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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文本知識探勘 
數位人文的發展與影響 

陳志銘 特聘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 

大綱 

• 什麼是數位人文? 

• 數位資源對於人文研究的助益 

• 數位人文啟動了知識微縮革命 

• 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 

• 圖書館如何發展虛擬環境支援數位人文研究 

• 政治大學圖書館發展之羅家倫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 結論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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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數位人文? (1/4) 

•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n aid to fulfill the 
humanities’ basic tasks of preserving, reconstructing, transmit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human record.”  (Frischer, 2009)  

• “the practice of humanities research in and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ow the humanities may 
evolve through their engagement with technology, media,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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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借助數位科技方能進行的人文研究 

• 企圖發掘在非數位時代難以觀察的現象、無法想像的議題與
無法進行的研究(項潔、涂豐恩，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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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數位人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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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數位人文? (3/4) 

• Digital humanities (DH) is work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disciplines (Drucker, 2013). It 
includes the systematic use of digital contents and tools in the 
humanities disciplines and makes possible new kind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人文計算 
(humanities computing) 

數位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 

a. Archiving a huge amount of digital sources 
b. Finding research cues via data computing or mining 
c.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data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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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數位人文學之可能性及限制〉 

• 夥伴式的合作關係，以人的識解去瞭解研究對象的整體脈絡及內在
的意義結構，以數位工具去幫助釐清研究主題的細節、對資料進行
梳理與探勘，「人」與「數位工具」兩者之間不斷的往反與對話，
才是最具生產力的工作模式。 

• 優勢：典藏、速度、數量、交流、教育 

• 多節點，非單點或單線，動態的圖像呈現 

• 空間與時間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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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數位人文?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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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源對人文研究的助益 (1/2) 

• 典藏原件能夠在不影響公眾利用下，獲得更好的保存，甚至
永續庋(ㄐㄧˇ)藏。 

• 經數位化後，文物典籍圖像資訊可透過便捷的網際網絡，不
限次數傳送至任何地點，有效突破地域限制。 

• 數位資料可透過建置後設資料與聯合目錄，將各類資料彙整
分類，便於利用。 

• 數位資料能極快速度搜尋檢索。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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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源對人文研究的助益 (2/2) 

• 數位資訊不僅造成資料蒐集、整理、分析等有形研究過程的
顯著今昔差異，並且龐大而易於利用的數位資源更有助研究
者整合不同領域，進行跨時段、跨地域的長期觀察。 

• 數位資源的開放性破除了知識壟斷，降低了「如何取得研究
資料」的先備知識門檻，既擴張了研究人口與議題，更厚實
了研究視野、方法與資料詮釋的可信度，甚者修正了人們長
期以來對「博學」的理解。 

• 過去，學者必須極其聰穎、遍讀群書，方能據以提出通貫時
代、跨越地域的觀察，成為「功力深厚」的大師；而今，拜
數位資料庫之賜，學者由議題出發，利用資料庫檢索，便可
能在短時間內獲得數以百計的資料，提出創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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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啟動了知識微縮革命 

• 就研究而言，隨著文獻的數位化工程，啟動了知識微縮革命，改變也
主導了知識的產製與文明的型態，當然，無國界、無地域，不分你我
而同潤共享的龐大的數位資源，也對人文研究造成巨大的衝擊與影響，
全球學術研究更產生前所未有的蛻變與進展。 

• 所謂「數位人文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處理電腦數據的
新方法，它有助於研究者思考如何從數據庫中提取數據，並通過分析
發現研究對象中易被忽略的關係與向度。 

• 在巨量多元的數位文本作為研究的文獻類型語境下，研究者必須開始
嘗試轉向「人文研究思維」與「數位推論技術」結合下所形成的「數
位思維邏輯」，方能適切而有效的運用巨量的數位文獻。 

• 無以計數的數位化文獻如何為學術研究所用？或是學術研究如何帶動
文獻數位化工程更加智慧可用？無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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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1/4) 

• 在傳統的人文研究中，人文學者要進行研究並非易事，需透過大量的紙本書面文本
閱讀，並進行歸納與分析，從而整理、發現文本中的主題脈絡與思想內容，此一過
程需耗費極大的時間與人力。 

