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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史学，是新的方法论 
还是新的问题域？ 

输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计算：NLP、SNA、GIS 
输出：可视化、数字叙述 

• 使用电脑技术辅助人文
学科的研究 

• 发现问题、隐含的信息
与关联 



勒华拉杜里的“叛变” 

 未来的历史学者，首先是一
名“程序员” 



传统的（历史）叙述观 

 语言、文字是历史记忆呈现的主要方式。通过语言、
文字将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就是历史叙
述。历史叙述是历史记忆呈现、输出、表达的方式。
文字叙述出来的历史记忆结晶是历史文献；语言叙述
出来的历史记忆结晶则是口述历史文本。 

• 语言 
• 文字 
• 文献 
• 文本 

 目前，大多数历史书写致力于在深度讨论现有历史书写的
基础上提出新的解释。史学专家的核心任务主要落实于借
鉴、支持、修正或者挑战现有解释……在理论与数据之间
发掘全新联系提出更多或者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强调对全
新档案材料的使用或者对材料来源更加全面的掌握，应用
更复杂的类比方法，或者对历史资料更优秀的阅读分析。 

Pieter François 



历史书写的传统路径 

苏格拉底：这就是写作的奇怪之处，它真正类似于绘
画。画家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就好像它们还活着一
样；但如果你质疑它们，它们就会保持一种最雄伟的
沉默。书面语也是如此：他们似乎在和你说话，好像
他们很聪明，但如果你问他们什么，他们会永远告诉
你同样的事情：沉默。 

史料获取的方式 

 

历史书写的方式 



关联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 

2006年Tim Berners-Lee： 
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允许数据在应用、
企业和社区之间共享和重复使用。 

 a subject (“:Dante”), 

 a predicate (“:wrote”), 

 an object(“:The_Divine_Comedy”) 





空间综合人文学 

历史数据的核心五要素： 

人、事、时、物、地 

 

5w：who, what, when, 

where, which 

Spatial humanities 

Bodenhamer：所有空间包含了在其内
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是个人的
或集体的，且每个故事都与地理（空
间）和历史（时间）有联系……更重
要的是，它们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和文
化代码，它们操纵社会政治的形成。 
 



空间叙述与权力 

 统治者主导的“地图革命” 

 制图专家受到重用，Wilhelm Dilich 

 发挥功能：确定疆域、设置税收范围、
处理领地纠纷、娱乐功能 

虽然国王陛下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它们毫无
例外地都能够成就您永世的英名，但是人类所能
达至的任何丰功伟绩，都无法与眼前[这幅地图]
相提并论……因为[地图]展示出帝国的广袤，茫
茫大海环绕其间，只有一小块区域以比利牛斯为
边界被标示出来，如此幅员辽阔的态势让观者无
不动容。  



沃夫：只有在世界中故事才得以展开，
而不是相反。这个世界无边无垠，没遮
没拦，野生野长，控制无望。这个世界
有典籍报章，有朝生暮死的流言，有口
口相传的学问，有俗世俚语，有黑道切
口，有磨灭不清的绵密注脚，有湮灭无
闻的古老文献。这个世界有悠久的过去，
有无限的未来，有通往未知的分岔小径，
如真实世界一样丰富而复杂。 

故事地图STORY MAP 

利用网页应用程序（web applications），交
互式地图（interactive maps）、多媒体内容
（multimedia content）、文本（text），讲
述故事。 



网络史学？公众史学？ 

Digital public history 

数字发布历史 

数字叙事 
digital storytelling  



18世纪的“大旅行”（GRAND TOUR） 



慰安所的故事 



数字历史叙述的局限 

 述而不作的拯救者 

 新的写作方式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