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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背景下图书馆的创新、
转型与发展



新的行业生态
各大出版社和数据库商的数
字化转型，形成垄断局面

开放数据的趋势

文化竞争生态
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成为信息来
源的重要部分，纸本阅读量的减

少

人工智能的挑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工业机
器人的自动化技术使传统图
书馆业务受到冲击

当代图书馆所处生态

越来越多的学术论文不再通
过图书馆获取资源

武汉大学，陈传夫



馆员有多大可能被替代？

中国科学院大学，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大学，初景利
拓展边界；延伸深
度；知识生产



中国科学院大学，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大学，初景利



数字人文研究和
专题数据库建设



其它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9年12月，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国学、
哲学、新闻学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资源，
开展数字人文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
培养和学术交流。中心是“中国数字人文联
盟”的联合发起方之一。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
年5月，是北京大学的校级跨学科研究虚体。
中心致力于古籍资源的智能开发与利用，
并探索智能时代数据驱动的人文研究范式。
中心还与国内外高校和相关学术机构建立
了广泛的学术合作。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创建于2011
年，是中国大陆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也是centerNet亚太联盟的五大创始成员之
一。中心致力于探索数字信息技术在人文
学科知识生产、传播与教学中的创新性应
用路径与方法。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张久珍



数字人文的定义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应运而生,其最  大特点是一

切文本(文字、图像、声响、影像及其综

合性文本)均可被数字化,在计算机和互联

网的帮助下,被数字化了的文本互联互通,
构成庞  杂而又可从不同维度被有序化的

数据库,研究者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处理

文本资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凌建侯

发展阶段：
1.初始阶段（1949-20世纪70年代早期）：先驱
者如布萨与IBM合作，为意大利神学家阿查那的拉
丁文作品编制索引，推动了计算机在语言学领域
的应用。

2.巩固时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计
算机开始普及，重点在语言学语料库建设上。

3.新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
代）：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促使更多学者进入数字
人文领域。

4.互联网时代（20世纪90年代-2003年）：互联
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数字人文研究得以在网络空间
中扩展。

5.成熟时期（2004年至今）：数字人文成为一门
显学，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数字人文组织相继成立，
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不断增加



数字人文的核心概念：远读（distant 
reading）

意大利裔美国学者莫雷蒂（Franco 
Moretti）于 2000 年发表论文《关于 
世界文学的一些猜想》,提出“远读”这一
概念。

远读的革命性意义：

1. 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海量文本

1. 大语言模型及其应用真正介入传统
文科领域



数字人文研究实例：Gale Digital Scholar 
Lab 



数字人文于图书馆 “作为基础”的专题数据库对于
洞察数字人文有着独特的优
势。专题数据库之所以“既新
且旧”,正因为它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中占据显著位置:轰轰
烈烈的数字人文浪潮之前,“专
题数据库”就是人文学者利用
文献资源的基本途径。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鹏



从数据集合到研究平台



期刊投稿建议



《图书馆杂志》曲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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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杂志》曲蕴



宋恩梅《图书情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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