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22－08－04
* 本文系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教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的《数字人文》课程建设”( 项目编号: I202101011)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卓群( 1996—) ，男，2021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 林泽斐( 1983—) ，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

方向为数字人文、知识图谱、文本挖掘。

国际数字人文大会论文合作网络研究
李卓群 林泽斐

(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0)

摘 要: ［目的 /意义］旨在对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会议论文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揭示国际数字人文学术合作情况。［方法 /过
程］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论文和作者数量，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国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和作者合作网

络进行分析，发掘其中的高影响力国家、机构和作者团队，并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发现关键合作主题。［结果 /结论］近十年来会

议论文中的学术合作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存在大量的单一作者论文; 欧美机构在数字人文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具有较大

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力有待加强; 核心作者间的合作总体遵循最省力原则; 热门合作内容主要涉及“历史与文

化遗产数据的可视化”“面向人文文献的文本分析与挖掘”“人文文献或视听资料的标注”“人文数据的语义化”4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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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Paper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Li Zhuoqun Lin Zefei

(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The paper is to excavate and analyze the papers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to reveal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academic cooperation．［Method /process］The paper analyzes the number of papers and au-
th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through bibliometrics, uses the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terna-
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to discover the high － impact coun-
tries, institutions and author teams, and discovers the key cooperation themes through text analysis method． ［Ｒesult /conclus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number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conference papers has generally been on the rise, but there a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single－author papers;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stitutions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have
a larg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ut the influence of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re authors gen-
erally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the popular cooperation content mainly involves four aspects, including visua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data, text analysis and mining for humanistic literature, annotation of humanistic literature or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semantization of humanist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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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是将计算机技术引入人文学科的研究

和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新研究范式，现已成为国内

外学界方兴未艾的研究热点，相关学术活动广泛渗

透至历史学、艺术学、语言文学、图书情报及档案学

等众多学科，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性。由于数字

人文涉及多学科交叉，故其学术成果往往为团队合

作产物。通过对数字人文合作网络的研究，有助于

发现数字人文学术合作的模式及特征，从而为更好

地开展数字人文学术交流提供依据。
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各类数字人

文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数字人文组织

联盟 (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ADHO) 是许多数字人文组织的联合体，也是全球最

大的数字人文伞状架构组织［1］。ADHO 所举办的国

际数字人文大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规模、最有影响

力的数字人文会议，每年的会议上都有大量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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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人文论文发布，其中多数论文为合著成果。
利用这些合著成果，可构建出数字人文科研合作社

会网络，进而可分析国际数字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近十年来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发

表的会议论文，利用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

分析方法，对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论文数量、合作团

体与合作主题等进行挖掘，以期帮助数字人文研究

者增加对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了解，并为我国开展

数字人文学术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1 ADHO 及国际数字人文大会概况

数字人文组织联盟( ADHO) 是一个国际性的数

字人文组织联盟，其目标是促进艺术和人文学科应

用数字技术开展研究和教学，并支持与数字人文相

关的研究、出版、协作和培训活动。ADHO 成立于

2005 年，本质上是一个伞状组织( umbrella organiza-
tion) ，其成员由世界范围内的数字人文组织构成。
截止 2022 年 3 月，ADHO 成员共包含 11 个数字人

文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成员包括数字人文中心网

络( centerNet) 、计算机与人文协会( ACH) 、欧洲数字

人文协会( EADH) 等［2］。ADHO 主办了一系列出版

物，此外 ADHO 还组织学术会议、兴趣小组与培训，

为数字人文学者提供交流和培训的机会。
国际数字人文大会 (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

ence) 是 ADHO 的年会，也是数字人文界最重要的国

际会议。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前身为“文学与语言

计算协会”( ALLC) 和“计算机与人文协会”( ACH)

