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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史信息组织实验室”研究成果之一。

【理论·探索】

国史学科知识组织体系研究和应用

●雷　枫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前国史学科文献信息组织的局限性，指出基于学科知识体系的知识管理是解决这一
问题的必经之路。重点阐述了以“体系分类法”和“分面分类法”进行学科体系类表和分面词表的构建，以及

该学科知识体系在学科文献知识管理组织和知识服务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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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科知识组织体系研究是构建高质量学科文献
资源的基础工作

１．１　国史学科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现状
经过２０年的信息化发展，国史学科文献资源建

设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信息组织方法

上的缺陷，这些资源在整合和利用效率上受到极大

限制。

（１）学科门户。第一，仅提供基于栏目的线性
导航和全文检索，信息提供受到栏目规划的约束，以

栏目导航为主的粗放分类模式也制约了网站发展。

第二，尽管设立数百个栏目，某些子栏目还是包含了

数千篇文献，海量文献梳理迫在眉睫。第三，栏目设

置具有时效性随机性，如果不对文献进行主题标引，

栏目增删将耗费巨大工作量，改版空间受限。第四，

缺乏对网站以外急剧增长的 ｗｅｂ资源（网页、多媒
体、其他相关学科文献系统）的统一组织整合。

（２）学科数据库。第一，因文献类型、检索功
能、软件代际和元数据标准不同，数据库都是异质异

构的独立系统，围绕某一主题的检索需逐库进行。

第二，对文献内容采用关键词标引，检索功能停留在

字面匹配，使得系统不能区分同一词义的不同表达，

检索结果既宽泛又不准确，主题有交叉关联的信息

不能被有机揭示出来。第三，只能提供全文和版权

字段检索，不能基于用户知识需求主动提供相关资

源线索。

１．２　将学科文献信息组织上升为知识组织是提高
资源整合利用效率的唯一途径［１－２］

上述学科文献资源采用传统信息组织方法，以

文献为单元，通过设置标题、作者、出版等属性字段

揭示文献版权特征，仅有的关键词字段不能充分挖

掘文献内容的知识内涵，这种粗粒度的文献揭示与

序化虽免除了传统图书馆的分类排架和目录组织，

但也随之丧失了按学科门类和知识体系进行检索和

浏览的手段，无法适应海量信息的应用要求，在面对

用户基于知识的深层次文献利用需求时捉襟见肘，

成为资源整合利用的瓶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改造

信息管理模式，深入文献内部，对文献资源按照学科

知识体系进行重组，分析挖掘其中的独立知识单元

及其语义关联，深度揭示其知识特征，并通过建立知

识与文献的映射来深化资源的整合，最终实现知识

服务。因此，研究构建知识元的抽取和关联规

则———学科知识组织范式并应用于实践，成为实现

学科文献由信息组织上升为知识组织的迫切而重要

的课题。

１．３　传统分类法和主题法对国史学科表现
不足［３－４］

当前，比较成熟的学科知识组织范式有分类法

和主题法，作为知识组织的人工语言，二者在描述文

献内在知识特征方面的区别在于揭示事物的角度不

同：前者着眼于文献内容所属学科分支，反映学科派

生和隶属关系，强调知识的系统性，支持按学科方向

进行系统探索；后者着眼于文献内容的主题范畴，强

调知识的专指性，支持按照某一主题进行特定事物

的研究。传统的分类法和主题法体系结构庞大、规

则复杂，对特定学科表现缺乏针对性，例如，《中图

法》是按单线顺序层层划分的等级列举式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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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适用于藏书排架和目录组织，欠缺对特定学科文

献的传承关系的系统揭示，特别对国史这个二级学

科，学理概念列类离散，没有系统的种属和并列关

系，学科的客观本质属性及相互联系得不到科学反

映，同时其分类标引规则也不适合网络资源检索的

思路，不能满足用户多属性入口检索同一主题的需

求。《学科分类与代码》虽具有较为领先的“学科分

类”理论和方法，但在历史学科中，将时代纵横分

割，以大专题事件列类，将专门史研究列入“政治”

