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论文·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在古籍数字化中的价值实现”(17BTQ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明杰,教授,博士,通信作者,Email:limingjie@whu.edu.cn,研究方向为文献整理与书籍史;杨璐嘉,编

辑,硕士,研究方向为古籍数字化。

本文引用格式:李明杰,杨璐嘉.
 

基于GIS的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0,

10(3):125-133.

基于GIS的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明杰1 杨璐嘉2

(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2.天地出版社,成都,610014)

[摘 要] GIS技术具有储存管理空间数据和分析表达空间信息的能力,将其引入古籍数字化建

设中,不仅为古籍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同时也推动了GIS技术在人文社科研究中

的应用。 本文利用GIS技术,选取明代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本资源为对象,设计开发了一套“明代古

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 通过基于ArcGIS
 

Engine
 

9.3的开发平台,使用C#语言在Visual
 

Studio
 

2010环境下基于GIS的二次开发,建立明代古籍版刻信息数据库,实现对明代古籍版刻基本情况

的空间分布和时空演变的展示。 该系统同时能提供对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存储管理、检索查询和

统计分析等功能。 本研究从地理空间视角切入,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明代刻书的分布状况和刻书

中心的时空演变,为研究明代古籍版本学、出版史和社会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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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S
 

technology
 

is
 

capable
 

of
 

storing
 

and
 

managing
 

spatial
 

data
 

and
 

displaying
 

and
 

analyzing
 

spatial
 

information,
 

which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t
 

not
 

only
 

pro-
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but
 

also
 

promotes
 

the
 

research
 

of
 

G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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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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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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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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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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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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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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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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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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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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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n
 

Visual
 

Studio
 

2010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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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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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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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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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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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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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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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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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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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carving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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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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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carv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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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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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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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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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culture
 

development
 

of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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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开始借助GIS所具有

的空间数据库管理和多元空间交互式分析等

功能,通过对历史数据从地理空间上的深入挖

掘,探索其变化特征和发展规律,用定量和定

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弥补传统人文科学研

究缺乏足够论据的弊端。 GIS与历史大数据

的结合,已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趋势。 如复旦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联合开发

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1] ,囊括

了秦统一中国至清朝灭亡之前的大部分中国

内地省份的城市道路、供水、人口分布等历史

信息;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开发的“中华文

明之时空基础架构系统(CHCTS)”[2] 以谭其骧

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当代数字中国电子地

图”为基础数据,采用 GIS图层叠迭的方法来

获得历史地名演变和边界变化的信息,还可按

学科需要开发出各种专题地理信息系统;浙江

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

心共同建设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3] ,将海量

的中国文史数据与地理信息相结合展开数据

库的建设和空间分布的可视化分析,力求从空

间维度展示中国的人文与历史。 以上这些系

统,都是为人文学术研究服务的基础性、综合

性的历史地理信息平台。

古籍不仅是记录和传播知识的载体,从整

体来看也是反映一个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
化和学术等各方面发展状况的重要信息资源。

我国图书馆在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已取得

了较大成绩,代表性的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华

古籍资源库”[4] 、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家谱数据

库”[5] 和“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6] 、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文献资源库”[7] 、CALIS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文 献 保 障 系 统 ) 的 “学 苑 汲

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8] 等。 以这些数据

库为基础,传统的古籍整理与研究都是基于书

目、全文或影像数据展开的,研究方法以定性

分析为主,缺乏从统一的时空参考框架来展现

古籍版刻历史演变过程的平台。 而古籍刻本

的版本信息通常都包括刻书时间、刻书地点等

时空信息。 因此,将GIS引入古籍版本信息的

描述和可视化展示,是非常有必要的。

复旦大学的王大学等曾提出构建一个数

字化、集成化的大规模中国古籍地理信息系统

的设想[9] 。 以此为借鉴,本研究拟以中国雕版

印刷史上的黄金时期———明代为研究范围,搜
集历代书目著录的明代276年间刻本的版本

信息数据,运用 GIS技术设计开发一套“明代

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从地理空间和历史

时期两个维度对明代古籍版刻数据进行深度

挖掘和统计分析,以可视化的形式直观地揭示

明代整个时期某一刻书系统、某一刻书机构的

地理分布和刻书中心的演变情况,展现明朝刻

书事业发展的时空规律。 本文的研究,既可为

明代刻书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地理信息数据,也
可为后期将 GIS技术运用于整个中国古代刻

