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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线上研讨会举行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线上研讨会海报 通讯员/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华夏 曾江 通讯员 杨萌）6月6日，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

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系和北京论坛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

列之“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线上研讨会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席教授包

弼德(Peter K. Bol)，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柏林工业大学科学

技术史教授薛凤(Dagmar Sch fer)，比利时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史教

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熙远参与会议发

言。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管理系王军教授召集，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副主任何晋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梁晨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史睿副研究馆员主持。

　　研讨会以“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为题，围绕数字人文方法如何推动历史

学发展、传统史学的格局将如何改变、研究者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来从事研究、数

字人文方法面临的挑战与需要突破的瓶颈等前沿学术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邓小南认为，数字人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人文领域理念最为开放、成就最为显著的

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它打造了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激发了新的

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力。

　　在“从轶事到数据：传记数据的网络和空间分布”主题发言中，包弼德表示，数字人

文将促使研究者对历代传记资料在地理信息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有新的发现。包弼德与北京

大学和复旦大学长期合作，分别建立了两套适用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网络数据库——中国

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薛凤的发言题目为“新方法开辟新领域，历史研究中的数字人文”。薛凤提出，历史

学通过数字人文重组和呈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史料资源的数据分析和结构分析，

最大程度解析了史料的产生原因和背景。她提到，把历史数据转到新的结构或做成新的数

据库时，也同时会对该历史事件有新的了解，发掘出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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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魏希德发言的题目为“数字历史需要什么？想象力、评测、合作”。她认为，人文研

究的数字化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开放想象力将成为数字历史

发展的新动力。

　　陈熙远认为，作为数字人文研究者，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个是文本的分

析，另一个是图像的分析。陈熙远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文学者对历史资料和实物藏品做数字

收集、转译、展示及数据应用，以推进数字人文学科的全面发展。

　　在讨论问答环节，与会嘉宾与观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与会者普遍认为，随着

人文研究语料的普遍数字化，数字方法逐渐渗透到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中，由此形成了

“数字人文”这一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一方面，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

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基于计算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计算机辅助下研究广

度和复杂度的极大扩展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新视角和新问题，注入了新活力。“数字人文”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特质正在于突破原有的学术藩篱与组织边界，为多学

科的交流与协作提供了平台，进而引发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科重组和组织重构。

　　据悉，北京论坛（2020）将陆续推出“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聚焦人工智

能、全球健康、数字人文、生物医学、技术能源、全球治理、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等领

域，展开深度探讨，促进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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