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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目的：示範文獻標注以後對於文史研究的幫助(如
何擴充全文資料的用途)

● 文獻標注的用處

● 標注的方法

● 配合CBDB的自動標注系統Markus

● 個案示範：黃榦《勉齋集》和陳淳《北溪大全集》：
計量、GIS與社會網絡比較

● 結論



文獻標注的用處



Culturomics (google n-gram viewer)

利用大量文本分析特定詞彙不同時代的情況

從「睡覺」到「睡覺」



分析不同類書之間的相關性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利用地理、人際網絡
觀察中國歷代人物

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利用地理、時間、空間分析
信件的流動

Republic of letters



DATA數據



年代分布

地理
分布

相關人名
詞頻分布

相關地名
詞頻分布

相關官名
詞頻分布

全文資料





文獻標注的例子



文獻標注的用處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審視(有研究的意味)與展示(分享
知識的意味)文獻
 包括轉化成其它媒體；

 包括顯題化文獻的某些特性；

 成為「數」據。

 與其它數據的串連
 其為文獻也不同，其為數據也則一；

 同類文獻的整合(四庫全書、類書)；

 跨文類的整合(Google圖片搜尋、將音樂轉化成圖示)。

 與電腦進行互動(人機互動)

 數位工具的產生：時間線圖、族譜

 對於人工研究過程的省視：年譜



可能的研究課題舉例

● 全宋文提到的文獻研究
● 有多少還存在？

● 有沒有時段前後的差別？

● 不同文類的引用情形一樣不一樣？意味著什麼？

● 不同作者(例如理學家、非理學)引用的情形一樣
不一樣？意味著什麼？

● 文獻彼此之間的關係(使用在同一個單位出現來建
構文獻之間的關係)呈現什麼樣的狀況？意味著什
麼？



書名 冊 ID1 ID1 篇ID 作者 卷數

祭法 1 qswi_001006宋太祖 qswj_0010001

國風 1 qswi_001015宋太祖 qswj_0010001

國風 1 qswi_001018宋太祖 qswj_0010001

歸妹 1 qswi_001018宋太祖 qswj_0010001

易 1 qswi_001018宋太祖 qswj_0010001

三禮圖 1 qswi_001030宋太祖 qswj_0010001

祠令 1 qswi_001066宋太祖 qswj_0010002

重詳定刑統節文 1 qswi_001099宋太祖 qswj_0010003

詩 1 qswi_001105宋太祖 qswj_0010003

國風 1 qswi_001105宋太祖 qswj_0010003

內則 1 qswi_001105宋太祖 qswj_0010003

薤露 1 qswi_001106宋太祖 qswj_0010003

禮 1 qswi_001106宋太祖 qswj_0010003

書 1 qswi_001106宋太祖 qswj_0010003



易6775 周官808 孝經391

春秋4538 坤777 史記360

詩4261 周禮729 尚書345

書3158 孟子655 坎341

禮1289 洪範540 震335

中庸1244 雅497 艮323

論語1105 記492 左氏322

乾1012 象401 孟321

大學1003 離397 禮記318

傳975 語394 頌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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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易 春秋 書 詩 禮



易 6775 詩 4261
朱熹405 朱熹201
李綱152 魏了翁99

魏了翁142 歐陽修88
晁説之132 周必大72
李石100 陳傅良71
楊簡97 劉克莊68

楊萬里95 晁説之64
曾丰92 司馬光63
胡銓92 薛季宣60
黄裳87 蘇軾55

薛季宣79 陳舜俞50
陽枋77 楊萬里47
陳淳74 真德秀46
葉適69 王安石44

真德秀68 蘇轍43
劉克莊66 周紫芝40
蘇軾61 葉適39



全文資料是資料庫嗎？

 全文資料的資料庫性質是隱性的。

 以前的人就有隱性資料庫的概念；也就是
分類的概念—篇章節段、分類、類書。



標注的方法



如何讓不會中文的人
分辨出人名、地名

紹興年間紹興在紹興喝紹興酒



紹興年間紹興在紹興喝紹興酒

如何讓不會中文的人
分辨出人名、地名



標注(Markup)
讓電腦了解文本
<nianhao>紹興</nianhao>年間
<name type=“person”><family_name>紹
</family_name><given_name>興
</given_name></name>
在<name type=“place”>紹興</name>喝
<object type=“alcohol”>紹興酒</object>