书史的定量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明代古籍版刻概况

明代处于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上的全盛

时期。 它上承宋元,下启清代,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府到民间,刻书蔚然成风。 不仅刻书数量

巨大,图书种类全面,而且雕版、套版、饾版、拱
花、版画等各项技艺都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

步。 参照史学界对明朝历史的划分,可将明代

刻书史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是指

从洪武 元 年 (1368 年 ) 到 弘 治 十 八 年 (1505
年),受元末明初战乱侵扰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社会经济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得以恢复,明
代刻书业也随之复苏,但在思想上受到的禁锢

比较严重;中期是指从正德元年 (1506年)到
隆庆六年(1572年),期间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萌芽,诗文复古运动兴

起,各种思潮开始萌动,刻书业得以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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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是指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崇祯十七年

(1644年),朱明王朝持续衰败,政治上减少了

对书籍出版的管控,手工业者流动加剧,思想

文化界更趋活跃,使得晚明成为雕版印刷发展

史上的黄金时期。 承宋元之余绪,明代刻书业

主要分为以下三大刻书系统:

第一,官刻系统。 清人袁栋言:“官书之风

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

盛行雕造。”[10] 明代官刻可分中央官刻和地方

官刻。 中央官刻机构包括专职为皇室刻书的

司礼监经厂、最高学府(南北)国子监、中枢六

部、钦天监以及太医院等,所刻图书主要以政

教礼制、经史子集、儒家礼学和政治类书籍为

主。 中央官刻以国子监和经厂刻书最多,南京

国子监在所藏宋元旧版的基础上进行补版,世

称“三朝本”,其中以《十七史》最为著名。 北京

国子监多以南监本为底本,但校勘质量不如南

监,著名者如《二十一史》和《十三经注疏》。 经

厂本书品宽大,字大如钱,多见经史类图书、制

书和字书。 藩府刻书多以自著新书和刊刻旧

版古籍为主,内容主要集中在经史子集、科教

读物、诗词歌赋、医学养生和小说戏曲等方面。

第二,家刻系统。 家刻不以营利为目的,

刻书动机多为修身立命、教育后世、传承文化、

彰显学识等,因而刻书不计成本,纸墨讲究,内

容校勘质量较高,故家刻本中也多善本。 明代

家刻地域分布广泛,刻书者多如繁星,著名者

如李瀚、朱承爵、张习、许宗鲁等[11] 。 这些人

身份广泛,包括有学识有财力的官员、学者、藏

书家、商人、地主、乡绅等。 家刻本的内容除了

经史子集、传世名著、儒家经典、乡邦文献等,

更多的是本家族人士的著述。

第三,坊刻系统。 坊刻以营利为目的,既

会自刻自销图书,也会转销图书。 明初因取消

了书籍印刷税,故民间书坊得以迅速发展,既

保留了元末不少老字号书坊,又涌现出一大批

新书坊。 这些书坊遍及全国各地,而建阳、金

陵、苏州、杭州、北京、新安是坊刻分布相对较

为集中之地。 书坊刻书为了营利,多出版一些

社会大众类图书,明代前期多经史读本,后期

更多戏曲、小说、医书、类书等通俗读物。 就出

版形式而言,明代坊刻多见插图本、评点本。

此外,明代书院、寺观也刻了不少书,可看

作是对以上三大系统的补充。 明代书院刻书

较多的有江苏、江西、福建、安徽、山西、广东、

湖南、浙江诸省[12] ,刻书种类多见集部和子部

书。 明代大规模刊刻的佛经有《洪武南藏》《永

乐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嘉兴藏》等,道

经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等。

3 明代古籍版刻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关于明代古籍版刻的情况,前人已在书目

中作了系统的整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杜

信孚先生的《明代版刻综录》和《全明分省分县

刻书考》。 《明代版刻综录》著录“明代刻本近

万种,朱明二百七十余年所有刊本存世者,包

括官刻、坊刻、家刻,均按刻书家著录。 每一书

名下除著录卷帙、时地,并有监修、校刻人之小

传,兼 及 行 格、牌 记, 以 及 版 刻 之 特 点 ”[13] 。

《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将现存和已佚的明代

古籍版刻,按行政区划“厘为二十四卷,曰北京

市、上海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

甘肃省、宁夏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江西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广东省、广西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书院、书坊均附于各省各县。 江苏因书坊量

