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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知识库功能简介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次发布的《山海经》知识库，是在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的主持下，古籍馆与信息技术部、

数字资源部等部门，多次论证后立项，由古籍馆团队与北京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汉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州鸿儒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密切合作，历时三年，完

成的第一期专题古籍智慧化数字项目。

尽管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在近十年来快速发展，但在古

籍数字化领域，专门针对或应用古籍数字化自然语言处理的工具并不多。斯坦福大学的

Stanaza，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人文情报学创新中心的安岡孝一（Koichi Yasuoka）

教授主持的 UD—banbun，以及 Jiajie Yan与安岡孝一合作的甲言，都在古汉语的标点与句读、

自动分词、词性标注、依存句法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功能开发。不过古汉语分词、命名实

体识别这些基础技术，因为需要有极高的专业知识支撑，目前还有较多的困难。

基于目前在古汉语自动标点领域的既有成果，如“古籍•酷”平台、北京大学“吾与点”

古籍整理平台、北京师范大学古诗文分析工具、古联自动标点系统等，把既有成功经验的相

关技术应用于《山海经》专题古籍，来探索专题古籍实体的知识库和语料库建设，是本项目

一期工作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作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知识库，此产品还针对一般的古籍

爱好者进行了互动体验设计。总体而言，《山海经》知识库可以分成三大模块：典籍库、智

趣玩、文创与多媒体。以下分模块简述其功能，以便于读者利用。

网站首页的滚动头图表现了《山海经》流传的十个经典文学故事。其下方是全文检索条，

可以输入任意关键字或关键词，实现在典籍库、知识元专名库等模块内的检索，并通过点击

检索结果进行跳转。

一、典籍库

典籍库以一期完成的 92种《山海经》专题古籍为基础，支持古籍原书影像的在线浏览、

图文对照（古籍原书与全文识别结果）阅读、以及文本阅读（全文识别结果）等不同浏览和

阅读方式；在页面左侧栏为目录树，读者可以按照目录导航直接跳转到想要阅读的卷次内容。

中间是阅览区，最上方为检索框，可以输入任意字或词，当前古籍内进行书内检索。检索结

果可以通过图像原图浏览、图像与文字识别结果对照的图文阅读，或者单独看识别后的文字

的文本阅读等不同方式进行内容浏览与阅读；并且当前阅读页的右侧有浮窗，可以支持批注、

勘误、知识元链接、全文检索、版本比对等功能。检索框右侧为不同的功能键，方便复制文

本、添加标签、放大图像以及选取不同的浏览阅读方式等（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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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籍库古籍阅读页面

例如，如果在检索框内输入“禹”，可以在书内检索看到左侧不同卷次内出现的对应结

果，中间栏可以看选中结果的对应页面，文本识别内会以红色显示检索字，右侧则关联到研

究论著、论文提要内的结果（图 2），可以作研究参考。还有古籍原典功能，是指标点本的

古籍。这部分的功能，囿于版权问题，现在并不支持全文检索，因此考虑后续再分批解决版

权内容和陆续丰富研究信息。

图 2 检索结果在原文、研究著作与论文提要中的关联展示

全文识别的页面，支持文本复制、粘贴等基本应用需求。并且还提供在线下载授权书的

链接，可以就研究、出版、文创等不同需求，下载不同的授权书，方便读者远程联系授权。

用户可以在阅读页面上方的检索框右侧，选择第一个“授权”功能，在线下载文献使用的授

权书，包括研究复制、出版书影、文创授权等，填写后可以直接寄回，申请图像的使用授权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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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籍库古籍授权页面

在检索框内输入关键字或关键词，可以支持在当前浏览的古籍内进行全文检索。右侧知

识元链接（细颗粒度数据），可以按不同的分类展示当前页面中出现的专名信息。包括地名、

植物、动物、自然（矿产）等十一个类型，以不同的颜色标记、突出显示（图 4）。

图 4 以不同颜色显示当前页面的专名标引结果

此外，典籍库做了一个实验性的版本比对功能。对 52种非图像类古籍进行正文部分的

文字比对，第一期支持两个版本在同一页面的比较。例如宋淳熙七年（1180）刻本与明正统

十年（1445）刻道藏本的《山海经》，可以选中同样的卷次进行比对（图 5），不同的文字，

会标记成红色，加以提示（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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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选择拟比对的不同版本、选择卷次

