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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野下的特色馆藏建设



史小军 馆长/教授

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研究所副所长，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现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广东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广

东省高校图工委交流合作委员会主任，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著作二部，策划编辑书籍

百余种，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史及图情研究论文六十余篇。

多年来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华侨历史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倡导筹建“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简称“世华馆”），受到新华社、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南洋商报》等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

注。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暨南大学，到访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认真察看馆藏

文献和实物，并与学生们亲切交谈。

txjshi@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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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世华馆建设背景

I    暨南大学概况

I I   暨南大学图书馆概况



1906-1911  暨南学堂 南京

1918-1927  国立暨南学校 南京 上海

1927-1949  国立暨南大学 上海 建阳

1958-1970  暨南大学 广州

1978至今 暨南大学 广州

停办

停办

停办

I 暨南大学概况



学校现状

I 暨南大学概况

“华侨最高学府”、“211”工程高校

2015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

2017年9月，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目前有全日制学生3.8万人，其中来自123个不同

国家和地区在校华侨、港澳台和外国留学生近

1.3万人。

学校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对外

汉语教学基地、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



II 暨南大学图书馆概况

• 3地5校区馆组成；

• 总面积8万平方米；

• 职工168人；

• 2019年文献购置

费约3300万元。珠海
深
圳

广
州

番禺校区

校本部

深圳校区
珠海校区

广园东校区
（华文学院）



2018年10月24日下午，百年馆庆庆典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在图书馆世界华

侨华人文献馆察看了馆藏特色文献和实物，嘱托学校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五湖

四海。学校党委林如鹏书记与图书馆馆长史小军现场分别向总书记介绍了我校涉侨优势学科成

果及华侨华人民间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察看世华馆华侨华人民间文献



中央电视台2018年10月25日《新闻联播》

II 暨南大学图书馆概况



截至2019年5月20日，已完成接待上级领导、侨

务部门、图书馆界同行及校内外单位机关团体参

观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183场，约3600人次。

2018年11月11日
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一行

2018年11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统战部部长尤权一行

2019年3月2日
校友总会马有恒会长一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一行

北京高校图工委一行

南部战区某部官兵一行

陕西高校图工委一行

中国侨联一行

重走总书记路线,参观世华馆



2018年10月26日，暨南大学图书馆举行建馆100周年庆典暨“双一流”

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研讨会。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校长宋献中

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刘红兵、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刘洪辉、广

东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罗春荣等省内外高校图书馆界同仁、学校机关部处

和学院领导、出版界和新闻媒体人员共120余人出席典礼。

暨南大学图书馆百年历程（1918-2018）



2018年10月，成立

“暨南大学图书馆·广东报业图书馆”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文献资料中心”

《中国古籍珍本
丛刊 暨南大学图
书馆卷》共38卷

《暨南大学图书馆
藏珍贵古籍图录》

馆庆活动



华侨华人文献资源（侨校特色）

古籍特藏（章太炎藏书等）

《金瓶梅》研究文献及版本收藏

汉语方言学研究文献

图书馆
特色资源建设

广东报业图书馆

暨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



2016年举办了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暨版本展，是

学术研究和文学名著的阅读推广紧密结合的典范，被广州日报、南方

日报等10多家媒体报道，30多家媒体转载。

目前，馆藏的海内外《金瓶梅》的不同版本共80余种500余册，金

学研究著作1000余册，打造《金瓶梅》研究南方资料中心。

展览揭幕开幕式 《金瓶梅版本知见录》
首发式

《金瓶梅》研究文献及版本收藏



02 世华馆概况

I    世华馆成立

I I   世华馆基本情况

I I I  合作、交流与推广



1906
暨南学堂
在南京创办

1918
图书馆开馆

1927
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1993
成立华文学院

1981
成立华侨研究所

1995
成立华侨华人
文献信息中心

2000
获批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华侨华人研究）

2011
成立华侨华人

研究院

2016
成立世界华侨
华人文献馆

1987
成立台港暨华文文学

研究中心

2006
成立海外华文文学与
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百年华侨华人研究机构溯源



2016年11月16日上午，适逢暨南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世界华侨

华人文献馆”在图书馆成立。来自省内外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收藏机构

的领导嘉宾、学校领导、相关学院/部处的8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I 世华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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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华馆成立