大,另立书坊卷”[14] ,另附宗室、藩府及释卷。

该书以刻书者为纲,以书名为目,按行政区划

排列,并辅以刻书者拼音索引、刻书者笔画索

引、书名拼音索引、书名笔画索引,共收录有明

一代刻书者4670人,版刻8262种[15] 。 将以上

两种书目合在一起,去其重复,基本反映了明

代古籍版刻的全貌,因此是本系统设计和开发

的主要数据来源。

另外,同时参照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周

弘祖《古今书刻》①著录的明刻本,以及清人编

纂的《明史·艺文志》,当代人编纂的《中国古

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版刻

辞典》②等书目或专业辞典,进行相互印证和补

充。 对于从以上来源获得的明代古籍版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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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笔者首先要对收集到的明代刻本的版本信

息按照书名、作者(带朝代)、刻书时间、刻书系

统(机构)、刻书地、备注信息的统一格式归入

Excel的数据表单中,然后对数据进行以下三

方面的预处理:

第一,比照异同,参考纠错。 由于书目来

源不一,对于古籍版本项的著录难免存在差

异、矛盾甚至错误的地方。 这时候就需要多方

求证,借助更多的文献来源和工具书,再以实

物影像相印证,才能发现异同和纠正错误。 如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注千金记四卷》的刻书者,

《明代版刻综录》和《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均

著录为 “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世德堂”,而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 “绣谷唐氏世德堂”。

这两者粗看没什么区别,实则不然。 唐富春是

金陵三山街上著名的书坊主,号对溪,书坊取

名为富春堂,又作“对溪书坊唐富春”“金陵三

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三山街书林唐富

春”“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唐”。 据郑振铎先生

考证,世德堂大约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前后从富春堂分离出来的,常见刊署“金陵

唐绣谷世德堂”“绣谷唐氏德堂”。 因此,署“世

德堂”者必不是唐富春时期的刻本。 故将《明

代版刻综录》和《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著录的

“唐富春世德堂”改为“绣谷唐氏世德堂”,才更

符合事实。 另外,一些专业论文也可为纠错提

供参考,如石超的《<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补

正二十五则》[16] 、江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订误十四则》[17] 等。

第二,刻书系统的归属分析。 对于收集到

的每部明刻本,要根据书目著录的版本信息判

断其刻书系统的类别。 三大刻书系统中,以官

刻最易区分。 而对于家刻与坊刻来讲,则较难

区分,因为刻书者大多都会在卷端或牌记处刻

署自己的名号,无论是文人的斋名、室名,还是

书商的堂号、坊号,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不

好藉此判断刻书者的身份。 而且,坊刻与家刻

之间还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对

家刻和坊刻的区分,更多的是从刻书的整体规

模、用途性质和内容质量来进行综合分析和判

断的,如家刻不以营利为目的,刻书数量通常

较少,而质量精良,多用于自家研读学习;而坊

刻为了营利,刻书规模较大,质量良莠不齐,在

内容上多见大众通俗读物,而且从地理分布来

讲较为集中。 另外,刻书系统的归属还参照了

一些古籍版本学著作对历代刻书家的划分,如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8] 、李致忠的《历代刻书

考述》[19] 、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等。

第三,刻书地点分析。 对于“明代古籍版

刻地理信息系统”而言,刻书地点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数据内容。 对于刻书地点的判定,是以

刻书行为发生地为依据的,而不能简单地以刻

书者籍贯而论。 例如,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进士杨一鹗,原是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他

刊刻的《礼记集说》书后有“福建建宁知府曲梁

杨一鹗刻”①牌记,故而可以判定这本书是杨一

鹗在建宁知府任上所刻,是建宁刻本,而不能

判定为直隶(河北)刻本。 由于官刻和坊刻的

位置相对固定,依据书目的著录就较容易判

定。 笔者以《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中的地域

划分为主,再结合 《古今书刻》 《江苏刻书》[20

《江西历代刻书》[21] 《徽州刻书》[22] 等分地区记

录明代刻书信息的图书文献,将收集到的所有

图书都归属到相应的行政区划中。 但家刻有

较大的流动性,其刻书地点的判断则较为复

杂,需要通过查证多方信息才能确定。

4 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

本系统是在 GIS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支

持下,实现对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检索查询和

可视化展示,通过本系统以期实现对明朝雕版

印刷刻书事业在地理空间上的全貌展示,对明

代三大刻书系统的刻书发展情况的全面展现,

对不同时期(前期、中期、后期)刻书中心地理

变迁的可视化呈现;通过检索查询功能可以快

捷方便地搜索到明代的刻书信息,包括书名、

作者、刻书系统、刻书时期、刊本等古籍基本信

息,同时实现图书信息与地理要素的匹配;基

于本系统实现对明代古籍版刻信息按不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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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梁,河北邯郸的古称。 曲周县,今属邯郸市管辖。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将杨一鹗著录为湖广襄阳人,有误。 杨一鹗,字子荐,后用