从 1989 年开始联合举 办 的 ALLC /ACH 会 议。从

2006 年开始，该会议的主办机构改为 ADHO，并被命

名为国际数字人文大会。自 2006 年在巴黎举办第

一届会议后，截至 2022 年 7 月中旬，国际数字人文

大会共举办了 15 次［3］。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将从事

数字人文研究、教学、创作、传播的学者聚集在一起，

参会者类型涵盖科研人员、教师、图书档案专家和 IT
从业者等，其多样化的成员结构反映了数字人文的

跨界融合特性。
2 相关研究

数字人文是学界方兴未艾的热点领域，但当前

针对数字人文学术合作的研究成果仍较为有限。相

关研究主要涉及: ①数字人文项目中的众包应用策

略［4－5］; ②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合作中的作用［6－7］; ③
针对数字人文合作方法的探讨［8－9］; ④数字人文学

者的合作网络分析。其中，针对数字人文学者合作

网络分析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类数据源: ①学术数据

库中收录的数字人文文献，如徐晨飞等人基于知网

和万方数据库，检索主题为“数字人文”的文献，以此

构建我国数字人文学者的科研合作网络并分析网络

结构特征［10］; ②社会化媒体中的数字人文交流活

动，如 Grandjean 基 于 2500 名 数 字 人 文 研 究 者 在

Twitter 上的相互关注数据构建社会网络，发现数字

人文社区具有小世界性［11］。
如前所述，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为数字人文领域

的重要会议，对其合著会议论文的分析有助于反映

国际范围内数字人文学术合作情况。目前，针对国

际数字人文大会会议论文的研究较为鲜见。少数学

者对该会议的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研究，如 Terras
对 2005 年 ALLC /ACH 会议 ( 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前

身) 会议报告者的国籍、所属机构等身份信息进行了

调查［12］; Weingart 等人调查了 2004—2015 年期间国

际数字人文大会论文作者的国籍、性别分布，并分析

了 2013—2015 年会议论文的关键主题［13］，但上述

成果未利用会议论文进行合作网络分析，且调查时

间开展较早，无法反映出快速发展的数字人文领域

在近年来的合作情况。因此，本文将基于大会的最

新论文数据，构建作者合著社会网络，以此调查国际

数字人文大会论文作者间的合作特征。
3 基本文献计量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数字人文会议论文索引网站公布的

国际数字人文大会论文数据集［14］进行调查。从中

筛选出近十年来 ( 2012—2020 年，2021 年会议因疫

情取消) 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 不含分组研讨论文和

论文海报) ，并对论文作者信息进行数据清洗，以合

并不同格式的作者、机构名称。清洗后的数据共含

1831 篇论文信息、3102 名作者信息、538 个机构信息

以及 41 个国家( 地区) 信息。
为了针对性地展开相关的研究，本文采用了文

献调查法、文献计量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相关

分析。本文使用的文献计量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工

具为 ITGinsight［15］，该软件在信息计量和社会网络分

析中应用广泛。
3．2 文献与作者数量分析

图 1 显示了近十年来会议论文和作者数量的变

化情况。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会议论文和作者数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 作者数量的增速略快于文献数量

的增速，但总体而言两者增速区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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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十年来会议论文及作者数量变化

表 1 显示了论文作者的数量分布。由 1 名作者

独撰的论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 37．19%，2 名或及以

上作者合著的论文占总数的 62．81%。数据表明大

会论文中存在较多的学术合作，但也有相当部分学

者倾向于单独完成研究。
表 1 论文作者的数量分布

作者数 /个 论文数 /篇 占比 /%
1 681 37．19
2 469 25．61
3 280 15．29
4 178 9．72
5 86 4．70
6 66 3．60
＞6 71 3．88

4 国家( 地区) 合作分析

为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数字人文合作情

况，本研究基于大会论文数据集中所提供的作者国

家（地区）数据进行网络分析。图2为基于ITGsight生成的

国家( 地区) 合作网络，该合作网络共包含 41 个节

点，135 条边，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节

点越大，反映该国家( 地区) 发文数越多; 两节点之间

的边表示两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边的粗

细程度用于反映合作频次。

图 2 国家( 地区) 合作网络

本研究使用 ITGsight 内置的指标计算功能计算

图密度和节点中心度。经统计，图 2 的图密度为 0．
1646，反应网络整体连通性较好，表示在国际数字人

文大会中国家( 地区) 之间的合作相对密切。在该合

作网络中，发文量与中心度最高的国家均为美国( U-
nited States) ，其发文量和度数分别为 439 和 37，表

示其是在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中最具有学术影响力的

国家，在会议中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联系也最多，此外

其接近中心度为 1．026 也为所有国家 ( 地区) 中最

高，反应其处于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英国( United
Kingdom) 、加拿大( Canada) 、德国( Germany) 等国家

