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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人文实践在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牛津大学博

德利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指导路线、机构设置、数字化计划、数字人文服务4个层面进行

探讨。通过分析博德利图书馆的数字人文策略和服务特点，揭示其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成功经验：以独特馆

藏为基础推动数字化进程，不断创新服务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通过协同合作提升数字人文实施成效。这

些经验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的学术借鉴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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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践及启示*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来源于人文计算

（Humanities Computing）领域，它是将数字化的现代信

息技术运用到传统人文研究和教学之中的跨学科研究范

式[1]，促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之间的深度

融合。数字人文的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2]，发端

于文学和语言学领域[3]。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可计算的人文知识不再仅局限于文学和语言学，不

断向音乐、历史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扩展[4]。随着数字

原生（Born-Digital）人文数据量的不断增加，现代人文

学科正朝着可计算的方向迅速发展。作为交叉融合数字

信息技术与人文社科的新兴学科，数字人文在图书馆领

域展现出发展前景，受到广泛关注。图书馆珍藏有大量

的实物馆藏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保存、重组、研究以及

应用是图书馆的重要使命，而数字人文为图书馆的发展

带来新的活力。世界各国的高校图书馆开展了丰富多样

的数字人文实践[5]，欧美发达国家重视数字人文建设，专

门设置数字人文岗位[6]，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在平台

搭建、技术服务以及设施建设[7]等方面较为成熟。与国外

相比，我国高校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结合较晚，数字人文研

究方兴未艾[8]。

英国作为数字学术的起源地 [9]，为数字人文领域

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

馆（Bodleian Libraries）作为英国最大的高校图书馆，

开展了多元化的数字人文实践，革新了传统知识交流方

式，达成知识共享的目的，获得了丰富的数字人文实践

经验。结合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发展的现状，将牛

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数字人文实践归纳为指导路线、

机构设置、数字化计划、数字人文服务4个层面。牛津大

学博德利图书馆形成金字塔状的稳固数字人文实践结

构，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指导路线的引领下，不

断调整和完善机构设置，实施多方合作的数字化计划，

以用户为中心提供研究支持、素养培育以及资源共享

等数字人文服务。

1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数字人文的
指导路线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旨在适应快速变化的数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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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学术需求，提供出色的服务来支持高校的学习、教

学和研究过程。为顺应时代发展，将数字人文纳入战略

规划，在《博德利图书馆战略（2022—2027）》[Bodleian 
Libraries Strategy（2022-2027）][10]中提出“确保牛津大

学保持在全球学术教学和研究中的最前沿地位，引领信

息世界和图书馆的发展，确保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3
个主要目标。在该战略的引领下，博德利图书馆积极推

动服务的转型，开展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服务，以改善

对图书馆馆藏（如图书、电子期刊、数据、手稿和档案）

的访问体验；与牛津大学毕业生群体交流合作，对图书

馆服务进行设计以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改善图书馆的

空间以支持学术研究；开展新形式的数字化学术服务，

提升与研究伙伴合作的能力，并提供基于研究生命周期

的专业支持；创设具有包容性的数字化公众参与项目。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通过制定明确的指导路线，

确立了数字人文在支持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关键地位，将

其视为支持学习、教学和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明确的指

导路线为数字人文的发展提供了蓝图，使其能够在该领

域持续创新，并为学术界提供最佳的数字人文服务。为了

顺应时代的趋势，博德利图书馆积极关注数字人文领域

的最新发展，制定出扩大数字图书馆藏品规模的数字化

计划，不断调整和优化服务策略，保护和共享原生数字

馆藏，满足全球不同的用户群体对数字人文资源和工具

不断增长的需求。博德利图书馆的努力不仅推动了数字

人文的发展，还促进了知识交流和学术合作。在指导路

线的引领下，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树

立了良好的声誉，为学术界和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数字人文
机构设置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采用包括管理层、项目团

