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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 OpenGLAM： 
大模型背景下的大资源建设和共享 
 

《OpenGLAM概念下利用“人工智能”

进行数字人文研究的思考》 



数 据 浪 潮 下 ， 美 术 馆 (Galleries) 、 图 书 馆
(Libraries)、档案馆(Archives)及博物馆(Museums)
多链共享后，看似人文研究所能利用的数据文本和
图像信息以几何数级的规模膨胀。原本以为可以扩
大的便捷，瞬间又被海量信息标的对应时间、空间
的标位甄别苦恼所覆盖。 

 

  



数字人文数据同物理、化学、植物、动物
等等类目的标定数据有着明显的不同。 

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数字人文研究的
标的确准问题，让人文数据更准确、更有
效；陡然变成一个全新的迫在眉睫的课题。 

 

数字浪潮参与者必须深入思考。 

 
数字人文+ OpenGLAM  是否是“人文研究的福音”呢？ 



• 有了前面的疑问。我们将直接面对一个关键问题。 

• “人工智能”基于互联网的、可用数据来训练的、
文本生成的深度学习模型——GPT，可以代替“人”
读书吗？ 

• 或者说GPT，可以代替“人”学习吗？ 







• 通过前面的思考和了解，我们可以发现
GPT，可以代替“人”的部分阅读、思考
和学习。 

• 但将此思考放到更进一步地“人文”深入
研究中观察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 銜命使本國 

 

• [ 唐代 ] 朝衡 

  

•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 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林罗山，幕府儒官，江户林家的始祖。 
名信胜，法号道春，又称罗浮子。 
京都人，曾入建仁寺为僧。 

林罗山，第三子林恕（春斋）编撰《罗山先生文集》在卷三十七文未
附录了，其四弟林靖（春德）关于“胡衡”是“朝衡”讹误的观点。 



内阁文库 林氏藏书  明代  （江户初）林罗山写本 （国立公文书馆）来自数据库 



 
• 前述研究使用目前已知的计算机和大型工作站或者说GPT，它无

论如何也得不出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人文研究答案。 
• 但无疑从“胡衡”到“朝衡”的研究思考，可以发现数据库对

“人文研究”意义巨大。 
• 数据时代的浪潮，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这浪潮必然改变所有人

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 但就目前所见之现实，在相对漫长的时间中，“人工智能”无法

在一些独特领域取代灵长目进化的天花板——“人”的“智能”。 
 
 

• “学习”是“人”驾驭“机械（电脑）”最强有力的武器。也
是人类历史性生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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