“经济”等专门学科之下，割裂了国史学科的完整

性。《汉表》对概念间语义关系表现欠严谨（如将

“人口”与“常住人口、城市人口、平均人口”等归于属

种关系，属下并列的类目分类标准不一致），对国史这

一新兴学科的许多术语（如“一带一路”“两山理念”）

没有体现，人物和组织机构附表也有待扩展。

２　国史学科知识组织体系研究［４－８］

２．１　学科分类体系
（１）类表编制。以国史重要文献和资料为知识

来源，笔者深入文本分析了国史学理概念及其关系

的知识逻辑，研究澄清了国史学科性质。以此为依

据，一方面全面挖掘其中的学理概念，另一方面遴选

《汉表》中适用的概念，并析取传统类表中相关的离

散类目，对其属性及内涵与外延进行梳理，划分了学

科分支及种属和并列关系，建立了国史学理概念等

级结构，设计了学科体系类表。为加深学科结合，这

一过程吸收了大量领域专家参与，对概念层次与关

系、类目设置及其展开逻辑、学理术语选择进行反复

论证和科学把握。

类表将国史中的专门史及其研究理论方法一并

纳入，划分了３个层次、定义了７个顶级类和４４个
二级类、３２０个三级类，顶级类选用“理论与方法”
“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

“外交和一国两制史”作为类名，二级类采用标准的

学理主题词或其组合作为类名，三级类则采用富有

时代特色、概念清晰、单义规范的学理主题词及其

组合。

整个过程基于学科性质，依据概念划分与概括

原理和基本级别律，遵循完整性、科学性、严密性，将

概括学科学理属性的概念类目组成层层隶属、详细

列举的等级结构体系，为尽可能析出不同的学理维

度，反映学科全貌，采用“体系分类与分面分类相结

合”的方法，对一级类目进行概念分析，进一步析出

理论、方法、思想、结构、制度、管理、实践等分面，并

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

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扩展类目。

如经济史按理论、思想、体制、管理与实践等分

面，划分了经济史研究理论方法、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管理体制、宏观经济调控、经

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以及产业

运行等二级类。文化史方面，由于文化概念较为丰

富，将其分支成教育史、科技史、学术史、文学艺术

史、体育史等专门史，各专门史再按思想、制度体制、

建设运行的逻辑展开类目；社会史则划分了社会史

研究理论与方法、社会建设思想、人口与社会结构、

社会生活、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建设实践等二级类。

文化史分类（不完整）、社会史分类（不完整）如表１
和表２所示。国史理论分类、政治史分类（不完整）如
表３和表４所示。

表１　文化史分类（不完整）

科技发展史

党和国家领导人科技思想

科技发展方针政策与战略规划

科技管理体制与科研制度

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

科学普及

教育发展史

党和国家领导人教育思想

教育发展方针政策与发展规划

教育体制与教育改革

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产业

学术发展史

党和国家领导人学术思想

学术发展方针政策与战略规划

学术管理体制与学术研究制度

社会科学发展与学术创新

体育发展史

党和国家领导人体育发展思想

体育管理举国制度与改革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

体育产业发展

　　（２）类表实用性处理。在具体编制中，类表在
类目设置上兼顾整体框架的平衡和用户查阅资料的

习惯，体现了“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具

体表现为：将内涵丰富、子类目多、文献资源较多的

低一级类目上调一级，突出列类，如社会史的三级类

目“社会精神生活”下的“社会风尚与风俗”“社会文

化与生活方式”等直接调升为三级类目，以提高该

主题文献的导航发现率以及文献检准率。对具有多

重归属的下级类目交叉列类，充分揭示主题概念间

联系，既保持学科体系完整性，又不至于分散同一内

容的文献资源，从而满足网络环境下多属性主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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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多途径检索的需要，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城