图 6 对照显示不同版本的比对结果

利用提供的辅助工具，在典籍库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提供上下匹配功能在检索匹配中跳转；

（2）阅读时随时增加书签和收藏书目，方便跳转到指定位置；

（3）文本内容和图像实现放大缩小；

（4）复制内容时增加出处引用信息；

（5）批注，选择“加批注”，弹出批注输入框，在框中输入批注并保存。要查看批注时，

点击批注标识即可。

典籍库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知识元”功能，显示在知识库首页的中间部分，包括专名、

地理、图像三类，可以直接点击进入对应分类，加以浏览（图 7）。

图 7 知识库首页中间“知识元”分类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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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元”内容，也可以直接从知识库首页最上方的导航栏快速访问进入。在此模块页

面，最上方是三个分类，即专名、地理方位、图像，可以点击后分别浏览。下方是检索框，

支持繁简通检，字词均可输入进行检索。下方分两栏，左侧为目录树，按照标引结果再细分

成地名、植物、动物、自然（矿产）、人物、乐舞、食物、器物、疾病、祭祀和其他等十一

类。右侧可以浏览条目基本信息，包括缩略图（有则展示）、类目层级、出处、版本、内容

描述，可以点击“查看更多”，以了解更多内容（图 8）。支持全文检索、高级检索、专名

检索、基于地理名称的检索，并对于检索结果进行聚合后统一展示。专名、地理方位、图像

均显示以页为单位，采取翻页的形式进行切换。均实现高级检索，并能够展示出关系图。

图 8 知识库首页的导航栏“知识元”入口界面

以“傲�”为例，点击名称，可以出现详细信息（图 9），包括此条目的基本信息，以

及出处、图像、属地、多媒体、关系图等。关系图支持动态拖曳位置，鼠标滚轴上下滚动，

可以放大或缩小。下方涉及到的颜色标识，可以鼠标单击取消或选取，以方便浏览自选信息。

如点击最下方“归属”的绿色方块标识，则“西山经”这个节点就会隐藏（图 10）。

图 9 傲�条目详情页



文津流觞 2024年第 3期

55

图 10 傲�条目关系图

如果从图 8展示的傲�条目点击“查看更多”，则会将出现在不同古籍里的“傲�”条

目标引结果集中展示，例如出现在《山海经十八卷》《山海经传十八卷》和《山海经水经合

刻》等不同文献中的 58条标引结果（图 11）。

图 11 傲�条目查看更多功能所展示的结果

如果选择图像或地理方位，则按条目首字音序排列，显示相关数据列表。默认是全部

条目的展示。例如图像标引的数据，共有 1420条（图 12）；地理方位中以条目首字为 C开

头的数据，共有 15条（图 13）。用户可以全部浏览，也可以筛选后进一步了解详情。

图 12 图像条目里默认全部的数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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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地理方位条目里首字以 C 开头的数据列表

二、智趣玩

智趣玩模块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增强知识库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互动，适应广大爱好者和

青少年用户的使用。进入模块同样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首页中部的模块入口（图 14），其

二是首页顶部导航栏的入口（图 15）。

图 14 知识库首页的“智趣玩”入口

图 15 知识库首页顶部的导航栏“智趣玩”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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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下分三个互动子模块。以下分别简述。

（一）标地图

目前知识库此模块属于实验性功能，提供今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省地图， 支持用

户登录并认证后，新建一个图层并选中，对于个人经研究后考据确认的《山海经》中的专名

信息在地图中进行自由标注，位置涉及到的现代地点、范围可以相对精确检索和定位；用多

图层叠加的展现方式，在图上表示山川位置、地形、动植物、矿产和其他要素信息。系统支

持对于个人标注后的地图结果进行保存，根据用户需求，可以提供发布审核申请，系统将对

发布后提交的标注地图结果进行审核，并根据发布后的浏览与点赞排行进行首页推荐。系统

支持以数字形式存贮、管理用户创建的数据，支持依据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或专名名称进行地