• 位于校本部图书馆六楼西侧，面积约1700平方米。

• 馆藏总量近4万余册（件），其中文献3万余册（件），是海内外同类文

献收藏最为集中的机构之一。其中，民间文献、海外华文文学文献、侨

刊乡讯的收藏最为突出。

• 现设置华侨华人、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华语传媒、华商经济“五华”

文献专区，以及侨刊乡讯专区、华侨华人民间文献专区。

II 世华馆基本情况



II 世华馆基本情况

自2018年10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以来，世华馆

通过原广州市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无

偿捐赠、马来西亚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

六使图书馆文献交

换、校董及专业人

员捐赠和荐购等方

式，增加馆藏近

2000册。

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捐赠的
部分文献，及其中刊载之1983年时
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为澳大利亚雪
梨中文学校题字的珍贵历史照片

校党委书记林如鹏代为接受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赠书

印尼归侨、校友何玉梅
（中）赠历史文献

马来西亚华人、校友叶清润（右）受当地著名
华文文学季刊《爝火》社长梁冠中所托赠创刊

至今的共55本期刊



世华馆即将建设五华文献展示厅约600平方米，以及珍稀文献保存室、

华侨华人书画艺术室、研修室等空间。

II 世华馆基本情况



先后与海外17家校友会

举行签约仪式，授牌成立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海外

文献收集联络点”，进一步

彰显侨校特色，加强我校涉

侨学科的文献保障力度，服

务于学校“双一流”与高水

平大学建设。

成立“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海外文献收集联络点”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与暨南大学澳大利亚
校友会的合作协议

与暨南大学美东校友
会的合作协议

与暨南大学法国校
友会的合作协议

与暨南大学马来西亚
校友会的合作协议

与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
会（CALA）的合作协议

成立“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海外文献收集联络点”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悦赏·朵拉“南洋风”水墨画展

马来西亚知名华人作家戴小华
交流讲座

美国华文文学作家吕红博士
交流讲座

加拿大著名华文作家张翎交流讲座 加拿大华人作家薛忆沩交流讲座

北美著名文学评论家陈瑞琳
交流讲座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美国实力华文作家
陈谦交流讲座



2019年推出图书馆员

能力提升讲坛，武汉大

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

授、厦门大学图书馆馆

长钞晓鸿教授来馆开讲。

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
郑力人馆长交流讲座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马小鹤教授交流讲座

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
主席张滢交流讲座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2017年12月，史小军馆长率队赴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对重要华社研究、管

理与文献收藏机构开展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交流探讨和文献调研，达成诸多资

源交换、共建、合作意向，活动获《南洋商报》、《中国报》等媒体的报道。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2017年5月，赴江门实地走访五邑大
学图书馆、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心、
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等机构，加强了
彼此联系，拓展了侨刊乡讯及其他侨
乡特色文献的搜集渠道。

2019年4-5月，赴广东梅州、潮州、汕头，福州、泉
州、厦门等6个重点侨乡，对高校图书馆、华侨华人
文献、文物收藏及研究机构20余家进行深入调研，初
步达成文献搜集、侨批文化合作展览、文化名家讲座、
侨批数据库共建共享等多个合作意向。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2017年3月，参加在加拿大多

伦多举办的“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

馆合作发展论坛”，并作《交融与

互动：“一带一路”视野下华侨华

人文献信息建设》主题报告。

2017年12月，赴澳门参加2017年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做《开放合作 创

新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报告。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2016年11月，参加“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
会”，做《孙中山与华侨华人民间文献整理
与研究》报告。



