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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初礼制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0FZSB007）的阶段性成果。 

 

明代书信数字化研究的新尝试 

——以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为例* 
陈士银 

摘 要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数据众包平台 CSA (Crowdsourcing System for Association Data) 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

资料库 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的明代书信计划（Ming Letters Project）是向学界提供通过书信作

者、收信人、书信名称及其所属文集进行检索的数据平台。自 2020 年成立以来，该计划已经收录 1,650 位明代

人物，超过 52,399 封书信信息，另有约 50,000 封书信信息待收录。通过整理书信往来人物，建立其与 CBDB 数

据库的关联，学者可以批量利用这些书信，展开探索相关人物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别名、籍贯、入仕、官

名、著述、亲属关系与社交网络等，丰富对明代历史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 明代书信；数字化；明代书信计划；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A New Attempt of Digitalization Study about Ming Letters: 

Based on Harvard University CSA Ming Letters Project 
CHEN Shiyin 

Abstract: Based on CSA (Crowdsourcing System for Association Data) and 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Ming Letters Project is a newly-established data platform providing service from retrieval items, like the author, addressee, 

title of letters and books. This project has involved 52,399 letters from 1,650 Ming people, since 2020, with another 50,000 

letters remained to be involved. Researchers from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can expand further study about the identity 

information of people in Ming dynasty, for instance, name, surnam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ficial rank, book, relative 

and social network, with the relevance between MLP and CBDB.     

Keywords: Ming letters; digitalization; MLP; CBDB 

 

0  前言 

近年数字人文作为新型研究方法，通过学科交叉的视角、可视化的手段，被广泛运用

到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社会学、音乐、艺术等领域。数字化研究可以大规模、

批量化、形象化地分析研究对象[1][2]，促进对研究对象涵盖范围、影响规模以及社交网络的

认识，并从中抽绎新的结论，获得新的启示。以明代书信为例，学界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收

藏、展览、鉴赏以及文学、史学等方面。举其大者，即有石守谦、杨儒宾编纂出版的《明

代名贤尺牍集》[3]，金桂台通过明代文学书信对性灵论的探讨[4]，史小军、梁娟对书信体文

论发展[5]、明代文人书信体文论的研究等[6]。迄今为止，尚未看到国内外学者借助数字化的

视角介入明代书信研究。依托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个体或者某类

人的书信，分析其中的互动往来，厘清其中的人物关系。这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一目

了然：优势在于对个案的深入研究，不足在于无法兼顾书信以及通信人物的巨大体量。以

《明代名贤尺牍集》为例，该书虽然有利于书法鉴赏，裨益文史研究[7]，但仅收录 216 位明

人，252 通尺牍。根据哈佛大学与我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合作，至少有将近 10 万封书信

需要研究，是《明代名贤尺牍集》收录书信数量的 400 倍。如果采用传统的团队合作以及

研究方法，将 10 万封书信分批研究，也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劳而少功。不宁唯是，

这种传统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向读者提供检索、交互功能，大大降低国内外学界互相交流、

学习的可能。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哈佛大学现有的 CBDB 项目，将明代书信涉及的通信人

物作为突破点，引入数字化研究的思路，换一种角度研究历史问题。通过厘清通信双方，

网络首发时间：2023-02-02 11:02:29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30201.1346.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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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增益 CBDB 数据库中明代历史人物、著作等方面的数据，又可以搭建明代书信检索

平台，方便学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明代书信的研究。 

1  为什么要启动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 

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的启动既非偶然，也非平地起高楼，而是依托 CBDB 的

优势项目。2006 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我国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基于美国汉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的数

据与程序，建立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 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通过搜集和整理中国历代人物，该数据库旨在系统性地收录中国历史上的传记数

据，并将其公诸学术之用。截至 2022 年 8 月，CBDB 已经收录 521,442 名中国历史人物[8]。

目前该数据库的负责人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包弼德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著有《历史上的理学》[9]《斯文：唐宋思想的

转型》[10]等。在他带领下，CBDB 数据库从唐宋时期开始，工作范围陆续延展到明清时期。

故此，大量搜集明代人物便成为 CBDB 面临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作为 CBDB

