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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啟動了知識微縮革命

• 就研究而言，隨著文獻的數位化工程，啟動了知識微縮革命，改變也
主導了知識的產製與文明的型態，當然，無國界、無地域，不分你我
而同潤共享的龐大的數位資源，也對人文研究造成巨大的衝擊與影響，
全球學術研究更產生前所未有的蛻變與進展。

• 所謂「數位人文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處理電腦數據的
新方法，它有助於研究者思考如何從數據庫中提取數據，並通過分析
發現研究對象中易被忽略的關係與向度。

• 在巨量多元的數位文本作為研究的文獻類型語境下，研究者必須開始
嘗試轉向「人文研究思維」與「數位推論技術」結合下所形成的「數
位思維邏輯」，方能適切而有效的運用巨量的數位文獻。

• 無以計數的數位化文獻如何為學術研究所用？或是學術研究如何帶動
文獻數位化工程更加智慧可用？無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3



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1/3)

• 儘管現今已經開發了許多數位人文工具來支持數位人文科學研究，但由於技術困難，
這些工具中有許多不能適當地滿足人文學者的需求（Picca ＆ Egloff, 2017）。

• 此外，不同類型的人文學者對典藏內容的了解也存在很大差異，需要不同程度的支
持，而且每個人文學者都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興趣和優先事項。因此，使用者研究
(user study)對於開發可行的數位人文研究工具或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 數位人文的發展已逐漸轉向透過數位人文分析工具來輔助人文學者進行研究，而數
位人文分析工具應該要扮演的角色是輔助人文學者研究，而不是取代它(Morett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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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2/3)

• 在數位人文領域的研究中，Correll (2014)指出細讀(Close Reading)的鏈接是支持遠讀

(Distant Reading)假設的重要方法。

➢細讀為透過細讀文本全文來解讀內容，能對文本內容有著更深一層的理解。

➢遠讀則是透過文本分析方法將文本進行抽象化之概念抽取，幫助人文學者從宏觀

的角度解讀文本。

➢Jänicke, Franzini, Cheema與 Scheuermann(2017)等人的研究中也提及，在使用遠讀

視覺化工具時，若可以直接鏈結到來源文本，對於人文學者來說非常重要。

➢因此，數位人文分析工具應該有可以顯示內容摘要或者抽象層次的遠讀，同時也

要有能夠鏈結遠讀細讀的功能，如此會更便於研究人員對於分析文本的解讀

(Morett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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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3/3)

6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之架構圖

鏈結



實體命名與社會網絡分析(1/4)

• 命名實體識別(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是標註功能中常使用到的技
術之一，可以識別文本中具有特定意義或代表性的實體，包括人名、地名、
組織名、時間日期等專有名詞。

✓廣泛應用於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地名識別、社
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的人物名稱識別

• 荷蘭萊頓大學的MARKUS文本分析和閱讀平台即是一個線上文本標註工具，
允許使用者上傳文本並選取所需的標註類型，系統會為人名、地名、官名等
專有詞彙進行標註，並提供使用者維基百科、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中國歷史地理地名資料庫(TGAZ)與漢典(ZDict)等資源進行外部參
照(Ho & Hil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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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命名與社會網絡分析(2/4)

• 社會網絡是由許多節點(node)與邊(edge)構成的社會結構，每個節點可能是
個人、群體或概念，而節點與節點之間所連結的邊則為兩節點的關係。

• 社會網絡分析將敘事性文本中內容的空間與時間結構、核心角色等轉換成網
絡結構圖，用邊與節點形成情節中的社會網絡，而隨著情節的發展，網絡圖
也會有所變化，能讓研究者輕易了解文本中關係與情節的變化，進行更深一
層的探究。

• 相較於其他領域，社會網絡分析應用於人文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趙薇，

2016)，但仍有些相關研究會應用社會網絡分析進行文本脈絡探究。

➢劉吉軒(2012)分析台灣海外左派刊物，用社會網絡圖呈現出海外台灣人民部分的政治思

想輪廓。

➢金觀濤等人(2016)研究《新青年》雜誌中群眾觀念的變化，分析重要關鍵詞變化，並利

用概念網絡圖呈現《新青年》雜誌從自由主義轉向馬列主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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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命名與社會網絡分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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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人物關係圖:力引導排版

