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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知识图谱构建方法
与应用形式研究

一、研究缘起

知识图谱是一种基于图的数据结构，由节点（Point）和边（Edge）组成，每个节点
表示一个“实体”，每条边为实体之间的“关系”，知识图谱本质上是语义网络。实体
指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譬如人物、地名、机构、书籍等；关系则用来表达不同实体
之间的某种联系。知识图谱不仅可以将互联网中的信息表达成更接近人类认知世界的形
式，而且提供了一种更好的组织、管理和利用海量信息的方式，其发展得益于多个研究
领域的成果，是知识库自然语言处理、语义网技术、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众多知识领
域交叉融合的产物 1 。

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的文化
财富，深入研究和挖掘文化遗产，有利于阐发文化精髓，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推动中
外文化交流互鉴 2 。在文化遗产领域，知识图谱目前在国内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
内典型的知识图谱应用案例如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盛宣怀档案知识库，
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数字人文项目等。国外自 2010 年起，大英博物馆、美国弗利耳美术
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等众多大量的国际博物馆均已开展知识图谱相关的项目与应用，例
如大英博物馆关联开放数据项目、俄罗斯文化遗迹云平台、荷兰国立博物馆知识图谱项
目、Europeana 等。其中，Europeana 是由欧盟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联合
建设的大型数字博物馆，2012 年 10 月，Europeana 数据集的 2000 万条文字、图像、视
频和声音的预算内数据被转换为关联数据，并可以从网址获得，这些数据给欧洲的文物、
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共同接口，构建了文化资源不同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的语义知识本
体模型 3 。

齐白石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负盛名、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中国画大师之一，与之相
关的作品、手稿、图书等相关内容数量也十分庞大。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以下简称中艺
库）收录齐白石数据 73，087 条，其中创作 70，339，资讯 1，180，著作 374，影像 1，
079，展览 47，拍卖 68。可看出，虽然数据库中数据量较为可观，但是彼此间缺乏有效
的关联，暂未具备较强知识性和传播性的功能。因此，为更好地展示数据之间的关联，
形成较为优质的可视化展示方式。2021 年，雅昌艺术数据中心联合北京画院，利用知识
图谱构建技术将齐白石相关资料进行数据挖掘、建立关联关系，构建齐白石知识图谱模型，
在数字大屏中已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重点阐述齐白石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与应用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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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白石知识图谱构建方法

知识图谱是结构化的语义知识库，以符号化形式描述物理

世界中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其基本组成单位是“实体 - 关系 -

实体”三元组，以及实体的相关属性值对。实体间通过关系相

互连结，构成网状的知识结构 4 。在大数据环境下，基于知识

图谱对数据作归纳分析和统计推理，便于用户从多维度了解齐

白石。为此，本研究提出的齐白石知识图谱概要模型主要包括

创作、著作、展览、朋友圈、机构、影像、资讯、拍卖 8 类本

体及其关联关系（如图一所示），该模型的创建主要用于解决

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中关于齐白石的数据关联性较低的问题。其

次，对于本体对应的实体，作了详细分类与示例（如图二所示），

并制定本体概念对应实体著录的元数据规范（如表一所示），

建立不同本体概念、实体、实体元数据之间的关联。

如图一所示，以创作为例，作品可能会被某一文化机构收藏，

并在该机构中举办展览；其作品会收录在著作中；其创作的作

品或许是为了某一人所作，或与他人联合创作，因此与朋友圈

也有关联。换言之，“创作”与“机构”、“展览”、“著作”、

“朋友圈”四个本体概念均有关联关系。

雅昌艺术数据中心在梳理中艺库中的齐白石数据时发现，

原有的数据结构无法满足现有的知识图谱模型，因此，我们需

对齐白石所有数据作新的编目，以满足优质的关联关系。数据

编目结构具体内容如表一所示。

在此基础之上，需探究不同实体概念间的关联，如图五所

示。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例，依据规范化的数据编目结构，

可梳理出该画作出自《借山煮画——齐白石的人生与艺术》这

本画册，这幅画作是由齐白石友人老舍出“命题作文”——蛙

声十里出山泉，齐白石根据该命题创作而成。画作如今被中国

现代文学馆收藏，参“人民的艺术家”老舍、胡絜青藏画展览，

并有一篇“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图三）艺术鉴赏资讯。

因此，该画作分别与上述内容有关联关系。

图一、齐白石知识图谱概要模型 

图二、齐白石知识图谱框架示例

表一、元数据定义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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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齐白石知识图谱在展示大屏中

的应用

将知识图谱与数字大屏相结合是当
下将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于数字图书馆、
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齐
白石主题知识图谱展示系统是基于北京
画院馆藏资源以及雅昌中国艺术品数据
库中结构化的元数据为主，并在此基础
之上作了数据清洗，借助大数据、知识
图谱等现代信息技术，集文化资源与展
示于一体，既为用户提供线上专题知识
服务，同时支持人文研究。展示分为齐
白石年表、足迹、关联关系。三个单元
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尽可能通过可
视化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更为友好的交互
体验。

（一）年表
齐白石年表版块主要梳理 1864 年（甲

子）—1957年（丁酉）这段时间其所有事迹，
以及每年所创作的重要作品。时间轴按照
年份为单位，从中可读取不同时间的生平
事迹示例数据，为用户在齐白石人物大事
记方面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此外，在年表
中部，通过大数据计算，可以统计出每年
的书法、绘画、印章的创作数量，并形成
曲线图，使得观众可较为清晰的看出创作
高峰期，如图四所示。

（二）足迹
齐白石的五次出游，美术史称之为“五出五归”，对其在人际交往、思想境界以及绘画创作等方面均得到相应的提高。为此，

本研究梳理了五出五归之概述、背景、意义以及与“衰年变法”间的联系，并且将五次出行的路线与作品也作了关联展示，如图五
所示。

（三）关联关系
由于齐白石的知识图谱概要模型与框架可作延伸性的知识拓展，可增加本体、实体以及实体对应的元数据，而不断随着数据的

增加与迭代，数据量将十分庞大，二维平面已经无法满足展示的需求。因此，雅昌艺术数据中心选定以三维形式展现，如图六和图
七所示。

图三、《蛙声十里出山泉》示例

图四、齐白石年表之大事记

图五、齐白石五出五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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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齐白石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基于知识图谱模型研究数字展示设计
与应用。首先建立本体概念模型，其次采用数据关联至三元组方法构建齐白石知识图
谱，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发了齐白石数字展示服务。

齐白石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应用是北京画院与雅昌艺术数据中心对文化遗产领域知
识图谱构建与应用的一次初步尝试，目前数据量较小、复杂度不高、构建自动化程度
较低。未来无论是知识图谱的构建工作，还是将其服务于更多专题知识等许多方面都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包括：（1）获取更多的知识数据源，建立更加完善、权威、
多样的文化资源；（2）运用更加智能化的知识抽取、知识融合与知识推理等技术，
实现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知识图谱建模与构建；（3）进一步开发知识问答、智能推荐、
知识检索等功能，实现更加丰富的知识应用。

图六、齐白石关联关系首页

图七、齐白石关联关系次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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