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加小双副教授主讲的《数字人文导论》是中国人民大

学本科生“数字人文荣誉辅修学位”系列课程之一，选课学生涵盖本、硕、博三类。课程内容包括数

字人文导论（理论讲解、案例分享）和数字人文项目设计（实践操作）。

本系列推文共12期，是该课程学生课堂展示的成果报道。第二期由国学院2019级本科生盛一涵和信息

资源管理学院2019级本科生田雨娇共同完成，以顾国林等民间小学爱好者合作建设的“古音小镜 • 历

史语言学共享网站”项目为研究对象，对该项目的背景、主要内容、建设过程和项目特色进行系统梳

理，并总结对今后数字人文项目的启示。

 

“古音小镜”是一个历史语言学领域的数字人文网站，学术性和专业性很强。小镜建设起始于2017

年，最早放置个人积累的历史语言学材料。域名kaom.net，“kaom”取自「古ka-音om」两字的古

音。小站用于探索汉语的早期历史，主要领域是上古音，兼及古文字、民族语、音韵训诂、汉语地理

等。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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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语言学领域是人文研究中与数字技术最适配的领域，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材料众多，有古代的各种韵

书、字书，还有陆续出土的文献。韵书和字书都有固定的体例，材料量大，而且基本都处于半结构化

的状态，古代就已经出现了韵图之类“可视化”的方法帮助研究，现代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更是基于统

计的方法有了重大突破。

 

“古音小镜”网站汇集了大量的文字、音韵、方言材料，将它们全部整理成格式化的形式，并对大部

分数据提供了非常直观的可视化表现。



图1 “古音小镜”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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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团队

古音小镜起始于2017年，由民间小学爱好者支持和搭建。站长顾国林先生是计算机行业的资深从业

者，用业余时间学习小学并搭建了这个网站。资源提供者们按照古代韵书的体例，将文字材料整理录

入表格，再由站长建设数据库，呈现在网页上。

图2 “古音小镜”致谢资源提供者

 

 

项目内容
 

网站内容分为上古音、古文字、汉语地理、地名、小功能、工具书六个板块，主要的材料、功能如

下。

图3 “古音小镜”网站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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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
工具书栏目提供了所有材料原书的检索，基本囊括了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网站共整合了：

图4 工具书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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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音

韵书、字书35种

训诂工具书22部

沙门（佛家释经工具书）10部

16位学者对上古中古音的构拟

出土简帛11种

4种汉字声符

民族语词汇集15部

通假字书12部

汉语大词典

方言大词典

明清吴语词典

材料：出土简帛、《诗经》用韵、《广韵》《集韵》异读、两汉经注的声训材料、《后汉三国梵汉

对音谱》等。



图5 《诗经》韵系联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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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

「甲骨字形库」，约44万单字切片；

「金文字形库」，约13万单字切片；

「楚简字形库」，约10万单字切片（未上线）

图6 甲骨文字形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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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地理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单字的声母/韵母/声调等在不同方言中的对比

图7 “江”字的声母在不同方言中的对比

2. 方言字音统计

图8 单一方言的语音统计

3. 方言音系整体对比

图9 两个方言语音的对比

4. 方言古今演变对比

图10 《广韵》音系与某个方言今音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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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图11 “各“字在中国自然村名中的出现情况

 

 

主要功能：系联节点图、关系统计表

材料：

资料来源：爱好者整理分享的网络资源、PDF资源

功能：字形检索、字形溯源

材料：方言大词典、方言研究著作

功能：以地图、桑基图的形式呈现方言的时空对比（已完成2023种方言的统计）

材料：中国392万自然村名

功能：输入地名用词（如厝、浜、峪、畈、舍、寮、垟、埭、崮、涌等），程序生成点状分布地

图。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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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建设过程

在众多繁复的功能之下，是一套相同的严谨、踏实的流程。

1. 资源数字化

    1）获取语言学词典资源（实体书或扫描版）

    2）人工数字化

2. 整理并导入数据库（一本词典一个库）

    1) 数据库：MySQL

    2) 建表方法：

3. 网站建设

    1) 搭载数据库

    2) 网页设计

    3) 构建基础检索与可视化功能

《诗经》韵部分的录入与整理由站长一人完成，其他部分的资源数字化工作大多由小学爱好者交流群

的群友完成，站长进行全部的数据库和网站建设、维护。

图12 项目建设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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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过程
起始：

