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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2005~2022年数字人文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国内数字

人文的发展脉络、主题演化路径及发展趋势，进而指出本土资源为国内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和

广阔空间，同时应重视图书情报档案资源的有效利用，加强领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

发展机制，积极推动数字人文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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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CiteSpace to sort out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2005 to 2022 
included in the CNKI,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digital humanities, thematic evolution 
pat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n point out that the local resources provide a research foun-
dation and broad space for the domestic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use of library and intelligence archive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talents and build a development mechanis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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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得益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文科学领域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数字人文将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资源与人文科学研究进行交叉融合，逐步形成文理结合的研究方法。

2011 年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在斯坦福大学举行，同年武汉大学宣布成立国内首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2013
年第 79 届国际图联大会专门设立“数字人文”分会场。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推动了数字

人文研究的蓬勃发展，并使之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2020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

宣言》，将 2021 年定为新文科建设元年，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擘画了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作为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势之一，数字人文必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一轮热潮。 
21 世纪初期，随着数字图书馆的深入发展，数字人文思想进入中国并逐渐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目前，该领域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且成果数量日益丰富，已有的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多以 WOS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研究样本，以国际视角或国内外整体发展趋势研究居多，难以精准把握国内

数字人文研究的优势与不足；由于国内数字人文领域研究整体晚于国外，利用国外文献进行研究主题演

化及发展趋势分析，易致引导国内研究过度追随国外研究的现象，从而造成研究主题趋同，研究思路缺

乏创新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已有国内外文献计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展开

深入分析，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主题和实践方法，从而为国内学者的研究选题提供相关参考，亦有

助于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路线和发展思路。 

2. 研究概况 

2.1. 数据与方法 

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文期间为

2005~2022 年、主题为数字人文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综合关键词共现、发文作者及机构共现、

高热度论文、关键词突现检测等维度，探析国内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热点变迁及发展趋势，以期为领域

内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数据集方面，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数字人文”“人文计算”等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

出文献 1944 篇。为保证文献数据集的全面性与准确性，手工剔除新闻报道、选题指南等不相关文献，最

终得到有效文献 1796 篇，利用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进行整理、标引，并转换成 CiteSpace 可分析的

文件格式，以此作为开展分析的基础数据集。 

2.2. 发文数量 

某一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发文情况是该领域学术发展情况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数据集年度发文情况

的统计发现(见图 1)，国内最早关于数字人文主题研究的论文发表于 2005 年，此后至 2015 年的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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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人文的论文发表总量相对较少，2016 年开始发文量迅速增长，2017 年首次突破了 50 篇，并在

后续几年中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观察发文来源期刊可以发现，来自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等

权威期刊的年度发文比例均高于普通期刊，说明领域研究目前处于学界专家引领发展的阶段，整体进程

处于高质量成果积累过程中。近年来，《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1]《2021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

界十大学术热点》[2]业界热点趋势讨论中，图书馆界高度关注数字人文的发展动向，这表明数字人文研

究依然处于发展的快车道，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Figure 1. “Digital humanities” publications (2005~2022) 
图 1. “数字人文”发文情况(2005~2022) 

2.3. 发文学科 

在学科分布方面，数字人文相关的已发表文献共涉及 30 多个学科，其中，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方

向发文占比最高，比例近 40%；其次为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档案及博物馆，上述三个学科方向的

占比接近 70%；其余学科涵盖文艺、文学、新闻、历史、考古、哲学等多个研究方向，并呈现出分布广、

比例小的特点。研究方向的跨学科现象多存在于学术方向与图书情报、档案的交叉，侧面反映出图书情

报与档案研究在数字人文学科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2.4. 研究机构 

发文机构方面，发文量排名居于前列的单位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高校，同时呈现了明显的机构合作特征(研究机构合作情况见图 2)，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同一机构内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图书馆、资讯管

理学院之间的合作；同一区域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例如：南京大学与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及

南京农业大学之间的合作；另外，还包括与地域特征无明显关联的机构间合作，例如：武汉大学与中国

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 

2.5. 发文作者 

在数字人文领域，国内期刊发文量超过 10 篇的作者包含王东波(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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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llaboration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图 2. 研究机构合作情况 

 
夏翠娟(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刘炜(上海图书馆)、赵宇翔(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涛(上海图书馆)、张卫东(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黄水清(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

与社会计算研究中心)、肖鹏(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李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朱庆华(南京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许鑫(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邓君(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鄂丽君(燕山

大学图书馆)等。 
其中，以王东波、张逸勤、胡昊天、李斌等作者和陈涛、刘炜等作者为代表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

作者合作网络(发文作者合作情况见图 3)。在不同合作网络中，相关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如数字治

理与信息资源管理、计算机软件与应用、语言文字学、新闻传媒、科研管理及图书情报等。与以往单一

学科作者的合作研究网络相比，“数字人文”的作者合作网络呈现了明显的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特征，