图的集中管理与检索后跳转，从而达到可编辑、复用、分享的使用场景和效果。

例如，在“我的地图”栏目下，为创建的地图取一个名字——矿产，标注区域选择“河

北”，“地图简述”内，对所创建地图进行一个简单描述，点击“完成创建”（图 16）。

图 16 用户创建地图的页面

点击所创建的地图左下角“编辑”按钮，可以进入到标注页面。左侧分地图、检索、

标注、分组几个功能。地图，可以提供所使用的底图信息；检索，可以输入今天的地点信息，

例如“保定市民政局”，在页面中间便可出现对应位置。用户可以自定义图层，创建自己的

地图。在自定义图层中，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标注不同的专名。右下角有 11 类可供筛选：地

名、植物、动物、自然（矿产）、人物、乐舞、食物、器物、疾病、祭祀、其他。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指定图层中分类标注专名。在浏览时，本系统支持按照指定的专名分类显

示用户自己标注的各项专名。具体操作方法：在本页面右下角的专名分类窗口中选中某个或

某几个专名，则可以显示指定图层中用户自定义添加专名的情况。

例如，用户在标注地图时，先检索“保定市民政局”，选为今天地名的标注地点，页

面会在中央部分显示检索点的地理信息（图 17）；接下来为将要标注的信息建立图层，设

定颜色。这里新建“植物”“动物”“自然”三个图层，每个图层可以设多个分组，标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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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分类信息。选中“植物”图层，可以列“植物”分组，也可以不列分组，仅为默认分

组，点选刚才检索的保定市民政局地点，会出现标记位置信息的超链接，鼠标单击后，弹出

新建标注点的弹窗，可以用户自定义填写内容，例如标注植物名称“茱萸”，所属专名为植

物，分组也是植物，现在的地名是保定市民政局，描述信息为“茱萸产地”，最后点击完成

标注，保存信息（图 18）。

图 17 用户创建地图的页面

图 18 用户创建地图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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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用户自定义标注信息（植物）

另一种标注方式是在地图上直接点击地名来标注信息。若想标记动物信息，则在“地

图”按钮下选择前面创建的动物图层，然后点击页面右侧上方的手型图标，再点选要标注的

位置，例如“华北电力大学保定二校区”，系统便会弹出登记标记点信息的弹窗，可以填写

名称“玄鸟”，标注位置所对应的今天的地名，信息的专门分类、分组，以及描述，再完成

标注，保存（图 20）。

图 20 用户自定义标注信息（动物）

已经标注好的信息，可以按不同专名进行浏览。例如用户在地图右侧专名浮窗内勾选

“植物”和“动物”，该用户原来设立的植物和植物的专名标注结果就会在地图中（该过程

中默认用户没有切换图层）显示。允许用户单选或复选多个标注的专名类别，以浏览不同标

注结果（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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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用户自定义标注信息浏览（植物、动物）

在创建地图的主页面，右上角有“地图使用说明”，对所标注的地图二次使用有进一步

详细的介绍。用户可以点击阅读。需要说明的是，系统使用的地图为自然资源部公开的带有

审图号的地图：河北省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号；山西省地图审图号：GS（2019）

3333号；河南省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 号；陕西省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

号。用户自行标注的地图一般仅供自己研究下载利用，若出版用，则需要自行向自然资源部

申请方可公开出版。

（二）搜图像

搜图像是智趣玩模块的另一个互动功能。在知识库的一期建设，系统预先训练了 4种

神兽图片，即青丘九尾狐、怪水旋龟、昆仑陆吾、穷奇。目前基本达到支持对于预设的 4

种神兽图像进行算法模型训练，供用户在使用终端进行搜图体验。用户可以在首页导航栏快

速进入此子模块（图 22）。

在检索框内，支持电脑端、移动端等本地图片上传。用户上传图像后，系统通过解析

图像视觉特征，自动与已训练的 4张神兽图片进行匹配，并返回匹配结果（图 23）。用户

可以点击图像，阅览图像出处详情，这里展示的插图来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二十三

年（1897）汇印汪双池先生丛书本《山海经存九卷卷首一卷》（图 24）。若是 4种神兽之

外的图片，则会将全部图像进行胪列，供用户比照（图 25）。系统能够支持提示用户检索

匹配范围，以及返回结果的优先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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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首页导航进入的搜图像模块页面

图 23 上传九尾狐插图后的检索结果

图 24 点击检索结果后的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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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用随机照片检索后的结果

