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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述历史资源是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结合的一种资源形式， 其形成过程也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
具有典型的叙事特征。 对口述历史资源中的名人历史事件进行语义建模， 并在元数据层面开展名人历史事件识

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文章在构建语义模型的基础上， 优化一种计算口述历史资源事件情景相似

度的方法， 以李政道和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为例， 构建实例事件的情景单元， 提取情景要素后对李政道特藏资源中的

口述历史资源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在设置阈值为 ０. ６ 时， 判断准确率为 ７６. １９％， 能较大提高此类资源

事件标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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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特藏是一个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重要馆藏， 被视为图书馆的特殊标签。 近年来，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记忆机

构， 越来越重视对承载社会记忆的口述历史资源的收集， 此类资源也已成为图书馆特藏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特藏资源智慧化建设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关键内容。 当前， 图书馆特藏资源的服务呈现出由 “以藏为主” 转向

“藏用结合” 的大趋势。 图书馆除了需要保持对特藏收藏的关注之外， 还应投入更多精力开展特藏的揭示、 保护、
服务、 研究、 宣传和展示， 立体化、 全方位地提供特藏服务［１］。 而要想革新现有服务为智慧知识服务， 在特藏资

源数字化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数据化加工、 语义化处理、 知识化组织和可视化呈现， 是重中之重。
口述历史资源是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建设而成的专题性档案资源， 其形成过程也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

具有典型的叙事特征［２］。 以 “发现” “重构” 和 “故事化” 三原语为主线的档案研究已成为新的研究范式， 主要

通过将档案数据进行多维组织、 梳理成册、 多元可视、 空间映射等方式， 以主题故事化的形式抽取档案数据， 对

档案记忆进行叙事化表达， 从而形成档案数据的故事化［３］。 在口述历史资源中， 围绕名人开展的口述历史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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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专题类型， 本研究围绕此类典型口述历史资源展开。 这类数字记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精神传播价值，
其中， 人物是此类资源收集的核心标准， 是揭示的核心要求， 是管理和服务的核心元素。 名人和与之关联的重要

历史事件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一方面， 关键人物往往对与之关联的重要事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
关键人物因为某一或某些重要事件的历史作用、 重要影响较高知名度， 而成为名人。 可以说， 事件是围绕名人开

展的口述历史资源所不可或缺又至关重要的语义单元， 对此类口述历史资源进行相关历史事件的主题识别与标引

是对资源进行语义化处理和知识化组织的基础工作。
当前， 图书馆对口述历史资源进行历史事件识别与标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人工识别著录， 如上海交

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所藏口述历史资源， 将资料分为 ２８ 个主题， 并由专业馆员对资料进行人工识别与分类著录。
这种方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 人工识别著录较耗费时间和人力， 对制定主题的人员具有较高的要求； 第二，
人工识别著录质量难以保证， 由于参与标注的工作人员较多， 对名人及相关事件的认知程度不一， 识别和标注的

质量参差不齐， 存在漏标和错标的现象， 对后续资源的使用有较大影响； 第三， 人工识别著录的可扩展性不强，
例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用户需求的变化， 人工预定义的主题常常出现不敷使用和急需增加的窘况。 第二种是自动

识别标引， 通常使用 ＢＥＲＴ 等预训练模型进行标引。 这类模型比较依赖大量自然语言的训练， 对于只有元数据、
未进行过 ＯＣＲ 识别的 “小数据” 文本则适用性不足。 因此， 对名人历史事件进行元数据级的语义建模， 开展基

于情景相似度的口述历史资源中事件自动识别和标引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１　 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情景，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 在突发事件预测领域， Ｋａｈｎ Ｈ 和 Ｗｉｅｎｅｒ Ａ［４］于 １９６７ 年最早

提出情景的概念， 认为情景是事物未来发展结果以及通向该种结果的途径的集合。 情景就是以过去的经验描述关

于未来的故事。 情景要素是情景的最小构成单元， 以情景要素为依据可对情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同时也能反

映事件发生发展的状态与趋势［５］。 在自然语言理解领域， 对事件情景有着不同的理解。 晋耀红等［６］ 认为情景是语

境框架的一部分， 语境框架把信息抽象成领域、 情景、 背景这 ３ 个侧面。 其中领域是描述事件核心所归属的范围；
情景是事件的动态描述， 主要包括事件的内容、 事件的参与者和事件参与者间的语义关系； 背景包括语言中的褒

