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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刊论文浅析图情档领域数字人文研究特征（2015年至今）

 

 

随着学界对“数字人文” 的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再将“数字人文”简单地理解为将数字技术运用到

人文学术研究中，而逐步认识到数字人文涉及数字技术对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数字人文

视为方法论、交叉学科、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文化模型等。本文认为“数字人文”是借助新媒

介的特性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以开展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趋势和应用。2021年4月12日，笔

者以图情档学科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为基础，并根据影响因子、转载量等标准人工选取《中

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档案学通讯》等42本期刊为检索来源，检索时间为2015年至2021

年4月10日，以“数字人文”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并人工进行筛选发现共430篇有效文献检索结果。

本文将从期刊分布、作者分布、内容分布、研究类型、研究方法、关键词、应用工具等方面阐述图情

档领域数字人文研究特征，以期更好地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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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分布

 

 

图情档学科可检索到的最早的相关论文为2006年彭冬莲发表在《图书馆》的《论数字技术与人文精

神》一文，探讨数字技术给人文精神带来的利弊,提出构建数字人文精神的设想。此后图情档界偶有探

讨，直到2011年，学者们开始越发关注数字人文领域，期刊论文发表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5年后

文献量快速增长：2015年12篇、2016年19篇、2017年35篇、2018年87篇、2019年110篇、2020年135

篇，2018年较前一年增长近1.5倍，此后仍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数字人文逐渐成为图情档学科研究的

重点和热点之一。在图情档学科中，图书馆学界对数字人文相关研究较多，图书馆类期刊共载文235

篇，占以上全部论文的五成有余。其中又以《图书馆论坛》刊文最多，共69篇，占16.05%；《图书馆



杂志》次之，共32篇，占7.44%。档案学期刊载文最多的为《山西档案》，共25篇，占5.81%。情报学

期刊载文最多的为《情报资料工作》，共15篇，占3.49%。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图情档领域各期刊“数字人文”相关论文发表量情况（2015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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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布

 

 

文献涉及作者总人数为593，作者单位主要为各大高校的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或者图书馆。图情档学科作

者人数为538，占90.73%，其余作者主要为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171篇文献为独

立作者，占39.77%；259篇文献为合作完成，占60.23%。数字人文领域研究普遍注重团队合作，这259

篇文献所显示的团队合作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同一机构内部开展合作（共128篇文献，占

49.42%），来自不同图情档机构的作者开展合作（共82篇文献，占31.66%），图情档机构作者与其他

单位作者进行合作（共49篇文献，占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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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布



 

 

图情档领域的数字人文文献研究内容涉及学科主要有图书馆学、档案学、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情报

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个别研究涉及历史学（如《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图书馆特藏资源数字化建设——以

“民国时期文献目录数据平台”为例》）、教育学（如《数字人文的本科教育实践:总结与反思》）、

文学（如《数字人文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学术传播研究》）、文献学（如《徽州文书特色资源的主题设

计与标引方法研究》）、文化学（如《数字人文环境下“安徽四大文化圈”研究》）、文化遗产学

（如《从“中意文化相亲”现象看意大利水下文化遗产数字图书馆建设对我国的启示》）、地理学

（如《徽州水系文化地图特色数据库构建探析》）、艺术学（如《在文本视觉化与视觉设计之间——

2016年〈装饰〉封面设计解读》）、数据科学（如《inBooks数字人文工具的设计与实现——基于上海

图书馆开放数据的微信小程序》）、传播学《如（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服务的新思考》）、

音乐学（如《广东梅州传统客家山歌数字化传承保护探索》）、考古学（如《徽州文书、徽学研究与

数字人文》）、古汉语（如《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汉语实体歧义研究》）、古文书学（如《中文古籍

数字化成果辅助人文学术研究功能的调查》）、体育学（如《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基本理论

研究》）、环境科学（如《空间视域下明清女性作家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以松江府为例》）、农学

（如《面向数字人文的都市农业本体的构建》）、纺织学（如《数字人文背景下纺织史文献资源现状

调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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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类型