2018年9月，馆长史小军、世华馆

主任王华参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第七

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

议”并作《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国际

合作模式探析》报告。

2018年12月，参加英国伦敦举办

的“第五届全球中国对话”活动，在

“全球中国学研究中的学术出版与知

识服务论坛”上作《融合与开放：全

球中国学背景下华侨华人文献的知识

管理与服务》报告。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利用馆藏及馆舍条件，结合侨校港澳台侨学生众多的特点，面向全校以社会各界，

组织开展各类侨史侨情相关的文化活动，普及与传播华侨华人历史文化。

2017年11月，成功举办首届“华侨华人文化周”

活动，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活动

彰显侨校特色，助力学校港澳台侨学生培养工作，

推动打造“华侨文化宣传与侨生教育基地”。受到

人民日报、中国侨网、欧洲头条、南美侨报网等海

内外60余家媒体的报道与转载。

华侨华人
文化周

侨情知识讲
座

华侨华人主
题展览

华侨华人专
题书目推送

华侨华人题
材影视欣赏

华侨华人文
化艺术沙龙

华侨历史文
化场馆参访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2018年11月15日-21日，“2018华侨华人文化周”成功举办，以“华侨教育与侨乡文化”为

主题，先后举办“从边缘到前沿：侨乡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学术讲座、华侨教育特色文献展、侨

