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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缅抗战史料承担着传承抗战记忆和抗战精神的作用，具有很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但是，目前滇缅

抗战史料的资源现状亟待改善，信息平台建设较为滞后，缺乏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史料整合与开发新模式。本文

在梳理滇缅抗战史料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的必

要性，进而提出建设该数据库的总体思路，重点阐述构成该数据库的六大内容：原生档案、档案汇编、战史纪要、

回忆录与日记、口述资料和声像资料，并着力探讨数字人文视域下建设该数据库需进行集成化、数字化、数据化、

知识化、平台化五个步骤，以期构建一个统一的滇缅抗战史料知识服务平台，促进滇缅抗战史料的有效保护、科

学管理与资源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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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

建设研究*

滇缅抗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中缅印战

区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唯一获得彻

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滇缅抗战留下了浩如烟海

的珍贵史料，散存于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缅甸、印

度及其他相关国家与地区。本文以中国内地所存的滇

缅抗战史料为研究对象。这些史料客观还原了滇缅抗

战的历史现场，对后人了解、铭记、研究和反思历史具

有重要价值。然而，目前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分布与管

理呈条块分割状，史料信息资源平台建设较为滞后，无

法体现本该具有的价值，难以满足数字时代历史人文

学者的研究需求。因此，如何将滇缅抗战史料进行有

效整合与开发，使之完整传承与再焕生机，成为亟需解

决的问题。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构建，为

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数字人文是指用计

算机技术处理和分析传统的人文研究资料，并将人文

学科方法论和计算机工具相结合进行人文研究[1]。本文

提出构建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是

“数字人文方法论+特定领域知识组织”的一次有益尝

试，前者强调方法与技术，后者注重滇缅抗战史料领域

的知识重组与人文解释，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一种全新

的数据库构建方式。本文将在梳理相关研究和实践现

状的基础上，探析该数据库构建的必要性，并从数据库

的建设思路、主要内容和建设步骤三方面来探讨数字

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建设。

1  滇缅抗战史料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情况

目前，学术界取得了部分滇缅抗战史料整合与开发

的研究成果。如赵周等[2]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述如何建

设滇西抗战资源总库，论述建库原则、建库意义、建库

*本研究得到2020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滇西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编号：TBWT2020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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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和建库框架，并介绍了建立滇西抗战资源总库的

机遇和挑战；华林等[3]对南侨机工文献遗产数字资源

整合进行研究，提出建立统一的南侨机工文献遗产数

字平台；邹绪先[4]提出通过开展编纂、编史修志、撰写

论著、拍摄专题纪录片、举办展览等活动来进行滇缅抗

战档案的发掘利用。总体来看，滇缅抗战史料整合与开

发的理论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研究质量有待提升，研究

存在较大空白。

与此同时，国内也开展了一些滇缅抗战史料的实践

工作，主要是进行了大量史料的全文数字化工作。如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完成涉及滇缅抗战的“国防部史政

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全宗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对其

所保存的350卷、7万多页滇缅抗战时期相关档案进行

了数字化处理。又如，云南省保山市中国远征军滇西抗

战档案史料中心所存的滇缅抗战档案史料除少量实物

外，绝大部分纸质史料和声像资料均被数字化。但是，

目前仍有大量滇缅抗战史料尚未数字化，更未出现一

个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滇缅抗战史料信息资源平台，系

统化和数据化的滇缅抗战史料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项

目在国内尚属空白。

2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
建设的必要性

2.1  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现状亟待优化

一方面，滇缅抗战史料仍处于分散保存状态，资源

分布不集中，缺乏协同管理。目前，国内数字化和实体

形态的滇缅抗战史料主要散存于：①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②重庆市图书馆与重庆市档案馆；③云南省档案

