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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与知识图谱工具相结合，实现名人群体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展示，将传统名人

年谱资源转变为共享性的立体数字资源。以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作为研究素材，借助Protégé工具构建晚明曲

家年谱本体，结合Neo4j图数据库完成年谱知识图谱的构建，以揭示当前传统年谱资源的数字研究价值与数字化

再利用，提出未来传统名人年谱资源走向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研究的相关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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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数字文化建设广受重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不仅需要文化工作者努力，更需要推进文化的数

字化开发和跨文化传播，赋予中华文化“活的灵魂”。年

谱可视化的方法重点展示了领域中人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通过挖掘各个人物的历史时间、社会关系从而展示

该人物在领域中的历史地位，更直观地展现出人物为其

所在的领域文化带来的影响。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与

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是关键的一步，传统年谱资

源的研究可以为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范式。

年谱是我国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资源，是按照时间

节点考述一个人物或者群体人物的生平事迹，其活动轨

迹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上进行，是一种以传记体裁为主

的文献资源，其本身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翔实的实证

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1]。我国的年谱

发展自北宋以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国历代年谱总

录》中共著录年谱3 015种，加上族谱约有1万种[2]。家谱

和年谱都是一种经后人进行修缮而汇编的特殊文书。家

谱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主体记录的家族世系繁衍信息

和重要人物等信息，具有家族内部的可追溯性。而年谱

是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体裁，通俗来说，就

是以时间为顺序编排谱主的生平活动和经历的一种特

殊史书，具有个人史和编年史的性质，属于一种特殊的

人物传记文书。目前年谱的数字化利用程度仍比较低，

数字化研究更少，主要还是面向家谱文本资源比较多，

使得年谱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未能充分体现。现阶段，我

国年谱的编撰随着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发展，重新涌起

了研究热潮[3]，如何在创新年谱资源编撰方式的同时充

分利用年谱资源进行领域文化的学术研究[4]，是目前对

于年谱资源数字化再利用且充分利用的关键点之一。此

外，年谱作为谱系文本资源的一种，其发展经过了皇族

帝王谱系到姓氏谱系、家族谱牒，再到年谱成为一个独

立的谱系文本[5]，其所蕴含的文化、史料价值、学术价值

及教育功能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丰富内在

含义，对年谱资源的数字化再利用及深入研究，也是学

界通过学术研究的渠道传播年谱资源的文化、引导等作

用的重要方式。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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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近年来，针对谱系文本的研究开始崭露头角，研究

范畴较为主要集中在家谱文书资源，例如，在家谱本体

构建方面，陈艳[6]、夏翠娟等[7]对中国家谱本体模型展

开了研究，分别构建了中国家谱的领域知识本体及上海

图书馆家谱本体模型，从领域知识单元组织关系的角度

重新解读了中国家谱资源。在本体知识图谱构建方面，

张政平等[8]提出融合骨架法和七步法构建孔子世家谱本

体的方法，并利用Protégé、Neo4j等工具构建本体并实

现孔子世家谱知识图谱的构建；祝振媛[9]则采用本体构

建技术实现《吴氏西宅宗谱》的本体模型架构，并依据

本体模型完成吴氏家谱知识谱系的实践；姜赢等[10]基于

Java EE框架B/S模式构建了家谱知识图谱检索系统，系

统功能包括家谱检索、人物检索、字辈排行、追根溯源

等；吴信东等[11]基于知识图谱，开发融合了知识图谱构

建技术的家谱数据中台——华谱系统（Huapu-CP）。
学界家谱本体的研究充分验证了本体技术、知识

图谱与谱系文本融合研究的可行性，但是对年谱资源

进行本体与知识图谱的构建依旧很少。笔者将尝试利

用本体模型构建年谱知识图谱，在家谱本体构建模型

的基础上，考虑现有模型复用的可能性，以徐朔方先生

编纂的《晚明曲家年谱》作为原始材料构建年谱本体，

借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及其他历史数

据库查询补充与纠正相关资料，结合知识图谱，深度挖

掘晚明曲家核心人物的家族、作品、历史事迹等，探讨

构建易读的、具备共享性的名人群体年谱知识图谱。知

识图谱是利用图形之间的联系反映知识之间的关联关

系，通过语义关系、关键词索引、知识实体构架联系等

方式，强化知识之间的关系[12]。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13]

