的保存和服务的状

况却不尽如人意:对于闭架保存的善本西文古籍,读
者需要经过预约等复杂手续才能阅览;对于非善本西

文古籍,由于缺少专业的保管,存在着破损严重的情

况,以上这些问题都不利于西文古籍价值的发挥[１].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成为解决纸质西

文古籍保存和服务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在分析国

内外西文古籍数据库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西

文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并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西文古籍数据库建设为例,介绍了该数据库的全

文高清浏览、可视化、全文检索、分类浏览、在线标注

以及知识图谱等等多方面的功能.借助数字化和数

字人文等多方面的技术,西文古籍得以重新焕发出

历史与文化的魅力,可以被更广泛地传播与利用.

１　西文古籍数据库建设情况调查

１．１　国内的情况

目前,国内图书馆界对于西文古籍的出版时间

范围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２－４],但在实践中,通
常将１９１１年之前出版的西文图书视为西文古籍,将

１８００年之前出版的西文图书归为西文善本.

１．１．１　国内公共图书馆

国内公共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古籍主要来源于晚

清民国时期的教会图书馆或者个人收藏者的捐赠.

２０２２年４月,通过在搜索引擎和国内各级公共图书

馆的网站以及目录系统中,检索“西文古籍”“旧版西

文图书”“外文古籍”等关键字,可查到许多收藏了西

文古籍的图书馆.其中收藏最为丰富的是国家图书

馆与上海图书馆,均超过５万册.国家图书馆收藏

的西文古籍质量最高,大多属于善本,并且建立了独

立的西文古籍展示网站①,上海图书馆②和大连市图

书馆③专门针对西文古籍开发了独立的书目系统,
澳门公共图书馆则有专门推荐西文古籍的网页,提
供了部分西文古籍的检索和介绍④.

１．１．２　国内高校图书馆

２０２２年５月,以检索式“西文古籍site:∗．edu．
cn”在必应搜索引擎中检索与高校图书馆有关的西

文古籍数据库,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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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和河北大学图书馆等都有馆藏

西文古籍的介绍,但未见相关数据库的介绍.在中

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到,于燕妮总结了中国人

民大学图书馆对馆藏的２４５０册西文古籍进行数字

化加工和著录的经验,但未见相关专题数据库建设

的说明[５].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晚清民国

教材全文库零散收录了与教科书相关的西文古籍,
但在校外不能访问全文.

１．２　西文母语地区的情况

对西文母语地区的西文古籍数据库建设的调查

以高校图书馆为主,笔者于２０２２年４月,对 U．S．
News全球高校排名前１００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以及德国等国家的高校图书馆进行了调查.有５７
所高校的数字图书馆中有专门的西文古籍集合,其
命名一般为善本集合(RareBookCollection)[６],尽
管部分善本集合是所在高校数字图书馆平台的子网

站,但一般也具备数据库主页、检索框、分类等独立

的网站功能,所以本研究也将其作为西文古籍数据

库处理.通过对这些西文古籍数据库的详细分析,
发现注重用户体验和开放共享,以及数字人文工具

的应用是其主要特点,具体如下:

１．２．１　普遍采用IIIF技术

西文母语地区高校的数字图书馆普遍采用了国

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nternationalImageInteroperaＧ
bilityFramework,IIIF)技术发布高清数字对象.
IIIF具有图像动态加载功能,可以根据终端屏幕尺

寸大小,为读者提供图像的最佳分辨率.如牛津大

学博德利数字图书馆收藏的意大利语古籍EntomoＧ
logiaBritannica 一书共有５８８页①,每一页的尺寸

为３８３０∗５３２７像素,整本书的存储空间超过１GB;
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古籍GospelLecＧ
tionary(Saturdays,Sundaysand Weekdays)有

３５６页②,每页图像尺寸为１２８８∗２０００像素,整本书

需要７００M 存储空间.二者均采用了IIIF的动态加

载技术,读者可在低延迟下获得最佳分辨率的浏览

体验.此外,采用IIIF技术不仅可以实现西文古籍

数字对象的高清在线浏览,而且还可赋予数字对象

开放共享的能力.
１．２．２　对外提供编程接口

被调研的部分西文古籍数据库采用了标准的资

源描述本体,对外提供数据编程接口,使其成为整个

社会数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哈佛大学图书馆通

过应用编程接口开放其西文古籍元数据与部分全文

的光学字符识别 (OpticalCharacterRecognition,

OCR)数据[７],共计４９５８９册.同样提供编程接口的

数字图书馆还有牛津大学博德利数字图书馆中的西

文古籍集合[８].