的子项目，CSA 明代书信计划应运而生。 

就哈佛大学 CBDB 的项目进展而言，唐宋时期的历史人物资料相对丰富，而明清时期

的历史人物资料相对薄弱，亟待发掘。那么，该如何推进明清时期历史人物的数字化研究？

以明代为例，近年来，海内外学界陆续出版了人物、著作资料索引等方面的著作，有关机

构也建立了一些数据资料库，尤其在文集、方志、谱牒、书画等方面均有成果可以借鉴。

由于已经出版的著作，尤其是研究性质的作品，涉及版权问题，所以哈佛大学 CBDB 团队

着手磋商处理，而磋商过程则需要一个周期。至于依托古籍资料的各类数据库资源，则各

有特色，其中包含的人物传记资料需要分类整理。整理的前提同样需要多方协商合作，才

能获得基础的批量化数据，而非从零开始，逐条增加。 

就明代书信本身的应用研究而言，海内外学界迄今尚无类似的数据资料处理平台，而

合作方我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慨允分享已有资料。故此，2020 年通过与我国台湾汉学研究

中心的合作，哈佛大学 CBDB 团队获得大量明代书信资料，随之对涉及的历史人物展开分

析。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CBDB团队创立用于识别社会关系网络数据的众包平台CSA

（Crowdsourcing System for Association Data）。在此基础上，CBDB 项目启动 CSA 明代书

信计划（Ming Letters Project，MLP），利用自身数据库的优势，并组织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

构文学、历史学、哲学、计算机、社交网络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激活数量庞大的明代书信，

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其中的身份信息，建立明代历史人物（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人物）的

社会关系网络。截至 2022 年 6 月，该计划已经收录 1,650 位明代人物，超过 52,399 封书信

信息[11]，另有约 50,000 封书信信息待收录。  

2  数字化研究与历史考证相结合：CSA 明代书信计划的工作方法 

2.1  辨别书信，完成编码 

CSA 明代书信计划的思路即是借助数字计算，将明代书信和历史人物数字化。书信的

辨识与编码是MLP 的基础工作，这不仅直接决定后期Web 平台操作的工作体量，也是MLP

子项目接入 CBDB 的重要保障。面对数量众多的明人文集及其包含的各类文章，MLP 首

先要从这些文章中辨识并剥离出书信部分。辨别工作并不复杂，因为很多明人文集本身就

按照体例分卷，而且关于书信的文章一般以“与某某书”“答某某书”“致某某书”等方式存在，

辨识度较高。项目组成员试图利用按类统计的筛选方式加快剥离速度，但是明人书信的不

少标题又出现随机性，比如有的标题仅仅出现一个人名，或者一个别称，甚至连续多封信

件，从第二封信件开始只用“又”字标题。故此，辨别书信的工作依然需要人工完成。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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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的文集，MLP 优先采用卷数更大的版本作为操作版本，同时保留其他版本的数据

信息。 

剥离工作相对复杂，因为 MLP 既要保留这些书信的基本信息，比如文集的作者、书信

名称、所在卷数以及文集名称，同时要对这些书信进行编码，方便后期接入 MLP 的 Web

工作平台。作为 CBDB 的子项目，MLP 在对明代书信进行编码时，既要考虑 MLP 的编码，

也要兼顾 CBDB 已经存在的各种编码（如图 1）。不然，在后期操作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冲

突，诱发数据紊乱。一旦完成有效的编码，后面的数据操作便可通过系统运行。这里的编

码不仅包括书信作者、通信对象，还包括所属文集等信息。有的文集收录在 CBDB 系统之

中，便可以自动匹配原来的著作编码，有的文集则需要利用系统重新编制。这些文集信息

既可以保证数据平台在史料运用过程中的真实性，也方便后期数据库使用者的查证，以及

根据文集的数据分布，展开进一步研究。 

 

图 1  CBDB 代码表（局部） 

 

2.2  考订收信人，撰写札记  

数字人文研究的手段在于数字计算，基础则离不开人文研究，特别是考证功夫。编码

之后，将书信包含的身份信息接入 MLP 的操作平台。MLP 并不处理书信的正文内容，而

是从确定收信人的身份入手。这就需要来自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发

挥所长，根据极其有限的书信标题等信息确定收信人的身份。 

一般而言，名声越大的作者，如王守仁、王世贞、申时行、张居正，通信对象的身份

越容易锁定。对绝大多数声名有限的作者，确定通信对象则相对困难。另外，古人通信并

不像今天收发信件、Email 那样，载明通信对象，而是经常称呼对方的字、号、别字、别号、

他称、官职、官职别称等。即便是名人，一旦使用生僻的别名，尚且难以确定其人。至于

一般历史人物的别名，就更难匹配到具体的个人。 

如何根据代称确定历史人物是团队开展研究遇到的一大难点。至于官职，明人极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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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称呼对方官职的正式名称，而是用他称、俗称代替。比如，常见的六部长官用《周官》

