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1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 “国际档案学研究前沿”系列讲座第三期暨

海外名师讲堂第一讲在线上顺利举行。该系列讲座是7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

 

本期邀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档案学教授Charles Jeurgens主讲“应用人工智能解锁历史数据：以激活荷兰

东印度公司文件为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tool to unlock historical data: Unsilencing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Records as an example）”，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马林青博士主持。

Charles Jeurgens博士，现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档案学系教授、系主任，荷兰国家档案馆战略顾问，拥

有社会和经济史及档案学学位。1995年以来在荷兰若干个省及国家档案馆工作过，2004-2016年任莱顿大学

档案学专业教授，自2016年起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档案学系教授。

 

讲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荷兰档案学发展的背景、“激活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档案”项目介绍以

及人工智能在VOC历史档案中的具体应用。

 

讲座开始，Charles博士先简要介绍了荷兰的相关情况及荷兰档案学发展历程。

 

 

紧接着，Charles博士对“激活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项目进行了介绍。该项目旨在通过应用数字方法探索获

取历史档案的新途径，重点关注档案去殖民化问题。该项目选取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中的遗嘱档案作为研究

对象，因为之前的档案工作者仅将这些遗嘱档案中立遗嘱的男性的名字标注出来以供检索，这些档案中所涉

及到的女性及土著居民是无法被检索到的，这些人被埋没在这些历史档案中，成为“沉默的人”，而该项目

就是要让这些被“沉默的人”能被看到、被发现。Charles博士通过对Michel-Rolph Trouillot的著作

《Silencing the Past》中对历史形成中的“沉默时刻”的解读，探究档案工作者和档案机构在此过程中的角



色定位，并强调档案工作者不仅决定了哪些文件能成为档案，而且也决定了哪些文件可以通过著录、索引及

相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能被获取。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所包含的“沉默”内容的介绍。

 

 

最后，Charles博士具体介绍了应用过程，主要包括：通过HTR手写文本转录软件对东印度公司的遗嘱档案进

行转录；构建标注类型，确定其中的实体，实体的属性，及属性的值；对遗嘱档案进行标注，发现在被标注

的档案中有61%的档案里包含有女性的名字，30%包含有土著居民的名字。这些标注有利于这些“沉默”人

和信息被检索、被利用。该项目将来还希望能有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及能提供符合伦理的负责任的获

取。Charles博士特别强调我们应注意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过程透明性问题，提醒我们当我们用标注的语料去训

练算法时，应思考这些标注的语料是谁标注的，出于什么目的标注的等问题，以避免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的歧

视。

 

 

在提问环节，Charles博士就大家基于讲座内容及相关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参会者也对Charles博

士的精彩分享表示了感谢。

 

 

视频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yMZ_k_W5Bpcaql1hVu1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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