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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其构建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人文数据及研究工

具的使用方式，相关研究对数字人文开发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版权是目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模式的主

要影响因素，本文对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模式进行论述与归纳，并对数据开放型、数据封闭型、混合型3种主要的数

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模式特点进行分析，论述了3种模式应用平台的应用场景，从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模式选

择实践来看，混合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模式比较符合目前的使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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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

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

它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科学领

域的普及应用，近年来，传统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社会

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数字人文研究的探索。数字

人文研究的兴起给人文学者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思

维模式，也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工具和

平台。数据、研究方法、工具与平台是数字人文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基础数据

库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文研究数据缺乏的状况，而数

字人文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应用工具及平台来实现，应

用工具及平台体现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与

技术等。随着人文数据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数

据融合的多维度数据应用平台应时而生，传统数字化

资源的建设也逐渐由资源库向数字研究平台转变，以不

断满足人文学者提出的辅助其研究的新需求[1]。

近年来，各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建设此起彼伏，由

于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的理念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应

用平台构建模式，与传统应用平台不同，数字人文应用

平台集数据、方法及工具为一体，其构建模式的选择也

会给人文数据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方式带来影响。因此，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模式及构建研究对数字人文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国数字人文基础设

施的建设模式选择也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1  国内外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建设现状

在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GLAM）领

域，“基础设施”的提法由来已久，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是一种支持人文学科研究活动的基础设施，是数字环

境下开展人文研究的基本条件，包括与研究主题相关

的文献、数据、软件工具、学术交流和出版的公用设施

及相关服务等[2]，通过平台化的架构为人文学者提供各

类量化分析工具与可视化数据服务。数字人文基础设

施对于学者的研究与实践至关重要，数字人文基础设

施作为一种技术平台，将工具、服务、资源和方法用于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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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研究之中，通过标准化协议将异构的数字人文基

础设施相互关联成本地节点，有助于在不同基础设施

系统之上建立一个包容性的资源获取网络，从而实现

人文数据的开放获取，由此可见，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具

有高连接性、标准化及易访问的特点[3]。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数字环境下开展人文

研究提供必备的基本条件，相关项目的建设如火如荼，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上海图书馆历史

人文大数据平台以关联数据的方式向外公开发布了上

海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所组织的基础知识库（人、地、

时、事、物）、文献知识库（家谱、手稿档案、古籍等）、

本体词表，以及数字人文项目建设过程中所用到的各种

数据清洗和转换工具[4]。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包弼德（K. B. Peter）负责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项目提供了多

个涵盖人物信息的关联数据集[5]，已成为历史领域数字

人文研究的典范。类似的还有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

创建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CCTS）[6]，

该系统以中国地图为基础底图，整合了“中研院”的汉

籍电子文献系统、清代粮价资料库、明清地方志联合

目录资料库等专业应用系统或资料库。此外，还有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首都师范大学张萍教授和西安

云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

信息开放平台[7]，王兆鹏教授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地

图”项目[8]，等等。这些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

地促进了数字人文的发展，丰富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

数据。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与传统资源库的本质差别在

于：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嵌入了数字人文学者需要的数

据，提供人文学者需要的研究及分析手段、算法、工

具，实现基础数据与人文学者的无缝连接，数字人文应

用平台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也不断涌现，其典型代表有中国台

湾地区“中研院”的数位人文研究平台[9]、中国台湾大

学的DocuSky数位人文学术研究平台[10]、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中心的数字禹贡[11]、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研