都江门文化参访、华侨华人学子主题分享会、涉侨红色经典电影赏析等多项活动，多维度地呈现

侨史侨情侨文化。

III  合作、交流与推广



03 世华馆特色馆藏

I  “五华”文献

I I   侨刊乡讯

I I I  民间文献



华侨华人文献专区主要收藏除其他四华之外有关

华侨华人的图书，包括华侨华人史志、百科全书等重

要的工具书。

I “五华”文献：华侨华人



华文文学文献专区

建设进展突出，通过馆

藏调配、文献订购、文

献征集等途径，已有馆

藏5000余册，主要是

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

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研

究著述，其中不乏严歌

苓、张翎、戴小华、陈

河、薛忆沩、刘若田等

知名华文作家的作品

张翎作品

严歌苓作品

I “五华”文献：华文文学



华文学校专刊、特刊、纪念刊等 华文教育研究著述华文教材

华文教育文献专区收藏海外华文学校教材、试题、参考书、

刊物、研究等文献800余种，计划与马来西亚董总合作，收集更

多的东南亚华文学校教材。

I “五华”文献：华文教育



华文报刊 华语传媒研究著述

华语传媒文献主要有《侨报》、《星岛日报》、《星洲日报》、《中华日

报》、《星暹日报》 《大汉公报》等数十种现报现刊及历史报刊，此外还收藏

印尼《生活报》数据库等数字资源与上百种研究著述。

I “五华”文献：华语传媒



华商经济文献包括华人企业相关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著述。

目前世华馆藏有相关经济年鉴、资料汇编、相关论著等类型华
商文献近2000册，是了解和研究海外华商历史、现状、成就和
经济实力的窗口。

I “五华”文献：华商经济



侨刊乡讯专架 部分侨刊乡讯

侨刊乡讯，享有华侨华人“集体家书”美誉，是我国侨乡特有的民办刊物，

记载了大量连通海内外乡亲并颇具价值的各类信息，现收藏有全国各地侨刊乡

讯300余种、1万余册，覆盖国内现有侨刊乡讯的比率达90%以上。

II 侨刊乡讯



收藏晚清民国时期各类相关华侨华人的侨批、猪仔合同、口供纸、族谱、

护照、侨民登记证、入境证明书、宣誓书、身份证明书、居留许可证、回

国证明书、华人社团会员证、水客凭证、华侨捐款收据凭条、救国军需公

债、华侨公司股票、侨汇票、粮票、饭票、邮票、白鸽票（华人赌场）、

出港票、明信片、中餐牌、火花以及与华侨相关的公文、信函、奖状、征

信录、徽章、标记、猪仔钱等1000余件民间文献原件。

III 民间文献



1855年古巴华侨
“猪仔”合同
（正面、背面）

III 民间文献

合同



中华民国缅甸护照（1937）

护照

III 民间文献



中华民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颁发的中国公民身份证明（1918）

身份证明

III 民间文献



口供纸（谭来顺，民国十一年） 局 部

口供纸主要是广东江门地区侨乡特有的一种华侨移民

文献与文物，是一种专为出国侨民准备的，应付移入国移

民官员（“税员”）询问的培训资料，是一种特殊的移民

历史文献，而江门地区又以台山、开平两地最多。

口供纸主要有簿册、纸卷两大类，部分有附图与嘱咐

等附件。行文格式是先问后答、上问下答，前一句或上半

部分是移民官员或税员可能询问的问题，后一句或下半部

分为答案，内容主要涉及家庭关系、家族情况、邻里关系、

村落环境、宗教信仰、移入地担保人个人情况及与国内的

联系信息等。

民国廿八年的口供部（簿）封面及内页

III 民间文献

口供纸



馆藏来自20多个国家的侨批/银信30余封 较为罕见的回批（马来西亚）

侨批
III 民间文献

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华侨寄往家乡的书信或回信，又称华侨家书（为侨信

的早期称谓），侨信有别于侨批，仅具有通信功能。馆

藏侨信500余封，特别是一些集中于某些家庭的侨信，是

研究华侨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

清代光绪年间华侨家书
曾照熙、陈其岳、沈茂三、沈清茂、郑烈强等

家庭500余封侨信（李楷瀚捐赠）

侨信

III 民间文献



04 世华馆知识服务

I   数据库开发

I I  知识组织与出版



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与外部资源，开发具有面向全球的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

例如本馆开发的海外侨情、侨务信息、学术资源、华侨华人人物等8个涉侨

专题数据库，2019年4月末数据量已达29万条。

I 数据库开发



• 自2009年起，年度工具书《侨情综览》

已出版6册。

• 自2003年起，每月出版《侨情简报》，

已出版150期。

II 知识组织与出版



受国务院侨办委托，

《侨务工作研究》“华埠时

讯”“各地侨讯”“观点

摘编”三个栏目委托世华

馆组稿编辑，并已顺利完

成2019年第1、2期的编辑

任务。

II 知识组织与出版



• 签署《暨南大学图书馆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合作共建会议备忘录》。

• 达成加强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建设共识。

• 学院提供经费保障《侨情综览》、《侨情简报》出版连续性。的具体改版建议，

同时两份出版物也将作为基地的研究成果予以冠名。

• 世华馆成员纳入到基地建设指标中，在壮大基地人员队伍同时，相关成果可纳

入基地成果。

• 双方约定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合作共建关系。

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合作共建

II 知识组织与出版



05 数字人文实践探索：

侨情简报数字平台建设



国家 机构名称 涉侨文献总量 馆藏特色 馆舍面积

中国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
献馆

近4万册书刊

8个专题数据库

侨刊乡讯、民间文献、专题数
据库，出版《侨情综览》、
《侨情简报》

1700m2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 3万册书刊
侨乡族谱、华侨文物，出版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1800m2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2.5万册书刊

2个专题数据库

剪报资料、华文报纸，出版
《南洋资料译丛》

400m2

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1万册书刊
出版《华侨华人资料》和《外
刊快讯》

250m2

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资料
室

0.8万册书刊 浙江地方华侨史 150m2

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特藏 0.7万册书刊 海外华人社团档案 100m2

马来

西亚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1万余册书刊 3000余册纪念特刊 400m2

华社研究中心集贤图书馆 1万余册书刊
华人社团资料、剪报其中英文、
马来文书刊占近20%

1800m2

新加坡 华裔馆 1万余册书刊
集研究中心、博物馆和图书馆
于一身

3000m2

美国

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
文献研究中心

约0.4万册书刊

1个专题数据库
附设于东亚图书馆 100m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族裔研究图
书馆