乡基层民主”在“政治史———政治制度”和“社会

史———社会管理”处交叉列类；对某些横断各一级

类的概念类目采用与各学科类组配的方式，形成各

大类交叉入口的导航类，同时辅以设置“综合专题”

辅表进行处理。

表２　社会史分类（不完整）

社

会

史

社会史研究理

论与方法

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

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建设思想

人口与社会

结构

人口结构

人口管理与社会流动

……

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

城乡社区

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

社会生活

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婚姻家庭生活

……

社会思潮

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思想与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综合治理

……

职业社会管理

社会建设

实践

社会教育和社会教养

……

公民权利与公民参与

自然灾害与灾害救助

２．２　学科主题词表
（１）词表编制。除了学理属性，国史文献所涉

的事实对象（如人物、重大事件）反映了另一类学科

的主题概念。为全面反映文献的内在主题特征，

《文献主题标引规则》将文献主题构成要素概括为

主体因素、空间和时间因素、文献类型因素等多个范

畴，并以此作为“主题分面分析与概括”的标准。因

此，国史学科主题词表从学科文献的研究对象面、时

空面着手揭示主题。

为理清研究对象的全貌，笔者通过文献学习研

究、挖掘、遴选规范术语，将领域内丰富的历史文献

和权威史料工具书如国史实录、国史百科、国史编年

和大事记、人物名录、机构名录等均列为应参考的知

识成果。同时，筛选学科核心期刊数万篇论文的事

实对象关键词，获取大量标准词、同义词、别名。另

汲取《汉表》及附表中与国史有关的词汇，如政区和

自然行政区划名称、组织机构名称、人物和事件名称

等，最终拟定“人物”“事件”“组织机构”“会议”“历

史文献”“时间”和“地点”７个核心概念，将提取的
术语按这 ７个概念分面归类，形成“国史人物表”
“国史重大事件表”“国史组织机构表”“国史重要会

议表”“国史文献表”“国史重大分期表”“地区或区

域表（包括行政和经济地理区域）”等主题词表。词

表中的术语排列规则综合了字顺、范畴、等级等规

律，如人物表分成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劳模、教科

文卫体杰出人物、重要民主人士等范畴，范畴内按字

顺排列；组织机构表则按上下等级关系将机构名称组

成词簇，按簇首词字顺排列。表５是国史重大事件表
（部分），设置了“重大事件”“子事件”两个等级。

表３　国史理论分类

国

史

理

论

国史研究

基本理论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论历史科学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国史

国史学科理论

国史研究总论

国史史科学

国史编纂学

国史史学史

国史口述史学

国史方志学

国史地理学

国史比较史学

境外国史研究

国史理论

专题

国史通史性理论

国史专门史理论

新中国历史经验

　　除了词表，一个规范的主题术语系统还应包括
参照系统，通过设置主题词层级、同义和参照关系，

在概念间建立等级、等同和相关等关系，以改善研究

对象的语义组织：第一，主题词的层级位置体现概念

间的等级关系，即上下位关系或属种关系。如“机

构表”中“中央机构”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上位

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是“国务院”的下位词；

“事件表”中大事件是子事件的上位词，如“土改运

动”与“《土地法》颁布”“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是上下位关系。第二，表示同一主题概念的多个术

语体现出概念间等同或同义关系，体现为“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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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如“天安门事件”见“四五运动”、“双百方针”

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题词一般采用普遍公

认的常用术语，并作为索引该概念的最优显示，其同

义词（全称、别称）作为入口词。第三，相关关系用

于反映有较强语义相关性的不同范畴概念间的关

系。如事件“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国史文献“《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人物“邓小平”之间

的相关关系。参照系统有助于避免术语混淆、明确

概念范围、揭示不同分面概念间的内在关联，呈现出

术语间规范化、弱结构化的知识内涵。

表４　政治史分类（不完整）

政

治

史

政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政治思想

政治制度

行政制度与管理

法制建设

……

表５　国史重大事件表（部分）

重大事件 子事件

政协一届

会议召开

《共同纲领》制定和通过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组织法》制定和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和通过