１．２．３　使用开源软件,并作为开源软件贡献者

西文母语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在构建西文古籍数

据库时,采用了大量的开源软件,例如,斯坦福大学

西文古籍数据库的后台系统,使用Solr进行数据索

引,使用 Blacklight实现分页浏览[９].包含大量西

文古籍的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使用 Bootstrap与

JQuery构建响应式页面,使用 OpenSeadragon作为

IIIF图像查看器[１０].剑桥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学

校的数字图书馆还将自己的源代码提交到 GitHub
共享[１１－１２],供个人与组织下载使用.曼彻斯特大学

图书馆在剑桥大学的帮助下,利用开源的剑桥大学

数字图书馆系统构建了曼彻斯特数字馆藏库,并收

藏有大量西文古籍[１３].

１．２．４　全文检索

由于古文字与印刷质量的问题,目前基于现代英

语的机器学习技术在西文古籍文字自动识别方面仍

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对西文古籍进行全文文字识别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是读者呼声较高的功能.例

如,牛津大学数字图书馆已经对部分图书进行了全文

文字识别,并计划未来逐渐转录所有的数字馆藏[１４],
哈佛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９年,开发了针对所有数字馆

藏的全文检索工具[１５],南安普顿大学数字图书馆提供

全文检索,而且可以定位检索结果到章节[１６].

１．２．５　可视化

可视化能够将抽象的事物用生动的形式展示,
为人文学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工具,例如瑞士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西文古籍数据库,采用地图方

式展示古籍图书的出版地分布情况[１７],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西文古籍数据库则以时间线的形式进行资

源揭示[１８],能够清晰地在时间尺度上对西文古籍的

数量与作品类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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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思路

调查结果显示,西文母语地区特别重视西文古

籍数据库建设,以最大程度地开放共享为建设理念,
依托开源软件构建多种数字人文工具.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文古籍全文 OCR与实体识别

技术逐渐得到推广,使得全文检索成为可能.国内

图书馆界也开始重视西文古籍的重要价值,但国内

的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还停留在理论研究阶

段.本研究将借鉴西文母语地区建设西文古籍数据

库的经验,以读者需求和学科发展为导向,探索构建

西文古籍数据库.

２．１　西文古籍数据库应具备友好的用户体验

２．１．１　自适应多种访问终端

第５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１９],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国内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

例已达到９９．６％,超过了台式电脑、笔记本、平板电

脑的总和.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平台可采用响应式

网页设计方式,自适应手机、电脑、平板等多种访问

终端,满足读者多元化的访问需求.

２．１．２　优化页面布局与提高响应速度

２０１９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全校范围内对

图书馆主页改版的需求进行了调查,读者反馈意见

最多的是图书馆主页内容繁杂,响应速度慢.西文

古籍数据库也可以借鉴这一调查结果,页面设计以

简洁为主,并根据用户使用反馈不断优化.系统的

响应速度决定着用户的留存,在设计西文古籍全文

数据库时,可采用动态加载与异步通讯等措施确保

响应速度.

２．１．３　提高搜索引擎的收录

当前,搜索引擎依然是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入

口,将JsonＧLD嵌入到西文古籍数据库的网页中,可
使得资源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所收录.增加西文古籍

揭示平台与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导航以及学校主

页之间的超链接,也能有效提高搜索引擎的收录量.

２．２　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

仅仅将西文古籍数字化并在线发布,仍属于传

统纸质资源服务模式的简单升级,不能有效释放西

文古籍的独特价值.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

科的交叉领域,由大量开源工具组成的数字人文软

件基础设施,可赋予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更多的功

能(如可视化、众包以及文本挖掘等)[２０],能够协助

人文学者挖掘出西文古籍所蕴藏的潜在知识.

２．２．１　可视化

数字人文常用的可视化方法有图表、关系网络、
地图、时间线等,其中地理信息系统(GIS)是比较成

熟的数字人文研究工具,结合时间变量,可为人文学

者提供时空层面的内容揭示.

