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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与开放数据



数字人文

方法：非常普遍，如有学者把数字人文看作“是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补充，这一

方法基于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运用，是一种更广阔意义上的‘计算’。

领域：数字人文是位于人文学科与计算技术交叉地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目的

在于考察数字技术是如何用以提高和转化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同时，它也运用传

统的人文技巧，去分析当代的数字制品，考察当代数字文化。

活动：我们使用“数字人文”作为许多围绕技术和人文学术的不同活动的总称，

在数字人文的标题下包括了诸如开放获取、知识产权、工具开发、数字图书馆、

数据挖掘、原生数字保存、多媒体出版、可视化、GIS、数字重建、研究技术对

众多领域的影响、教学技术、可持续性模型等主题。

实践：认为数字人文是这样一系列实践：用数字工具、技术和媒体改变艺术、人

类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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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标题

数字人文研究的要素组成：数据与方法
（刘炜）



开放数据

开放政府数据：

  美国2009年奥巴马签署的《开放政府指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

为基础，朝着让政府更透明、让民众更好监督政府运作的方向，推进开放数据的

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预算、政府支出、政府选举3项数据是开放政府数据计

划中的重点对象，因此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进一步推动了《数据法令》

（Data Act）的通过，从而加强政府预算和支出数据的开放。

                                   高丰《开放数据：概念、现状与机遇》

开放科学数据：开放科学数据的范围包括科学界普遍接受的数字记录的事实材料、

需要验证的研究成果，包括支持学术论文而使用的数据集。

                                   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

                               



开放数据

W3C 倡导的“开放数据运动”则是采用 RDF 数据模型，在网络空间

中不同类型和来源的数据实体之间建立“RDF链接”，从而用特定的

语义网浏览器或搜索引擎为用户在普通的 HTML 网页和结构化数据

中导航，最终实现人人都可自由地获取到其想要数据的目标。

https://www.w3.org/wiki/SweoIG/TaskForces/CommunityProj

ects/LinkingOpenData#Project_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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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的数据基础设施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 ( Data Infrastructure) ，作为数字人文研究基础

设施的一部分，试图聚焦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中的内容、数据和知识部分的生

产和组织，探讨如何构建独立于具体应用开发和领域研究问题之外的数据层，及其

长期保存、共建共享和开放利用的技术规范。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除了具

备“基础设施”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还应充分体现数据规模大、覆盖时

间长、地域范围广、描述粒度小、维度多等特点，以支持全网域

( Web－scale) 的数据调度、融合和自动化分析、统计，以及数据可视化。同时还

应独立于具体应用开发和特定领域研究之外，遵循通用的数据组织规范和开放共享

规范，成为介于信息基础设施“后台”和特定领域研究“前台”之间的“数据中

台”。   

夏翠娟 

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开放数据与数据开放

另一方面数字人文项目建设不断涌现大量的开放数据集





数字空间回首粉墨风华
“沪影云图”缘起生成

上海古称“沪”、“影”指

作品内容，即影剧院、影人、

影片；“云图”既意指云中

图书馆，调用上海图书馆的

开放数据，又指通过手绘图

画、以云端形式展示老上海

影剧院的样貌。

“沪影云图”突出线上线下

互动，新旧融合，使旧影像

与新故事交织，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作品名称由来

近百年来，上海的影剧院一

直是这繁华都市中闪亮的风

景，承载文化记忆。

“沪影云图”微信小程序以

创新数字人文视角导览上海

时代风华和影像记忆，开拓

新时代篇章。

作品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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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互动体验
“沪影云图”之结构化数据

建筑

影人

历史
事件

影剧

上
海
图
书
馆
提
供
的
电
影
库

开
放
数
据+

自
主
搜
集
资
料

老电影知识传播

时代意义彰显

数字人文教育联动

城市记忆数据化
影像档案袋数字化地图

互动游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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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数字人文跨学科合作“沪影云图”团队架构02



“沪影云图”数据技术实现方案

以上海图书馆开放数

据为主要数据源，通

过特定的API接口获取

六大影院的地址、简

介、相关事件及其影

人、剧目等信息，采

取数据调用的方式直

接填充至小程序的各

个板块。

调用API接口

以百科类、地图类、

在线票务类等其他外

部数据为辅助数据源，

经由收集、整合之后，

采取输入的方式对小

程序的各个版块进行

补充完善。

借助外部辅助数据

充分利用小程序的内

部组件，形成合理结

构和创新用户界面，

力求内容的展示形式

更加丰富多样，促使

用户拥有良好的使用

体验。

利用内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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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影云图”探索开放数据新模式
开放数据调用+自主资料搜集+文献系统化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人名规范库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上海市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

……

上海开放数据

影院开放时间

影院演出信息

永乐票务+大众点评

豆瓣电影

影人及相关作品图片

剧目简介、照片

百度地图

影院地址、开放时间

自
主
整
理
资
料
系
统
化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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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开放数据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沪影云图” 融合手绘元素和新版乐曲，形成记忆共振和文化回响。

视觉

“沪影云图” 以饱和

度较低的黄色与褐色

为主色调，呈现怀旧

复古的风格

听觉

记忆共振：沪影云图视听构成

以《渔光曲》（现代

钢琴版）凸显沪上情

怀。这部经典默片创

下连映84天的票房纪

录，也是“左翼音乐

运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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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影云图” 创新视觉设计风格

原创设计&手绘建筑

主色为卡其色，辅助色为褐色，可以增加小程序底蕴

深厚、余韵回长的氛围。明度较高的橙色和肤色为点

缀色，可以使小程序更富趣味和亮点。

配色意蕴

主色调 辅助色 点缀色 点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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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影云图”主要界面及开放数据调用

进入小程序

了解档案袋中的内容

打开上海地图

数字地图上

呈现影剧院的地

理位置信息

点击单个名称

进入对应影剧院

通过手绘质感地图

实时导览选择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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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下滑动依次浏览

也可点击导航栏直接

跳转浏览

按照时间顺序

影院照片轮播展示

 “探索按钮” 

即时了解影院详情

“沪影云图”互动界面及时间数据调用

“左右翻”
自由切换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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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大众点评、百度地图

永乐票务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百度图片
豆瓣电影
百度百科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百度图片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百度图片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百度百科
豆瓣电影

进入“剧目详情”跳转到“演出剧目”

“沪影云图”细节点击及空间数据调用04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人名规范库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跳转到
“影人列传”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百度图片
豆瓣电影

跳转到
“历史事件”

“沪影云图” 界面设计及数据矩阵联盟04



“沪影云图” 界面设计及数据矩阵联盟04

“寄明信片”功能
全页面置顶，用户
可随时点击进入，
分享剧院明信片

装入信封后，可实现
滑动交互，分享至朋
友圈、相册当中



突出设计师导览——创新设计表述



















设计创新——云端感触“上图”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