馆；④保山市及各县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史志办、纪念

馆；⑤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及少部分县区

的档案馆、图书馆、史志办；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怒江

州）及少部分县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史志办；⑦大理白

族自治州（大理州）及少部分县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史

志办；⑧民间组织和收藏家手中。同时，管理滇缅抗战史

料的相关机构受限于行政归属与权限，掣肘于理念、技

术、资金、人才的匮乏，在管理上各自为政，缺乏对滇缅

抗战史料资源的交流，亦没有资源建设上的共建共享。

另一方面，滇缅抗战史料资源的信息化程度远远不

够。虽然大量滇缅抗战史料已进行数字化工作，但仍有

部分滇缅抗战史料未实现数字化，导致滇缅抗战史料形

态不一、结构复杂，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与开发。

同时，已经数字化的滇缅抗战史料基本上处于粗粒度的

“数字态”，远远达不到更细粒度的“数据态”，无法进

行史料数据的关联、挖掘、分析与处理，难以满足数字

时代人文学者对滇缅抗战史料利用的更高要求。

2.2  滇缅抗战相关数据库的建设现状亟待
提升

目前，在滇缅抗战相关数据库建设层面，具有典型

性的是云南省保山学院图书馆构建上线的滇西抗战资

源总库。该库涵盖了滇缅抗战相关的图书、档案和其他

资源，分为九大板块，初步构建了一个Web特色资源数

据库。它是国内滇缅抗战研究中较具创新的探索，提供

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与实践的新思路。但是，该库亦存

在一定不足，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目前保山学院图书馆馆藏相关滇缅抗战图书

680本（部分为档案汇编）、影印版日文档案56本、图片

（含照片）1 000多张、日记10本（包括未出版的），还有

大量相关旧期刊、旧报纸等，但是受限于版权、资金、

技术和理念等因素，这些资源仅少部分上传至数据库

中，导致该数据库各板块下所涵盖的内容较为薄弱单

一，与馆藏的丰富性不成正比。

二是由于滇缅抗战史料资源的管理各自为政，滇

西抗战资源总库所涵盖的资源大多局限于保山学院一

地所藏，缺乏机构间、地区间资源的交流互通与共建

共享，客观上成为一座“信息孤岛”。

三是该数据库是传统型数据库，基本功能围绕

“检索”展开，虽然方便图书、档案等资源的搜集与碎

片式查阅，但无法彰显出滇缅抗战史料之间的种种关

联，无法使用户进入身临其境的史料利用环境。

2.3  数字人文视域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
建设中具有优势

针对以上滇缅抗战史料资源及相关数据库建设情

况，笔者认为数字人文视域能够为滇缅抗战史料数据

库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高滇缅抗战史料的资

源整合与深层开发程度，其具体优势如下。

一是数字人文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针对目前滇

缅抗战史料资源分散、多方管理、数据粗粒度、缺乏相

互关联的现状，以知识本体为核心的数字人文，将碎片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何志丽，陈子丹