国旗国歌方案制定和通过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 ……

土地改革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

少数民族农村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

西藏废除农奴制

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金城战役

上甘岭战役

朝鲜停战谈判

志愿军离朝回国

　　词表着眼于直观揭示特定事物，采用“分面分
析”的方法，将概括文献内容的事实对象作为主题

概念，组成“分面（亚面）—类目”结构体系，一个分

面揭示一个主题，多个分面揭示多个主题。

（２）词表扩展性。在遴选研究对象术语中，有
大量没有找到明确归属的词汇，经过数据清洗、人工

聚类后，还可析取出新的事实概念分面，如“小康社

会”“两弹一星”“为人民服务”“抗疫精神”等，从而

创建国史特殊术语、国史理念等分面。采用这种滚

雪球的方法，随着文献学习内容的丰富和历史的不

断演进，概念分面和词汇会越来越多。对于综合性

专题或跨越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进程，如“三农工

作”“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等术语，通过设置“综

合专题”、创建“国史综合专题词表”来处理。采用

这种“分面分析与概括”的主题分析方法构造分面

词表有很强的扩展性，可随时增补新的主题概念分

面，随时编制分面词表。

２．３　文献类型表
作为文献主题的另一构成要素，文献类型也可

成为分类浏览检索的途径。国史文献史料门类繁

多，有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半公开出版的政府出

版物和内部资料，以及未出版但可查阅的解密档案，

在国史研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如文选著作、年

谱回忆录有助于研究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也可

用于为国史人物列传，政府档案则是国家经济社会

管理活动的珍贵记录。为揭示学科文献类型，笔者

通过分析研究成果引文，借鉴权威史料学研究成果，

从文献知识特征和功能等属性进行归类，整理出

“国史文献类型分类表”如表６所示。在实践中，将
分类和主题相结合辅以文献类型分类来标引国史文

献，就能从多个维度准确畅达地揭示专深复杂的内

容主题和形式。

２．４　国史学科知识组织体系及其可持续发展
（１）学科知识组织体系。体系类表和分面词表

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国史学科知识组织体系，其编

制方法总结如表７所示。前者是从学科性质出发建
立的学科知识树视图，其构建过程就是为学科学理

结构建模的过程，类名就是学理主题词或其组合，一

二级类名相当于高端族首词，三级类名则是下位词。

类表建立了学理主题词之间的联系，系统展示了学

理主题概念的派生、隶属和平行关系，便于研究者

“鸟瞰全貌”，快速进行知识定位，便于从文献学科属

性来类分或进行族性检索及分类统计。后者是学科

事实主题词表，便于研究者通过事件、人物等范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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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查找文献中的专指信息，进行具体事物研究。

二者的组合建立了“以学理和事实主题”为中心的知

识体系，迎合了学者按对象和问题检索文献的习惯。

表６　国史文献类型分类表

基本史料

重要文献

专题文献

法规条约

中央和地方报纸

党政工团机关刊物

口述纪实回忆录

国史档案

国史人物著作文集

国史年鉴和统计资料

其他综合和专题文献资料

编辑史料

国史人物传记年谱

国史工具书

地方和行业史志

国史组织机构和人物名录

国史研究成果

国史编著

教材读物

研究论文

索引综述

　　（２）国史知识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为适应体
系分类的动态变化，可采用本体技术构造形式化类