发的基于云服务的历史文献分析平台[12]、HathiTrust研
究中心（HathiTrust Research Center，HTRC）的“数

据胶囊”（Data Capsule）项目等，一些专有数据库厂商

如Jstor Constellate、ProQuest（TDM studio）等开发了

文本和数据挖掘工具，使人文学者可以使用词频统计、

术语提炼及主题模型等工具对专有数据库的数据进行

研究，进一步促进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给普通人文

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数字人文研究平台的建

立使人文研究者不必再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专家，为人

文学者提供了一个友好互动的数字人文研究环境，提供

了个性化的服务、协同合作的机制以及开放的资源，很

大程度上克服了人文数据匮乏的困难，使得人文学者自

由地融合数字人文技术与方法进行相关人文研究，加

速人文研究进程。

2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建设中的数字版权
风险分析

作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核心，数字人文应用平台

与传统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显著区别在于：数字人

文应用平台以文本化、数字化的数据为主，并辅以相关

的数字化研究工具等，为人文学者提供一个数字化的

研究环境。总的来说，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以数字化、数

据化、文本化为主要方式对各种类型人文资料进行组

织与重构，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遗产机构

等分散的数字化馆藏资源进行整合作为应用平台的基

础数据，通过平台化的架构为人文学者提供各类量化

分析工具与可视化数据服务。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是在传

统资源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保留着诸多传统资源

库的特征，特别是在人文数据的组成方面更是以传统

的特藏资源为基础，通过对传统文献进行标注、融合

和重组等工作使传统资源转化为数据形式，从而实现

人文数据服务。  
数字人文中的人文数据建设主要有人文数据复原

与人文数据重构两种形式[13]，即通过对传统文献资源

转录、改编、转换、重组以及发布等一系列加工处理，

并实现人文数据之间的关联，从而构建完整、权威的

人文数据集，人文数据建设不仅包含数字化，还包含

文本、图像、音视频的多角度、颗粒化深度标引与元数

据描述、数据化、数据融合、知识关联等工作，而这些

工作与著作权法中的使用权、复制权、改编权等密切相

关。当属于著作权法允许的少量、适当引用他人作品，

且在自主加工成数据的过程中投入智力劳动这一情况

时，一般不涉及著作权问题，版权风险相对较低。然而

著作权法对原始的、非结构化的数据的版权保护比较

薄弱，因为一些原始数据可能不符合“原创性作品”的

创造性要求，而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或加工产生

数字版权视域下的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模式研究欧阳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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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数据或汇编数据才应当被视为著作权客体，现

有的法律对数据的版权保护还不完善，在有些情况下，

法院愿意将版权保护范围扩大到涉及数据且具有足够

创造性的作品[14]，因此，在人文数据建设的过程中很容

易因为版权不明确而产生纠纷。

数字人文应用服务平台是以“数据化”为主要方式

对各种类型人文资料进行组织与揭示，其中的人文数

据更多来自文献原始数据或汇编数据。人文数据除了来

自传统的特藏资源外还有其他来源渠道，如自建特色

数据、研究机构的开放数据以及数字人文中的众包数

据等，这些来源的数据大部分具有明确的数字版权。尽

管一些发布的数据已申明遵从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但使

用者依然需要遵守作者的意愿，其中就涉及是否需要署

名、是否可以被商用、能否修改后重新发布等问题。

与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类似，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也

具有高连接性、标准化及易访问的特点，数字人文应用

平台往往涉及数据开放获取及共享，在数据开放获取

及共享的过程中也会涉及版权问题，可能会为数字人文

应用服务平台带来侵权风险。由此可见，人文数据的创

建与组织、数据使用方式、数据安全等成为数字人文应

用平台建设中影响数字版权的重要因素。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实现具有

重要意义，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是数据版权的最后把关

“人”，数据使用的合法性、安全性等都通过应用服务

平台实现。数据版权与人文数据开放理念存在一定的

矛盾，作为研究者来说，希望方便、快捷地获取自己需

要的人文数据，实现内外部数据的整合与关联访问，得

到“一站式”的数据服务，但这种高度开放性的数据服

务增加了数据侵权的风险；而对数字人文应用服务管理

者来说，数据版权则是主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双方利

益平衡是数字人文应用平台版权保护的根基。

3  数字版权视域下的国内外数字人文应
用平台构建模式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的建设旨在实现数据开放共