名王一鹗。 其刚中进士和任福建建宁府知府、河南按察使司副使时,仍用名杨一鹗。 其名收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事迹见《曲周

县志》《河南通志》《福建通志》。 杨一鹗在建宁任上所刻二十四卷本《周易》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类类型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1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本系统是基于GIS的二次开发,采用C/S
结构模式,系统体系结构自下而上分别是数据

层、服务层和应用层。 数据层包括源数据和数

据库管理,源数据是明代古籍版刻的基本信息

和空间数据,数据库则包括属性数据库和空间

数据库;服务层是地理信息系统(GIS)中的开

发组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的平台,主要是利用功

能组件实现对数据的统一处理的架构层;应用

层由数据检索查询、空间分布、时空演变等六

种功能组成的应用服务平台。 系统的总体架

构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总体架构

4.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是以空间

数据与属性数据为数据源,通过数据库技术实

现对数据科学高效地管理和组织,数据库能实

现对所有数据的出、入库的操作以及对数据的

管理、更新、编辑、统计分析等功能。 利用 GIS
的制图技术和空间分析等功能对明代古籍版

刻信息进行空间分布和时空序列变化的展示,

并输出相关专题图。 因此,基于对系统需求的

分析,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设计有六个

功能模块,包括系统介绍、可视化、地图操作、

统计分析、检索查询、用户登录。 其中可视化

具有输出专题图和时空演变两种功能;检索查

询设计为条件查询和空间查询两种功能。 系

统功能模块设计如图2所示。

4.3 系统关键技术

“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是基于地

理信息系统(GIS)的二次开发。 借助于计算机

技术的支持,GIS能够对地理信息进行采集、

存储和管理,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与表达,并

且能根据特定需求或业务要求基于 GIS平台

进行设计与应用开发。 由于 GIS平台已经具

备对地图的编辑、查询、控制、网络分析、路径

分析、DEM分析等多种基础功能,而对于某一

专业或某一领域内处理分析与之相关的地理

信息则需要设计开发应用型地理信息系统。

通常是利用组件技术的集成二次开发,通过借

助商业化的 GIS工具或成熟的组件技术和组

件对象平台实现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图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本系统的设计开发是在ArcGIS的软件平

台上使用ArcGIS
 

Engine(AE)
 

9.3作为开发引

擎。 AE在相关子系统中添加应用软件,能够实

现开发个性化的嵌入式GIS应用,是专为定制

开发GIS应用的嵌入式开发组件的一个完整类

库。 本系统以Visual
 

C#作为开发语言,开发工

具是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VS2010)。 同

时,为了保证开发环境的安全和稳定,搭建有

NET
 

Framework
 

4.0的编程平台。 因此,本系统

的主要技术路线如图3所示。

5 数据库的创建

“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

创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数据库的创建。

空间数据库是由空间信息及其属性信息共同

组成,包括明朝时期行政区划地图信息、现代

行政区划地图图层和古籍刊刻地点的地理空

间坐标。 二是属性数据库的创建。 属性数据

库由明代古籍版刻的基本信息、描述性信息和

地理信息组成。 明代古籍版刻的基本信息是

指古籍的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刻书系统(机

构)等属性信息。 通过链接类属性和几何数据

将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相链接,从而创建

系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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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要技术路线

5.1 空间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的创建包含数据的采集、组

织、录入、存储、分析和输出等多个环节。 由于

明朝的行政区划、地名和行政建置在276年间

有所改变,因此本系统以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

统(CHGIS)和哈佛大学世界地图项目(World-

Map)的中国历史地图提供的空间数据集作为

代表性的历史底图①,以 明 朝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1391年)作为明朝前期的历史底图,正统八年