队、支持部门以及外部合作伙伴四大关键要素在内的机

构设置方式，旨在为数字人文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管理

提供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项目支持。通过这种综合的机

构设置，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能够高效管理，广泛

吸纳人才，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资源，协同工作，确保

数字人文项目的高效运行和优质服务的提供。

2.1  管理层

管理层是机构设置的核心，负责整体的战略规划

和决策。管理层的责任是确保数字人文项目与图书馆的

整体目标和战略规划保持一致，并为项目提供必要的

资源。管理层与包括服务对象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内部

机构、其他外部相关部门等保持着紧密合作，以推动数

字人文实践的发展和持续改进。在管理规范上，博德利

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听取读者的意见，关注他们使用

图书馆服务的体验，并且尽一切可能提升数字人文的包

容性和多样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在高校中的作用。在工

作形式上，博德利图书馆采用混合工作模式，在线上优

化数字人文远程工作技术，在线下拓展图书馆办公空

间。管理层制定并且实施具备创新性、高效性、多样性

和包容性的工作计划，遵循高校的教育政策，争做数字

人文领域卓越和创新的典范。

2.2  项目团队

项目团队是负责执行和评估具体数字人文项目的

核心力量。该团队由专业人员组成，包括数字人文专

家、图书馆员和技术人员等，他们拥有相关的学术背

景和专业技能。项目团队的职责包括项目规划、资源

分配、技术实施以及项目成果评估。他们与学术部门、

研究机构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确保数字人文项目的顺利进行。目前，牛津大学数字人

文研究中心已经有302名研究人员[11]，形成了一个跨学

科、跨院系和跨部门的数字人文研究人才网络。

2.3  支持部门

支持部门提供项目所需的各类支持服务，包括技

术支持、数据管理、版权和法律事务咨询、培训和用户

支持等。支持部门与项目团队紧密合作，提供必要的资

源和专业知识，还负责维护数字人文平台，为用户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博德利图书馆广泛招贤纳士以提供数

字人文支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岗位需

求，招募战略计划协调员、业务数据分析师、电子资源

高级助理、高级图书馆助理、信息专家等专业人士，为

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2.4  外部合作伙伴

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是图书馆数字人文可持续性

发展的重要环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与相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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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数字化储存和访问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学者能

够方便地获取和利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资源，

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和跨学科合作。

3.2  数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与牛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中心（TORCH）、牛津大学互联网部门（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OII）、IT服务部门（IT Services）、牛津大学

数字研究中心（Oxford E-Research Centre，OeRC）联合

发起成立牛津大学数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17]。该中心是

博德利图书馆数字化计划的重要一环，旨在整合牛津大

学的人文学科资源，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应用于

学术研究领域，实现这些学科与信息技术的深度交叉融

合。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该中心致力于融合数

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研究，通过数字化工具和方法，提

供新的研究途径和视角，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促进学术界对人文领域的深入理解，推进跨学科合作

和知识交流。数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通过整合计算机科

学、数据分析和人文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探索数字时代

人文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该中心的研究项目涉及文化遗

产保护、数字档案管理、文本分析、虚拟现实等领域，为

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跨学科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4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数字人文
服务

博德利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实践中积极转型，调整

高校图书馆的常规服务方式，重新定义用户服务，在数

字人文研究支持、数字人文素养培育以及数字人文资源

共享上积极满足用户的需求，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共

享，提升用户对数字人文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4.1  数字人文研究支持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语义网、地理信息系统

（GIS）等，以元数据记录为基础，为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学术支持。这些技术为研究

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

步。在大数据方面，博德利图书馆积极参与数据收集、

整理和分析工作，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部门、其他图书馆、文化机构、技术公司、赞助商等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数字人文实践的发展。例

如，在寻求学术支持上，联合牛津大学研究档案中心

（Oxford Text Archive，OTA）启动了OTA COVID-19
收集项目[12]；在搭建本地合作中，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

特里亚社区成员共同策展，加深人们对中世纪手稿的认

识[13]；在探寻历史典籍时，联合慈善机构乐施会（Ox-
fam）整理出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并且尝试数据化存

储[14]。这些合作伙伴提供专业知识、资源和技术支持，

促进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的跨学科合

作和创新。

3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数字化
计划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主要以“数字博德利”

（Dig i t a l  Bod le ia n）计划和数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

（TORCH DH）为核心推动数字人文实践。不仅拓宽了

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也推动了牛津大学人文学科的数字

化转型和创新研究，为学术界和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知识

资源和深远的影响。

3.1  “数字博德利” 