名称代替，用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代替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

工部的尚书。如果是侍郎，则加“少”字，如少司空代指工部侍郎。至于地方督抚，则用督

府代指总督，方伯代指巡抚，总戎代指总兵。至于地方官员，明人用大尹代指左、右布政

使，另用大参、少参代指参政、参议。同样的“知府”一职，又会出现“太守”“郡守”“府尊”“太

府”等代称。另外，明人还习惯用清戎代称同知，宪副代称按察副使，佥宪代称按察使司佥

事，兵宪代称都指挥使司佥事等。通过对类似身份信息的整理、比对，学者可以借助 MLP

勾勒出明代历史人物书信中的“代称世界”，继续推进这一方面的研究。 

各种名儒、名宦（特别是中央公卿、地方布政使以及总督、巡抚等官职），相对容易确

定。知府以下的官员，史料记载有限，这就需要项目组学者发挥所长，借助出版的工具书

以及建立的各种数据库（如美国哈佛大学 CBDB 数据库、北京爱如生公司开发的中国基本

古籍库、方志库、别集库、谱牒库）穷尽所能，找出此人。如果不能找出，暂时阙疑，等

待日后数据库的完善。在发现新的线索之后，再返回阙疑之处，补足身份信息。 

另外，对通信作者提到的“众弟子”“族人”等信件，项目组即便保留数据，也无法从中

提取有用信息，姑予搁置。换言之，本阶段的 MLP，乃至于 CBDB，均以人名为工作的发

端。如果某历史人物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字或者别称，只是以“众人”“诸人”的笼统面目出现，

则不在工作范围之内。 

考订收信人是一项漫长且繁重的工作。为了平衡考订具体的通信人与推进工作进度，

MLP 鼓励项目组成员根据个人研究的领域，采用“先易后难”的原则，批量确定同一作者、

不同通信人的信息，提高效率。考订收信人信息的工作分为两组：一组初步确定收信人，

二组对初步确定的收信人信息进行复核。考订过程中，为了提高工作的准确度，在保留具

体史料出处（刻本、卷数等）的前提下，项目组成员会额外记录收信人的信息，与 CBDB

数据库进行比对，撰写考证札记，方便日后补入 CBDB 数据库之中。 

2.3  补正人物，文字数据化 

项目组成员在确定收信人的工作过程中，会处理大量新旧人物。旧人物是指已经收录

在 CBDB 数据库中拥有人物编码及其相关信息的人物，新人物则是未收录其中的人物。对

于新人物，需要从头做起，建立全新的身份档案。此外，如果需要补充旧人物的信息，也

会将 MLP 的最新数据导入 CBDB。 

随着工作推进，和 CBDB 一样，MLP 处理人物的数量逐渐上升，从几百人到几千人，

进而几万人，难免会遇到很多重名的人物。对于这些重名的人物，MLP 会根据朝代、字号、

籍贯等信息加以甄别。如果重名的两人或者多人系同一人物，则予以技术上的消歧。根据

编码生成的时间顺序，以较早出现的编码替代稍后产生的编码，从而提高数据的精准度。

根据考证札记的文字信息，MLP 生成线上操作的多个编辑页面，将这些可以充实 CBDB 的

文字信息一一切块、分类，后期批量导入 CBDB 数据库。自成立以来，MLP 着重搜集和处

理的人物信息如下： 

姓、名、性别、字、号、别名、谥号、民族、传记地址、户籍地址、出生年份、死亡年份、

入仕（中举人、中进士及其年份）、任职（先后任官及年份）、亲属关系（夫妻、兄弟、姐妹、

父母、曾祖父母、舅甥、从兄弟等）、社会交往（师生、朋友、同年、同僚、上司/下属、推荐/

被推荐、赠送诗文、作序/传/墓志铭、仇敌/被陷害等）、著作、文献出处等。 

随着更多资料补入，这些信息分类也会相应调整。不难想见，如果能将明代 10 万封书

信所包含的上述人物信息全部或者大部提取完毕，将大力推动学界对明代历史人物的研究。 

除明人文集包含的书信之外，还有诸多散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这类书信，

该如何处理？作为 CBDB 项目的组成部分，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同样不会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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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完成周期，比如三到五年，或者外加一轮滚动期，而是持续运行。就像 CBDB 项目一

样，从启动到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该项目已经走过 16 个春秋。在资助方和合作方

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还会继续运行下去，不存在限期结项的问题。故此，明代书信计划