(1443年)作为明朝中期的历史底图,以及万历

十年(1582年)作为明朝后期的历史底图,用以

创建本系统空间数据库的基础数据。 选择现

代世界地图中的中国地图作为图层数据,是为

了便于对历史信息进行古今对照。 对于古籍

刊刻地的元数据,主要根据明代古籍版本信息

中刊刻地的相关文献描述及地理坐标,建立地

理空间坐标点数据并进行投点。 空间数据则

以Shapefile形式的矢量数据进行存储,对空间

数据库中入库的源数据都统一通过ArcCatalog
进行格式转换处理,以Shapefile的矢量格式输

入到Geodatabase中。

5.2 属性数据库

属性数据库的创建主要是对属性数据的

属性值进行设计。 根据收集的明代古籍版刻

信息通过分类和处理,将古籍版刻的基本信息

划分为书名、作者、(刻书时)年号、(刻书时)年

份、刻书系统、刊本、刻书地、备注信息共八种

基本数据项。 参考古籍资源数据库的相关标

准,对明代版刻数据的属性信息进行赋值设

计。 明代古籍版刻信息属性参照表如表1所

示。 对于地理信息图层中省级、市级等行政单

位点的基本属性参考相关的标准和参考资料

进行分类和编码。

表1 明代古籍版刻信息属性参照表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数据类型 长度 允许空

ID 每本书的ID Int 否

Book
 

Name 书名ID Char 20 是

Author 作者ID Char 20 是

Date 年号 Char 10 是

N_Date 年份 Char 10 是

Owner 刻书系统ID Char 20 是

kanben 刊本 Char 20 是

Position 刻书地 Char 20 是

Source 备注 text 是

6 系统功能实现与展示

“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是一套由

界面驱动实现的独立的系统软件。 在 ArcGIS
平台的基础上创建出较为完善的地图基础性

功能,如图层选择、地图放大或缩小、地图漫游

和鹰眼查看等。 本系统能为用户提供检索查

询明代古籍版刻的基本信息、展现明代古籍版

刻信息的空间分布、刻书中心的时空演变,以

及实现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统计分析等相关

功能。 系统的运行是通过点击系统图标进行

启动,输入账号和密码进入登录界面,在系统

的登录界面处还设有系统的简要介绍。 系统

界面设计简洁实用,充分体现了设计的人性

化。 本系统的登录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系统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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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底图是指在叠加有相关数据集的多个图层时,位于图层最底部的地图,能够展示所有地图的基本框架。



6.1 系统检索功能

本系统对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检索可以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
 

第一,条件检索。 条件检索是通过选择不

同分类条件下进行关键字检索的方式,系统能

够自动展示出相关检索信息,并能将检索范围

直接定位到地图上进行展示,实现古籍信息与

地理空间的相互匹配。 条件检索设置有五种

检索类型,分别是古籍书名、作者名字、刻书时

间、刻书系统和刻书地区(如图5所示)。

图5 明代古籍版刻信息条件检索示意图

  通过输入检索类型的“关键字”便可以在

系统中检索到相关古籍信息,系统是以弹出属

性信息窗口的方式展现古籍的书名、作者、刻
书系统、刊本、刻书时间、刻书地区、备注信息

共七方面的基本资料。 选择“定位”即可实现

检索信息在地图上的高亮显示,与空间位置相

对应。 用户查看时可以在界面下方的时间条

上选择明代前期、中期、后期不同历史时期范

围内的刻书情况进行展示。 由于明代古籍的

书名及其作者的名字是以繁体字记录的,因此

需要输入相对应的繁体字进行检索。 刻书时

间是按照明代276年间的17个年号进行分类

的,因此只需在其对应的历史时期中输入年号

即可检索到相关信息。 刻书地区的分类划分

到市级单位,因此在输入关键字时需要通过市

级行政单位名称进行查询。 所有的检索指令

可以通过点击“清除”进行取消。

第二,空间检索。 空间检索是根据在地图

上选择一定的地域范围的方式呈现该地域内

所有的古籍版刻信息。 空间查询是 GIS空间

分析技术的一种,能够对地图中任意选取的区

域内信息进行检索。 在本系统中,用户可以在

地图中任意选取一个空间闭合面区域,查看该

区域内的古籍版刻信息(如图6所示)。 检索

结果与条件检索相同,通过弹出古籍属性信息

窗口的方式呈现。 在检索任务完成后通过点

击“清除”键对检索指令进行取消。 空间检索

可以结合本系统中可视化的功能组合使用,方
便用户了解明朝前、中、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任意地域内古籍版刻的发展状况以及刻书中