２．２．２　众包

众包可以有效解决西文古籍能见度低的问题,

W３C于２００４年专门成立了 Web注释工作组(Web
AnnotationWorkingGroup),并于２０１８年发表了

Web注释数据模型、词汇表及注释协议等三份正式

推荐标准[２１],这三份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数字资源

众包时代的到来.

２．２．３　文本挖掘

在西文母语世界中,已经形成了大量西文古籍

的语料库,比如维基百科开放数据、哈佛大学数字图

书馆云等.利用这些成熟的语料库资源,结合机器

学习算法,可以精准地对西文古籍进行文本挖掘,更
加深入地揭示其所蕴藏的知识.

２．３　采用开源软件

Islandora、Samvera、Omeka、Goobi以及剑桥数

字馆藏平台等系统,是较为主流的数字资源管理平

台,它们的底层架构也多基于开源软件构建,其中包

括 Mysql和PostgreSQL等关系型数据库实现的元

数据存储,Solr和 Blacklight等工具实现资源的发

现,Bootstrap和JQuery等技术进行的用户界面开

发,以及基于 LeafLet框架构建的时空可视化展示

等功能.在图像处理方面,这些平台大多采用ImＧ
ageMagic进行图像处理,并借助 Mirador、Universal
Viewer等工具实现符合IIIF标准的图像在线浏览,
同时还利用Loris、Cantaloupe以及IIPImageServer
等图像服务器工具发布可动态加载的图像.

２．４　利用商业人工智能平台

已经较为成熟的商业人工智能平台,能够对西

文古籍进行自动分类、标签抽取、内容审核以及图像

识别等分析,其分析结果经图书馆校验后,可作为西

文古籍元数据的补充,提升西文古籍的能见度;导入

相关专业领域的语料库还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平

台识别的准确度.

２．５　整合西文母语世界的同类型资源

西文母语世界中已经有大量开放的西文古籍资

源,对于其中以IIIF格式发布的相关资源,可以将

其整合到本地数据库来丰富本地资源,对于以关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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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形式发布的数据集,则可用来对本地西文古籍

的元数据进行校验与丰富.

３　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实践

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西文古籍资源为对象,
基于开源软件与云开放平台构建西文古籍全文数

据库.

３．１　西文古籍文献详情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华东师大馆)特
别重视西文古籍资源的数字化,目前,已有超过

２０００册的西文古籍被数字化.这些西文古籍在出

版时间上的分布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华东师大馆

所收藏的西文古籍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１８９０年到

１９１１年之间,这段时间也是我国西学东渐的开始,
其出版社与出版城市集中分布信息如表１所示,其
中,上海是国内出版西文古籍较多的城市.

图１　西文古籍出版时间分布

表１　西文古籍出版社与城市信息

出版社
图书

数量
城市

图书

数量

CharlesScribnersSons ９８ London ７９２

HoughtonMifflinCompany ７７ NewYork ７１６

TheMacmillanCompany ７４ Boston ２４３

Longmans,Green,andCO． ６６ Oxford ５４

AttheClarendonPress ４７ Chicago ５０

MacmillanandCO． ３９ Philadelphia ４５

G．P．PutnamsSons ３８ Edinburgh ３８

D．AppletonandCompany ３６ Washington ３３

Houghton,MifflinandCompany ３６ Cambridge ３２

MacmillanandCO．,Limited ３６ Leipzig ２５

AmericanBookCompany ３４ Shanghai ２３

HenryHoltandCompany ２９ Glasgow １０

　　虽然华东师大馆已经拥有大量数字化的西文古

籍,然而长期以来这些数字西文古籍还没有被有效

地揭示,不能充分发挥出这些珍贵收藏的价值.

３．２　西文古籍数字资源的管理与发布

３．２．１　构建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系统

通过对众多开源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分析,华
东师大馆最终选择 OmekaＧS来构建西文古籍数据

库.OmekaＧS具有清晰的文献管理与发布逻辑,系
统面向语义网开发,底层数据采用关联数据组织,内
置多种元数据本体,其开源社区中有丰富的扩展模

块,符合开箱即用系统的要求.图２是采用 OmekaＧ
S发布的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的首页,该数据库的

OmekaＧS系统运行在 Centos７．５的虚拟机上,服务

器的配置(内存３２G,１６核CPU)可以基本满足图像

处理与数据发布的需求.