 

 

在图情档领域的430篇数字人文文献中，基础理论研究87篇，占比约为20.23%；应用性研究343篇，占

比约79.77%。由此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侧重于数字人文实践应用的摸索与探讨，如《国外图书馆支持

数字人文研究进展》《美国大学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课程教育调查与分析》《北京大学“数字人文”

课程教学实践及经验探索》《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透视——兼论对我国数字人文项目的启示》《数

字人文视域下部分国家口述历史项目实践及启示》等。基础理论研究以文献综述类研究为主，如《基

于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学研究成果述评（2015-2020）》《国内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综述》《数字人文

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创新人文研究范式的数字人文——基于数字人文在史学研究领域应

用渗透的文献考察》等。以上研究侧重也符合数字人文研究起步不久，成体系的基础理论有待于更多

实践提供思考材料的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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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在430篇检索文献中，可以明显识别研究方法的有343篇，占比79.77%。其中，有多篇文献同时采用多

种研究方法。参照约翰·W·克雷斯维尔在《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

书中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科学研究方法划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大类，其中实证研究又划分

为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混合研究三类，量化研究包括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等，质化研究包括案例分

析和内容分析等。按照此种分类逻辑，对343篇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统计可知：图情档领域的数字

人文研究采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共有103篇文献使用；其次是案例研究法，共有89篇文献

使用；此外，网络调查法（36篇）、文献计量法（29篇）和内容分析法（12篇）也被多次使用（如图2

所示）。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图情档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基本都属于实证研究，少有文献采用纯粹

的思辨研究；在实证研究当中，更多文献侧重质化（定性）研究方法，较少文献使用量化（定量）研

究方法。

图2 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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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430篇文献中，含关键词的文献有423篇，占比98.37%。将此423篇文献的关键词按照词频从大到小排

序。结果显示，“数字人文”为图情档领域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共有366篇文献使用。其中，大多

数文献直接以“数字人文”这个词语作为关键词，少数文献以“数字人文”为词根进行扩展，如“数

字人文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数字人文服务”“数字人文教育”等。这一结果首先与选取的检索

词即为“数字人文”有关。

位居第二的关键词为“图书馆”，共有366篇文献使用。其中，大多数文献直接以“图书馆”这个词语

作为关键词，少数文献以“图书馆”为词根扩展，包括“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由此可知，在图情档领域中，数字人文研究的对象或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的主体更多是图书馆。

除了“数字人文”和“图书馆”之外，“数据”（“数据库”“元数据”“大数据”“数据基础设

施”“关联数据”等）、“档案”（“国家档案”“口述档案”“声像档案”等）和“档案馆”

（“公共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等也较多被作为关键词及其词根。这反映出数字人文与数据的

密切关系，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展、数字人文平台的建设都必须以数据为基础；同时，档案与历史文献

是数字人文的核心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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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具

 

 

在430篇文献中，使用了应用工具的文献有64篇，占比14.89%。在64篇文献中，36篇文献使用了一种应

用工具，占56.25%，28篇文献使用两种及以上应用工具，占43.75%。分析涉及的应用工具可知，“数

据库”是图情档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应用最多的工具，共15篇文献，包括CBDB数据库、古籍数据库、

文书数据库和特色数据库等。仅次于数据库的是地理信息系统（GIS），共9篇，还有少数文献运用

CiteSpace（5篇）、VOSviewer（4篇）、语义分析（4篇，包括语义描述、语义消歧、语义标注、语义

检索）等。

 

综上，图情档领域数字人文研究呈现出期刊分布以图书馆学为主、作者多具备图情档学科背景、研究

内容广泛并侧重应用、研究方法推崇实证、应用工具较为局限等特征。总体而言，图情档领域的数字

人文研究尚处于“自由生长”阶段，还缺乏成熟的研究方法体系支撑，还不足以构成自成一派的研究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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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集人民大学多学科优势，秉持融合文理、协同创新之理念，开展数字

人文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