博德利图书馆一直致力于使用现代技术进行数字

化储存，“数字博德利”计划就是要逐步将图书馆的馆

藏资源数字化，对牛津大学独特收藏品的访问服务进

行开发和维护。从2020年6月起，“数字博德利”计划

使用户能够在线上提供来自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数百万

册数字化图书，允许用户搜索和建立数字化作品的集

合，并阅读公共领域的作品[15]。在“数字博德利”的基

础上，博德利图书馆进一步加强数字存储库的数字保

存功能，推动扩大数字图书馆藏品规模和范围，提升馆

藏的多样性与广泛性，促进馆藏的管理、发现、访问、

使用和长期保存。截至2023年6月，博德利图书馆已数

字化超过1 350万件馆藏印刷品，还有146万本电子书、

142 500本电子期刊、总长超过28 000米的档案和手

稿，以及大量的其他格式的资料[16]。“数字博德利”提

供先进的查找和检索功能，用户可以轻松地访问所需信

息。此外，“数字博德利”还致力于数字文献的保护和

数字档案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数字存储库的数字保存

功能，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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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历史文献的数字化版本，还包括社

会、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各种数据集，从而帮助研究者深

入探讨各种复杂的问题，从不同维度解读历史和社会

现象。此外，语义网技术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

利用文献资料。通过构建语义链接，博德利图书馆帮助

研究者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促进了跨学科

研究的发展。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效率，还

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和创新。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不仅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还充分利用丰富的特色馆藏提供研究支持。特

色馆藏中，瑶族专辑记录了中国早期西南地区少数民

族的生活图景[18]，博德利图书馆将瑶族专辑中的数据

与地理信息系统和语义网技术相结合，方便研究者探索

瑶族社会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一步拓宽他们的

研究视角。这种跨学科的数字人文方法有助于将特色

馆藏与更广泛的人文社科研究范畴联系起来，从而为

学术研究和文化保护工作提供新的可能性。除此之外，

博德利图书馆还专设奖学金，助力数字人文研究。博德

利图书馆携手圣智集团（Cengage Group）旗下的盖尔

公司（Gale）设置数字人文奖学金，鼓励亚太地区学者

使用数字人文工具，支持数字人文领域的跨地区学术研

究及交流协作。博德利图书馆也肩负着公共教育的责

任感，举办主题展览，并且扶持一些小众艺术家，为该

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持与帮助。

4.2  数字人文素养培育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通过数字人文工作坊和培

训课程，帮助用户掌握数字人文工具的使用方法，培养

他们的数字化思维。博德利图书馆提供包括揭示知识

单元以及挖掘知识关联在内的知识服务，最有效地为

用户提供有用的技术和信息。博德利图书馆IT学习中

心（IT Learning Centre）开设“数据研究”“数据管理

计划”“元数据和引文”“信息存储和安全”“数据保

护”等课程[19]，为用户提供数字人文的学习指导，支持

学生和研究人员在数字人文研究和项目实施中学习和

成长。博德利图书馆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讲座等活

动，为研究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这种跨学科的交流

和合作有助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探讨问题、分享经

验、激发创新思维。博德利图书馆针对牛津大学的学生

以及全体教职工，定期开设涵盖信息发现、学术资料检

索、最新研究追踪、研究数据管理等内容的技能工作坊

（ISkills Workshops）。博德利图书馆提供的数字人文

素养培育服务可以帮助用户从多个学科视角获取新的

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动数字人文研究的跨界发展。

博德利图书馆还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人文素养

培训，打破知识屏障。与当地学校开展社区项目，每年

有数百万年轻人有机会参观图书馆，能够接受数字人

文的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每年暑期，博德利图书馆

与校内学术部门联合开展牛津大学数字人文暑期学校

（DHOxSS），为学者、学生和IT、图书馆、档案馆、文

化遗产及相关产业社会人士等任何对数字人文感兴趣

的人提供学习机会，以此激励更多人加入数字人文的学

习社群。暑期学校的授课模式为专家讲座，2023年博

德利图书馆开设涉及档案数字化、人文数据以及数字

文本的学习课程。

4.3  数字人文资源共享

博德利图书馆鼓励用户共享数字人文成果和资

源，促进知识交流和合作。通过数字化文献的共享、数

字人文平台的开放和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博德利图

书馆推动数字人文资源的广泛共享，促进学术界和社

会大众对数字人文的共同理解和应用。牛津大学有许

多部门和团体产出了大量的学术出版物和研究成果，基

于此，博德利图书馆走在学术成果共享的最前沿，利用

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开设牛津研究数据（Research 
Data Oxford）专门网站，将牛津大学的项目报告、专