心的刻书情况。

图6 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空间检索示意图

6.2 系统可视化功能

本系统对明代古籍版刻的可视化展示是

通过生成专题图和热力图的形式来呈现的。

专题图是指在明代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不同

历史时期的刻书情况分布图的基础上,可以根

据用户需求选择生成特定类型的专题地图。

热力图是指在明代刻书情况分布图的基础上,

生成随时间发展形成的刻书中心分布图,从而

展现明代刻书中心的时空演变。 对不同历史

时期的控制,可通过选择系统主界面下方的时

间条进行操作。

明代刻书情况分布图是本系统中的基础

展示图,用户可以通过不同分类方式或需要结

合系统的检索查询等功能进行查看。 按照检

索查询的分类方式,可以对应生成明代三个历

史时期内三大刻书系统的分布专题图、某古籍

刊刻情况分布专题图、某古籍作者分布专题

图、某地区刻书情况分布专题图,以及某年号

时期刻书分布专题图等特定类型的专题图。

所有的专题图都可以使用空间检索的方式查

看详细的刻书情况。 通过使用地图的放大、漫
游、鹰眼等功能可以查看到更多隐藏的信息,

比如通过地图放大查看现代地图,可进行古今

对照的展示。 图7是以《资治通鉴》为例,检索

到该书刊刻地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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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明代后期关于《资治通鉴》刊刻情况分布专题图

  明代刻书中心热力图是通过核密度法的

计算方式进行展示的,因此需要对该时期内所

有的数据进行分级处理,数据分布最多的地区

即为高密度分布区,并以不同的颜色区块叠加

展示。 为了对比明显,突出刻书中心的所在区

域,采用较为明亮的色彩显示。 刻书中心的发

展情况按照三个时期分别进行展示,通过对三

个时期的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刻书中心的时空

演变。 用户可以在系统的主界面中选择“可视

化”,即可生成出三个时期刻书中心的热力图。

通过使用地图的放大缩小、地图漫游、地图鹰

眼的功能,可以较清晰地查看明代刻书中心热

力图的详细情况,并通过与现代地图相互对照

的方式了解到该刻书中心的现代分布位置。

通过空间检索的方式,可以方便地查看刻书中

心内刊刻的所有图书的基本信息。 图8是以

明代中期为例,展示的刻书中心的热力图。

图8 明代中期刻书中心热力图

6.3 系统统计分析功能

本系统具有对明代古籍版刻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的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明代刻

书业发展过程的定量描述。 在本系统中,对数

据的统计分类是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刻书系统

和不同刻书地区的刻书情况来区分的,最终以

生成统计报表的形式呈现。 用户可以通过数

据统计图直观地了解明代刻书事业的基本情

况。 图9展示的是明代前、中、后三个不同时

期的刻书数量的变化情况。

图9 明代三个时期刻书数量统计图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引入GIS技术,以实现对古籍

版刻信息的组织管理、检索查询、可视化展示

和统计分析等需求为目标,选取明代雕版印刷

的古籍为研究对象,设计开发了“明代古籍版

刻地理信息系统”。 用户可通过本系统方便快

捷地检索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基础资料及其

地理分布特征,实现了古籍信息在地理空间上

可视化的展现。 同时,基于数据库技术构建了

明代古籍版刻信息数据库,实现了明代古籍信

息的数据化存储与管理,为解决古籍文献在管

理存储、空间表达以及空间分析上提供了新方

法和新视角。 本系统的开发不仅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了解明代古籍版刻基本情况和发展状

况的基础平台,也能为研究明代古籍版本学、

出版史和社会文化史提供参考。 当然,本研究

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完善:

第一,现有的地图资源无法反映明代的版

图变化。 由于明代的行政区划和地名在其276
年间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以现代的地图资

源去描述这一历史的动态过程是较为困难的。

伴随着中国历史时期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

完善,历史地图资源的不断丰富,可望为本研

究的优化提供帮助。

第二,现有的明代古籍版刻信息尚有待补

充。 明代刻书事业发达,刻书数量无以计数,

本研究只是将现有的古籍书目著录的近万种

明代刻本进行了处理,还有大量的古籍湮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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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之中。 笔者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

利用国内外中华古籍的数字资源,将明代古籍

版刻信息补充完整。

第三,有些刻本的刻书地点信息不明确。

受限于古籍书目著录版本信息的模糊性,有不

少古籍难以判定其准确的刻书地点,往往要研

究人员根据刻本的序跋、牌记、作者生平、图书

内容等多方面信息进行考证后才能确定,而这

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短期内难以完成。

第四,系统功能设置的优化。 由于收集

到古籍书录信息是采用繁体字记录的,但是

为了满足用户在使用上的方便,在以后的优

化中会考虑实现对古籍书目信息繁简体相互

转换的检索。 在时间检索方式上,目前是使

用年号纪年的检索,在未来的设置中可以通

过设计时间模型实现公元纪年与年号纪年相

互转化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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