20世紀最佳俄語小說
大師與瑪格麗特

(Coburn, 2005)

線條越粗：人名越常
一起出現

節點越大：人名
越常被提及

(Force-directed Layout)



實體命名與社會網絡分析(4/4)

10

✓ 使用CBDB所提供的本名、
別名、官名及諡號等人名資
訊建立人名權威檔，用以判
斷明代文集中的人物資訊。

✓ 經由人機互動的方式，輔助
人文學者更有效率地建立欲
分析之文本的人物，並透過
社會網絡圖之遠讀視野進行
更進一步地探索關係。

史料人物關係介面 文本閱讀介面

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Chen, C. M., Chang, C, & ;Yung-Ting Chen, Y. T. (2020). A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Tool to 
Facilitat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Library Hi Tech.(published online) (SSCI)



馬來西亞華人發展與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1/2)

馬來西亞華人發展

•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形成於十九世紀英殖民統治在馬來亞半島與北婆羅洲
確立時期，大量華人因晚清中國國內政局動盪，被迫從南方省份經由英
屬香港遠赴南洋謀生。

•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網絡的形塑，最初以草根階級（如農民、漁民）為主
的移民為主，當地華人社團亦是由民間所組成，連同華文教育與華文報
章被形容為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三大支柱。

• 在英殖民政府逐漸加強對各類社團的管制以後，包含會館組織在內的華
人社團也隨之適應環境的變化，在各不同時期作出相對應的調整，並且
也起著代表民間華人的訴求與當權政府的相關機構進行對話，以為華人
爭取其具體權益。

• 故會館組織及其人物發展軌跡，能反映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網絡是如何通
過個別人物之間的個人關係、其職業身份、事件與行為之間，產生相互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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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發展與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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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一
書由「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
華人研究中心」與「馬來西
亞興安總會」進行之馬來西
亞興化人研究計畫成果之一。

• 書中記載的八十五位興化民
系人物介紹，涵蓋了政治、
經濟、文教的數個領域，從
他們的成長軌跡裡大多可以
窺見到興化人家的文化印記，
並反映馬來西亞華人當代史
的各個時段。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
體性研究中心」與「馬來亞
大學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
心」、「馬來西亞興安會館
聯合會」合作開發馬來西亞
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為了有效支援數位人文研究，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
文平台同時具備閱讀介面、
資訊檢索和資料探勘等面向
(Widlöcher，2015)。

13(http://gumyo-ccstwlib.ccstw.nccu.edu.tw/s/malaysiaperson/page/home)

首頁

http://ccstwlib.ccstw.nccu.edu.tw/s/malaysiaperson/page/home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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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採用開放原始碼的數位典藏軟體Omeka-S為基礎發展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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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ka-S 
是一個目標以線上資源串起不同數位文化資料收藏(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collections)的次世代網路發布平台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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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ka-S 平台特色

一次安裝-多站點
只需要建置一個後台
就可以管理多數的外
部站點

資料分享
底層使用鏈結資料，
易於與不同典藏系統
連結，如Dspace、
Fedora

支援DLPA(美國公共圖書館)
採用DLPA的資源標準

擴展與建立
可透過模組方式擴充符合需
求的站點功能，例如地圖標
記、收藏、匯入等

易於設計
每個站點具有獨立的主題管
理工具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資訊檢索與後設資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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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林金树

頭銜 拿督 DMSM 、AMN、太平局绅

JP

頁面開始 002

頁面結束 007

關鍵字 馬六甲、興安、興化、興安會館

生卒年 1919-2001

出生地 中國福建福清新唐鎮塘頭村

祖籍 中國福建福清新唐鎮塘頭村

所屬會館 馬來西亞興安會館

資料來源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

The Malaysia Henghua Personalities

撰寫者 林德順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
位人文平台」參照《馬來
西亞興化群賢錄》中條目
的編排方式，將書中每一
位人物分別獨立成一個條
目，以都柏林核心集作為
主要後設資料欄位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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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瀏覽

平台將書中的人
物分為軍事、警
界、法律、演藝、
藝術、媒體、政
治、經濟、文教、
宗教等十大領域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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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後分類