图２　华东师大馆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的首页

３．２．２　批量导入西文古籍全文数据

使用CSVImport插件能够将本地数据批量导

入到西文古籍数据库,并可调用ImageMagick软件

自动生成所需的缩略图.采用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开发的档案汇编(ArchiveRepertory)插件,可让导

入的数据以原始路径与文件名存储于服务器,提高

了数据库的访问速度,也方便了后续批量更换文件.

３．２．３　全文在线浏览

西文古籍全文浏览功能基于IIIF接口开发,由
服务器端与浏览器端程序组成,服务器端采用IIPＧ
ImageServer,提供图像的动态加载功能,浏览器端

采用 UniversalViewer工具,可让读者在不同访问

设备上均获得最佳的体验.

３．２．４　整合开放资源

IIIF技术在西文母语地区的广泛使用,使得大

量开放的西文古籍资源可以无缝嵌入到本地数据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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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可以对西文古籍不同版本进行对比阅读.例

如,本地西文古籍数据库仅收录了莎士比亚作品

ThePlaysandPoemsofWilliamShakespeare的

５册中的１册,严重影响了读者的使用.通过嵌入

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５册 ThePlaysand
PoemsofWilliamShakespeare①,以及耶鲁大学图

书馆３册带批注和插图的版本②,补充了本地馆藏的

不足.整合外部资源到本地,需要大量的手工查找,
可尝试将西文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与学校的教学过程

相结合,利用西文古籍的稀缺性与特殊性来激发读

者参与资源搜集和整理的积极性,从而解决需要大

量手工查找资源的难题.

３．３　资源揭示

３．３．１　人工智能实现文献审核、分类和标签抽取

西文古籍在数字化时包含的元数据内容较少,
并且还可能包含价值观不正确的文献.重新组织人

力对西文古籍文本进行整理的成本太高,得益于国

内成熟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环境,可以通过调用人

工智能开放平台接口,对西文古籍文献的题名、描述

与目录字段进行自然言语处理,生成每一本西文古

籍图书的分类、标签以及审核结果.经过测试,百度

人工智能比较符合本研究的需求,以莎士比亚的作

品AMidsummerＧnightsDream 为例,利用百度人

工智能平台进行分析,调用接口进行自动分类的 C
＃代码如下:

第一步:设置 APPID/AK/SK,并实例化接口:
１．varAPP_ID＝＂AppID＂;

２．varAPI_KEY＝＂ApiKey＂;

３．varSECRET_KEY＝＂SecretKey＂;

４．varclient＝newBaidu．Aip．Nlp．Nlp(API_KEY,SECRET
_KEY);

５．client．Timeout＝６００００;

第二步:分析莎士比亚这部作品类型的方法

函数:
１．publicvoidKeywordDemo(){

２．vartitle＝＂AmidsummerＧnightsdream＂;

３．varcontent＝＂Magic,lovespells,andanenchanＧ
tedwoodprovidethematerialsforoneofShakespeares

mostdelightfulcomedies．∗∗∗∗∗∗,alltouchedby

ShakespearesinimitablevisionoftheintriguingrelaＧ

tionshipbetweenartandlife,dreamsandthewaking

world．＂;

４．varresult＝client．Topic(title,content);

５．Console．WriteLine(result);

６．}

经过运算后,百度人工智能开放平台返回的分类

结果是“社会、戏剧”,同样的调用过程,只需改变调用函

数,就可以分析出文献的标签与内容审核结果.

３．３．２　构建时空浏览

西文古籍的出版地与出版时间是进行时空浏览

的数据基础,利用开源软件LeafLet可构建资源的时

空浏览.LeafLet是一个地图操作库,拥有功能丰富

的地图插件,其中 MapBox插件可以自定义需要的地

图,TimeLine插件用来设置时间线样式.由于LeafLet
只支持经纬度来定位文献在地图上的位置,所以需要

事先将地址转为经纬度.浏览时,拖动时间线就可以

查看对应的文献,选中某个文献,地图会自动切换到

文献的出版地,LeafLet是专门针对移动端设计的应

用,所以能够完美匹配手机等移动终端浏览.