2万余册书刊
麦礼谦档案室

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档案
1200m2

• 我馆馆藏量在同类

型馆中处于领先；

• 有一定开发经验，

“华侨华人文献信

息专题数据库”获

CALIS全国高校专

题特色数据库项目

建设三等奖；

• 侨务管理部门和学

校教学科研对华侨

华人文献知识服务

需求较大。

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机构一览表



• 创刊历史：自2003年由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

息中心（今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创办，创刊17年。

• 出版情况：每年出版10期，每期约5-6万字，至今已出版

发行150期。

• 常设栏目：有“要闻”、“海外侨情”、“侨务动态”、

“一带一路”、“社团活动”等16个栏目。

• 发行对象：为校内外涉侨教学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全

国各地主要侨务部门、海内外相关文献机构以及少量海

外华侨华人，每期发行700余份。

• 影响力：《侨情简报》自创办发行以来，广受侨务学者、

工作者的好评，已成为涉侨研究、侨务工作的重要参考

资料之一。

侨情简报数字平台建设



侨情简报数字平台建设技术方法

《侨情简报》数字化

平台包含简报、人物、词

云以及地图四个功能模块。
文本

目前收录

• 简报记录12708条；

• 词云记录67029条；

• 人物记录18375条；

• 地点记录1861条。



1数据录入：人工录入2003

年至今简报记录。

2数据清洗：自行开发工具

软件，通过Jsoup工具包将

全文字段中的HTML代码清

洗掉。

3建立全文索引：通过中文

自然语言处理工具HanNLP

进行分词，并建立全文索

引。搜索简报时会自动将

输入词组进行分词后搜索。

侨情简报数字平台建设技术方法



平台整体效果展示

总体效果展示

《侨情简报》栏目

检索入口：

关键词、人物、地点

模块：

简报、热词、
人物、地点



检索：领导动态
（裘援平 主任）

平台整体效果展示



“一带一路”栏目

平台简报栏目展示



平台模块展示：人物

人物模块：按
年份查看热点
人物

• 包含从《侨情简报》中提取
的18375条人名记录。

• 用户可以点击人物名称，查
看包含该人物的简报记录。

• 以简报为基础，挖掘人物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



平台模块展示：人物

人物模块：点击姓名显示关系图
（以十三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
员会副主任裘援平为例）

人物关系图



平台模块展示：人物

人物模块：通过人物
关联发现简报记录



平台模块展示：人物

人物模块可揭示隐藏在文本中的人物关系网络、发现

时事要闻中的重点人物，以及反映某位人物重要性的变化。

小结



平台模块展示：地点

地点模块

• 以可视化的方式在世界

地图上标注了从侨情简

报中提取的1861个地

理位置。

• 标注该地理位置的词频。

• 从整体上反映侨情的区

域分布，可通过点击标

注图标，查看具体新闻

报道的内容。



早期：来自北
美、欧洲、新
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的华侨华
人投资到我国
沿海开放的前
沿城市，例如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2004年

平台模块展示：通过地点发现华侨华人发展总体趋势



2010年

中期：来自北
美、欧洲、新
加坡、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华侨华人
更为深入地投
资国内多个城
市，包括部分
的内陆城市。