 

• 隨著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進步，數位化的技術越發成熟，帶動數位資料庫的興起，
逐漸改變了人文學者的資料蒐集、分析與應用方式，進而發展為「數位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DH)之新興研究領域。 

 

• 數位人文(DH)即為數位技術與人文科學的交匯學科，旨在藉由資訊科技技術以輔助
人文學者從事人文研究，進而發現過去難以觀察的現象、無法想像的議題，以及無
法進行的研究（項潔、涂豐恩，2011；Berr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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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2/4) 

• 儘管現今已經開發了許多數位人文工具來支持數位人文科學研究，但由於技術困難，
這些工具中有許多不能適當地滿足人文學者的需求（Picca ＆ Egloff, 2017）。 

 

• 此外，不同類型的人文學者對典藏內容的了解也存在很大差異，需要不同程度的支
持，而且每個人文學者都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興趣和優先事項。因此，使用者研究
(user study)對於開發可行的數位人文研究工具或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 綜合上述，數位人文的發展已逐漸轉向透過數位人文分析工具來輔助人文學者進行
研究，而數位人文分析工具應該要扮演的角色是輔助人文學者研究，而不是取代它
(Moretti, 2016)。 

11 

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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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納入之理論與方法 平台發展之技術工具 

(1)計算科學(computational science) 

(2)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 

(3)計算素養(computational literacy) 

(4)神經和認知科學 (neuron and cognitive science) 

(5)社會網絡理論與分析(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analysis) 

(6)機器和深度學習(machine and deep learning) 

(7)計算教學法(computational pedagogy) 

(8)資訊視覺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9)圖像分析(image analysis) 

(10)資料探勘(data mining) 

(11)統計學(statistics) 

(1)數位典藏資料庫(數位掃描圖像檔、後設資料、全文資料) 

(2)自動斷詞和斷句技術(此一部分對於中文文本特別重要) 

(3)數位閱讀工具 

(4)標註工具(包括手動，自動，半自動工具） 

(5)資訊檢索技術(包括後設資料檢索、全文搜索、檢索後分
類、前後綴詞檢索、雙詞檢索) 

(6)詞頻分析技術(標籤雲、詞頻統計與分布) 

(7)文字分析技術(情緒分析、語義分析、主題分析) 

(8)資料探勘技術(人物社會網絡分析、事件關聯探勘、時序
模式探勘) 

(9)圖像識別技術 

(10)資訊視覺化技術 

(11)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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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4/4) 

13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之架構圖 

鏈結 

• Research data services (RDS) 

• Data policies and data management plans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librarians providing RDS 

• Digital scholarship 

• Collection assessment trends 

• ILS and content provider/fulfillment mergers 

• Evidence of learning: Student success, learning analytics, credentialing 

• Digital fluency in the Framework  

• Critica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Framework  

• Altmetrics  

• Emerging staff positions 

•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Data resource: https://crln.acrl.org/index.php/crlnews/article/view/9505/10798 

2016年ACRL提出之學術圖書館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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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esource: Wong, S. H. R. (2016).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can Libraries offer?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16(4), 669-690. 

圖書館支援數位人文面向 

15 

• Digital archive database 
•Scanned digital image 

•Metadata 

•Full-text 

• Automatic word and sentence segmentation technologies 

• Digital reading tools 

• Annotation tool (manual, automatic, semi-automatic) 

•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ologies 
•Metadata search 

•Full-text search 

•Post query classification 

•Prefix -suffix search 

•Double keywords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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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的基礎建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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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 frequency analysis technologies 
•Cloud tag 

•Term distribution & frequency statistics 

• Text analysis technologies 
•Sentiment analysis 

•Semantic analysis 

•Topic analysis 

• Data ming technologies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Event correlation mining 

•Time sequence pattern mining 

•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echnologies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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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的基礎建設(2/2) 

17 

 The existing digital tools already developed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approaches (Martin-Rodilla & Gonzalez-Perez, 2016) : 
• Manual approaches: humanists performed a manual data analysis by using digital 

tools 

• Semi-automatic approaches: digital tools offered suggestions based on data 
analysis results for humanists to further perform data analysis procedures 