主要包括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两种体系，自顶向下通常

应用于领域知识图谱，是一种通过定义完善的本体模

型及其关系属性，依据原始数据进行实体抽取，并填充

相应数据实例，以完成领域知识图谱的构建[14]；自底向

上的体系多用于数据量较大的知识图谱构建，首先需要

先从数据中抽取实体、关系、属性，再进行数据层的知

识填充与处理，最终实现知识图谱的整体构建[15]。笔

者将依据自顶向下的架构方法论体系完成晚明曲家年

谱知识图谱的构建工作，为后续的传统年谱的转型研

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这也符合当前对于年谱资源

数字再利用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晚明曲家年谱的本体建模设计思路

2.1  研究对象

本文将以徐朔方先生所著的《晚明曲家年谱》（浙

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作为主要研究素材。《晚明

曲家年谱》共三大卷，分为苏州卷、浙江卷、皖赣卷，共

收录起于徐霖终于金圣叹[16]，约二百年间的39位戏曲

家年谱；囊括了明中后期至清初的重要曲家，几乎涵盖

了晚明戏曲领域的重要人物，对全面了解明代戏曲的发

展乃至名人年谱的编撰，甚至是对整个学术界都有非

常大的价值，对促进年谱资源再利用有着实践意义。因

此，对名人年谱资源展开知识图谱构建研究，是将年谱

资源推向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渠道。在原始数据预处理

方面，首先利用OCR文字识别软件对扫描文件进行文字

识别转录，然后人工校对古籍原文，最终形成研究所需

的年谱文本。

2.2  年谱本体构建设计思路

《晚明曲家年谱》记载内容是按曲家籍贯划分，有

年谱、行实系年、事实录存，所蕴含的知识本体类别单

一又多重，如何准确提取分类点，设计一个充分融合年

谱内容的知识本体类别框架，以便对知识本体进行因

果关系的提取，这是晚明曲家年谱本体构建所面临的

难点。

在本体模型的设计方面，为了能够实现对晚明曲

家年谱中各个人物大事记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构建，笔

者结合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上海图书馆家谱知

识服务平台等开放数据库查阅相关人物资料，以辅助

本体模型中各个实体的分类与因果关系揭示。笔者还

参考了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17]、中华寻根网[18]

以及现有的家谱本体模型的相关研究，提取适合晚明

曲家年谱知识本体的分类与因果关系描述方法，其中

Zeebaree等[19]将TM模型的本体论进行了改进，从静态

描述开始，发展出一个动态模型，以确定指定行为的事

件，从而对概念模型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将一个概

念转变成为可识别的模型内部结构的实体。Zeebaree
等还将TM模型应用于分析实体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

将借助Zeebaree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范式，对晚明曲家年

谱中知识本体类别的因果关系进行提取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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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晚明曲家年谱本体构建方法选取