表，反映树视图中各种学理概念的亲疏远近关系

（如上下位、平行、相关和族性聚类等），并通过建立

“动态节点———学理概念对应表”实现树状节点标

识体系与类目主题词对应关系的动态改变。对于内

涵特别丰富的三级类目，通过链接其细分的学理主

题词簇以丰富体系树，有助于提高用户学理分类辨

识效率。如对于文献中显而易见的“劳动教养制

度”“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援

助制度”“人民调解制度”等主题词，可借助形式化

类表链接直达体系树中的“公检法制度和司法民

主”分支。

主题词表中术语总体呈现为离散状态，等同、等

级、相关等语义关系在揭示人物与事件、思想理念等

概念间的内在关联方面是模糊的，但通过采用本体

技术定义核心概念及其属性、设计概念间关系，从而

构建形式化主题词表，使得主题法能按历史的本来

面目把离散的词表术语组织起来，反映词与词间精

确的学科语义逻辑关系。将这些语义关系映射到学

科文献资源，能大大促进数据知识化、知识有序化。

国史学科内涵将随着时代不断丰富，新的分支

和学理维度一定会不断出现（比如“生态文明史”分

支），主题词表也将呈现很强的成长特征，采用本体

技术构造的形式化国史学理本体和事实本体，既建

立起结构清晰的学理和事实多元化概念视图，又呈

现出很好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具有适应学科成长

的特性，但这是另一个语义技术研究课题了。

表７　国史学科知识体系编制方法

组成 编写方法 概念分析维度或概念分面 揭示主题

体系

类表

层次框架结构（划分３个层次，定义７

个顶级类、４４个二级类、３２０个三级类）

体系分类法（类目的

展开采用分面方法）

概念分析依据的学理维度：理论思想

面、制度管理面、实践面、结构面

基本学科属性（国史

学理主题）

分面

词表

人物表、重大事件表、组织机构表、历

史文献表、理念表、重要会议表、地区

表、历史分期表、综合专题表、文献类

型表

分面分类法（类目的

组织借鉴体系分类

法）

概念综合依据的维度：研究对象；时

空；文献类型

国史事实主题

时空

文献类型

３　国史学科知识体系应用价值［１－２］［８］

３．１　为国史学科文献的知识管理提供解决方案
（１）实现对文献内部知识对象及其关系的标

引。网络环境下，国史知识体系提供了对文献中蕴

含的丰富知识的分解与组合极为便利的标引方案，

通过对其分类和主题特征进行标注，使得信息组织

的控制单元不再局限于文献层次而深入到内容中的

知识单元。同时在制定数据规范时，除了设置用于

揭示文献外部特征和版权特征的一般元数据项，还

设置了揭示文献知识特征的知识主题元数据（语义

元数据）和文献类型元数据，以加强对文献内容的

“学科分类”“相关人物、事件”“文献类型”等主题

的组配标引，深度揭示文献知识内涵，文献与知识单

元相互映射也会产生极大的知识增殖，为实现对文

５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雷　枫：国史学科知识组织体系研究和应用



献细粒度组织和知识服务奠定基础。

（２）实现基于体系分类和主题词表的知识检
索。学科知识体系可改进对文献内容单纯的全文索

引机制，建立包括多分面主题索引和分类索引甚至

基于主题参照系统的相关性索引的多维深层索引。

由于元数据将分类法与主题法自然地融于一体，大

大改善了文献信息系统的检索功能，使最终用户能

利用主题和分类词汇术语的组配，从多个维度进行

主题、分类等组合检索，精确定位所需信息，减轻信

息过载，检索结果也呈现出从简单排序到基于知识

体系聚类的分面分层立体展示。通过点击类表树视

图中的相应类目定位到相关资源，也可满足族性检

索的需求。

在实践中可将分类体系概念族和分面词表及其

参照系统作为知识核心层（ＫＯＳ）嵌入文献信息系
统，联机提供分类类目及其属分关系、主题词及语义

关系等概念网络，为标引员实现对文献的语义元数

据组配标引，为用户获取检索词的同义词、上下位词

及相关词，形成语义扩展检索式，从而达到词义消

歧、同义和相关扩检的目的。

３．２　对海量异构数据进行语义级集成检索
多年来国史学界不同机构建立的学科文献系统

呈现出异构性分布式特点。异构性表现在数据类

型、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以及元数据模式等方面，

对这些系统的互操作一般在信息内容集成、信息检

索集成和信息服务集成三个层次上解决，其中检索

集成与内容集成互为依存。在加强对文献内容知识

对象及其关系的标引和揭示基础上，一般采用中间

件技术，通过构建全局通用语义数据模式，设置包含