也是拥有较高的发文量和中心度，这意味着这些国

家在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此外，国家（地区）合作网络中形成三个大的国家合作团

体，这些合作团体分别以美国、法国 ( France) 、波兰

( Poland) 为核心国家。从该合作网络中可以看出，欧

美国家在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中拥有相比其他区域更

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较

少参与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论文学术合作，其中心度

弱于国际平均水平，也不及我国台湾地区。
5 机构合作分析

本研究基于数据集所标注的作者机构数据构建

机构合作网络。相关论文共涉及 538 个不同的机

构，由于机构数量众多，我们选取发文量在 9 篇以上

的机构构建合作网络。如图 3 所示，该合作网络中

共包含 21 个节点，55 条边，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机

构，节点越大，代表该机构发文量越多，两节点之间

存在边代表两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边的粗细反

映合作频次。
如图 3 所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 是合作网络最有影响

力的机构，该机构的度数相对较高( 10) ，并发表了最

多的论文( 51 篇) 。牛津大学 ( Oxford University) 是

另一个拥有最高影响力的机构，其拥有最高的度数

( 11) 和最高的接近中心度( 0．69) ，最高的接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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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机构合作网络

度意味其处于合作网络的最中心。此外，弗吉尼亚

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
sity of Alberta) 也是网络中拥有相对较高影响力的院

校。在合作网络中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合作团体，这

些合作团体分别以阿尔伯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牛津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为核心机构。可

以看出，机构合作网络中的高影响力的机构均为英、
美、加三国的知名高校，且这三个国家高校间的数字

人文学术活动联系紧密。
6 作者合作分析

6．1 总体合作情况

科研合作网络符合典型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

许多研究利用这些结构特征识别与分析科研合作团

队［16－17］。为了识别出合作网络中的合作团队，本文

使用 ITGinsight 软件中内置的图聚类 Linlog 算法［18］

来进行判别其连通子图以进一步分析其合作团队。
连通子图( connected component) 是图结构中能够通

过直接或间接的路径相互连接的一组节点，在合作

关系网络中，每个连通子图通常为合作学术团体的

表现形式［19］。本研究按年份统计了近十年来各年

度大会论文合作关系网络中的连通子图数量，结果

如图 4 所示。数据显示，连通子图的数量在 2012—
2020 年间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近年来国际数字人

文大会论文涉及的合作团体数量总体有所增加。

图 4 近十年来会议论文合作网络中的连通子图数量变化

6．2 核心作者合作网络的生成与分析

由于会议论文涉及的合作团体数量众多，为了

从中发现核心合作团体的特征，本研究从所有作者

中筛选出核心作者，构建核心作者合作网络，然后对

网络进行聚类，以识别核心合作团体。本研究基于

普莱斯定律筛选核心作者。根据普赖斯定律［20］，核

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 m ≈ 0．749 × ■Nmax ，其中

Nmax 为最高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数。在调查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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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产的作者发文量为 20 篇，故 Nmax = 20，m≈ 3．
35，取临近最大整数 4，据此建立一个发文量在 4 篇