３．３．３　 利 用 自 带 OCR 功 能 的 OpenSemantic
Search实现全文检索

OpenSemanticSearch是专门用于对大型文档

和图像等内容进行文本挖掘的开源工具③,它利用

开源文字识别软件 TesseractＧOCR 抽取 PDF文档

或图像中的文字,其在 GitHub上的Fork(８４００次)
与Star(４９２００次)都很高,是 OCR领域权威的开源

工具之一.在对西文古 籍 进 行 全 文 OCR 之 后,

OpenSemanticSearch会利用开源机器学习框架

SpaCy自动识别出文献中的人物、地点、日期、数字、
组织等信息,然后提供分类浏览,文献浏览界面如图

３所示,识别的准确度需要用户进行验证与调试,对
于识别出的实体,利用 ApacheSolr进行索引,以提

高检索效率.图３中,每一本西文古籍都进行了人

物、机构、位置等信息识别,并且可以按照右侧分类

进行筛选,对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西文古籍的全文

分析发现,相关人物有莎士比亚、达尔文等,涉及较

多的地点有英国、美国、欧洲等.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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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OpenSemanticSearch对西文古籍全文分析的结果

３．４　古英语翻译

西文古籍中有部分文字是“古英语”,和现代英

语有比较大的差距,会给读者阅读西文古籍带来困

扰,比如莎士比亚的ThePlaysandPoemsofWilＧ
liam Shakespeare 一 书 中,“you”常 常 被 写 作

“thou”,“has”被写成“hath”,“says”被写成“saith”
等.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西文古籍数据库除了将常

用的“古英语”单词放在帮助文档中外,还嵌入古英

语翻译工具① .

３．５　开放共享

３．５．１　元数据层面的开放

西文古籍全文数据库的系统底层基于关联数据

开发,采用都柏林核心、书目框架、Schema．org三种

本体构建元数据词表,并以JsonＧLD格式嵌入每一

本西文古籍浏览页面,可以有效被机器理解,使得西

文古籍在互联网上具有较高的可见度.除了采用关

联数据发布数据外,系统还提供 CSV 格式导出、

Restful方式的编程接口以及 OAIＧPMH 的数据收

割方式.

３．５．２　数字对象开放共享

在实现西文古籍自适应不同终端浏览时,西文

古籍数据库系统使用IIIF框架发布数据.IIIF本身

就是为互联网图像数据互操作而生,只要是以IIIF
发布的数字对象就是开放的,获取数字对象的IIIF
Manifest连接,就可以无缝地将数字对象嵌入到本

地系统,通过符合IIIF接口标准的图像浏览器可在

线浏览,或者本地缓存后对外发布.

３．６　众包

在进行西文古籍手工编目时,图书馆常常面临

人力不足以及领域专家缺乏的问题,为此,采用众包

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校内师生的智力资源,为西文古

籍添加标签与注释数据,提升西文古籍的能见度.
利用Folksonomy开源插件可以让读者为西文古籍

添加标签,标签本身还具有文献聚类功能.前文提

到的整合外部不同版本西文古籍到本地系统,也需

要用到众包功能,通过轻型目录访问协议(LDAP)
功能,西文古籍数据库允许读者使用校园一卡通账

号登录,并提交自己整理的数据.

４　思考与展望

４．１　共享西文古籍数据库源代码

华东师大馆的西文古籍数据库已经在校内上

线,并且得到读者的认可.虽然该平台是基于开源

框架开发,但多种开源软件的协作配合、性能优化,
以及部分自主开发等,也需要大量的配置与编码工

作,比如:(１)将系统使用的谷歌字体、JS、CSS等在

线资源下载到本地,用以提高系统响应速度;(２)对
系统自带的 Papers模板、分面检索插件、时空浏览

插件进行二次开发,以满足西文古籍数据库的需要;
(３)解决新版本 OmekaＧS系统的 Mirador插件因为

缺少开源社区维护而无法使用的问题;(４)修复 UＧ
niversalViewer插件侧边栏不显示缩略图问题.

这样的西文古籍数据库,对于缺少技术储备的

图书馆来说,自己部署也有不小的挑战.所以本研

究除了共享整个系统的源代码外,未来还计划将西

文古籍数据库系统以 Docker容器和 Vagrant形式

发布为完整的虚拟机(包含源代码的虚拟机,免去了

部署源代码、配置服务器的过程),这样,想要采用或

者试用本平台的图书馆,只需要简短的几行命令,就
能够将整个测试环境部署在本地,来体验完整的西

文古籍数据库系统.