享，为人文学者构建一个数字研究环境，使其专注于学

术问题研究。人文数据已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关键生

产要素和基础资源，数据也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内容，因此数字版权成为各数字人文应用平台

构建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而使得各平台数据的开放及

使用出现差异。根据数据开放程度，数字人文应用平台

构建模式主要分为开放型、封闭型和混合型。

3.1  开放型平台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作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起到数据基础设施的作用，数据开放共享成

为数字人文应用平台的重要特征之一，数据开放型数

字人文应用平台成为最基本的构建模式。数据开放型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以无版权或被授权的数据开放利用

为目的，实现数据的广泛共享。首先，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将平台数据进行组合、重构、浏览及下载；其

次，平台的数据对外开放，或提供相应的数据API接口

供其他用户及平台使用；除此之外，也允许导入及调用

其他平台的数据，连接及共享其他平台的数据，并利用

平台工具进行阅读、分析及可视化利用。

目前，诸多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呈现出数据开放型

模式特征。中国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研发的

DocuSky数位人文学术研究平台是典型的数据开放型

平台，该平台基于个人化资料库构建及数字工具分析

理念，致力于开放链接技术支持人文学者上传各种不

同来源、格式相异的文本数据，并且学者可以利用平

台所提供的各种数字工具满足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在

DocuSky平台中，学者无须求助专业技术人员就可以自

主构建个人的多功能云端数据库，可以自由选用丰富的

工具与材料，在上传个人文本与权威文档的同时，还可

以导入其他开放资料库的文本，如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

划Ctext[15]、日本京都大学的汉籍文本Kanripo[16]、中国

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汉籍文本等权威文档等。

数据开放型平台侧重数字人文研究数据及工具的

集成与共享，主要提供各种数据处理及分析工具，通过

定义一套标准化的API数据访问接口或关联数据技术

进行链接，具有高度的数据开放性及易访问性。同时，

由于数据开放型平台可以引入外部数据进行分析，使得

平台的研究方法及工具也具有极高的共享性，这都为

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而数据开放型平台具

有良好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

3.2  封闭型平台

从版权角度来说，有的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又具有

一定的封闭性及排他性——既不开放数据，也不接收

外部数据，这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形成一种数据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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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模式。数据封闭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是一种基于数

字版权保护机制的封闭平台，其将版权（私有）数据封

装到一个可控制访问权限的系统中，从而实现数据版权

保护。数据封闭型平台通过软件、硬件系统来隔离用户

与数据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基于策略接口和网络访

问的控制限制他人对版权数据的非法操作与访问，用

户可以选择具有自定义功能的模块或工具用于数据分

析。相对于数据开放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数据封闭型

平台侧重数据版权保护的运作模式，并以平台数据及

分析工具为研究者构建一个数字学术研究环境。

数据封闭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模式是一种较好

的平台数据版权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随着数字研究环境的发展，内容分析研究逐渐兴起，

文本内容挖掘策略较好地解决了版权数据使用限制。

HathiTrust是美国一个长期保存数字资源的公共平台，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拥有1 500多万卷/册资源，但有