及以上核心作者( 共 178 人) 的合作网络。我们利用

ITGinsight 软件的 Linlog 图聚类算法对核心作者进

行聚类，每个类簇代表由核心作者构成的核心合作

团体。聚类后的类簇规模分布如图 5 所示的幂律分

布形态，多数类簇的成员规模较小，而少数类簇的成

员规模较大。

图 5 核心作者合作网络的类簇规模分布

图 6 显示了经聚类后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可视

化图谱。该合作网络共包含 178 个节点，182 条边，

每个节点代表一位核心作者，每条边代表核心作者

间的合作关系，边的粗细程度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

频数。分析图 6 可以发现，图中共包含 39 个孤立

点，并形成了 37 个节点规模大于 2 的连通子图，其

中，多数连通子图与连通子图之外的节点并无边来

联系，但也有少数连通子图规模较大，这与图 5 中核

心作者合作网络的类簇规模分布相一致。这表明多

数核心作者间的合作较弱，但也有部分核心作者的

合作较为密切，形成了规模相对较大的研究团队。

图 6 经聚类后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

6．3 核心合作团体

我们深入分析了规模最大的 5 个核心合作团体

( 图 6 中圈起部分) ，按团队规模大小依次命名为 A、
B、C、D、E，各团体的基本信息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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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合作团体基本信息

合作团体 核心成员数 /个 主要成员所属机构 主要合作领域
A 13 伦敦大学学院、格拉斯哥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 数字人文发展史、馆藏数字化、数字人文文献计量
B 13 伊利诺伊大学、德州农工大学、维多利亚大学 数字人文项目评价、语料库构建、数字人文工具开发
C 12 维尔茨堡大学、特里尔大学、波兰科学院 文体测量、作者身份鉴别、文学作品的文本挖掘
D 8 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维也纳大学、马里兰大学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构建、数字人文理论
E 8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卢森堡大学 档案数字化、城市 3D 重建、社会网络分析

合作团体 A 的 13 位作者大都为欧洲学者，其中

7 名作者来自于英国，其余作者则来自于荷兰、爱尔

兰、俄罗斯和新西兰。英国作者中，又有半数以上来

自于伦敦大学学院。可以认为，合作团体 A 是以伦

敦大学学院为中心的合作团体。值得一提的是，该

团体 的 关 键 成 员 Melissa Terras 是 数 字 人 文 季 刊

( DHQ) 总编辑和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的重

要创建者，其在核心网络中度数最高( 12) 且发文量

排名第二( 17 篇) 。因此，她不仅仅是合作团体 A 的

核心作者，同样也是整个合作网络的关键作者和

ADHO 的核心人物。团队 A 的主要合作内容包括对

数字人文发展历史的研究、俄罗斯博物馆藏品数字

化，以及数字人文文献的计量研究等。
合作团体 B 由 13 位作者组成，其中 11 位作者

来自北美( 美国、加拿大) ，剩下的 2 位作者来自英国

和澳大利亚。该团体作者全部来自盎格鲁撒克逊民

族国家，主流语言都是英语，具有文化上的相似性。
团队 B 的主要合作内容包括线上数字人文项目的评

价、人文语料库的构建与集成、数字人文工具( 如机

器学习算法、OCＲ 软件) 的设计开发等。
合作团体 C 的成员主要来自中欧，尤其以德国

作者居多，在 12 位核心作者中，有 6 位来自于德国

维尔茨堡大学，其余作者则主要来自于波兰和法国。
Christof Schöch 是该合作团体中的关键成员，他目前

任职于德国的特里尔大学，是 ADHO 成员机构德国

数字人文协会的主席，在 ADHO 扮演着重要角色。
团队 C 的合作内容主要是与数字文学相关的主题，

如文体测量方法与工具的研究，基于文学风格的作

者身份鉴别研究，以及对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文

学的文本挖掘研究等。
合作团体 D 大部分作者来自荷兰皇家艺术和科

学院 ( Ｒ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
ences) ，剩下的两位作者来自于奥地利与美国的高

校，因此，该团体是以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为核心

的研究团体。团队 D 的研究问题较为宏观，主要涉

及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文理论问题的研究，

如对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代码是否应被视为学术对象

进行探讨。

合作团体 E 也具有由欧洲背景作者所组成的团

体，其成员主要来自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与卢

森堡大学。该学术团体的关键成员为 Frédéric Kap-
lan。Frédéric Kaplan 目前领导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

数字人文学院( DHI) ，其在“欧洲时光机”项目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这一项目通过将欧洲丰富的历史与