其跨学科特征主要体现在人文社科领域与图情档案、计算机网络技术之间的融合交叉。 
 

 
Figure 3. Cooperation with authors of publications 
图 3. 发文作者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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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研究脉络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数据挖掘技术，用于识别和分析特定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术语主题分类，

通过语义算法将数据转换成具有共同属性的集合，从而发现知识领域的研究主题和脉络分布。利用

CiteSpace 对 1796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并通过 LLR 算法识别生成聚类，根据聚类规模并结合关键

词进行归纳整理，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 4)。按照聚类的规模，依次为新文科建设、档案工作、

GIS、图书馆、数字学术、历史档案、世界文学、SIKUBERT、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文学、开放数据竞

赛。国内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涉及了方法、模式、内容和参与群体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数字人文领

域特有的研究体系和发展脉络，其领域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充实，逐步从单一的研究方法向具有包容

性、融合性的学科发展，并成为推动人文领域研究的强大动力。 
 

 
Figure 4. Knowledge graph for keyword clustering based on LLR algorithm 
图 4. 基于 LLR 算法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3. 知识演进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的重要表述，对关键词随时间发展的共现情况进行整理及可视化

展示有助于了解领域发展研究的主题演进情况。文章以时间分区的视角，可视化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5)，
显示了 2012~2022 年期间，出现 5 次以上的关键词，所处的时间段代表该关键词在所属时间段首次出现

的年份，排序以关键词共现频率为依据。 
综合 2012~2022 年主题演进情况进行分析，2015 年以前国内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处于萌芽阶段，主

题以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为主；2016 年以后领域研究进入发展阶段，期间《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
博物馆版[3]、2017 图书馆版[4])提及了数字人文技术在博物馆、图书馆等专业领域的结合与应用，强调

图书馆界对大数据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关注以及通过项目实践改变数字人文馆员分析与量化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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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occurrence time zone map of digital humanities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图 5. 数字人文领域发文高频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拓展馆员在跨学科研究中的技巧。随着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前瞻性报告发布，业界对数字人文的研究

与发展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动领域研究向纵深演化，逐步分化出人文计算、数字学术、资源数字化与整

合、学科建设、人文教育、计算机等多个研究方向。研究参与主体除了人文领域学者外，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等文献、档案及实物的收藏管理部门研究人员陆续加入，其中，图书馆又分化出高校图书馆

和公共图书馆等分支。2020 年以来，随着《新文科建设宣言》的颁布以及新文科建设战略举措的部署实

施，新文科建设的政策引导与宏观背景为数字人文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人文所具有的知

识创新本质与学科属性得以彰显[5]，在学科交叉、文化属性、研究范式及发展路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与

推进。与此同时，建立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的协同发展机制，构建数字人文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相

应地成为新的发展方向[6]。 
相较于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演进，过去十年中，关于数字人文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诸多变化。

数字化技术萌芽初期，人文学者对数字化技术是否可应用于人文研究持观望态度，强调对数字化与人文

精神的渗透研究，具体内涵应进行专业性的探索和理性的思考[7]。随着数字技术向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

与渗透，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随之思维模式越来越技术化和标准化，学界开始接受并关

注数字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8]。在数字人文发展初期，学界较多地关注数据、网络、信息资源等保障

条件[9]，研究模式方面依赖对国外研究进展和实践模式的借鉴[10] [11]。伴随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化，

数字人文开展研究的条件日渐成熟，数字人文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开始应用于项目实践中，“数字敦煌”

[12]、“民国档案”[13]、“红色记忆”[14]等数字人文项目顺利开展，社科特色明显的研究机构愈加重

视并加入数字人文领域的建设研究队伍，共同推动学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数字人

文学科特性，文理结合的研究范式初步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图书馆、

博物馆及档案馆凭借在资源建设、管理、服务及研究等方面的专业表现，巩固夯实了其在数字人文领域

的重要地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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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趋势分析 

发展趋势通常指近期突现的研究主题或者在过去已经出现，但是在近期关注度突然提升的研究热点。

对这些主题进行关注和跟踪，有助于了解领域研究的发展动向，从而更好地把握研究方向。文章将从两

个方面对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一是根据 2012~2022 的关键词突现选择相应的文献，二是综合文献的被引

及下载情况提取高热度文献，通过对这两类文献进行分析，得出研究主题的发展走势。 
利用 CiteSpace 中的关键词突发功能得出 2012~2022 年期间的关键词突发情况(见图 6)，近三年突现

值明显的关键词主要是“数字人文服务”“档案学”“档案资源”。早期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学术界多

聚焦于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研究主体——人文学者的重要角色[16]。对人文学者参与数字

人文信息需求和参与行为进行调研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人文学者复杂的信息行为，为理解数字人文的

发展趋势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对数字人文服务的研究主要来自于图书馆界，结合数字人文自

身发展的需要以及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的内在需求，图书馆界在开展数字人文咨询、数据管理、

