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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概述

二、项目成果展示



项目建设概述



项目概况

山东历史人物传记资源库汇集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对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有一定贡献的知名人物，对人物的生平、人生履历、主要成就和
社会贡献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等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综合
立体的展现，第一期建设收录人物达到1300多人。

项目以山东省图书馆藏丰富的各类古籍地方文献为基础，经过多年的
收集整理形成完整的历史人物传记文献库，为山东历史人物奠定资源基础。

项目建设的目的是为山东地方历史、地方人物研究者提供系统的、全
面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资料。

项目突出资源库的资料性、学术性、研究性。原始资料力求存真存实，
以原始文献图像为主；人物基本元数据及小传以文本著录，便于检索。



项目总体架构

整合山东历史名人（宋、元、明、清、民国）文献资料，以文字、图片、方式展现山
东名人。



建设流程

◎前期筹划：审定通过实施方案，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各项工作规范。

◎资料收集：对数据库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汇总，例如历史人物的相关图书、图片等。

◎文献资料数字化：资料数字化的工作，即文字、图片等素材的加工制作。加工过程严格

遵守推广工程资源加工相关规范。

◎数据库设计与建设：根据资源情况建立底层素材库及复合资源库结构，建立资源关联关

系，可以实现底层多种格式资源数据的导入导出。

◎资源著录与导入：采用规范软件，按照推广工程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资源著录。

◎页面开发：针对当前专题库页面显示效果和应用功能进行界面开发。

◎页面与数据整合发布：数据发布就是将加工资源数据到发布到WEB页面。



加工流程

资源库设计 人物名单 资料收集 资源分类数字化

文字内容 图片内容

资源著录资源发布资源导出



发布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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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
◎《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和规范建设》项目相关标准和《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专题

资源加工及著录规则（2015）》规范

◎ ISO 15836 :信息和文档——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

◎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用于元数据收获的开放档案主动协议

◎ ISO 14721 / OAIS:空间数据和信息传送系统——开放档案信息系统——参考模型

◎ ISO 11179 :信息技术——对于数据元素的规定和标准化

◎ ISO 10646:信息技术——通用多个8比特编码字符集

◎ ISO 2709:信息和文档——对于信息交换的格式



数字化加工规范
1. 书籍扫描，300-600DPI，无损TIFF保存

2. 书籍相关图片切图，原分辨率，JPG保存

3. 书籍内容识别

4. 元数据整理

参考《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和规范建设》项目相关标准和《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专