• Automatic approaches: digital tools automatically performe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puter algorithms for humanists to explore new clues or knowledg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gital tools and 

humanists is definitely needed 

三種型態的數位人文工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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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rchive 

layer 

Digital reading 

layer 

Digital text 

analysis layer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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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平台
功能比較 

羅家倫
先生文
存數位
人文平
台 

通用型
古籍數
位人文
研究平
台 

漢籍電
子文獻
資料庫 

台灣歷
史數位
圖書館 

Docusky數
位人文學術
研究平台 

CBETA數
位研究平

台 

中研院
數位人
文研究
平台 

中國哲學
書電子化
計畫 

CULTURA 

全文資料典藏 ○ ○ ○ ○ ○ ○ ○ ○ ○ 

自動標註 ○ ○ ╳ ○ ╳ ○ ○ ○ ○ 

查詢詞彙 ○ ○ ○ ○ ○ ○ ○ ○ ○ 

外部參照 ○ ○ ○ ○ ╳ ○ ╳ ○ ○ 

詞頻統計 ○ ○ ╳ ○ ○ ○ ○ ○ ○ 

社會網絡分析 ╳ ○ ╳ ╳ ╳ ╳ ○ ○ ○ 

地理資訊分析 ╳ ╳ ╳ ○ ○ ○ ○ ╳ ╳ 

觀點變遷分析 ○ ╳ ╳ ╳ ╳ ╳ ╳ ╳ ╳ 

推薦機制 ╳ ╳ ╳ ╳ ╳ ╳ ╳ ╳ ○ 

閱讀介面 
(圖文) 

○ ○ ○ ╳ ╳ ○ ╳ ╳ ○ 

記錄使用者 
歷程 

○ ○ ╳ ╳ ╳ ╳ ╳ ╳ ╳ 

Open API ╳ ╳ ╳ ╳ ○ ○ ╳ ○ ╳ 
數位人文平台
功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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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1、文存瀏覽 

2、關鍵字檢索 

3、觀點變遷分析工具 

1 2 

3 

21 

緣由 

• 羅家倫先生家屬於102年12月將羅家倫藏書捐贈本校，103年6月
簽署捐贈備忘錄，同意將羅先生畢生手稿、書信、檔案、照片等
重要史料捐贈本校典藏，105年獲家屬同意授權進行羅家倫先生
文稿全文數位化。 

• 政大圖書館與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合作開發此平台 

• 「羅家倫先生文存」合計共有十二冊，另含補編一冊、補遺一冊，
於正文十二冊中共有論著、譯著、演講、函札、日記與回憶、詩
歌、紀傳序跋、評論、雜著等共九個主題。 

22 

http://ljl.ssicrd.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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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資訊 

• 文集瀏覽 

23 

文集資訊 

• 後設資料格式

(metadat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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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後設資料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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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全文資料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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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年代分布分析: 

可看出查詢詞彙在此資

料庫中的年代分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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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年代分布分析: 

可看出查詢詞彙在此資

料庫中的年代分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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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年代分布分析: 

點擊圖表中的結點可察

看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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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年代分布分析: 

點擊圖表中的結點可察

看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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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雙詞檢索 

  體裁分布分析: 

查詢的詞彙於文存中各體裁出現的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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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雙詞檢索 

  體裁分布分析: 

點擊圖表可觀看詳細資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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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文章分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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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 

• 文章分布分析: 

點擊圖表中的長條圖，可察看詳

細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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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關鍵詞顯示 

35 

文章實體命名類型: 人名、地名、組織名 
人名 

地名 

組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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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自動名稱識別與鏈結資料標註系統 

 
提供多種外
部搜尋來源: 

• CBDB 

• TGAZ 

• 萌典 

• 英漢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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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相同體裁文章列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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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引用文章 

39 

觀點變遷及年代劃分工具使用介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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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資料說明 
詳細檢索 
• 系統首頁 