支援簡體中文與繁體
中文全文檢索和後分
類分析功能，能加速
使用者解讀效率並能
嘗試從不同面向分析
檢索結果。

目前本平台提供稱謂、
關鍵字、作者等面向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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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交換

支援以RESTful API方式，提供JSON、IIIF等格式，可與其他數位典藏系
統進行文字或圖像等資料交換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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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資料
(Metadata)

介面
可透過點擊後設資料直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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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閱讀介面模組

希望使用者在使用本平
台閱讀文本的過程中，
能像是閱讀真正的書籍
一般，故採用掃描影像
檔與文本共同顯示之閱
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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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閱讀介面模組 - 人名偵測功能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書中所收錄條目以人物為主體，並記錄該人物

之生平記事，本書中提及之人物可能具有相當程度重要性，而重要人物不

單僅限於書中所收錄之85位人士，亦有可能隱藏於描述此85位人物的內文

之中，因此有必要從非結構化的文本中抽取潛在的人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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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人名偵測功能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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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以顏色直接標註於文
本介面中。

點擊人物可查看該人
物於其它文本中所出
現之段落，進行文本
內部參照，加速使用
者掌握該人物於平台
內的分布狀況或整體
脈絡資訊。

25

人名偵測功能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地理資訊模組

近年廣泛應用於各個層面的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可以打破純粹的文字限制，得以對文本進行「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觀察、
發掘、思考、分析社會現象的空間意涵，以提供更多研究的討論空間和發展(鄧志
松、裘怡婷，2009)。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一書中，詳細紀載關於每一位人物詳細之地理資訊，
本平台將人物之籍貫、出生地等資訊記錄在後設資料欄位之中外，也結合地理資
訊系統，將該人物之地理資訊以視覺化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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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使用者可自由切
換不同圖層樣式

27

人物籍貫-

GIS輔助呈現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使用者可以有別於
過去偏重文字呈現
的方式，以遠讀的
方式，嘗試從空間
的角度去探索文本

28

人物籍貫-

GIS輔助呈現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知識圖譜模組

• 在大量的史料與文本內容中，往往蘊含著複雜的實體網絡關係，這些實體

可能包含人物、機構、事件與地點等等。在過去研究者欲理清其中的脈絡，

往往需要耗費極大的時間與精力。

• 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是一種以節點和邊所組成的圖模型，來敘述

知識概念連結關係的技術(Singhal, 2012)。

✓節點為實體，例如人名、地名和機構名等，邊則可以為實體之間的關係或屬
性，例如夫妻、同儕等，形成一個三元組的知識表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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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 知識圖譜的建立相當耗費人力，因此預測實體間未知的關係或屬性，已

成為了目前讓知識圖譜的建立更快速的有效方法(Shen, Ding, Li, & Yang, 

2020)。

• 本平台建立「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中的知識圖譜，並從人物、機構實

體間的文本內容推斷其關係屬性為何，最後以視覺化呈現「馬來西亞興

化群賢錄」中的知識圖譜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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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機構實體命名

BERT

實體關係預測結果人物、機構關係抽取

1976年,陳承典與
太太葉荔玉結婚,

婚後育有二男一
女,分別是長子陳
祖民、女兒陳春
慧以及幼子陳祖
正。

出處:

1976年,陳承典與太太
葉荔玉結婚,婚後育有
二男一女,分別是長子
陳祖民、女兒陳春慧以
及幼子陳祖正。

關係預測: 陳承典,葉荔玉

陳承典,葉荔玉 ,夫妻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知識圖譜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1

2 3

1

2

3

檢索篩選器

知識圖譜

關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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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知識圖譜

✓ 實體命名

✓ 關係抽取

✓ 建構馬來西亞
興化人物誌的
實體關係脈絡

藍色節點
機構實體

橘色節點
人物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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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知識圖譜

✓ 實體命名

✓ 關係抽取

✓ 建構馬來西亞
興化人物誌的
實體關係脈絡 兩實體之間的關聯性

陳平與鄧小平:
工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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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遠讀:知識圖譜

關係資訊

細讀:閱讀介面

透過出處連結
查看來源文本

點擊節點或關係線

遠讀鏈結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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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

響應式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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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研究案例分享(1/5)