2021年第3期（总第202期）60

化的史料信息资源进行全新组配与整合后，使相关信息

全部涵括在特定的实体中，并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全景

式的可视化呈现，这对目前散存的滇缅抗战史料来说

是全新的思路与模式。

二是数字人文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工具。数字人文

所涉及的知识本体、关联数据、数据挖掘及可视化等技

术，贯穿滇缅抗战史料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全过程，

带来了史料数据处理技术上的更新换代。

三是数字人文视域符合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全

新角色定位。传统数据库建设的着力点在于史料的保

存与检索，而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数据库建设则更强调

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不仅是帮助

学者找到相关资料，它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是建设新的

研究环境，帮助使用者发现、观察、分析资料[5]。以“检

索—获取”为核心的传统数据库无法承载这样的功能

与使命，而以关联、挖掘、分析、可视化为核心话语的数

字人文数据库，则能促进滇缅抗战史料的高度关联、充

分整合与深层开发，形成一幅关于滇缅抗战的全景式

史料画卷。

3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
库的构建

3.1  数据库的建设思路

滇缅抗战史料资源具有内容复杂、类别多样和保

存分散的特点，笔者采取了多种途径获取数据：对云南

省保山市、腾冲市和龙陵县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

物馆、纪念馆和史志办实地调研；对相关文献进行文本

调研；对相关权威网站进行网络调研；对无法亲至的相

关机构（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电话调研。在初

步摸清国内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情况后确立了该数据

库建设的总体思路（见图1），具体包括六大板块主要内

容和五个阶段建设步骤。

各来源的滇缅抗战史料

上述史料的集成化、数字化、数据化、知识化、平台化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

战史纪要原生档案 档案汇编 回忆录与日记 口述资料 声像资料

图1  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的总体思路

3.2  数据库的主要内容

3.2.1  原生档案

笔者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对国内滇缅抗战原生

档案的现状进行调研，获知滇缅抗战原生档案主要集

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

馆、保山市档案馆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档案史料中

心”及保山市辖区内部分县区档案馆、腾冲市档案馆、

滇西地区的一些市县两级档案馆。笔者认为，应将现行

政策允许公开的滇缅抗战原生档案尽可能全面收录入

库。首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目前国内存有滇缅抗

战原生档案最为丰富的机构，所存滇缅抗战档案主要

集中在全宗号为787的“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

会”民国档案中，内容主要涉及中国远征军军事活动与

战时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的各种行政活动，应在政策法

规允许的前提下入库。其次，保山市档案馆中国远征军

滇西抗战档案史料中心藏有滇缅抗战文书档案647卷、

5 448件、68 728页，照片档案45盒、2 743张，光盘档案

188盘、缩微胶片20盘，图书资料171册，也应入库。再

次，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滇缅抗战相关档案，内

容主要涉及滇缅公路的修筑与管理，它们分散在馆藏民

国档案中的近30个全宗中，也应大量收录至数据库中。

最后，散存于滇西各市县区档案馆的滇缅抗战原生档

案，也需应收尽收，录入库中。

3.2.2  档案汇编

档案汇编是目前滇缅抗战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滇西各市县的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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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等都先后编纂出版了众多的滇缅抗战档案汇编。这

部分编纂成果也应作为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重要组

成部分。首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近年来出版的最具

价值的两部滇缅抗战档案汇编——《滇缅抗战档案》和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涵盖了中国远征

军从出征、失利、转移、重组、整训到反攻胜利的全过

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应收入库中。其次，云南省档

案馆编纂出版了一些滇缅抗战相关的档案汇编，其中代

表性的是《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和《南

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这

两部汇编均体现了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具

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应收入数据库。最后，云南省保山

市、德宏州、怒江州、大理州作为滇缅抗战发生的主阵

地，其史志系统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滇缅抗战史料的收

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成果较为丰富，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2015年
12月编纂出版的《滇西抗日战争史集》，全书共180多万

字，分为九大板块，是目前滇西地区史志系统滇缅抗战

档案汇编的集大成者，具有重要价值，也应收录入库。

3.2.3  战史纪要

滇缅抗战的主力部队是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

和第二十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和中国驻印军，他

们都留下了各自的战史纪要。但是，战史纪要的原版大

多未在中国内地翻印出版，而多以复印版形式流传于各

网络平台，亟需规范化整合，将其收录至史料数据库

不失为一种解决思路。目前，滇缅抗战中国军队战史纪

要主要有《第十一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

《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陆军第八军怒江西岸

松山围攻战斗经过概要报告书》《中国驻印军缅北战役

战斗纪要》等。这部分史料虽存在部分观点有失公正、

撰写者有争功推诿倾向等缺陷，但它们是当时公开的权

威资料，是研究滇缅抗战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应成为

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3.2.4  回忆录与日记

滇缅抗战结束后，部分远征军将士撰写了回忆著作

（文章）和日记，这些回忆录和日记，由“亲历者”撰写，

是现存滇缅抗战史料的有益补充，亦应收录至数据库

中。代表性滇缅抗战将士回忆录有《中国远征军入缅对

日作战述略》《回忆滇西抗战》《中国驻印军始末》《第

八军松山战役述略》《八年抗战小史》《滇西作战实录》

《亲历中国远征军》等。其中《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

述略》由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亲撰，《回忆滇西

抗战》节选自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回

忆录《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代表性滇缅抗战日记有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

军军长王凌云的《王凌云机密作战日记》、中国远征军第

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黄杰的《滇西作战日

记》、中国远征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的《戴安澜将军日

记》、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的《陈明仁日记》等。这些将士回忆录与日记价值高、意

义强、作用大，亦应是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重要内容

之一。

3.2.5  口述资料

口述资料指留存于世的亲历滇缅抗战远征军老

兵、南侨机工与各界民众等以亲身经历讲述当时的战

争状况、社会生活和相关重大历史事件而形成的文字、

录音、录像等资料，是留存和传承滇缅抗战历史的重

要补充，应摘选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收入数据库。例如，

《见证历史——滇缅抗战见闻实录》一书分为上、下两

集，上集为20位滇缅抗战亲历者的回忆，下集是云南省

保山市李义钦先生历时经年采访滇缅抗战老兵的口述

记录。又如，《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由中国

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百一十三团团长刘放吾将军次子刘

伟民编著，内容由其父亲口述、再由刘伟民整理成文出

版。再如，从2009年开始，云南省保山广播电视台《让

我们铭记——寻访远征军老兵》大型电视节目，先后寻

找并采访了5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制作

了由亲历者口述滇缅抗战历史的23集大型纪实节目。这

部分口述资料，也应摘其重点，收录入库。

3.2.6  声像资料

第一，滇缅抗战期间，美国第164照相联队拍摄了

约2.3万张关于这场战事的照片，它们一直沉睡在美国

国家档案馆，直到2010年才由章东磐团队复制部分回

国，并精选其中500张整理出版了《国家记忆》一书。该

书内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需全部收录入滇缅抗战史

料数据库中。第二，国内还有部分关于滇缅抗战的老照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何志丽，陈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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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原件或复制件分散在各相关档案馆和民间收藏家手