目前本体模型构建的研究一般围绕“本体模型-关

系型数据库”的研究范式而开展研究工作，比较常用

的骨架法（又称ENTERPRISE法）和斯坦福大学的七

步法，结合通用关系型数据库辅助本体模型数据的存

储与提供信息检索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骨架法[20]主

要包括确定本体应用的目的和范围、本体分析、本体表

示、本体评价、本体建立；七步法主要包括确定本体的

专业领域和范畴，考查复用现有知识本体的可能性，列

出本体中的重要术语，定义类和类的等级体系，定义类

的属性，定义属性的分面，创建实例[21]。前者缺乏本体

模型的重用性，易导致本体的可重构特性无法实现效

用最大化[22]；后者步骤较为完整，本体分析环节紧扣，

本文将考虑以七步法入手，尝试融入其他本体方法步

骤以完善整个晚明曲家年谱本体模型的构建。

笔者还考虑到晚明曲家年谱记载了晚明曲家较为

详细的人物信息，主要以时间线及人物历史大事记作为

记载的内容，包含人物的生卒年、人物评价、生平经历、

官宦过往、著作作品等。相对于晚明曲家年谱数据来

说，现有的本体结构无法融合大规模的年谱数据，容易

导致数据冗余、查询体验感下降等问题。将选取Neo4j
图数据库作为本文数据的处理工具，一方面是Neo4j图
数据库能够高效地处理大规模数据，支持非常灵活和

细粒度的数据模型，且每一个节点都直接包含一个关

系列表，关系列表中能够存放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关

系[23]；另一方面是图数据库支持多种类型数据，兼容性

大，能够以面向图的格式进行数据的存储和汇出，提供

了非常完善的数据库特性，包括ACID事务的支持、集

群支持[24-25]等。

综上，由于年谱文本为主的知识图谱构建存在一

定的现实难度，一方面是谱系领域本体构建与知识图

谱方法并不全面，现有的家谱本体与年谱本体又存在

差异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型数据库存储的效率较低且

可视化需求无法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检索需求。针对以

上问题，本文主要采用自顶向下的方式构建晚明曲家年

谱知识图谱。首先在晚明曲家年谱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融合七步法、骨架法及其他研究范式构建晚明曲家年谱

本体结构；其次根据年谱本体的结构，对原始数据中的

实体进行提取，将实体数据整合为图数据库可以读取

的CSV数据格式，再汇入Neo4j图数据库，完成初步的

晚明曲家知识图谱构建；最后通过Neo4j图数据库实现

对数据的存储，构建晚明曲家年谱知识图谱。

3  面向晚明曲家年谱的本体模型构建
过程

结合晚明曲家年谱原始数据的特点以及人物关系

的描述，本文将结合具体的研究需要，以七步法为基

础，借鉴已有的谱系本体构建框架并进行调整，构建曲

家年谱本体，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晚明曲家年谱的本体模型构建流程

（1）明确本体的应用范围。年谱本体应准确描述

记载年谱人员的详细信息、历史事件信息，由此才能厘

清人物之间的关联关系，以确保人物分类符合现存文

献中的事实记录。

（2）考查复用现有知识本体模型的可能性。由于

目前以年谱作为本体构建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而家

谱与年谱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和相似性，通过调研

已有且比较成熟的家谱领域本体模型，对夏翠娟等[7]构

建的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模型、张政平等[8]构建的孔

子世家谱本体模型进行分析复用，并参照本体的构建

方法论，以保障如期能够实现晚明曲家年谱本体的初

步构建。

（3）列出领域中的重要术语。本文从晚明曲家年

谱中提取出相应的重要术语，包括卷次（volume）、引

论（introduction）、谱序（number of the chronicle）、人
物（person）、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死亡日期（date 
of death）、籍贯（native place）、性别（gender）、名

（given name）、字（courtesy name）、号（pseudonym）、

曲腔派系（song cavity factions）、人物评价（character 
comments）、著作名称（title of book）、著作年份（year of 

名人年谱资源的知识图谱构建——以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为例徐彤阳，黄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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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晚明曲家年谱本体沈璟实例化示意

work）、著作评价（book comments）、事记年份（year of 
the event）、事记（events）、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
历史活动地（historically active）、居住地（residence）。

（4）定义类及其等级体系。将本文的术语归纳出

六大核心类别，分别为卷次、谱序、人物、著作、事记

数、曲腔派系，其他术语归纳核心类别的子类别。

（5）定义类的属性及约束。将文中的其他类别进

行归纳整理，将其作为属性划分给对应的类，并确立

类别之间的关联。类的属性包括对象属性与数据属性。

晚明曲家年谱本体的五大核心类涵盖11个对象属性和

20个数据属性。对象属性包括：属于卷次、属于曲腔派

系、属于谱序、有人物、有卷次、有历史事件、有引论、有

派系、有社会关系、有著作、同一人物；数据属性包括：

事记ID、事记年份、人物ID、人物评价、出生日期、卷次

ID、历史事件、历史活动地、名字、号名字、居住地、性

别、曲腔派系ID、死亡日期、籍贯、著作ID、著作名称、

著作年份、著作评价、谱序ID。

（6）本体表示。晚明曲家年谱本体OWL文件部分

内容表示如下。

①类的定义

<owl:Class rdf:about="http://www.chronologyLat
eMingDynastydramatiston.com#曲腔派系"/>