贬倾向、 陈述中心时空等上下文背景信息。 王石颖［７］ 认为， 情景是用框架理论对事件进行知识表示的一种方法，
建立事件框架可以对事件的不同方面以及事件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表述。 在用户检索及个性推荐领域， 学者们从

知识本体、 用户情感感知、 语义分析等不同方面［８］， 讨论了如何对用户所处的情景特征进行高效分析并归类， 以

达到更精准有效地进行关联检索或信息推荐。 关于事件情景的构建， 学界采取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有六元素法

（Ｅｖｅｎｔ、 ＳＥＭ、 ＡＢＣ、 ＬＯＤＥ、 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 Ｅｖ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 三元组法、 框架理论、 知识元理论等。 情景相

似度是情景分析中的重要基础， 也是情景分析能够具有更高普适性的重要因素。 如： 杨君等［９］ 考虑重要的情景维

度， 构建基于情景相似度的多维信息推荐系统模型； 张明红等［１０］横向上依据事件发生的顺序构建情景链， 纵向上

提出结构化突发事件模型， 提出情景链相似度算法解决相似突发事件问题； 徐绪堪等［１１］ 利用情景相似度， 构建突

发事件多粒度响应模型。 在事件的识别标引方面： 陈健瑶等［１２］从事件文本句法特征视角出发， 提出一种在突发自

然灾害领域， 可较精准进行网络舆情具体事件识别的方法； 蒋小霞等［１３］提出了一种在事件表示和对比学习的基础

上对文本数据集进行深度聚类的方法， 有效提高了聚类准确率。 在事件识别方面： 付剑锋等［１４］、 王红斌等［１５］聚焦

触发词， 通过对触发词的依存分析研究词间关系， 提取事件特征； 张亚军等［１６］ 把事件识别作为分类问题， 提出一

种基于深度学习的事件识别模型， 对触发词的识别问题转换为特征分类问题进行识别； 陈健瑶等［１２］面向小规模数

据集， 从事件文本句法特征出发， 提出一种对突然自然灾害网络舆情事件识别方法； 王彦莹等［１７］ 针对历史古籍中

的通用事件， 构建了事件识别模型， 相比基础的生成模型， 识别效果大为提高。
总结来说， 情景分析方法和情景相似度计算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和用户信息推荐方面应用较为广泛。 当前

研究者采用情景应对模式 （包括情景分层、 情景推理、 情景重建等） 进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已基本形成共识， 而

基于情景相似度构建多维信息推荐模型进行用户信息推荐也日渐成为研究热点。 但是， 将其应用于口述历史资源

的名人历史事件识别标引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少见。 故此， 本文力求基于情景分析方法和情景相似度计算， 探索一

种对口述历史资源事件进行识别和标引的方法。
２　 情景相似度计算

本节在构建名人历史事件语义模型的基础上， 对具体的口述历史资源和名人历史事件进行实例化后构建情景

单元、 提取要素并进行语义化扩展， 最后通过情景相似度分析对历史事件进行识别和标引。

０５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２０２４． ９



２. １　 语义模型构建

人、 地、 时、 事、 物是哲学层面描述客观世界的 ５ 个基本概念， 是理解现实世界的基本语义单元， 同时也是

挖掘口述历史资源语义知识的基本实体［１９］。 刘宁静等［１８］ 在综合研究前人语义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自上而下的方

法， 结合名人口述历史资源的特殊性和应用需求， 构建而成的名人历史事件语义模型如图 １ 所示。 该模型主要包

括时间、 人物、 资源、 空间、 描述 （关系） 等要素。 该框架也是后续提炼情景单元的基础。

图 １　 名人历史事件语义模型［１８］

作为科学家名人的李政道先生一生致力于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 １９７９ 年， 李政道先生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创

设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Ｃｈｉｎａ－Ｕ. Ｓ.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ＵＳＰＥＡ），
并身体力行地推行了十年， 培养了 ９１５ 位 ＣＵＳＰＥＡ 学者， 很多人成为学界和业界的领军人物。 对于李政道特色资

源来说， ＣＵＳＰＥＡ 是一个资源主题， 也是一个历史事件， 而将与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相关的资料标引出来， 是历史研究