社交协作、信息素养培训[17]等数字人文服务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在全方位提升空间智慧服务

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深与数字人文发展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的地位。

2022 年，“档案”主题处于中心热点地位，这表明数字人文研究继续拓展、深化，展现了数字人文研究

的旺盛生命力，也提示了档案学与数字人文融合研究还存在继续挖掘研究的空间。 
 

 
Figure 6. Digital humanities keywords image 
图 6. 数字人文关键词图像情况 

 
文献出版后近年的引用次数可表明该主题的研究热度，而短时间的下载量亦可表示最近出版文献的

受关注度[18]。基于被引频次和文献下载量，文章收集整理 2019~2022 年期间发表的年度关注度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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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篇文献，抽取关键词如表 1 所示。对比四年的热点主题，人文学者、新文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以

及与数字化建设、知识组织相关的信息服务在业内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预示着数字人文未来的研

究将更加关注研究主体并围绕需求继续加强服务的建设和完善。此外，红色档案及文化资源建设在近些

年受关注度颇高，这与建党百年及 2022 年以来开展党史主题教育有着密切联系。新文科建设广受关注，

与国家的“四新”战略及 2021 年发布的新文科宣言密切相关，未来数字人文与新文科战略的结合将推动

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业界所持续关注的热点。古籍数字化与整理一直保持高热度，这与古籍所承载的文

化息息相关，通过整理古文献，可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让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民族发

展脉络，并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Table 1. High heat keywords in digital humanities 2019~2022 
表 1. 2019~2022 年数字人文领域高热度文献关键词 

2019 2020 2021 2022 

高校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知识图谱 

人文学者 档案学 数字档案馆 文化遗产 

知识图谱 古籍数字化 新文科 古籍整理与研究 

学术名人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档案数据 知识发现 

档案资源 红色档案 红色文化信息资源 可视化 

知识组织 知识服务 古籍数字化 高校图书馆 

数据组织 知识图谱 服务模式 数字学术 

5. 结论与启示 

5.1. 本土资源奠定发展基础，提供发展空间 

回顾国内数字人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虽然国内研究起步晚于国外，但是我国特色鲜明的历史文

化为数字人文领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记忆源泉，为国内数字人文研究的崛起奠定了坚实

的资源基础。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地理信息和与红色记忆相融合的文化研究，近年来更展示出强劲的生

命力和发展动力，应充分重视这些具有民族鲜明特征的文化主题的挖掘与开发；积极发展既具备人文情

怀，又富含实践创新价值的数字人文项目；重视原理、价值、思维、模式等方法的提炼总结与理论体系

构建；在呈现方式方面，尝试融入大众易接受、互动体验性强的设计理念。在挖掘数字人文项目学术研

究价值的同时，扩大社会参与度和影响力，为数字人文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后续动力。 

5.2. 重视图书情报档案资源的有效利用 

图书馆多年来通过开展信息服务，在用户沟通、平台构建、知识组织及数据发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为数字人文研究平台的搭建提供了扎实的支撑条件。高校图书馆坚持开设信息素养课程，帮助

读者提升信息素养和文献利用水平，有效弥补了人文学者在资源、工具运用等方面的短板。近年来，数

字图书馆的快速发展为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信息量飞速

增长而数据需求急剧提升的过程中，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不仅限于资源服务、数据库建设与信息服务。随

着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过度与发展，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及人员队伍等方面均具备了更

加明显的优势。图书馆界亦应以研究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和助推数字人文的研究进程，积极发挥知识组织

者的作用，实现产学研的有效联动，助推智慧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的健康有序发展；应进一步优化完善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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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资源的规划、组织及呈现，并应重视自身社会教育与知识传播属性的发挥，更好的发挥整合资源、挖

掘内容，融通知识的作用，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与价值彰显。 

5.3. 加强领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特征需要复合型人才的不断输入以形成发展的持续动力。人才培养方面应既

注重人文学科背景的专业性，又强化数字方法及工具的掌握与运用。在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不

断提升工具利用和数据分析的实操能力，从而实现新技术与人文学术研究之间的融合与发展。目前，我

国在数字人文相关的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面仍缺乏成熟的培养体系。相比而言，国外在学科建设、课

程设计、培养途径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发展机制，可参考和引进国外数字人文在人才培养模式和

实践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人才培养机制。 

5.4. 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机制 

目前，国内积极开展开放数据共享项目建设和研究，在扩大数字人文研究影响力方面已经开展了一

些尝试和探索，例如开放数据竞赛[19]，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20]等，鼓励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

数据学者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云计算、数据建模等研究方法与实现手段在社会科学领域

的推广普及与研究应用。但我们仍需借鉴国外数字人文中心项目制运行方式在档案管理和历史记忆研究

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的成熟经验，并与我国文化特色与国情相结合，建立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机制，

从而在扩大数字人文影响力、提升项目研究成效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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