著、期刊文章和出版物等传统研究成果通过数据技术

进行有效利用和共享；实施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
agement Planning），根据不同项目的学科和性质进行

专业化的数据管理[20]。为解决研究项目的数据管理、

保存和共享问题，博德利图书馆公开有关学科馆员网

络的信息，开设数据培训与支持专栏，其中平均每年

达2 600份的“牛津在线阅读列表”（ORLO）为148门
教学课程提供数据支持，获得来自180多个国家用户的

526 388次访问[21]。

博德利图书馆为牛津大学需要文献资料的研究人

员和学生提供数据服务，为各研究中心提供数据中介

和信息交换服务，为学术部门的研究提供最新的数据

来源。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作为传播知识的重要桥

梁，在官方网站上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数字化，比如：开

设OTA COVID-19和气候研究合集，汇集牛津大学在

该研究领域的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工作论文、预印本

https://t.prnasia.com/t/bEwR49dO
http://www.it.ox.ac.uk/services/catalogue/category/teaching-learning-training
http://www.it.ox.ac.uk/services/catalogue/category/teaching-learning-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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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除此之外，牛津

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改变大众对高校图书馆的刻板印

象，不断扩大读者群，专门设置面向公众的空间。在线

上，“数字博德利”珍贵手稿和数字资源面向大众免费

开放；在线下，平均每年约有200万的读者访问该馆数

字人文空间[22]。

5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实践的
启示 

5.1  以特色馆藏之本筑根基

特色馆藏作为高校图书馆之“本”，被置于图书馆

内涵建设与外延发展的交叉点上[23]，是图书馆文化内涵

的个性化标记，也是高校在知识交流中对外传播的重要

亮点。博德利图书馆珍藏有大量的古代手稿，通过深入

挖掘和整理这些馆藏资源，发掘其中蕴含的数字人文研

究价值，为各国提供独特的研究素材和资料。这样不仅

能充分展现图书馆的独特性，还可以推动知识共享与交

流，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源支持和创新动力。

因此，根据自身特点实现数字人文价值最大化成为我国

高校图书馆需要完成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我国不乏特色馆藏资源，但是很多高校图书馆在

资源建设上多围绕学科建设配置图书文献资料，馆藏

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对于自身特色的打造缺乏前瞻

性规划。我国高校图书馆应通过对馆藏资源的系统研

究和深度挖掘，发现其中的独特价值和学术潜力。在特

色馆藏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展览和学术交流等方

式，凸显馆藏特色与数字人文研究的价值，把特色馆藏

的价值标准从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转化为多元的精神

价值取向。这不仅可以拓展数字人文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还可以增强

图书馆在知识交流中的社会影响力。

5.2  以服务创新之举拓前路

服务创新可谓是高校图书馆进步之“梯”，高校图

书馆是知识传播的中心，创新图书馆服务是促进知识

交流的重要途径，数字人文是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

重要契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在指

导路线的引领下明确组织架构，从指导路线、机构设

置、数字化计划、数字人文服务4个层面探索数字人文

实践的创新方式，在数字人文研究支持、数字人文素养

培育、数字人文资源共享等方面做出努力，创新高校图

书馆数字人文服务方式，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

我国高校图书馆基本可提供常规数字人文服务，

但是和国外相比整体创新不足，无法满足用户多元化

需求，限制了知识交流的广泛实现。牛津大学德利图书

馆的服务创新可归纳为时间、空间、内容三大维度，为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在时

间维度上，实现时间最大化延伸，达成服务不间断提

供。在空间维度上，我国高校图书馆为满足读者多元化

的学习需求，提供研讨自习等服务空间，比如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师樾厅”[2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讨