和精神传播需要的基础。 本文以李政道和 ＣＵＳＰＥＡ 为例， 以馆藏李政道特色资源中 ＣＵＳＰＥＡ 相关资源为基础数

据， 对名人历史事件语义模型进行实例化， 构建情景单元， 提取要素并进行语义化扩展， 计算其情景相似度。 最

后根据人工判断结果计算准确率。
２. ２　 情景单元构建和要素提取

关于事件情景的构建， 学界采取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有六元素法 （Ｅｖｅｎｔ、 ＳＥＭ、 ＡＢＣ、 ＬＯＤＥ、 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
Ｅｖ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 三元组法、 框架理论、 知识元理论等。

曲毅等［１９］借鉴共性知识元模型， 从空间、 时间及对象 ３ 个方面界定情景构建模型。 文斌等［２０］基于对突发公共

事件的层次分析， 将应急管理涉及的事物系统分为客观事物、 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活动 ３ 个子系统， 并结合共性

知识元模型， 详细构建了突发事件情景中客观事物、 突发事件、 应急活动三类元素的知识元表示模型。 ＨＮＣ 理论

认为事件的语境框架由领域、 情景、 背景组成， 其中情景可表示为 ＳＩＴ ＝ＳＣＤ （Ａ， Ｂ， Ｃ）。 近年来， 使用知识元

理论构建事件情景逐渐成为主流方法。
本文在人物历史事件框架下， 将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用知识元的方法， 提取情景单元 Ｓ， 表示为：
Ｓ＝ （Ａ， Ｐ， Ｔ， Ｅ） ①
其中 Ａ 为 ＣＵＳＰＥＡ 关系人集 （Ａ１， Ａ２， …， Ａｎ）， 包括 ＣＵＳＰＥＡ 学者、 ＣＵＳＰＥＡ 相关机构和参与过 ＣＵＳＰＥＡ

项目的工作人员等。 Ｐ 为 ＣＵＳＰＥＡ 相关地点集 （Ｐ１， Ｐ２， …， Ｐｎ）， 例如历年举行 ＣＵＳＰＥＡ 考试的考场所在地，
ＣＵＳＰＥＡ 办公室的所在地等。 Ｔ 为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或时间段集 （Ｔ１， Ｔ２， …， Ｔｎ）， 例如 ＣＵＳＰ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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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期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 等。 Ｅ 为 ＣＵＳＰＥＡ 子事件集 （Ｅ１， Ｅ２， …， Ｅｎ）， 例如准备、 考试、 阅卷、 申请、 录取、 入学等。
２. ３　 情景要素的语义化扩展

基于情景框架， 本文以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代表性文本进行语义特征词提取。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代表性文本主要指经过专家筛选和审定与 ＣＵＳＰＥＡ 相关的资料， 主要包括介绍 ＣＵＳＰＥＡ 项目、

ＣＵＳＰＥＡ 学者的相关口述历史资料， 例如 《ＣＵＳＰＥＡ 十年 （第二版） 》 《我和 ＣＵＳＰＥＡ》 等 ＣＵＳＰＥＡ 学者口述历

史采访资料， 以及李政道特藏资源中以 ＣＵＳＰＥＡ 为关键词查找所得藏品的元数据等。
本文在代表性文本的基础上使用关键词分析辅助专家知识判断， 进行 （Ａ， Ｐ， Ｔ， Ｅ） 数据集的整理， 详见图 ２。

图 ２　 情景要素的语义化扩展整理

关系人集 Ａ 方面， 整理 ＣＵＳＰＥＡ 学者名单 ９１５ 人， 参与过 ＣＵＳＰＥＡ 项目的相关人物 ３７５ 人 （包括 ＣＵＳＰＥＡ
办公室工作人员、 ＣＵＳＰＥＡ 委员会成员、 参加物理阅卷的教师、 参加英语阅卷的教师、 来华面试的美国教授夫妇、
支持 ＣＵＳＰＥＡ 项目的政府官员等）， 相关机构 １５５ 个 （包括 ＣＵＳＰＥＡ 委员会专家机构、 参加 ＣＵＳＰＥＡ 项目的中美