中，至今尚未经过系统性整理，也应尽快进行资源整

合与处理，收录入库。第三，国内根据滇缅抗战拍摄了

一些纪实性的纪录片，用影像的手段整合历史资源，还

原历史真相，如《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

秘》《寻找少校》《松山，松山》《腾冲腾冲》《中国远

征军滇西抗日战争纪实》等，也应收录至数据库中。

以上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六大主要内容构成了

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六大板块。如何对这些史料数

据进行关联、挖掘、分析与处理，使该数据库成为一

个滇缅抗战大型知识服务平台，是我们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3.3  数据库的建设步骤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建设是以

滇缅抗战史料的知识本体（knowledge ontology）为核

心，以关联数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等信息技术为支

撑，依次构建一个集成化、数字化、数据化、知识化、平

台化的滇缅抗战史料信息平台。

3.3.1  集成化：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整合

建设一个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滇缅抗战史料数据

库，首先要进行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整合工作，但目前

此项工作由各机构分条块进行，因此需从四个方面推进

资源整合。 
（1）进行资源整合的顶层设计。滇缅抗战史料分散

在国内多个省市，其资源整合应由国家档案局进行统筹

设计，由其出台相应的法规制度，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

并在资源配置、机构设置、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统一规

划，才能推进滇缅抗战史料资源整合的广度与深度。

（2）明确资源整合的领导机构。应由国家档案局

出面组建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相关文化事业单

位人员、领域专家、技术专家共同组成的“滇缅抗战史

料资源整合工作委员会”，作为滇缅抗战史料资源整

合的领导机构，并由其确立资源整合的原则、方法与政

策，制定资源整合的标准与规范。

（3）建立资源整合的执行机构。在资源整合的具

体执行层面，应依托“滇缅抗战史料资源整合工作委员

会”，组成“滇缅抗战史料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在该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云南省档案馆，由该办公

室牵头负责进行滇缅抗战史料资源整合的具体工作，统

筹协调南京市、重庆市、昆明市、保山市、德宏州、怒江

州、大理州联动进行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整合。 
（4）创建资源整合的协同机制。应在国家档案局

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划指导下，尽可能加强各地档案

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的合作，建议各地、各机

构的滇缅抗战史料资源，特别是数字史料资源，逐步汇

总至云南省档案馆，其间涉及的管理权属问题、版权问

题、涉密问题、资金问题等，由“滇缅抗战史料资源整

合工作委员会”按国家档案局所制定法规制度进行统

一协调与处理。

3.3.2  数字化：滇缅抗战史料的数字化加工

完成滇缅抗战史料的资源整合之后，数字化是构

建该数据库的关键性基础工作，是完成后续一系列工

作的必由之路，需做好以下工作。

（1）遵循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滇缅抗战史料数字

化工作要遵循已有的档案、图书、声像数字化标准，所

依据的标准有《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 31—
2005）、《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 11821—2002）、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GB/T 31219.2— 
2014）等，所遵循的数字化标准须涵盖著录格式、标引

规则、数据指标、符号表达与转换、流通规则、软件和

硬件系统的兼容性[6]等内容。

（2）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各种形式的数字化工作。

一是利用扫描技术和照相技术，将滇缅抗战纸质史料

和老照片全部扫描，将原来在纸质载体上存储的文本和

图像信息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图片格式，最终做成PDF
格式的数字文本。二是利用OCR技术进行滇缅抗战史

料的识别和转换。传统的史料数字化通过人工录入，采

集十分缓慢，滇缅抗战史料数字化利用OCR技术快速

扫描识别，其管理、编辑、存储工作都将更加轻松，并为

后续的内容校勘和知识重组提供极大便利。

3.3.3  数据化：滇缅抗战史料素材库的构建

在完成集成化和数字化的基础上，将数字化文本

转化为数据化语料库，可实现对史料的智能化整理，目

的是实现机器的可阅读、可计算，从而保证滇缅抗战史

料数字资源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数据性。

首先，建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化的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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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自动断句、标签和词汇标注的角度，探索滇缅抗