在现阶段任务执行的过程中，也会注意对类似书信的搜集，比如王阳明、王世贞等人的散

见书信。同时，对这些散见书信加以利用的前提在于补辑、缀合、辨伪等基础工作的完成，

而类似工作并非专注于人物传记资料的 CSA 明代书信计划所擅长。鉴于项目团队有限的人

力、物力，期待学界在这方面贡献出更多成果，也期待尽快将这方面书信资料的人物信息

补入 CSA 明代书信计划之中，共同推动对明代书信资料的整合和利用。 

3  明代书信数字化研究可以为学界带来什么？ 

3.1  搭建数据平台，方便检索明代书信 

持续发掘新的资料来源以及使用新的技术手段是促进学术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哈

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供一个全新的数据检索平台。该数据平台尽

可能竭泽而渔地收录明代所有历史人物的书信，方便学者检索利用。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

（比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不同的学者对明代书信都

会有相应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就 CBDB 而言，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的特色正是基

于数字化的手段，结合已有的数据优势，以数据库的形式参与并推动学界对明代书信的研

究。自上线以来，MLP 处在持续更新之中，以确定这些书信的通信人为突破口。随着数据

库的日益完善，学者通过繁体字检索书信作者、收信人、书信名称及其所属文集等信息，

就可以看出相关人物的通信概况（如图 2 所示）[12]。根据这些概况，回到 CBDB 数据库中，

又可以更大程度地发现此人的身份信息（如图 3 所示）。 

图 2  CSA 明代书信计划数据库检索“王世貞”书信界面（局部） 

图 3  CBDB 检索“王世貞”页面（局部），收录社会关系 3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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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CBDB 的使用，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提供的又不仅是一个数据库。与传

统百科式、传记式的人物记载不同，MLP 侧重通过历史人物的姓名、别名、户籍地址、官

名、入仕、著述、亲属以及社交机构等各种身份信息、社会关系，还原此人的历史世界。

学者可以按图索骥，继续探讨和该历史人物有关的人物与事件。 

3.2  检索资料的再处理，通过可视化手段让人物研究更形象 

截至 2021 年 12 月，CBDB 收录明代历史人物 215,755 个。伴随 MLP 的推进与补充，

CBDB 收录的明代人物从数量上和信息丰富程度上还会大规模增加。明代历史人物的身份

信息暴露越多，就越有可能建立彼此之间的互动网络。 

根据 MLP 项目的不完全收录，截至 2022 年 5 月，申时行发出的信件最多，达到 1,803

封书信，张居正次之，为 822 封。鉴于申、张二人都担任过内阁首辅，可以通过书信的角

度分析顶层官员与中高层官员的往来，探究明代内阁首辅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另就 CBDB

的关系数量而言，宋濂的资料最充分，达到 700 条（如图 4 所示），但是和宋代朱熹 2,580

条社会关系量相比差距尚远。所以，MLP 和 CBDB 一直处在持续更新的状态（如王守仁、

湛若水、徐阶、叶向高等人的资料还在扩充之中），尽最大可能一步步完善明代历史人物的

数据资料。               

  图 4  MLP 发出信件数量以及 CBDB 关系数量排名前 30 的明代历史人物 

 

在MLP数据平台完成明代书信人物的检索之后，还可以通过MLP本身的算法和Gephi

等可视化软件，对检索资料再处理，通过图像呈现明代历史人物的书信往来情况。以王世

贞为例，截至 2022 年 5 月，王世贞（人物 ID：34717）发出的书信有 476 封，CBDB 关系

量 318 条（如图 4 所示）。根据通信人物，可以大致看出王世贞的书信圈（如图 5 所示）。

根据社会关系，可以看出他大概的社会关系圈（如图 6 所示）。根据这些图像资料，得到的

不再是单一或者多个历史人物的信息，而是不断网格化、形象化的海量数据信息。这些数

据和图像互相补充，会让王世贞的通信网络、社会关系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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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据 MLP 现有资料整理王世贞的通信网络     图 6 据 CBDB 现有资料整理王世贞的社会关系  

 

3.3  结合 CBDB，促进对明代人物社会关系的研究 

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的数据平台与 CBDB 数据库结合后，让学界对明代书信

的研究增益。仅仅根据 MLP 平台，学者得到的关于书信标题、文集以及收发人的数据信

息。但是，将 MLP 平台与 CBDB 数据配合使用，明代历史人物的身份信息就会更加翔实。 

如上所言，MLP 不仅处理书信收发人的身份信息，还与 CBDB 进行匹配。对常见的历

史人物，学者可以利用社会关系的角度综合分析历史人物的迁徙信息、家庭关系、仕宦变

迁、师友交游、著作关系等。史籍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再是单一的人，而是可以通过数字