知识特征的全局元数据项，并建立各单库学科知识

术语映射系统，解决分布系统元数据冗余和不一致

性。全局通用语义数据模式本质上是学科知识网

关，国史知识体系是构造网关的知识基础，用户无需

对每一个库进行遍历式检索词匹配搜索，只需定位

ＫＯＳ相应概念即可一站找到所需文献。这种基于
元数据的语义内容集成检索使得分布环境的跨库集

成检索成为可能。

３．３　应用于学科网站知识导航
由于国史知识体系对学科网资源的知识主题的

多维揭示，所有被语义元数据标引的文献资源都组

织到知识体系（ＫＯＳ）中，在改进文献内容的多维索
引指标体系、实现数据的深层索引基础上，领域知识

在使用过程中的有效性有很大改观，为基于多角度

主题和学科属性的文献聚类提供了解决思路。一方

面，可构建基于学科分类树类目体系的文献资源族

姓聚类，用户可遵循学科等级的学理概念间属分语

义关系进行浏览，实现基于分类的知识导航；另一方

面，可设立基于分面主题导航的主题浏览体系，一个

主题一个栏目，集中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部资源，定位

相应主题概念就可找到所需文献。由于这些获得知

识增值的文献资源在网络环境下的全局调用成为可

能，因此能够灵活地根据学科热点，检索知识体系

（ＫＯＳ）中与该主题相关的概念，调取被这些概念
“编目”过的文献资源，并根据需要进行分面分层汇

聚，从而搭建有关人物、历史事件等国史专题。

３．４　应用于编制国史图书索引
国史学科知识体系可应用于《国史编年》中编

制书后索引。例如，采用分面主题词表，在机器上对

编年文本中的人物、组织机构、会议、历史文献等相

关字符串进行关键词索引标记，不同分面的关键词

标记不同，加了标记的文本则按类别生成专门索引，

如以人物姓名为标目生成《重要国史人物索引》，以

重要会议名称为标目生成《国史重要会议索引》等，

这些索引将为读者提供基于人物、重要会议等的检

索途径。索引体例包括规范主题词、主题词与自由

词的“见”关联（如会议全称和简称）、主题词之间的

参照关系（如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及其页码。

这一工作基于分面主题词表通过设计工具程序自动

生成。需要说明的是，和以上“抽词索引”不同，由

于“重大事件”索引项是隐性索引，可采取“赋词索

引”方法，由编年作者基于《国史重大事件主题词

表》将相关索引项在编年文本中所在的页码采用人

工填入。

国史分面主题词表是保证索引标目尽可能专指

并前后一致地采用同一个词语的基础，也是实现

“赋词索引”“抽词索引”、支持“见”参照的数据基

础。主题词表的规范术语表达以及“见”关联还可

用于《编年》统稿，各册作者可反过来按照规范化的

表达修改书稿，减少不同编者对同一知识单元表达

用语不一致的情况，同理也为其他国史工具书的编

写提供标准，提高文本质量。

４　结语
国史学科概念歧义性大，随着历史演进也在动

态成长，而规范的、严格受控的学科分类体系和主题

词表的编制和修订都需要依赖领域专家，相对于能

迅速适应学科成长变化的网络信息资源，该知识体

系的结构和内容的自动更新也将会滞后。尽管存在

以上风险和不确定性，分类法和主题法仍是学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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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知识组织体系的要义。基于分面和体系分类方法

构建的国史学科分类体系和主题词表，面向国史和

地方史志资源、面向信息人员和用户，为实现以资源

为中心的信息管理向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知识管理

的演进提供了技术基础，将打破领域文献资源建设

各立门户、自编自用的局限性，实现学科资源在网络

环境下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本论文的“国史学科分类体系”章节在部分参考陈标、

张淇玉、张洪注、侯汉清、秦明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

要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研究专家的

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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