<案例分享>中國共產黨與馬來西亞共產黨的軍事關係

軍事分類 陳平條目 馬共、鄧小平

鄧小平給與馬共資金協助
陳平擔任馬來西亞共產黨之

總書記

中共後來又因「戰略轉移」停止供給
軍備給馬共於1989年停止軍事行動並

和平解散
陳平遭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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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研究案例分享(2/5)

軍事分類 陳平條目 馬共、鄧小平

鄧小平給與馬共資金協助
陳平擔任馬來西亞共產黨之

總書記

中共後來又因「戰略轉移」停止供給
軍備給馬共於1989年停止軍事行動並

和平解散
陳平遭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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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研究案例分享(3/5)

軍事分類 陳平條目 馬共、鄧小平

鄧小平給與馬共資金協助
陳平擔任馬來西亞共產黨之

總書記

中共後來又因「戰略轉移」停止供給
軍備給馬共於1989年停止軍事行動並

和平解散
陳平遭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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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研究案例分享(4/5)

軍事分類 陳平條目 馬共、鄧小平

鄧小平給與馬共資金協助
陳平擔任馬來西亞共產黨之

總書記

中共後來又因「戰略轉移」停止供給
軍備給馬共於1989年停止軍事行動並

和平解散
陳平遭流放

透過知識圖譜模組，
研究者知悉陳平、
馬共與中共領袖鄧
小平之間存在一定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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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平台研究案例分享(5/5)

軍事分類 陳平條目 馬共、鄧小平

鄧小平給與馬共資金協助
陳平擔任馬來西亞共產黨之

總書記

中共後來又因「戰略轉移」停止供給
軍備給馬共於1989年停止軍事行動並

和平解散
陳平遭流放

鏈結細讀來源文本

一窺中共對馬共從事游擊戰
的支持到轉而冷漠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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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方向(1/4)

結論:

•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研究平台」除提供友善的閱讀介面、

輔助解讀工具，可藉由地理資訊模組或知識圖譜分析，從宏觀的角度，

以時空及人物關係方式探索文本，並透過平台研究案例分享幾點可探

討的人文研究議題。

•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數位人文研究平台」除了支援數位人文研究外，

更為支援數位人文教育之重要基礎建設，有發展為支援創新人文教育

之數位人文學習平台的高度潛力，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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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方向(2/4)

未來方向:

1. 鏈結資料形式串聯平台內部及外部資源

• 將數位平台中內部所典藏龐大、複雜、分散且具關聯的文本內容進行相互
鏈結，從中計算與該文本具有相似概念的內容資訊，並具有較高相似度的
文本內容以鏈結方式，呈現給使用者，亦是重要的課題。

• 不僅能幫助使用者取用相關聯的文本資訊，亦能節省其尋找資訊所花費的
時間。

• 未來平台將整合Chen和Liu(2019)所發展之自動標註工具，以鏈結資料
(Linked data)方式，自動的從多個外部來源資料庫取得資料，讓使用者在
閱讀時，能即時參考針對閱讀文本之不同補充資訊，讓使用者更快速理解
文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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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方向(3/4)

文本自動標註工具

藉由Linked Data的概念匯集來自不

同資料庫的資源並加以整合後，替文

本進行自動標註，讓使用者在解讀文

本的同時能夠即時參照其他資料庫的

資源，並提供友善的文本標註閱讀介

面，輔助人文學者進行文本解讀。

（Chen, Chen, & Liu, 2019) 44



結論與未來方向(4/4)

2. 具個人化之平台收藏庫與分析功能
預計發展個人化之平台收藏庫與分析功能，開發我的收藏庫(My Collection)之功能，克服文本內容與工

具綁死之限制，允許使用者將感興趣之條目加入收藏庫，同時支援上傳自身所典藏之文本，結合兩者

之內容，建立個人化的文獻集，並可根據自身研究需求搭配合適的數位工具進行分析，產生新興的研

究結果。

3. 尚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1)可同時典藏不同來源文獻與型式(例如文字及圖像)之數位內容

(2)具有豐富且完整之支援研究主題數位內容

(3)需具有Deploy所發展文本及影像數位分析工具至My Collection Content的功能

(4)能夠儲存每一個人文學者基於所Deploy數位工具之分析結果，以利於累積分析結果與經驗

(5)具有跟其他數位人文平台進行資料交換功能

(6)Open API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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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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