战史料数据化的标注标准、标注层级、标注流程等问

题，最终形成一系列史料数据化的标准和规范。其次，

在数字化形成的基础素材库之上，构建一个滇缅抗战

史料素材的数据集。即由数据科学家针对词汇的显性

与隐性语义知识，通过人工标注、机器学习的策略，进

行数字化文本的分词、词性、命名实体和断句的自动

标注 [7]，并通过构建与修正这些标注的模型，进一步

提升数据质量，最终得到一个数据集。最后，进行一

体化标注。即对史料中涵盖的“人、时、地、物、事”等

命名实体进行一体化标注，得到一个多层级标注、结

构化的史料语料库[7]。

传统史料数据库的素材是数字化的史料，是以“文

献”为最小描述单位，而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滇缅抗战史

料数据库，其素材是更加细粒度的数据，其知识描述单

位更细致，能解释史料中的“人、时、地、事、物”的内

容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真正做到机器可读，为下一步的

知识化奠定基础。

3.3.4  知识化：滇缅抗战史料知识库的构建

滇缅抗战史料的知识化主要是在滇缅抗战史料数

据化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实现滇缅抗战

史料的知识重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理解数据中蕴含

的语义，能够基于大规模的关联关系推算出新的知识，

并且能够实现机器的可自主学习，最终实现知识增长的

自动化。滇缅抗战史料的知识化需做好以下工作。

（1）构建滇缅抗战史料的知识本体。知识本体，

指某一领域内可共享的概念及概念间关系的形式化定

义[8]。所谓滇缅抗战史料的知识本体是基于通用资源

标识（URI）和资源描述框架（RDF）来完成滇缅抗战

知识领域建模的一种技术。滇缅抗战史料知识库的构

建，需利用本体对所有数字资源进行语义标注，建立词

汇间的语义关系，并存储对象类、属性及对象之间的语

义关系，为后续滇缅抗战史料知识库提供深度的语义

层面知识[7]。这一环节的工作是让机器能够理解已多层

标注的结构化语料库，促使机器的理解能够跨越领域

和系统的限制，真正做到机器对机器的理解，实现滇缅

抗战史料信息资源的高度关联与整合。

（2）利用关联数据（Link Data）技术，建立滇缅

抗战史料信息资源的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并将结果

进行可视化呈现，实现机器的可推理。关联数据就是在

知识之间建立可被机器理解的关联关系技术[8]。在滇

缅抗战史料数据库构建领域的实现机制是：由于关联

数据技术，滇缅抗战史料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呈丰富

多样性，因此这种关联越多，越能促进机器可推理的实

现，越能帮助用户自动获取由机器提供的滇缅抗战领

域的初步研究结果。总体而言，滇缅抗战史料知识库的

构建就是利用关联数据技术的一整套技术、方法和流

程，依靠上述滇缅抗战史料素材库，建立一个为用户提

供各种深度语义层面知识的知识系统，并在此过程中

不断提升滇缅抗战史料的共享程度。

（3）引入机器学习方法，逐步实现滇缅抗战史料

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入基于神

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技术，它是一种实现机器学习的技

术，更是一种实现人工智能的途径，它能使所有的机器

辅助功能都变为可能。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构建

中，引入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在自然语言处理（NLP）、
名称实体识别（NEI）、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等领域[8]，

大有可为。

3.3.5  平台化：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形成

平台化是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门户”建设过

程，即在实现上述知识库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一个为用

户提供滇缅抗战史料的知识服务平台。为此，需做好两

项工作。

（1）进行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首先，在本体建模过程中得到经过清洗与加工的

RDF数据，是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构建的资源基础，

整个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与开发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其

次，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开发过程中，需要对知识本

体再进行调整或修改，使之能够符合系统性能的需求；

最后，虽然目前国内数据库建设领域处于主流地位的是

关系型数据库，但由于滇缅抗战史料数据资源中非结

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众多，且从数字人文跨领域、

大范围、大规模的特性出发，利用非关系型数据库进行

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构建，在操作的扩展性和大数

据量处理方面将具有优势。

（2）基于滇缅抗战史料信息平台开展面向用户的

知识服务。知识服务是指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从知识资

源中提炼信息内容，搭建知识网络，为用户提供解决方

案的信息服务过程。如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中，

针对部分用户对检索结果可视化的强烈需求，可以利用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何志丽，陈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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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R）技术，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平台上