點擊開始後可打開 

檢索設定介面 

41 

輸入資料說明 
詳細檢索 
• 檢索設定介面 

1. 可拖曳選擇年代/月份 

2. 開啟年代細節設定 

3. 增加年代節點 

4. 開啟刪除年代功能 

5. 設定關鍵字，複數詞需
空格 

6. 點擊開始查詢 

7. 快速試用，使用預設查
詢條件 

3.增加年代 2.細節設
定按鈕 

1,年代時
間軸 

4.刪除年代 

5.關鍵字欄 

6.查詢按鈕 7.快速查詢按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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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資料說明 
詳細檢索 
設定完畢後點擊查詢 

即開始檢索，右圖為 

檢索後的頁面概觀 

43 

輸入資料說明 
詳細檢索 
本系統採用活動拉頁設計 

下為各功能區塊 

1. 時期選擇區 

2. 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3. 詞彙資訊 

4. 文本資訊 

5. 筆記本 

 

1 

2 3 4 5 

可拉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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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相關網路圖 
• 計算每個時期中各關鍵詞
「相關度最高的詞彙」前十
名，依照「相關程度」繪製
網路圖。 

• 網路圖中心者為輸入的「關
鍵詞」(以深藍色表示)，外
側為「關聯詞彙」(以各群
組顏色表示)。 

• 節點間距離越近，代表其關
聯度越高。 

45 

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詞彙資訊 
• 對於各時期，系統將找出
各詞彙的出處文章，顯示
於左側以供參考。 

 

• 點擊各詞彙區塊(紅框處)，
將可展開該詞彙的出處文
章資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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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詞彙資訊 
• 展開資訊後，將顯示文
章的「體裁」、「標
題」、「出處前後10字
元之內文」。 

 

• 點擊上述三者，可以其
作為搜尋條件搜尋文本
資訊。 

47 

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詞彙資訊 
• 展開資訊後，將顯示文
章的「體裁」、「標
題」、「出處前後10字
元之內文」。 

 

• 點擊上述三者，可以其
作為搜尋條件搜尋文本
資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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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詞彙資訊 
• 點擊圖示看開始查詢關
鍵詞詞頻分析圖 

49 

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文本資訊 
• 以「今日中國小說界」
搜尋文本資訊知結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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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觀點網路圖 
筆記本 
• 可在此齣紀錄想法或重
要資料，且輸出紀錄。 

51 

年代劃分輔助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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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劃分輔助 
核心概念 
• 本功能的核心概念如下： 

1. 相鄰兩時期的文章群，在分群結果上若只有一個群集中心，則
這兩時期應被合併為同一時期。 

2. 相鄰兩時期的文章群，在分群結果上若有兩個群集中心，則顯
示這項年代劃分結果是正確的，應維持原來的時期切割。 

3. 相鄰兩時期的文章群，在分群結果上若有多個群集中心，則說
明這項年代劃分過於粗略，應該分裂為更細的時期。 

53 

年代劃分輔助 
核心概念 
• 點擊年代合併偵測，左下角會出現訊息，開始進行偵測，待變綠
色時，即可進入年代劃分介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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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劃分輔助 
決策圖解讀法 
• 以右圖為例，決策圖右上角
有一突兀的資料點分佈，顯
示兩個時期的文章分群後，
可得到一群集中心。 

 

• 說明此兩個時期有可以合併
的可能性(視為同一群)。 

55 

年代劃分輔助 
決策圖解讀法 
• 以右圖為例，決策圖右上角
有三突兀的資料點分佈，顯
示兩個時期的文章分群後，
可得到三個群集中心。 

 

• 說明此兩個時期有可以再分
裂細分的可能性(超過兩群)。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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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劃分輔助 
介面總覽 

57 

階層式主題分析和時間演化分析
工具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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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具之目的  
 

• 希望能讓使用者以電腦輔助的方式快速掌握具「時間序」、「關聯

性」的一群文本主題概念。 

• 使用者可依時間劃分欲探索之目標文本後進行主題分析。 

• 系統提供使用者不同階層視角之主題線索來進行文本探索。 

 

 

` 

系統首頁  2 

 系統網址:http://athtte.ccstw.nccu.edu.tw/hldaindex 

 

http://athtte.ccstw.nccu.edu.tw:7231/hldaindex
http://athtte.ccstw.nccu.edu.tw:7231/hldaindex
http://athtte.ccstw.nccu.edu.tw:7231/hlda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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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者可一次輸入多個關鍵詞
(需用空白隔開)進行文本篩選。 
這裡以「革命」、「改革」為例。 