大学和研究机构）。
相关地点集 Ｐ 方面， 整理历年举行 ＣＵＳＰＥＡ 考试的考场所在地 １７ 个。
重要时间集 Ｔ 主要为 ＣＵＳＰＥＡ 存续期和重要的庆祝节点， 如 ＣＵＳＰＥＡ 二十周年、 四十周年等。
ＣＵＳＰＥＡ 子事件集 Ｅ 方面， 主要整理了 １７ 个 ＣＵＳＰＥＡ 的同义词集和子事件的语义特征词。

２. ４　 情景相似度分析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研究领域， 比较经典的情景相似度计算方法是通过比较源案例与目标案例 （新案例） 所

包含的特征属性， 计算两者交集和并集的权重之和的方法来计算情景的结构［２１］相似度， 如式②所示。

φ （Ａ， Ｂ） ＝
ＷＡ∩Ｂ

ＷＭ

＝
∑ｍ

ｉ＝ １ｗ ｉ

∑ｌ
ｋ＝ １ｗｋ

②

式②中： Ａ 为目标案例情景的非空属性集； Ｂ 为源案例情景的非空属性集； ｗｉ 表示案例 Ａ 和案例 Ｂ 交集中的

第 ｉ 个属性的权重； ｗｋ 表示案例 Ａ 和案例 Ｂ 并集的第 ｋ 个属性的权重［２１］。
本文所研究的名人历史事件领域本质上都属于同一历史事件， 并没有严格的源案例与目标案例之分， 如果使

用突发事件案例的相似度计算来类比， 可以将已知确定为某一历史事件的材料作为源案例， 将未知历史事件归属

的待标注材料作为目标案例 Ａ。 在这种情况下， ＷＭ （即源案例与目标案例的非空属性并集） 不变， 仅需比较

ＷＡ∩Ｂ， 式②可简化为式③。
φ （Ａ， Ｂ） ＝ ＷＡ∩Ｂ ＝∑ｍ

ｉ＝ １ｗ ｉ ③
３　 应用实践与分析

３. １　 实验设计

（１） 实验数据集。 实验所用数据集是李政道图书馆所收藏的李政道特藏资源中口述历史资源相关的图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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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信函类资源， 以式 （３） 的方法为依据进行相似度计算。 选择与 ＣＵＳＰＥＡ 项目时间重合的档案箱 Ｂ００２ 为研究

对象， 取信函类资料作为待人工判断处理的实验语料。 该箱资料共有信函 １ ３９８ 件， 此前已知确定与 ＣＵＳＰＥＡ 相

关的信函数量为 １， 其余 １ ３９７ 件信函资料与 ＣＵＳＰＥＡ 的相关性未知。
（２） 属性权重。 对情景要素进行语义化扩展后的 （Ａ， Ｐ， Ｔ， Ｅ） 数据集即为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属性值， 通过专

家知识根据一定规则对其赋予权重， 权重取值范围为［１～１０］。
（３） 算法设计。 使用情景相似度算法式 （３）， 每次读取实验语料中的一条记录， 依次检索记录中有内容价值

的 ２９ 个字段中是否包含属性值， 如果包含则记录其权值， 属性权值之和为该记录的相似度， 使用最大最小标准化

方法对该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形成归一化处理后的相似度。
３. ２　 实验结果

李政道特色资源 Ｂ００２ 箱共有信函 １ ３９７ 件， 其属性权值之和范围为［０， ６７］， 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设置阈

值为 ０. ６， 则有 ４２ 件信函相似度大于 ０. ６， 其余 １ ３５５ 件信函相似度小于 ０. ６。 对相似度排名前 １００ 的信函逐一进

行人工判断， 限于篇幅所限， 部分应用实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部分应用实验结果示例

