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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流传

书籍是⽂化的载体，书籍的传播即⽂化的延伸。中国的古籍很早就流传到朝
鲜、日本及欧美，外国⼈通过中国的书籍来认识、理解、诠释和研究中国⽂
明，书籍的流传是中国⽂化在异域⽂化背景下的自然延伸。

“汉籍”⼀词来自于日本，是指中国⼈用汉字书写的书籍。汉籍的流传与学术史、
⽂化史关系密切，⼀⽅面，它展示了历代⼈⼠对于古籍所代表的中华⽂化的
保存和传承，另⼀⽅面，它也体现了古籍所承载的中国⽂化在中国及外邦的
流传、发扬和⼴泛影响。

汉籍传⼊日本并在日本传播和被接受，其中许多细节已不可考，但借助现存
古籍中的序跋、牌记、藏书印等信息，仍可推测其流传与递藏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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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刊本《东坡集》流传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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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流传研究

传统上，⼈⽂学者通过细致考察古籍与相关⽂献梳理具体流传轨迹；基于学
者个⼈对单种书籍流传细节的积累，也会延展到⼀定时空范围内的流传特点
分析，但碍于⼯具所限，对较⼤范围的汉籍流布仅有模糊的概念。

简⾔之，传统的汉籍流传研究存在如下挑战：

• 缺少概览：难以获得对于⼤量古籍流传的整体理解
• 检索不便：难以⾼效回答不同时空范围的流传情况
• 不确定性：难以表达和计算⾼度不确定的时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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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著录

• 选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元善本古籍共 66 种，考辨并著录其流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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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特点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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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多元属性

• 时空，层次，⽹络

• 时空不确定性

• 多粒度，多层次



古籍流传数据中的空间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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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流传数据中的空间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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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
省份未详

区域内部流传难以看
清

地理地图

• 优点：符合地理空间认知，
⼈⽂学者较为熟悉

• 不⾜：
• 需要精确的地理坐标，
难以有效表达具有⾼度
不确定性的空间信息
• 面积较小的区域内遮挡
严重，难以呈现细粒度
的流传特征



仅关注递藏关系：⽹络

• 优点：避免不确定性空间信息带来的误解
• 不⾜：难以理解空间分布

9区域间 机构间



抽象地图（Location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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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空间层次 考证所得地点 不确定性
空间层次

抽象地图

省份未知

国家

省份

城市

城市未知 • 空间层次
• Circle packing

• 不确定性
• 圆周：不确定地点

视觉编码
虚线圆：⾏政区域

实⼼圆：收藏机构
⼤小：流传事件数量

颜⾊：收藏机构类型
（皇家、公家、⼤学、
寺庙、私⼈、不详）



抽象地图节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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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空间层次 考证所得地点 不确定性
空间层次

抽象地图

如何放置内部节点？
• 目标：维持节点间相对
地理位置关系

如何放置边界节点？
• 目标：最小化边长

内部节点布局（Circle Packing）
• 由中⼼向外围逐次添加新节点，
新节点与外围节点相切 [1]

• 新节点选取：与已有节点夹角
与真实地理⽅位之差最小

边界节点布局
• 计算邻居节点重⼼G
• 取⽗节点中⼼Cp指向
G的射线与圆周交点

[1] Wang, Weixin, et al. Visualization of Large Hierarchical Data by Circle Pack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517-520, 2006.



地理地图 vs 抽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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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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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main experts

Present

Retrieve

Analyze

T6. Uncertainty & Provenance
Present data uncertainty and provenance information

T1. Overview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circulation events

T2. Single book
Show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single book circulation

T3. Faceted Search
Explore circula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e.g., institutions, paths,
collectors, book types, time periods, …

T4. Pattern
Identify circulation patterns,
e.g., convergence, divergence

T5. Comparison
Compare circulation features of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periods

Uncertainty &
Provenance



可视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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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地图 (Location Graph)
流传事件在层次空间的整体分布