最新的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结合起来，创建一个虚

拟数字系统，以反映欧洲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文

化和地理演变［21］。“欧洲时光机”项目的前身“威尼

斯时 光 机”项 目 即 由 Frédéric Kaplan 团 队 负 责 开

展［22］。团队 E 的合作内容包括档案文献的数字化、
历史城市的 3D 虚拟仿真，以及基于历史文献的社会

网络建模分析等。
综合来看，上述五个最大的学术合作团体成员

全部来自欧洲和北美，绝大部分作者来自发达国家。
齐普夫在《人类行为与最省力法则－人类生态学引

论》中提出“在人的多种选择中，人们总会有意识或

者无意识地选择付出最小努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以此来保障利益最大化“［23］。可以发现，上述核心

合作团体的成员通常位于相近的地理区域，并具有

相似的文化背景，故数字人文核心作者间的合作也

符合这一最省力原则。
7 合作内容分析

论文数据集中共包含 1150 篇合著论文，本研究

对合著论文的同义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并选取出现

频次最高的前 43 个关键词进行可视化，生成高频关

键词密度图，以反映数字人文合作涉及的内容，图中

文字大小反映关键词的词频。
如图 7 所示，热门的合作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

面:①历史与文化遗产数据的可视化，此类研究多利

用 3D 或 VＲ 技术进行文化遗产的仿真复原，或通过

信息可视化方式直观展示人文数据，如 Malta 等人使

用二十世纪的葡萄牙杂志作为语料库来构建知识网

络的可视化地图［24］;②面向人文文献的文本分析与

挖掘，此类研究多采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 ) 或机器

学习技术分析挖掘人文文献的文学风格、作者归属、
作品情感、人物关系等信息，如 Tanasescu 等人开发

了自然语言处理( NLP ) 的诗歌分类器，这些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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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于分析诗歌语料库［25］; Zehe 等人使用来自四个

西班牙语国家的 100 部小说作为语料库，训练了一

个机器学习的分类器，能够根据单词 n－grams 来区

分不同国家的小说，并揭示出不同西班牙语国家的

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风格的特征［26］; ③人文文献或

视听资料的标注，如 Beaulieu 等人使用开源的注释

工具对《希腊和罗马传记和神话词典》进行标注［27］;

许多此类研究还涉及众包标注工具的设计，如 Sl-
oetjes 等人设计了针对人文类音视频资源的众包标

注工具［28］; ④人文数据的语义化，此类研究主要基

于语义网、关联数据等技术对人文资料进行语义化

处理，如 Page 等人提出将关联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于

文化遗产收藏的观点，并把其称之为关联艺术［29］。

图 7 合作论文关键词密度图

8 结论

通过对国际数字人文会议近十年来会议论文的

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近十年来国际数字人

文会议论文及其作者数量保持增长，多数参会论文

为合作成果，但也有约 1 /3 论文属于独撰文献; ②欧

美国家在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欧美机构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合作十分紧密，中国大

陆地区学者和机构在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中的影响力

有待加强;③近十年间论文作者形成的合作团体数

量总体保持增长，作者间学术合作不断加强，通过对

核心作者团队的调查，发现团队成员通常位于相近

的地理区域，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作者间的合作

总体遵循最省力原则; ④通过对论文高频关键词分

析发现，热门合作内容主要涉及“历史与文化遗产数

据的可视化”“面向人文文献的文本分析与挖掘”
“人文文献或视听资料的标注”，以及“人文数据的

语义化”四个方面。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①国

际数字人文大会作为高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人文会

议，中国大陆学者在其中参与感不高，建议可提高在

该会议的参与度; ②建议进一步提高大陆地区数字

人文的跨区域合作水平，可以优先选择语言文化相

似的学者( 如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学者等) 来参与

合作;③学术会议论文相对期刊论文常具有更高的

前瞻性，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的热门合作主题对于数

字人文学术选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建议国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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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大会论文主题的关注度; ④近年来国内数字

人文会议的开展如火如荼，相关会议的主办方可考

虑邀请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中的高影响力学者参与相

关学术活动，增强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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