序号 分类号 权重总值
归一化

相似度
Ａ Ｐ Ｔ Ｅ 人工判断

人工判断

赋值

１ Ｃ００２０５０１０４ ６７ １. ００ ４７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２ Ｃ００２０５０１０２ ６６ ０. ９９ ４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３ Ｃ００２１７０１０５ ５６ ０. ８４ ２６ ２０ ０ １０ 有关 ０. ７
４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４７ ５３ ０. ７９ ３３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５ Ｃ００２０５０１０７ ５３ ０. ７９ ３３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６ Ｃ００２１３０１５９ ５３ ０. ７９ １８ ２０ ０ １５ 是 １
７ Ｃ００２１９００９１ ５１ ０. ７６ ３１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８ Ｃ００２１９０１１１ ５０ ０. ７５ ３０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９ Ｃ００２１３００３０ ４８ ０. ７２ １８ ２０ ０ １０ 是 １
１０ Ｃ００２１３００８２ ４８ ０. ７２ １３ ２０ ０ １５ 是 １
１１ Ｃ００２０３００５３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有关 ０. ７
１２ Ｃ００２０３００５４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有关 ０. ７
１３ Ｃ００２０３００６０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１４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３６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１５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４１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１６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４９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１７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５１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１８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５３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１９ Ｃ００２０５００５５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是 １
２０ Ｃ００２１０００７６ ４６ ０. ６９ ２６ ２０ ０ ０ 否 ０

…… （限于篇幅有限， 后续省略）

　 　 对信函逐一阅读， 进行人工判断有 ３ 种结果， 其中 “是” 为该信函是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直接相关信函， 人工判断

赋值为 １； “有关” 为该信函中未提及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 但通信人员为参与 ＣＵＳＰＥＡ 的阅卷人员等相关人员， 人工

判断赋值为 ０. ７； “否” 为该信函与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不相关， 人工判断赋值为 ０。 人工阅读排名前 １００ 的信函后可

得， 归一化相似度≥０. ６ 的信函中， 判断准确率为 ７６. １９％ （见图 ３）。
３. ３　 成效分析

口述历史资源内容上具有以人物、 事件和主题为中心的典型特征， 尤其关注个体的记忆、 经历、 体验和感

受［２２］。 当前， 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所藏的口述历史资源， 大多参考元数据方案或工作规范进行内容标引， 例如 《口
述历史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 （ＤＡ ／ Ｔ－２０１５） 和 《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 （ＤＡ ／ Ｔ ５９－２０１７） 等， 口述历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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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情景相似度与人工判断散点图

源内的事件实体却无法被识别和利用。
本文所提出的以人、 地、 时、 事为框架的情景相似度计算方法， 对当前口述历史资源现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促进诸多有益的转变。
（１） 文本资源向智慧数据转变。 通过实验结果来看， ７６. １９％的准确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事件的知识表

示， 即实现对口述历史资源的内容规范化表征［２３］， 建设机器可理解的叙事性文本语料库， 促使口述历史资源的叙

事文本向智慧数据转变［２４］。
（２） 人工著录向智能标引转变。 口述历史情节的描述需要深入理解事件的意义与组成， 以李政道图书馆收录

的 ＣＵＳＰＥＡ 主题事件为例， 通过测试与推算， 在 Ｂ００２ 箱 １ ３９８ 封信函中，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识别量由 １ 提升为 ３２，
其人工判断与标引的工作时长至少需要 ３ 个星期， 而智能标引则可进行协同过滤， 快速定位且推荐关联事件， 大

大提高了事件实体的识别效率。
４　 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和构建情景化的名人历史事件语义模型的基础上， 以科学家李政道和其创办的 ＣＵＳＰＥＡ 事件

为例， 以馆藏李政道特色资源中 ＣＵＳＰＥＡ 相关资源为基础数据， 对名人历史事件语义模型进行实例化， 构建情景

单元， 提取要素并进行语义化扩展， 计算其情景相似度进行语义识别。 经人工逐一判断， 设置阈值为 ０. ６， 自动识

别的准确率为 ７６. １９％。 然而， 由于时间、 精力有限， 本课题还有诸多不足之处， 需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深入。 具体

而言： （１） 特征属性权重采用专家知识赋值， 主观性较大， 噪音较为严重， 后续拟使用 ＡＩＧＣ 等人工智能相关方

法进行深入研究； （２） 实验范围较小， 仅检测了全部馆藏资源中的一箱一类资源， 还需要扩大实验范围进一步验

证； （３） 仅对名人历史事件进行了主题识别， 对 （Ａ， Ｐ， Ｔ， Ｅ） 数据集的关键信息未做详细深入标引。
当前学界和业界对口述历史资料中名人历史事件识别标引的研究较少， 多采用人工的方式进行识别著录， 无

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知识服务需求。 本文对名人特藏资源中以口述历史资源事件为主题的自动识别标引探索了一种

可行的方法， 提高了识别效率，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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