平台模块展示：通过地点发现华侨华人发展总体趋势



2016年

近期：来自全
球各地的华侨
华人都开始来
到国内投资，
同时投资的区
域也基本遍布
整个中国大陆，
例如新疆、东
北等地。

平台模块展示：通过地点发现华侨华人发展总体趋势



热词模块

平台模块展示：热词

• 包含了从《侨情简报》
文本中提取的约6万
个关键词

• 以时间维度展示各时
期的关注热点

•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关
键词，查看包含该关
键词的简报记录。



• 21世纪初，华侨华人进入所

在国社会主流的渠道相对单

一，主要是经济、科研领域。

如图中财富、博士、教育、

大学、实验等词。

• 热点国家较为集中，主要是

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传统的

华侨华人聚居国。如图中美

国、加拿大等。

平台模块展示：通过热词发现华侨华人发展总体趋势

2003年



2018年2017年

• 目前，华侨华人融入所在国社会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如图所示，除传统的

经济、科研等领域外，农业、艺术、时尚、音乐、中医等热词已经显现。

•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热点国家也日益多元化，如图中所示的匈

牙利、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家。

平台模块展示：通过热词发现华侨华人发展总体趋势



2003-2007年

平台模块展示：通过热词发现华侨华人发展总体趋势

2008-2012年 2013-2018年

2003-2007年 2008-2012年 2013-2018年

经济领域 883 1108 1369

文化领域 787 1103 1997

教育领域 654 777 1046

经

济

教

育

文

化

经

济

教

育

文

化

经

济

教

育

文

化

*记录数（单位：条）



利用热词及地区模块，在《侨情简报》

的“华教侨教”栏目中发现近15年来

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及地区分布态势。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华文”及“汉语”

词频基本相当

国家：印尼，马来西亚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2003年



全球首家孔子学院

在韩国首尔设立

2004年

“华文”及“汉语”

词频基本相当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 孔子学院总部于4

月9日在北京挂牌。

• 相应“孔子”一
词当年出现频率
较高

2007年

“华文”及“汉语”

词频基本相当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2009年

“华文”词频开始

明显多于“汉语”

并保持至今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2013年

“华文”词频开始

明显多于“汉语”

并保持至今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2015年

“华文”词频开始

明显多于“汉语”

并保持至今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2018年

至2018年，“华文”

词频已显著多于“汉语”

近15年来华文教育推广模式演变



华文教育地区分布趋势

2003年 2008年

2013年 2016年

华文教育地区分布态势

• 传统热点地区（红圈）：东南亚、北美、欧洲等

• 新兴热点地区（蓝圈）：非洲、南美等

• 有待发展地区（绿圈）：西亚、南亚等



• 热词发展的趋势体现出华文教育中的变与不变。

• 一直维持热度的热词包括：“课程”、 “教材”、 “教师”、“师资”、

“（水平）考试”、“孔子（学院）”和“文化”等。

• 一些相近热词的增减体现了华文教育思路的转变。如“汉语”及“华文” 的

此消彼长，说明华文教育逐渐从由中国人推广汉语，转向重点帮扶海外本土华

裔自觉、自行开展文化教育，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广大海外侨胞要运用

自身优势和条件, 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 更好融入和回

馈当地社会,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的要求。

• 华文教育在欧美东南亚一直热度不减，近年在南美、非洲进展较快。

趋势

案例小结



06 思 考



6 思考

特色馆藏是图书馆立馆之本，要围绕学科特色、学校特色建设特色馆藏

特色资源反映文化本色、文化特性和文化根基，没有特色，文化交流和发展将无从谈起。

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应注重选题的独特性、地域性与新颖性。在开展特色资源服务的过

程中应注重系统化、专业化和专门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可替代的馆藏资源优势。

特色馆藏是数字人文实践的核心领域，数字人文是特色馆藏开发、展示、利用的有

效手段

数字人文手段主要应用于特色馆藏领域，通过人物、地理、热词等元素，深度揭示其中的关

联和趋势，以可视化方式展示研究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

数字人文是信息化时代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有效途径，也是图书馆服务智库建设
的崭新模式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通过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能快速发现新的研究线索与方向，洞悉学科

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态势，为师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深层次的知识服务，也为国家智库建设

提供技术和决策支持。



谢谢！

《侨情简报》数字人文平台地址：

https://libdh.jnu.edu.cn/

暨大图书馆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