（三）绘色板

智趣玩模块的第三个互动体验是“绘色板”。目前系统支持在 HTML 5页面的不同颜

色着色区分，基于预先定义的 10种神兽图像（珠鳖、青耕、精卫、旋龟、穷奇、九尾狐、

鸾鸟、相柳、天马、白泽），用户可以在本模块左下方的“创建作品”处，点击建立作品（图

26），然后在作品页选择“导入图片”，选择一个预设线图，或者重复选择导入多个线图（图

27），再利用工具区的画笔、颜色等工具进行不同着色体验（图 28）。为保证着色效果，

尽量是在封闭线图内点击填色工具，会相对准确完成任务。除了可以实现神兽图像进行封闭

线条内的不同色块进行上色，左侧工具栏还提供绘笔，可以自由绘制图案，同样支持擦除、

清屏等不同操作。完成作品后，系统支持对作品进行保存与下载导出。作为一期，这部分互

动功能目前相对简单，未来会根据情况再进行优化。

图 26 绘色板创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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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导入预设线图

图 28 选择填色工具与配色

三、文创专区

国家图书馆自 2016年以来，加大了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和扶持力度，并在 2019年重组

国家图书馆馆属企业北京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国家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经营，以及“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各项工作。以《山海经》专题研发的系列

文化创意产品，从 2020年开始整理开发，2021年成功完成袖珍手卷《山经》《海经》众筹

项目，并推出《云游山海·国图日历 2022》等系列文化创意产品，逐渐形成从“云游山海”

到“礼出东方”的覆盖低中高端的产品系列。

为了给用户以及爱好者提供《山海经》的文化创意转化思路，同时扩展文创产品实时互

动渠道，《山海经》知识库内构建了“文创区”模块。从首页中部可以看到众筹的《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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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袖珍手卷长图（图 29），通过点击不同卷轴，可以浏览神兽、神人等三百多个以

“榜题”形式标注名称的古籍图像，徐徐进入上古的神话世界。

若想看到全部文创信息，可以从知识库顶部导航栏的“文创区”进入该模块。页面分成

三部分，最上方为《山经》《海经》线上长卷，中部为《山海经》系列文创产品，单击可以

进入对应购买链接。最下方为国家图书馆礼品旗舰店的京东、天猫二维码（图 30）。该区

域基本实现了支持对于国家图书馆文化创新团队研发的文创产品进行第三方网页集成、产品

详情展示、图片展示，并可通过点击、扫码等方式跳转至电商页面。

图 29 首页中部文创区

图 30 文创区全部页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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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媒体资源

知识库还集合了国家图书馆组织的神话与《山海经》专题讲座、音视频资源，并设多媒

体子模块，以提供在线浏览服务。知识库支持对于多媒体资源进行在线检索、在线播放，并

可支持在线收藏。从知识库顶部导航栏，以及主页底部都可以直接进入多媒体资源模块（图

31）。未来，随着资源陆续整合完毕，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和扩展资源范围。

图 31 知识库首页底部多媒体模块入口

五、小结

国家图书馆藏《山海经》知识库平台是建设智慧图书馆的一个初步尝试。从图像采集开

始，到制作目录数据库、影像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再到以新的技术手段进行实体命名识别、

数据分析，知识挖掘，可视化展示，形成专题知识库，一方面要保证馆藏版本齐全，一方面

要努力将新技术进行应用。此项目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92种不同版本古籍完成数字化采集，

再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深度加工，从选好版本、文字校勘、异

体字认同、专名标引等逐步建设，形成专题知识库。

该知识库支持用户从版本上溯源，进行版本比对分析，为《山海经》形成与流变的学术

研究提供资料支持；也可以通过专名标引展现、插图检索、文创互动等形式，为广大古籍与

神话爱好者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信息，帮助他们快速了解相关元素的内涵，从而激发创意，把

蕴含着我们民族延续千年的勇敢、浪漫、不屈等精神，以符合当下认知和审美的方式，生成

多样化的创新应用。

古籍“活化”，就是让这些承载了传统文化、历史观、价值观、探索经验与科学方法的

古籍，以雅俗共赏的方式为大家所了解，应用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现代生活之中，“活化”后

得以“活用”。我们期待更多的从业者、爱好者加入到古籍整理与古籍数字化的事业中来，

共同努力，让古籍所承载的知识智慧得以传扬，让优秀文化浸润民族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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