地理地图
地理空间上的轨迹概览及单部书籍轨迹

事件时间线
流传事件的时间次
序及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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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不同时期的书籍流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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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代 宋 (960-1279) 元 (1271-1368)
印刷术在中国开始⼴泛应用
出现了⼤量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善本古籍

日本时代 镰仓时代 (1192-1334) 室町时代 (1393-1575) 江户时代 (1603-1868)

镰仓、南北朝 (1335-1392)、室町时期
佛教⽂化盛⾏

日本由幕府统治（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

皇家

⼤学

公家

寺庙

私⼈

未知

明治时代 (1869-1911)
明治维新，天皇重获权⼒
推⾏细化政策，抵制汉⽂化



镰仓时期 (119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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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从中国浙江、福建、江苏等地获得⼤量书籍

⾦泽⽂库



南北朝、室町时期 (1335-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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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五⼭僧侣是主要传播者
•藏书遍及经史⼦集四部



江户时期 (1603-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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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府、藩校推崇汉学



明治时期 (186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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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跨国流传减少
• 明治维新，推⾏西化政策，抵制汉⽂化

•东京内部流传有序
• 传承江户时代学术传统
• 催⽣日本近代汉学研究



案例分析：不同时期的书籍流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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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反馈

• 可视化提供了对数据的直观呈现
• 目前汉籍研究成果多以⽂字形式呈现，⽽地理地图可直观呈现书籍的时空轨迹
• 相较于地理地图，抽象地图和时间线对于⼤量书籍流传概况与细节的呈现更为清晰

• 抽象地图支持分析具有不确定性的地理数据
• 地理地图：必须赋予精确坐标，在⼤量地点空间属性不确定时易于带来误解
• 抽象地图：不要求地理坐标，强调空间层次与相对位置关系，从⽽避免误解

• 可视分析⽅法促进研究范式转变
• 传统研究：由个体到整体，通过细致考察单种书籍流传，逐步积累，推测整体情况
• 可视分析：从整体概貌着⼿，发现研究重点；交互式分析书籍间不同层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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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用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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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用户 10 ⼈ +技术背景用户 7⼈
• 用户探索系统完成指定任务

• 对于每个问题，要求用户评价各视图的有效性

• 实验结果
• 整体⽽⾔，系统可以有效帮助用户了解汉籍流传过程，完成分析任务
• 不同背景的用户对于抽象地图的评价差异较⼤ rate(humanities) > rate(technical)

23Location Graph Event Timeline Geo Map

T1. Overview T5. CompareT4. Pattern Overall

⼈⽂背景用户 技术背景用户

偏好 抽象地图 事件时间线

原因 直观，视觉编码
对流传特征提供
了直接总结

流传细节提供了
充分的根据，便
于计数和推理



讨论：地理地图与抽象地图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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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属性呈现

空间信息粒度

空间不确定性

流传特征

强调空间层次关系

呈现细粒度地点信息

支持表达多层次不确定性

易于观察细粒度特征

精确反映地理距离

需要和视野⼤小权衡

难以表达，易于带来误解

仅能体现区域整体分布



未来⼯作

• 泛化抽象地图可视化⽅法
• 减少视觉杂乱：优化节点布局；边捆绑
• 扩展到更⼤规模数据：LOD (level of detail) 探索

• 发展针对时间不确定性的可视化⽅法
• 流传事件时间不确定性
• 流传次序不确定性

• 制定古籍流传数据规范，建设更⼤规模古籍流传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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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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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之路系统在浙江美术馆展出

http://vis.pku.edu.cn/people/yuhanguo/

Email: yuhan.guo@pku.edu.cn

欢迎关注我们的最新⼯作（面向⽣成式艺术的可视分析）：

PrompTHis: Visualizing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Prompt 
Editing during Text-to-Image Creation. Yuhan Guo, Hanning
Shao, Can Liu, Kai Xu, Xiaoru Yuan. IEEE TVCG, accepted.
https://arxiv.org/abs/2403.0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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