②对象属性的定义

<owl:ObjectProperty rdf:about="http://www.chro

nologyLateMingDynastydramatiston.com#有派系">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

w3.org/2002/07/owl#topObjectProperty"/>
< r d f : t y p e  r d f : r e s o u r c e = " h t t p : / / w w w.

w3.org/2002/07/owl#TransitiveProperty"/>
<rdfs:domain rdf:resource="http://www.chronolo

gyLateMingDynastydramatiston.com#卷次"/>
<rdfs:range rdf:resource="http://www.chronolog

yLateMingDynastydramatiston.com#曲腔派系"/>
</owl:ObjectProperty>

③数据属性的定义

<owl:DatatypeProperty rdf:about="http://www.
chronologyLateMingDynastydramatiston.com#名">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ch
ronologyLateMingDynastydramatiston.com#名字"/>
</owl:DatatypeProperty>

（7）创建实例。在Protégé中填充实例以便判断类

与类之间的关系是否明确，本体结构是否符合应用需

求。图2是Protégé中的一位戏曲家的年谱本体实例化的

成功运用，说明整个本体模型能够使用，且可以准确地

表达晚明曲家年谱中主要术语、对象属性和数据属性

之间的组织关系。

（8）本体构建。上述步骤完成之后，最终构建完

成晚明曲家年谱本体模型（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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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晚明曲家年谱本体概念模型