900多万卷/册因受到版权限制，而不能被HathiTrust成
员馆用户公开使用。为解决此问题，HathiTrust研究中

心（HathiTrust Research Center，HTRC）一直希望创

建一套能让这些受版权限制的资源更加开放地被学者

使用的模式，为了满足数字人文的需要，HTRC提出了

“非消费型研究”（non-consumptive research）服务

理念[17]。基于这种服务理念，HTRC为版权数据开发了

封闭的应用环境[18-19]，这既为学者访问这些受版权保

护资源开辟了新的访问方式，又尊重了版权限制。所谓

“数据胶囊”，简单来说就是将受版权保护的数据通过

技术手段封装起来，避免用户直接读取原始全文，再基

于特定的算法对封装的原始全文进行计算分析，并返

回分析结果供研究人员使用，这种运作机制打破了数

字版权的屏障，满足了研究人员的数据需求，又较好地

保护了原始数据的版权。

数据胶囊服务为研究人员提供虚拟计算及分析功

能，研究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需求的分析工具及

分析数据集进行分析。数据胶囊支持研究人员灵活配

置运算环境，将不同的运算机制嵌入数据胶囊中，用户

可以在该运算机制下生成分析结果，目前数据胶囊支持

越来越多的分析类型，并且内置各种通用的分析工具。

此外，HTRC与Google实验室合作开发了“Bookworm”

文本分析和可视化工具[20]，旨在帮助学者应对大规模的

HathiTrust文本数据所带来的挑战，在尊重版权的基础

上充分服务学者。Bookworm以一种简单而强大的方式

对数字化文本库中的语言使用趋势进行可视化，通过一

组强化的基于内容和元数据的特性来支持数据的多面

“切片和切块”，从而帮助学者更好地建立他们的工作

集。HathiTrust与Bookworm可视化工具可供研究人员

绘制HathiTrust语料库中的单词趋势图，并通过书目元

数据对其进行搜索。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也将Gale 1.7
亿页、跨越500多年的原始档案文字识别数据与文本构

建用于研究的语料库，并将挖掘和可视化工具整合在一

个平台之下，为学者提供了可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

等众多领域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的人文计算工具[21]。

数据封闭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侧重人文数据的版

权保护，对数据的合理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在未被

授权的情况下用户不能直接访问平台的数据，用户可以

通过分析及挖掘工具获得分析及处理结果。数据封闭

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对用户来说具有单向性，大多只能

分析平台提供的数据集，不能链接分析平台外部的数

据，因此平台分析工具及数据共享功能差，不利于人文

数据及研究工具的开放及共享。

3.3  混合型平台

在实践中，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中的数据组成形式呈

多样化，既包含开放共享数据，也包含版权数据，因而

需要一种兼顾这两种形式的混合模式数字人文应用平

台。混合型平台介于数据封闭型与数据开放型之间，这

种平台在以开放共享为主导模式的基础上对一些受保

护的数据进行封装，借鉴“数据胶囊”式建设理念构建

数据分析环境，通过建立合理的数据应用机制保护版

权（私有）数据，从而以实现数据版权（私有）保护与数

据利用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于无版权限制的数据则开

放共享，同时研究工具也可对应用平台的所有数据进行

分析。

混合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注重数据的共享，以笔

者开发的中国古籍基础数据应用平台[22]为例，数据版

权风险是古籍数字人文应用服务体系构建面临的现实

挑战之一，也是影响古籍数字人文健康发展的关键因

素。从理论上来说，古籍文献本身已超过50年的版权保

护期，使用上无版权限制，但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的

古籍数据更多来自古籍的标点、注释、匡正、补遗等整

理作品，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

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

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按此项规定，如果整

理的新作品具有独创性，则理应受著作权保护[23]。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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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古籍数据及知识的整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

