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本版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戚黎明

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16

打造有趣应用程序
尽管距离成熟的上线运营尚待时日，但此举“唤醒”了图

书馆藏有的海量资料，打造一款款有趣有用的应用程序，上海
图书馆的开门创新，在国内引领了历史人文资料使用的潮流。
主办方上海图书馆从提交作品通过评审最终产生一等奖 !

名、二等奖 "名、三等奖 #名、优秀奖 $名、最佳人气奖 !名以
及人气奖 %名。

上海图书馆联合 &'(')项目管理中心、哈佛大学计量
社会学系、复旦大学图书馆、广州搜韵文化四家单位，制定出
“游戏”规则：上海图书馆在原有 *万余种家谱元数据、"$万
余种名人手稿及档案等基础上，新增 +#万余种古籍元数据，
“人名规范库”的数据从 +万余人增加到 ,$万余人，另提供 !

万 *千余种藏印数据，涉及著名藏书家近 $--人；&'(')项
目管理中心开放数据为 !%万条 "-世纪早期的图书元数据、,
千条墓志元数据；哈佛大学计量社会学系开放数据为中国历
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近 $"万条人物信息；复旦大学
图书馆开放数据为其期刊数据库的 ,万余条元数据；广州搜
韵文化开放了 %*万首历代诗词、#-余万条相关词条用韵参
考、!--余万条古人诗例用韵参考以及约 !*-万条对仗词汇
参考。四家单位为竞赛提供了 +--万种历史人文数据。

获奖作品富有新意
入围获奖的 !-支团队创作出的人文科技的跨界作品富

有新意，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寻踪遇见》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信息研究所，该作品以“寻踪雪泥鸿爪印迹，遇见千古风
流人物”为寓意，以旅游、学习、图书馆三大应用场景为切入
点，利用 /&0识别、实体识别、语音播放、可视化等技术，关联
多个外部数据源，形成追踪和探寻名家足迹的知识探索平台，
全方位解读和呈现历史人文知识。来自上海大学团队的二等
奖作品《原印鉴章》将 "-世纪早期人物、手稿档案数据与近年
来在年轻群体中较为流行的角色扮演相结合，让用户通过了
解中国近代史，融合了人文知识与娱乐社交，帮助欣赏者了解
古书画收藏流传的基本常识以及背后故事。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的最佳人气奖作品《树人者———"-世纪中华教育名家精粹》
对人物关系进行了结构化和图谱化的展示，助力教育史研究。

今年竞赛共收到了来自全国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支团队共 #"$人报名，团队数量比上届增加了 **1。评审
专家对多项作品的后续公益孵化提出了建议。
主办方表示，三年来，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

吸引了全国多地创客。这些创客将服务研究人员、历史人文爱
好者以及普通读者，制作了众多优秀移动应用产品原型。未
来，上海图书馆将形成更加广泛的开放数据平台，丰富数据内
容、种类和数量，并进一步形成数据开放、数据应用、公益孵化
三位一体的开放数据服务模式，挖掘历史人文开放数据背后
所蕴藏的巨大价值。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 !数据不再仅仅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

资产! 在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看

来!数据也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上海图

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收藏机构!主动开放历

史人文领域的数据资源!引入社会第三方

的开发能力!无疑是支撑起互联网时代的

图书馆创新服务体系的大智慧#

这些海量的数据!犹如一份份原始的

新鲜食材!竞赛犹如从社会上招纳到$名

厨%!不论他们如何$煎炸蒸炒%!就看最后

谁能烹饪出$美味佳肴%#通过竞赛可以看

到!开放数据所带来的能量&公平的机遇

及高效的创新#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

之后将继续聚焦历史人文开放数据!以竞

赛系列活动的方式!形成数字人文的可持

续发展生态!探索我国图书馆界开放数据

的发展#

开放数据 激活资源
!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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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5个月的
上海图书馆2018开
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
近日揭晓成果。这项
听上去有点拗口的科
技比赛，其实基于历
史人文。上图开放资
料，竞赛者用科技来
料“加工”。于是，扫一
扫就能鉴别古代印章
的小程序、寻找古代
风流人物的网页等奇
思妙想就诞生了。