题资源加工及著录规则（2015）》规范



人物选择

原则：求全还是求精？

时间：详今略古：宋、元、金、明、清、民国；

地位：在政治、文学艺术、科技、学术等方面有一定影响；

范围：籍贯为山东人者；客居或为官山东，对山东历史、文化有重

要影响。基本以收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者为主。

数量：根据专家论证意见，结合建设任务，最终选择1384位，其中宋（19）、元（158）、

金（4）、明（394）、清（435）、民国（375）。



入选山东历史名人名单
根据专家论证意见，确认山东历史名人名单，共1384人



文献资料来源

1. 人物词典 12种

2. 传记资料索引19册（宋-清，8种）

3. 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

4. 唐宋词人年谱

5. 宋代传记资料丛刊 49种

6. 明代传记丛刊 160册 155种

7. 清代传记丛刊 202册 167种

8. 《清史列传》20册80卷

9. 碑传集（含清代至民国人物碑传7种）

10.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 48种

11.     馆藏山东历代地方志 157种

12.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全200册）

13.     清代名人传略

14.     清代人物传稿（上下） 中华书局1984

15.     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30册.台北国史馆

16. 中华民国名人传

上述文献资料约计610种，数字化图像数据量40.9GB



资源内容组成

文本部分：体现为人物、遗址、事件的概况简介和元数据。主要含有人物的

名、字、号、籍贯、科第、职官、生平、履历、贡献等主要信息，将人物在历史

上主要活动和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贡献进行揭示和展现。

图像部分：主要包括相关的文献资料的原始文献图像，如史书、志书中的科

举、传记、艺文资料，碑传中的志、铭、传、状，诗文总集和别集中的传记材料

等。以及部分人物肖像、纪念场馆图片。



资源库元数据设计
人物库
记录标识号
姓名 本名
别名 别名
字 字
号 号
庙号 庙号
谥号 谥号
年号 年号
性别
籍贯 今、古地名

出生地 今、古地名

民族
出生日期 公历年
逝世日期 公历年
朝代
尊称
官职 可重
爵位
科第出身 时间名称
图像文件
小传
著述
相关人物
关键词

事件库
记录标识号
名称
属地

时代
发生时间
简介
图像文件
相关人物

文物遗址库
记录标识号
名称
属地
主题词或关键词
类别
简介
图像文件
相关人物

文献库
记录标识号
题名
责任者
类别 地方志、家

谱、碑传资
料、传记、
资料文献

创作时间
相关事件
相关人物
简介、摘要
来源出处
版本
全文
关键词



元数据标准

◦ ISO 15836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作为基础

◦国家图书馆管理元数据规范和应用指南

◦ ISO 11179 数据元件的规范和标准化

◦参考FRBR实体模型与国家图书馆元数据标准规范

◦《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建设项目（CDLS）》



建立人物及相关元数据

人物库
姓名、简介、别名、字、号、谥号性别、籍贯、出生地、民族、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朝代、官职、爵位、科第出身、小传、著述、相关人物、关键
词。

事件库

遗址库

文献库



人物元数据及文本资料整理

1、资料来源：权威的人物辞典资料

民国人物大辞典

山东历史人物辞典

中国古今名人大辞典.庄汉新

中国将相辞典·安作璋·明天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

中国近现代名人辞典

中国历代人名辞典（增订本）

中国历代人物像传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钱仲联主编



对应入库人物



原文扫描识别与编辑



梁颢

姓名：梁颢

朝代：北宋

民族：汉族

出生地：郓州须城山东东平西北

出生时间：902

逝世时间：1004

主要作品：《听政箴》

科举：雍熙二年（985）进士

官职：大名府观察推官

小传：父亲早逝，被叔父收养。少年时曾

拜王禹偁读书，发奋苦学……

2、据以建立人物元数据及小传



人物文献图像资料汇集

1、通过传记索引获取人物的原始文献线索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昌彼得等编）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等编）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中央图书馆）
•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
•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引得
•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2、文献著述资料

以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

为主要采录依据，对该人物
的相关著述资料的原始文献
图像进行著录。



3、传记文献资料：按图索骥



史传：正史与别史



专题人物传记



碑传：墓志铭



地方志人物传记



敖山
明中期官员、著名文士。字静之。莘县人。举
乡试第一，成化十四年举进士，官江西提学副
使。集诸子百象之疑及古今变故之难，细心考
释，并用以策问诸生。其说多先儒所未及者。
著有《先天手册》、《灿然稿》。

 明代传记丛刊019_学林类16_皇明三元考

 明代传记丛刊138_综录类36_明分省人物考10

 山东通志艺文





艾元征

艾元征（？一1676)清初大臣。济南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明年授弘文院检讨。
十年（1653)迁左春坊左庶子、兼秘书院侍读。历侍讲学士、秘书院学士，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学士。
十八年（1661)授国史院学士。康熙二年（1663)擢户部右侍郎，四年(1665)转左侍郎。九年（1670)调
吏部。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年晋刑部尚书。卒于任。

 清代传记丛刊016_学林类18_词林辑略_朱汝珍

 清代传记丛刊039_名人类02_汉名臣传二32卷_清
国史馆

 清代传记丛刊052_名人类09_从政观法录一30卷
_[清]朱方增辑

 清代传记丛刊140_综录类07_国朝耆献类征初编14

 山东通志艺文





古今地名库
古地名

今地名（镇、区）

今地名（市）

今地名（县）



一期数据规模

文字：1513.5万字

 图片：11274张

 元数据：13416条

 人物条目：1384条



项目成果展示



1、首页



2、首页检索框





3、姓氏检索







艾元徵传记资料





艾元徵著述资料



4、朝代分类





5、地域分类









6、关键词检索





7、文献栏目检索





8、遗址栏目检索







9、内容关联：人物



内容关联：事件





几点反思
•质量控制和质量把关问题：技术性与学术性；内容的客观准确；
注重细节。

•后续更新完善的问题：建立数据动态更新机制，把建设过程贯穿
始终。

•推广应用问题：建立多终端应用，尤其是移动应用；瞄准目标需
求人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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