４．２　对PDF中的图像进行识别

由于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华东师大馆的西文

古籍全文数据库仅识别了文献中的文字,并未对文

献中的图像进行文字识别,在全文检索时,还无法查

找到图片中的文字内容.当前,在没有额外硬件计

算资源加入的情况下,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１６３．７万页西文古籍图书中图像的逐个识别.

４．３　借助领域词表进行文本挖掘

借助领域语料库能够有效提升文本分析的准

确度,以西文古籍数据库中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

① https://www．oldenglishtranslato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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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ＧData中 包 含 莎 士 比 亚 的 数 据 集①,编 号 为

Q６９２,利用 OpenSemanticSearch提供的SPARQL
查询端口构建莎士比亚数据集的SPARQL查询语

句,从 而 将 WikiＧData 中 的 数 据 集 导 入 Open
SemanticSearch,进行有针对性的文本挖掘,莎士比

亚数据库SPARQL查询语句如下:
１．PREFIXskos: ＜http://www．w３．org/２００４/０２/skos/

core＃＞
２．CONSTRUCT{
３．　　? urirdfs:label? label;
４．skos:prefLabel? prefLabel;
５．skos:altLabel? altLabel．
６．}
７．WHERE{
８．　　? uriwdt:P３９wd:Q６９２．//WikiＧData中莎士比亚

数据的编号

９．　　OPTIONAL{
１０．　　　　? urirdfs:label? label．
１１．　　}
１２．　　OPTIONAL{
１３．　　　　? uriskos:prefLabel? prefLabel．
１４．　　}
１５．　　OPTIONAL{
１６．　　　　? uriskos:altLabel? altLabel．　
１７．　　}
１８．}

４．４　完善知识图谱

将 OpenSemanticSearch识别出的实体导入到

Neo４j图数据库中,可构建简单的知识图谱,例如在

知识图谱中查询“达尔文”,结果如图４所示.但由

于缺少实体之间的关系数据,目前还不能完全发挥

出知 识 图 谱 的 强 大 功 能,接 下 来 将 通 过 LODＧ
Cloud、维基数据等数据集,获取更多实体之间的关

系数据,来构建更加完善的西文古籍知识图谱.

图４　在西文古籍知识图谱中检索“达尔文”

５　总结

在普通文献资源日益同质化的大背景下,稀有

且价值较高的西文古籍,越来越受到图书馆的重视,
而性价比高、功能完备的西文古籍数据库软件平台,
则能够释放西文古籍的巨大价值.本研究在分析国

内外西文古籍数据库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开源

软件,结合开源社区的经验,构建了华东师大馆西文

古籍数据库,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

掘,并借助数字人文技术,赋予西文古籍数据库全文

在线高清浏览、可视化、开放共享、分类浏览、检索建

议等功能,未来还将进一步利用领域知识进行文献

分析、构建知识图谱.系统已经具备简单的众包功

能,未来还需要不断探索提高师生参与积极性的方

法.本研究是对西文古籍文献全文数据库研发的一

次尝试,实践过程均采用开源软件,并且将以虚拟机

的方式打包共享整套软件系统,希望能够为有西文

古籍数据库建设需求的图书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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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DevelopmentofWesternRareBooksDatabase
fromthePerspectiveofDigitalHumanities

ZhangYi

Abstract:Inrecentyears,research on Westernrarebookshasbeenincreasingamong Chinese
libraries,butmostofthemhavebeenfocusedtocollectioninvestigation,versionanalysis,andrepair,with
limitedresearchondigitalresourcesofWesternrarebooks．Intermsofpractice,theservicemainlyfocuses
onpaperversionmaterialsreading,whichcannotmeettheneedsofreaderstoaccessWesternrarebooks
online．ByanalyzingthecurrentsituationofWesternrarebookdatabasesconstructionathomeandabroad
andtakingtheconstructionofWesternrarebooksfullＧtextdatabaseat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asan
example,thepaperintroducesthepracticalexperienceonimplementingopenＧsourcesoftwareanddigital
humanitiesresearchtoolstodevelopadatabaseforWesternrarebooks,withhopetobeusedforreference
by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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