整理者对古籍数据及知识的整理付出了智力劳动，因

而拥有所有权，也具有版权。就目前来说，应用于古籍

数字人文平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传统数字资源的数据

化，因此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需要具有完善的版权

（私有）数据保护机制，从而对版权及私有数据进行保

护。同时，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的开放数据服务对人

文数据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人文研究创

新的重要基础，需要考虑研究者的使用需求，需要选择

合适的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模式，从而促进古

籍数据在更大范围内共建共享。

综上所述，为了寻求古籍数据保护与数据开放之

间的平衡关系，中国古籍基础数据应用平台采用混合

型模式构建，混合型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中的数据

来源渠道多元化，混合模式既对含有版权的数据进行了

保护，又为人文学者提供了相对开放的数据服务应用环

境，同时也实现了其他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有力地支持

了人文研究。

混合型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主要由数据中台、算

法中台等组成（见图1）。数字人文研究加速了人文学科

数据驱动型研究的发展，数据建设是数字人文的重要

内容，通过建立古籍数据中台，聚合和治理跨域数据，

从而驱动数据服务的转型，满足人文学者研究需求。古

籍数据中台的核心思想是数据共享与数据版权保护，

古籍数据中台作为一个数据共享的核心，在混合型古

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的过程中对有版权（私有）的

古籍数据进行封装，通过将图像、文本、数据、知识等

进行结构化处理，进而聚合跨域多源数据，解决人文研

究中面临的古籍数据孤岛问题，建立数据挖掘、数据管

理、数据利用与共享等机制，最终满足人文学者研究的

多维数据需求，实现不同古籍应用场景的人文研究。古

籍数据中台存储受保护的版权（私有）数据，也存储开

放共享数据，从而实现数据版权（私有）与数据利用之

间的利益平衡。

算法中台不但为人文学者提供各种古籍研究场景

的分析方法及工具，也为人文计算提供高性能硬件计

算服务，为人文学者构建一个流畅、稳定、可扩展的研

究环境，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增强用户体验。算法

中台将用户与易于使用的工具相连接，实现分析方法

工具化、平台化，其接收用户的计算分析及数据调度请

求，通过内置的文本分析和可视化工具等进行数据分

析，并向用户返回计算及分析结果，而计算及分析与数

据调度都由算法中台完成，用户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

配置相应参数并选择对应功能模块即可完成分析及计

算，为人文学者实现数据与应用的无缝对接。人文学者

既可以通过应用分析与计算接口对平台受保护的图像、

文本、数据、知识进行间接访问，系统把分析及计算的

结果返回给人文学者，避免了人文学者直接访问平台的

版权（私有）数据；人文学者也可以直接访问平台的开

放数据，分析与计算接口是联系古籍数据与人文学者

的桥梁。

3.4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模式比较

数据开放型、数据封闭型及混合型数字人文应用

平台模式各自的特点不同（见表1），侧重不同的应用场

图1  混合模式的古籍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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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从数据的开放性来说，数据开放型数字人文应用平

台的开放程度最好，也是人文学者比较喜欢的模式，学

者可以共享平台数据，人文学者参与程度高，但也因为

数据的保护性差，学者上传个人数据的意愿降低，也限

制了版权数据的发布与共享，从而限制了平台的数据类

型和数量。数据封闭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则更强调对

数据的保护，数据的开放程度不够，难以对数据进行共

享，实践中也缺乏人文学者的广泛参与，目前，商业性

数字人文应用平台多为数据封闭型模式，大多采用付费

方式供用户使用。而混合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模式则

兼顾前两种的优点，既可以对版权（私有）数据进行保

护，又可以实现广泛的数据共享；既满足学者的需要，

也符合数据管理者的需求；既能吸引人文学者的广泛

参与，也对商业性数据参与具有吸引力。但从平台实现

角度来看，混合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构建复杂程度也

较前两种高。

在数字人文的实践中加工、整理的数据，这类数据属于

私有数据，加工即整理者拥有所有权；③无版权的公共

数据。由此可见，混合型数字人文应用平台是解决目前

数字版权问题的首选构建模式。

本文从数字人文的人文数据版权角度出发对数字

人文应用平台模式进行了研究，由于人文数据的组成

复杂，其版权也存在特殊性与复杂性，对于版权风险的

论述还不够具体，有待进一步对引发版权纠纷的因素

进行进一步阐述，并提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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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hoice of its construction mode 
directly affects the way humanities data and research tools are used, and related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gital humanitie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he study of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gital humanitie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Digital copyright i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current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l.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model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major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ls: 
open data, closed data, and hybri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major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ree modes of application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 
selection practice, the hybrid digital humanities application platform mod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usag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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