重现中国远征军战争状况的实景，让用户有身临其境之

感。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应该是

一个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核心的，具备数据存

储、知识检索与可视化、众包编辑、专题服务及社交化

应用等功能的大型知识服务平台。

4  结语

数字人文作为“方法论共同体”空前促进了研究方

法的交叉渗透，且为公藏机构的资源挖掘带来了新的

空间，使得文献利用本身即创造文献的价值[9]。数字人

文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领域的引入，将改变传

统的史料数据库构建模式，促进方法的革新和技术的

迭代。该数据库的构建，不仅是对滇缅抗战史料深层

次整合与开发的一次尝试，更丰富了历史人文学科的研

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不过，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构

建亦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部分文化事业机构

滇缅抗战史料的信息公开程度较低，限制了滇缅抗战

史料的资源集成化；部分滇缅抗战史料存在机构之间

的归属争议，容易产生推诿扯皮现象，导致史料无法上

传至数据库中；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与其他抗战文献

数据的关联还未被充分考虑，各个抗战文献数据库之

间未充分共享资源；在利用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的过

程中，用户可能会因为资料获取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忽

视了传统史学功底的训练，忽视了深度阅读等。这些问

题的解决，还有待学界和业界的持续关注与努力。

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笔者希望能抛砖引玉，通过

构建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推动滇缅

抗战史料的资源整合与开发朝着纵深方向发展，真正

体现出滇缅抗战史料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重要意义，为

传统的抗战史料研究注入新活力、提供新视角，促进

对这段历史的更深层次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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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Database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HE ZhiLi  CHEN ZiDa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al Scienc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

Abstract: Playing the role of inheriting the memory and spiri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historical data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While it is i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nowadays, since it lags behi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leading to the lack of new mode of integrating and developing historical 
data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digital age.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digital humanities, new opportunities are brought to this. In this 
thes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data database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e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a. Then, this thesis proposes the general id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ataba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data database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which emphasizes the six major contents constituting the database, including original archives, archives compilation, official war history minutes, memoirs 



2021年第3期（总第202期） 65

and diaries, oral files and audio-visual resources. In addition,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n the five steps of integration, digitization, data, knowledge 
and platfor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so as to construct a unified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historical data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
Japanese War. In this way, it is abl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scientific management, as well a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Yunnan and Burma Anti-Japanese War; Historical Data; Database; Digital Humanities
（收稿日期：2021-02-25）

为加强与国内科技文献信息机构、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行业与地方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的合作，
优化资源投入，提升我国数字信息资源的保障和服务能力，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数字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将联合主办“2021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暨
第七届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现正式开始征集论文，具体会议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一、征文主题

1. “十四五”期间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规划研究
2. 国家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3. 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研究
4. 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
5. 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6. 开放融合环境下资源与服务共享模式研究
7.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
8. 海量元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应用研究

二、征文要求

1. 论文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或实践总结，强调原创性、新颖性，6 000字左右为宜。
2. 请勿涉及政治敏感话题和保密内容，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文责自负，请自留底稿。
3. 论文研究的问题明确，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且有实际材料（如统计数据、事实、自己或他人的调研发

现、工作中积累的观察记录等）支撑，提倡实证性研究。

4. 文章结构合理，要素齐全，文笔精炼，格式规范请参考《数字图书馆论坛》投稿要求。
5. 稿件应使用Word编辑，并标明联系人、电话、通信地址和E-mail。

三、征文提交方式

1. 邮件提交
2021年7月31日前可直接将征文稿件发送至邮箱 ziyuanjianshe@istic.ac.cn。
2. 会议网站提交
2021年7月15—31日登录会议网站提交征文稿件，会议网站地址：http://zyjs2021.conference.calis.edu.cn。
3. 作者选择一种方式提交征文即可，请勿发到联系人邮箱。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勃慧、丁遒劲（NSTL）
联系电话：010-58882320
邮箱：libh@istic.ac.cn

五、征文评选

1. 所征论文邀请专家进行严格评审，预计8月中下旬在会议网站公布评审结果。
2. 优秀论文将安排大会简要报告，并推荐到相关期刊发表。

2021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

暨第七届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征文通知

9.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相关版权问题研究
10. 面向决策支持的（智库）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研究
11. 数字出版发展、科学交流模式变化对资源建设

与服务的影响研究
12. 用户画像与精确情报服务
13. 资源建设与服务人员能力评估与提升研究
14. 国家文献信息资源战略保障绩效评估方法研究
15. 其他相关主题

联系人：迟诚（CALIS）
联系电话：010-62758889
邮箱：chic@calis.edu.cn

数字人文视域下滇缅抗战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何志丽，陈子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