4  面向晚明曲家年谱的知识图谱构建
流程

本文利用图数据库Neo4j来完成CSV数据的存储

和可视化呈现，构建晚明曲家年谱的知识图谱，基于晚

明曲家年谱本体模型中节点关系之间的设定，对节点的

CSV文件进行整合，确保每个节点有唯一的ID值及清

晰的关系属性，利用Neo4j-admin import工具将数据

导入图数据库Neo4j，最终实现晚明曲家年谱知识图谱

的可视化。具体流程包括实体及关系抽取、节点CSV文

件构建、数据导入以及可视化4个步骤。

4.1  晚明曲家年谱资源实体及关系抽取

利用ORC扫描工具将晚明曲家年谱纸质文本转换

为数字文本，总结出以年谱谱主为核心实体单元，并以

其为切入点，再以年谱文本内容的原始框架及概念模

型，选择围绕人物相关的知识单元作为晚明曲家年谱本

体模型中的实体，保障实例数据汇入的准确性，实现本

体的实例化及相关可视化。

由于笔者在自然语言处理及其实体模型训练方面

的能力有限，本研究的实体抽取选择传统的人工抽取

方式，抽取完成后按照本体知识构建的需要进行CSV
文件的保存。一是实体，核心实体以晚明曲家年谱文体

结构为准，整个谱主论述中包含人物、卷次、谱序、事记

（历史事件）、著作、社会关系六大类内容。由于晚明曲

家年谱是以谱主为核心的人物类传记资料，所以围绕六

大类主体，并着重以人物这一概念实体为准，人工抽取

出符合年谱文本结构的相关实体数据，并存储为CSV
文件格式。二是构建实体之间的关系，即实体关系数

据。确定实体数据之后，结合其他历史资料，分析人物

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与社会身份，如生平经历、交游关

系、社会评价等。再参照复用本体的概念实体关系，复

用或依据年谱资源特点构建整个实体的关系网络，形成

一个以人物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即以人物实体为映射的

实体关系数据，最终融合概念本体模型，设计出知识图

谱所需要本体模型框架。

4.2  节点CSV文件构建

使用Neo4j-admin import工具存储知识图谱，需要

建立节点知识图谱的节点CSV文件，一是进行数据文件

与头文件（header file）分开建立，二是头文件与数据

文件合并建立，其中每个节点都有唯一的ID值，以便进

行关系分类时能够直接引用。依据本体模型的六大核

心类别分别建立CSV文件，将数据文件与头文件合并

建立并存储。

设置的节点文件包括6个。①卷次节点文件：juan_
ci_nodes.csv。②谱序节点文件：pu_xu_nodes.csv；③曲

腔派系节点文件：qu_qiang_nodes.csv。④人物节点文件：

ren_wu_nodes.csv。⑤事记节点文件：shi_ ji_nodes.csv；
⑥著作节点文件：zhu_zuo_nodes.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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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中的每一行代表一个实例。如事记节点文

件部分内容：事件ID（eventID）为“0300001”的主人公

（personName）“徐霖”，事件时间（yearOfTheEvent）
为“明英宗天顺六年壬午（1462）”，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为“徐霖生于松江华亭”。

4.3  关系CSV文件

Neo4j-admin impor t通过连接节点ID创建关系

（relationships）。根据本体确定的核心类的对象属性

关系，可知晚明曲家年谱知识图谱中共涉及11个关系，

并根据这11个关系建立关系CSV文件。例如，“有历史

事件”关系的CSV文件具体关系如下。属于卷次：“曲

腔派系→卷次”；属于曲腔派系：“人物→曲腔派系”；

属于谱序：“卷次→谱系”；有人物：“曲腔派系→人

物”；有卷次：“谱序→卷次”；有历史事件：“人物→事

记”；有引论：“人物→谱序”；有派系：“卷次→曲腔派

系”；有社会关系：“人物→人物”；有著作：“人物→著

作”；同一人物：“人物→人物”。

4.4  晚明曲家本体知识图谱可视化

将数据导入Neo4j，共导入了5 195个节点实例、5 559

个关系和22 474个属性。数据导入完毕，在控制台输入命

令启动Neo4j数据库，再使用浏览器打开Neo4j数据库的

默认网址（http://localhost:7474/），即可看到导入成功的

数据集，并且可以根据不同节点构建知识图谱，如徐霖

人物历史事件关系知识图谱（见图4），描述了徐霖相关

的历史事件和著作，可以发现徐霖把苏州当作他的第二

故乡，而且作为晚明戏曲的先行者，其影响力并不像大

众所认为的那样“无名”，其著作的影响力得到同期戏

曲家的赞许，甚至皇帝南下还特意召见了徐霖，两次光

临徐家，在当时可谓是十分难得的遭遇。可见，通过知

识图谱所展示的知识关系，可以挖掘到大众认知之外

的新发现，也可以更加直观、清晰地描述与人物有关的

事件、著作等信息。

5  名人年谱知识图谱研究的探讨与展望

5.1  数字人文技术助推年谱知识图谱走向
量化与系统化

年谱知识图谱的构建以其内在的知识关联性、数据

的可挖掘性及系统开发性，为传统年谱资源转型研究发

展提供了基础，并能从内容上深化年谱资源，从而实现

年谱资源的整体可读性与数据量化。此外，借助成熟的

图4  徐霖人物历史事件关系知识图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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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技术和研究体系，将年谱文本作为一种信息资

源，并以年谱知识图谱模型研究为切入点，融入数字人

文研究对象范畴，实现从技术的角度突破传统年谱资源

的研究，让年谱知识图谱研究向数字人文领域靠拢，以

达到理论与技术上的借力；并依据自身的资源特色，从

资源内化出发，激发创新的年谱资源知识检索与挖掘等

智能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化和丰富年谱知识图谱的内在

资源，打造一个具有领域代表性的数字年谱知识图谱检

索系统，真正将年谱资源转换成大众所需要的知识，让

更多的用户能够参与到年谱的知识“活化”中。

5.2  产学研融合打造年谱知识图谱数字空间

数字人文的内涵之一便是人文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学界在数字人文的跨领域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相对成熟