1 

2 

可依據欲查看之文本體
裁進行篩選。(預設為
全選) 

2 

3 

可選擇階層主題分
析結果之階層數目。 

3 

4 

 
可以透過拖移改變時間劃
分點。 

並使用時間欄位旁的加減
號新增或刪除時間劃分點。 

 

4 

` 

系統分析介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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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主要功能  4 

1 2 3 4 主題網絡圖 時間劃分軸 

 

 

主題詞彙 

 

文本資訊 

 

5 筆記本 

 

1 

2 

3 4 5 

` 

1 主題網絡圖 

1. 系統會將各節點依據不

同主題類型、階層等級

以不同顏色與顏色飽和

度進行視覺化呈現 

2. 每節點皆被視為一個主

題，每一主題將由五個

最代表性之主題詞彙所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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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主題節點以獲取主題詳細資訊。 

 

 

1 主題網絡圖 

` 
點選不同時期以查看該時期之階層主題分析結果 

 

2 時間劃分軸 

 

  點擊不同時期以獲取該時期區段的主題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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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不同時期以查看該時期之階層主題分析結果 

 

2 時間劃分軸 

 

 使用者可輸入「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 

 

` 
點選不同時期以查看該時期之階層主題分析結果 

 

2 時間劃分軸 

 

  可點擊「比較網絡圖」按鈕以進行不同時期之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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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時間劃分軸 

 

 點擊「比較網絡圖」按鈕後，再選擇欲比較之時期區段以獲取該區段

的主題網絡圖。 

 

` 

2 時間劃分軸 

 

 系統左側會跳出欲比較之時期區段的主題階層網絡圖，可以與右側原先選取之

時期區段的主題網絡圖進行比較分析。 

欲比較之時期區段 原先選取之時期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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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時間劃分軸 

 

  不同時期的主題網絡圖會以不同顏色與時間劃分軸進行對應。 

` 

3 主題詞彙 

 

透過點擊主題節點以獲取該主題的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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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題詞彙 

 

 系統會顯示出組成該主題之最關鍵的五個主題詞彙以及相關資訊，包括

文本體裁、年份、題名、出處等。 

 

` 

3 主題詞彙 

 

 使用者可透過點選欲探索之文本進入文本資訊介面，細讀相對應的文本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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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文本資訊 

 

在介面中，會顯示文

本的題名、卷、體裁、

年分、月、日期、內

文等相關資訊供使用

者查閱，並標亮相關

的主題詞彙段落作為

提醒。 

 

結論(1/2) 

76 

• 數位人文學除了可以「繼往」—驗證傳統人力可及的研究議題與成果外；
更可以「開來」—開展出傳統人力所不及之研究議題，而以一種超越傳
統研究視域與方法，獲致更豐碩、更深入、更具開展性、前瞻性的議題
與成果，甚至可能建立新的人文學研究典範，促成「從人文到數位人文」
之人文研究範式的移位與轉向。 

•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除了支援數位人文研究外，更為支援數位人文教育之
重要基礎建設，有發展為支援創新人文教育之數位人文學習平台的高度
潛力，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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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2/2) 

77 

• 未來的數位人文平台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1)可同時典藏不同來源文獻與型式(例如文字及圖像)之數位內容 

(2)具有豐富且完整之支援研究主題數位內容 

(3)需具有過濾與檢索人文學者欲分析之目標數位內容，並儲存為My Collection Content的設計 

(4)需具有Deploy所發展文本及影像數位分析工具至My Collection Content的功能 

(5)能夠儲存每一個人文學者基於所Deploy數位工具之分析結果，以利於累積分析結果與經驗 

(6)具有跟其他數位人文平台進行資料交換功能 

(7)Open API功能 

(8)支援人文學者可以上傳自己感興趣數位內容，並進行數位人文分析功能。 

• 未來數位人文平台應該繼續增進數位工具分析技術： 

(1)具有針對所典藏數位內容之內部文件與外部資源之鏈結資料(Linked Data)功能 

(2)持續強化自然語言與影像分析技術，發展層次之數位分析工具 

 

THANK YOU! 

Q & A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