间”[25]，但是未能有效融合知识交流和学术科研作用。

而以博德利图书馆为代表的国外高校图书馆则更注重

提供学术服务，创新性提供视听体验。我国也可以采取

类似的方式将数字人文巧妙嵌入物理空间，提升学习

体验。在内容维度上，高校图书馆充分考虑包括残障人

士在内的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整

理数字化学习资源，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开放最新研究

成果，在数字加持下提供用户指向型创新服务。

5.3  以协同合作之意谋发展

协同合作方为高校图书馆发展之“道”，数字人文

研究需要跨越学科边界，融合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

资源。博德利图书馆通过积极寻求社会化协同合作，成

立数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基于多方资源优势构建数字

人文的知识网络[26]，成功地将数字人文的发展推向了

新的高度。通过合作互助，研究者能够共同克服数字人

文研究中的挑战，推动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改进。这

些合作模式联合多方主体，涵盖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多

种实现方式。高校图书馆可与多方共同探索数字人文

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方法，促进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知识的全方位流通，达成

“1+1＞2”[27]协同效果，推动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创新

与发展。

我国数字人文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跨学科、跨院

校乃至跨国界的交流合作是快速推进高校图书馆数字

人文建设的重要方式。在新文科背景下，我国重视高校

图书馆的知识传播和教育枢纽功能，也在积极组建数

字人文中心，比如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28]、南京

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29]等。我国高校图书馆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PouwyxzmvWzBRwKRm1Jqaqcs91THIGo-2aIPtWTPNmT5lcg6bwm6Mb0gFvRPTCwu62kj5zmyIAtobPnRBMt7eWj4xv14uK7707T6n4Byi3&wd=&eqid=d5dee9e60022560b0000000664eb09db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PouwyxzmvWzBRwKRm1Jqaqcs91THIGo-2aIPtWTPNmT5lcg6bwm6Mb0gFvRPTCwu62kj5zmyIAtobPnRBMt7eWj4xv14uK7707T6n4Byi3&wd=&eqid=d5dee9e60022560b0000000664eb09db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kSvx4NZ5USJfadsuPAMWN1vuxKipu4mm60bbdocYl5gBj2pplTGEQLtC1CYm2hB6QElG3QNOiZ_uac5hmJfvX8TjhkEn2T1QHh3DoLvZgPclsfk4kls-LjdhnTllyA-My8PVXejMLCBDSMnkcBKJ7e1ichoGfmqvy_kf6CJQpK_mfOMOxJrdprSTkn5VGGlsCYiiPHH6fYnuXZUsQOPkK&wd=&eqid=d5a2a5a500155aa20000000664eb15af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kSvx4NZ5USJfadsuPAMWN1vuxKipu4mm60bbdocYl5gBj2pplTGEQLtC1CYm2hB6QElG3QNOiZ_uac5hmJfvX8TjhkEn2T1QHh3DoLvZgPclsfk4kls-LjdhnTllyA-My8PVXejMLCBDSMnkcBKJ7e1ichoGfmqvy_kf6CJQpK_mfOMOxJrdprSTkn5VGGlsCYiiPHH6fYnuXZUsQOPkK&wd=&eqid=d5a2a5a500155aa20000000664eb15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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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博德利图书馆进行多方位协同合作的经验：在

数字人文议程中重视与研究者和学者的合作，组织相

关研讨会、讲座和工作坊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交流和知

识共享，提升数字人文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注重与技

术支持机构和数字人文项目团队合作，帮助研究者掌握

数字人文研究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为用户提供更加全

面和专业的支持；与出版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获取和整合数字化文献、档案和

其他资源；采取“项目驱动”的方式与学生、研究者、图

书馆工作人员、社会群体等多方主体形成知识交流与共

享关系网络，打破知识壁垒。通过社会化协同合作的方

式，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传承，提升整个研究社群的数字

素养和技术能力。

6  结语

通过对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案例研究，揭示

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实践的关键要素。博德利图书馆

通过数字人文实践丰富了学术资源，加强了图书馆与学

术社群的联系，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推动了学术成

果的共享与推广。然而，数字人文实践也对高校图书馆

提出了转型和创新的新要求。借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

书馆数字人文实践的成功经验，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加

强数字化资源建设，挖掘特色馆藏，打造自身特色，提

升服务创新能力，并与其他机构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积极推动知识的共享与交流。通过这些努力，我国高校

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践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促进学

术研究与知识交流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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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Bodleian Libraries of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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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method, 
select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ractice of Bodleian Libraries of Oxford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explores its digital humanities practice from 
four aspects: guiding route, institutional setting, digital plan, and digital humanities services. By analyz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 strategies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Bodleian Libraries, this paper reveals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humanities: driving the digital process based on unique 
collections,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services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users,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humanities implement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Its experience also provides valuable academic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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