        时间：2017年

        作用：放置历史语言学数字化资料

 

扩展：

时间：2017-2021年

内容：上古音为主，兼及古文字、民族语、音韵训诂、汉语地理

功能：语言学词典数字化查询、汉语字音时空关联可视化、古汉语学习小工具等

优化：改善代码提升速度、流畅性，减少经济负担，保证可长期运行【用户体验】

 

 

项目特色
 

数据量小（几十万以下）：普通的建表方法，一部字典一张表； 查询时，先后查30张表，集中起

来显示在网页上（对韵书字典来说，不加优化，总时间都可控制在2-3秒）

数据量大（百万条以上，比如方言字音）：使用数据库的索引功能提速

1.

2.



1. 数据量庞大

结构化电子词典与注书共133部，全部实现字头查询，部分可进行全文查询。

2. 功能丰富

古音小镜充分利用了网页可交互的优势，对知识节点、时间和空间的可视化呈现技术的运用具有极强

的数字人文特色。

3. 自由查询

    1）单本词典电子查询

    2）多部文献联动查询

4. 实体书扫描本全文阅读

图13 《说文解字诂林》

5. 穷尽、准确、可溯源

“穷尽”指穷尽可用资料。由于是民间爱好者合力积累而成，能最大范围地覆盖有关资料，并完整著

录。

“准确”指知识准确、识读准确和著录准确。知识准确依赖于所凭借的资料；识读和著录准确取决于

专业素养和责任感。由于是非营利性网站，这些工作也并非有偿，全凭爱好，准确性有所保障。

“可溯源”包含两方面，一是每条数据都出自权威编纂成果，有据可查，能通过层层点击进入文献扫

面页；二是单本词典著录者也基本只有一人，一旦发现错误，找到当事人就可以全面修改。

6. 速度快

与多数商业化语言学网站相比，“古音小镜”的加载和运行速度都具有显著优势，这也是本职工作是

程序员的站长引以为傲的一点。

7. 为爱发电，全免费

“小站是非盈利网站，所有功能都是免费的，不设广告。”

——摘自古音小镜网站简介

8. 建设周期长，持续更新

网站首页呈现了最近的更新内容。

图14  “古音小镜”网站更新栏目

最近一次更新在2020年12月6日。站长和他的群友们至今也一直在爱好的驱动下，利用业余时间扩充

网站的数据库和功能。热爱不灭，更新不停。

9. 首创性

“古音小镜”是众多汉语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集合，有些功能并非首创，但也有创新，比如假借字系

联，其他网站尚未尝试，小镜属首例。

 

 

项目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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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示



图15 顾国林先生线上访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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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批判性分析

在启示之外，基于以上的研究认识，我们对网站也有一些浅薄的建议以供商榷：

 

“古音小镜”是承袭了古汉语语料库语言学的传统、典型的数字人文项目，涉及数字人文所需的各个

环节，并且都做出了成功且成熟的尝试。无论是它的优点还是缺点，都能给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带来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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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用数字方法实现学科领域集成。相信每一个第一次打开“古音小镜”的人都会被它的数据量震撼

到，为它丰富的功能而惊叹。古音小镜实现了对汉语语言学的资料汇集和串联，为后人的学习和研

究带来极大便利。

以众包实现纸质资料数字化和数据结构化。在数字人文项目建设中，我们倾向于让机器取代人工，

尤其是基础性的文字识别、数据录入等工作，但又不得不承认人工识别的正确率更有保障。“古音

小镜”让我们看到人工识别不一定是效率低下的，也不是不能完成的。

计算机技能和数据科学素养对数字人文项目的构建非常重要。站长顾国林先生的专业与职业都是计

算机方向，这也是“古音小镜”能令人惊艳的最主要原因。他在毕业后对小学产生兴趣，才把知识

和技术结合于一身，完成了这项造福后学的工程。

利用庞大的结构化数据实现知识发现。现在网站的功能以查询为主，知识挖掘潜力还可以进一步。

留存网站建设过程，吸引更多技术人员加入。

数据录入过程中加入互查和相互商讨环节，进一步保障准确性。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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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