! ! ! !一群 --后、2-后如何演
好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
星》？答案，或许就在泥泞的
田埂里，在漂流的竹筏上，在
茂密的丛林间……三天来，
上芭《闪闪的红星》剧组百余
名成员在电影《闪闪的红星》
取景地之一江西婺源采风。
对于角色，他们有了新发现。
在生活中，他们也像一个个小
战士迅速地成长。
青山依依，绿水潺潺，转

动的磨坊，漂流的竹筏，摇晃的竹筒飘着酒香
……行走在田埂间的舞者对于沾满泥巴的白球
鞋毫不介意，还有人干脆光着脚丫踩到水塘中
凉快一番。在秋口镇李坑村，成年潘冬子饰演
者吴虎生仔细地记下了首次登上竹筏摇摇晃晃
的感受，以及始终得保持竹筏前后的平衡性、每
个筏上不能站太多人等划竹筏细节。“采风就
是将这种感觉印在脑海里，在舞台上传递给观

众。”红军饰演者龚黎伟则
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找夜
行军的感觉。比如，在夜行
军的舞蹈段落中，他如何
表现在丛林中左躲右闪的
状态，眼神又是怎样的（见
图）。
一边是演员对于剧中

人物的理解更扎实，另一
边是他们的自我成长。在
剧组中，最小的演员仅 !%

岁，而 2- 后演员超过七
成。年轻的他们在剧中感
受到了比书本中更加热烈

的爱国主义情怀。“红色精神薪火相传，整个团
队因这部作品拧成了一股绳，铆足了劲儿。”上
芭团长辛丽丽认为，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既属于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连接着每个人最普通
的生活。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将于 !-月
"$日首演。怎样拿出一部打动人心的新作？要
把自己扎进生活，更要在生活中融入红色精神。

特派记者 肖茜颖（本报婺源今日电）

像战士般迅速成长

《漂泊的荷兰人》
停泊在“上海滩”

上芭!闪闪的红星"剧组赴江西婺源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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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年中德合作挑战瓦格纳经典

! ! ! !交响乐队奏出的序曲极富变化，让观
众展开了想象。台上大幕升起，女主角森
塔的亲人、朋友和观众一同仰望着投影在
舞台上的滔天巨浪，暗示着主角们的最
终结局。!222年，《漂泊的荷兰人》来到
上海歌剧院，第一次将瓦格纳歌剧带到
中国，近 "-年后，昨晚这里再次上演了
这出经典作品。
《漂泊的荷兰人》是歌剧大师瓦

格纳根据北欧传说所作，讲述一个荷
兰水手发誓要行船驶过好望角，却被
魔鬼阻挠罚他终生在海上漂流。每
七年，水手被允许登陆一次，直到找
到一个绝对忠诚的爱人破解诅咒。
当他的船停在挪威海岸，森塔出现
了……

当红色巨轮从天而降，剧情渐
入高潮，上百位幽灵水手从船坞两
侧的舷窗探出身，合唱出气势恢宏

的曲调。定睛细看，“合唱团”中既有金发
碧眼的欧洲面庞，也有黑发黑瞳的东方脸
孔。据介绍，这是上海歌剧院的 +-位歌
者和来自德国的 $-名歌者组成的“百人
大团”。除了庞大的合唱团，主演阵容也
由中德双方共同打造，上海歌剧院演员
于浩磊、王潇希、郑瑶分别饰演了剧中
的埃里克、玛丽和舵手。自从挂帅上海
歌剧院院长以来，这是许忠第一次率
领上海歌剧院尝试瓦格纳歌剧。

今晚，上海大剧院还特别推出瓦
格纳歌剧选段集萃音乐会，上半场为
《唐豪瑟》专场，下半场则囊括《罗恩
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
堡的名歌手》等瓦格纳名作的经典
选段。再加上明晚《漂泊的荷兰人》
的第二场演出，连续三天，一场瓦格
纳盛宴正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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