的技术体系，年谱作为特殊的历史资源，本质上也是一

种文化资源，但是面对数字经济新业态背景下，传统的

年谱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数字文化需求，大众更倾

向于有个性化、互动性及可视化的数据需求，而年谱知

识图谱所具有的交互性、知识组织性恰好能够满足大

众的个性化需求，从共享交互的角度为用户提供年谱

数字资源平台。此外，提高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对年

谱资源化、数字化的认可，强调年谱资源的学术价值、

历史和社会价值，助推年谱数字空间的开发，从经济、

技术、人文的角度丰富年谱知识图谱的内涵。年谱知识

图谱数字空间的构建，是年谱资源从传统文本资源转

变为数字资源的重要升级，也是年谱资源未来走向深

度智能化的关键一步。

5.3  基于年谱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技术开发
年谱数字产品

目前数字人文已逐渐趋向于研究对象的知识完备

性，年谱文本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资源的原始完备

性，如何将资源的完备性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能够让

计算机解读的数据对象，是运用数字人文技术研究年

谱资源所面临的挑战。年谱知识图谱能够在数字化的

过程中，最大化地保存原始数据的完备性，无疑破除了

数据超大规模分析中数据原始完备性的损耗。此外，深

度学习技术在数字人文领域已有较多的成熟应用，如循

环神经网络诗歌数据分析、卷积神经网络古籍量化分

析以及文本词句解剖等，在技术层面上能够最大限度

地融合到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中。因此，基于年谱知识

图谱和深度学习技术，解决年谱文本资源的原始完备

性、语义关系等相关问题，研发年谱知识图谱的衍生数

字产品，使得年谱资源更趋向于数字智能化，调动年谱

资源的转型升级。

5.4  以数字人文理念研发年谱知识图谱智慧
数据库

智慧技术赋能年谱本文资源的数字转型，年谱知

识图谱的构建一方面是对传统年谱资源的新尝试，从

技术层面将年谱资源拉到知识重构研究对象领域，是

打开年谱资源走向智慧化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年

谱知识图谱的构建本质上是依靠数据库进行的数据分

析，离不开用户需求。因此，在年谱资源复杂多样的情

况下，对年谱知识图谱构建和深化要借助数字人文理

念开展相关研究，用可视化、智慧化的手段去呈现年谱

名人群体的精神文化；以群体需求为主，搭建年谱知识

图谱智慧数据库，实现年谱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深度分

析，这也是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的核心。因此，以年谱知

识图谱为基础，扩充年谱知识图谱的技术路线，研制年

谱知识图谱智慧数据库，是促进年谱资源走向数据人

文领域的渠道，同时也从技术对象上丰富了数字人文

的研究范畴，两者是互相成就的良性融合。

6  结语

本文以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作为研究素材，通

过数字人文研究范式、本体构建工具及知识图谱结合

的方法，转变传统的纸质年谱资源共享性的立体数字

资源，多维度地呈现年谱中人物、历史事件、社会关系

等内容；探究本体技术与知识图谱技术在年谱资源中

可视化研究的可能性，为我国传统年谱资源，如名人年

谱、名人群体年谱、传记年谱及其他领域年谱资源的研

究提供了技术框架的参考与借鉴，符合目前对于传统

谱系文书资源转型研究的时代要求。但是仅以年谱知识

图谱为基础实现多样化数字化是远远不够的，未来还

需要对年谱知识图谱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真正

实现年谱资源的“活化、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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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logy-based Knowledge Graph of Celebrity Chronicle Resources:
Taking the Xu Shuofang’s Chronicles of Dramaturgis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XU TongYang  HUANG YingSi
(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P. R. China )

Abstract: By combin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the tools of knowledge mapping, it enables the deep excav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culture of celebrity group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elebrity chronicle resources into a shared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resource. Using Xu Shuofang’s 
Chronicles of Dramaturgis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the ontology of the late Ming Qu family chronicle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help of Protégé to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map of the chronicle is completed by combining the Neo4j graph databas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igital research value and digital reuse of the current traditional chronicle resources, and to put forward the outlook of the future traditional celebrity chronicle 
resources towa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dep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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