過溫寄鞏縣宰吳秘丞 原注：
皇祐元年。

 <head><date when="1049"/>

 <c>過</c><placeName><c>溫
</c></placeName><c>寄
</c><persName><placeName><c>鞏</c><c>縣
</c></placeName><addName
type="office"><c>宰
</c></addName><surname><c>吳
</c></surname><addName type="office"><c>
秘</c><c>丞
</c></addName></persName><hi>原注：
<date notBefore="1049-02-05">皇祐元年
</date>。</hi></head>



過溫寄鞏縣宰吳秘丞 原注：
皇祐元年。

 <head><date when="1049"/>

 <hi>原注：<date notBefore="1049-02-05">皇祐
元年</date>。</hi></head>

 兩個時間標記：
一個標詩的著成年代，
一個標詩的較準確的年代。



過溫寄鞏縣宰吳秘丞 原注：
皇祐元年。

 <placeName><c>溫</c></placeName>

 一個地名標記



過溫寄鞏縣宰吳秘丞 原注：
皇祐元年。

 <persName><addName type 
=“職”><placeName><c>鞏</c><c>縣
</c></placeName><addName
type=“office”><c>宰
</c></addName></addName><surname><c>吳
</c></surname><addName type=“官"><c>秘
</c><c>丞</c></addName></persName>

 一個人名，其中還包括一個包括地名、職名的額
外名、一個姓、一個官名的額外名。



XML的標註原則
 標註不得交叉，必須要有個根標註。

 <root>

 <lloveyou>

 <Ihateyou>

 </Ihateyou>

 </Iloveyou>

 <home>

 <room>Once upon a time</room>

 <room>There was a prince</room>

 </home>

 </root>



TEI -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第五版標準有1500 頁的說明

 《佛教傳記文學視覺化平台》標記工作手
冊(法鼓山)

 標注工具：
Oxygen XML editor



自動標注的必要性
(程式設計)

標注很有用，
但人工標注很繁瑣，
費時費力，
很難進行。



配合CBDB的自動標注系統
Markus



Markus



Markus
(Mark us)

解決人工標注的問題：讓電腦進行
自動標注。

利用CBDB(China Biography 
Database 哈佛大學、北京大學、史
語所合作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
庫)來進行
人名、地名、官名、時間名
的標註



Markus
http://dh.chinese-empires.eu/beta/

標注的東西

查閱工具



在標注之後
個案示範：
黃榦《勉齋集》
陳淳《北溪大全集》



儲存結果



顯示結果



與CBDB連結

計量、GIS與社會網絡比較



比較顯示結果



陳淳北溪大全集中人名的地理分布



黃榦勉齋集中人名的地理分布



集中人名地理分布比較



陳淳集中人名社會網絡地理分布



黃榦集中人名社會網絡地理分布



兩人集中人名社會網絡地理分布



陳
淳
集
中
人
名
學
術
政
治
網
絡



黃
榦
集
中
人
名
學
術
政
治
網
絡



比較



結論



● 一般的全文資料經過XML/TEI標注後可以把原來潛在文
本中的資料庫結構以及數據性質明示化。

● 明示化資料庫結構後，可以有各式各樣利用全文資料
的方式，亦即它的利用價值會一下子提升很多。

● 但全文資料各式各樣利用的前提是：研究者要能取得
全文資料。
因為不能取得全文資料的話，其利用總是有限的。這
樣子也就無法促成對於相同資料進行不同數位解讀的
經驗、也難以促成數位人文研究群體的出現。也會使
得有全文資料和沒有全文資料變成一種學術不平等。



置入性行銷

 https://sites.google.com/a/ptc.cl
.nthu.edu.tw/dhintaiwan/

 http://tinyurl.com/dhin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