化手段迅速确定身份信息及其社会关系的对象。随着书信资料的不断补充，越来越多的明

代历史人物及其社会关系会浮出水面。 

MLP平台与CBDB的结合使用相当于提供学者一份便捷的明代历史人物的数据档案。

这份数据档案不仅提供历史人物的基本身份信息，还提供以书信为主的社交数据网络。通

过书信圈，进而探索历史人物的籍贯圈、入仕圈、亲属圈、师友圈、著作圈等，让明代历

史人物在可视化的社会关系网格中“活起来”，助力海内外学者的学术研究。 

总之，在 CSA 明代书信计划的开展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即始终把数字化研究和人

文研究相结合，用数字化研究服务人文研究。具体而言，要保证数据库收录的历史人物、

书信、著作等相关信息要有明确的史料来源和必要的考证功夫，增强数字人文研究的可信

度。项目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明代历史人物的书信进行竭泽而渔式地收录和整理，弄清通信

人物（尤其是较少被关注的小人物）的社会身份，建立他们的关系网络。本项目研究的难

点有二：一是小人物的考证。由于资料有限，仅仅通过书信的标题和内容，很难一一确定

通信人的姓名，这就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对历史人物的识别度；二是数据库程序的完

善。由于本项目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并无同类的系统可供借鉴，故而从海量书信的抓取、

分类，到 CSA 平台的建设、调试，再到人物、书信的编码和导入，以及对通信人物网络的

后期构图等，都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程序。 

4  特色、不足及其发展前景 

作为哈佛大学 CBDB 项目的组成部分，MLP 计划的特色体现在多个方面：（1）明代海

量书信资料的首次数字化。到目前为止，哈佛大学 CSA 明代书信计划是海内外唯一一个大

规模处理明代书信的群体传记学数字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不断收录明代历史人物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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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数字化的角度予以整理分析；（2）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基于通信人物往来的数据可视

化。通过 MLP 整理分析的结果，与 CBDB 相匹配，有助于形成可视化的结果，比如直观

地展现明代历史人物的社交网络等；（3）明代书信计划的持续开放性。该计划欢迎海内外

学者提供更多的明代书信资料，帮助平台确定更多收信人的身份信息，发挥交互研究的价

值。与此同时，MLP 计划不会设定完成项目的时间上限，而是持续搜集新的书信并予以数

字化处理。至于该计划的平台数据（目前 MLP 仅支持繁体中文搜索，CBDB 则提供中英文

两种信息），也会免费开放给从事明代中国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为学界研究明代历史人物以

及社会关系提供数据支持和信息检索。 

明代书信的数字化研究与明代书信研究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对大量明代书信的数

字化研究会激发学界研究明代书信的兴趣，并不会也不可能取代明代书信研究。MLP 在提

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不足：（1）该计划侧重书信往来的双方而非书信内容本身，重视文

字资料以及数据分析，无法兼顾书信的版本价值、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等；（2）该计划在

提供明代通信人物资料的基础上，学者如果想要进一步展开研究，比如通过限定时段、地

域等信息进行纵向、横向比较，或者进行可视化制图，则需要熟练 CBDB、MLP、Gehpi、

GIS 等软件系统的切换与操作。换言之，如果使用者不能综合利用以上软件系统，恐怕难

以发挥明代书信计划检索结果的最大价值。这就要求使用者不仅具有良好的专业人文知识，

同时要有一定水平的数字人文技能。 

自项目启动两年多来，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充分、便捷、高效地发掘明代书信的价值。

CSA 明代书信计划依托已经运行多年相对成熟的 CBDB 项目，从确定通信双方入手，最大

程度地挖掘历史人物的身份信息，并建立历史人物的通信网格，进而完善历史人物的社交

网格，并以数据库的方式将相关信息向国际学界实时分享。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这是海

内外学界第一次对明代 10 万封书信规模的大型数据研究。随着更多资料的补入，明代书信

的数字化研究拥有广阔的前景，既会丰富学界对明代历史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的认识，也会

为其他历史时期（如唐、宋、元、清、民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

角、思路与方法。 

最后，在 MLP 项目工作过程中，切感结合数字人文与专业知识的必要性。简言之，既

要让懂计算机技术的人掌握专业知识，又要让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懂计算机技术。值得欣喜

的是，近年海内外高校涌现出不少数字人文方面的期刊、团队和专业增设。有理由相信，

有了更多“数字+人文”的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未来会有更多“数字人文+”的可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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