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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曳 的颁布，给古籍典藏保护与整理研究、数字人文创新发展和文化产业提质升级

都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古籍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促进古

籍事业繁荣发展，让古籍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我刊围绕 4 个方向组织专题研讨。1冤 计算人文应成为新时代古籍整

理与研究的重要学科方法。充分运用计算人文理论与方法，发挥古籍知识库及其知识服务平台在人文计算、语义出

版、文化普及中的优势，可为新时代古籍工作赋予更丰富的资源基础、更便捷的技术支持与更直观的推广形式。

2冤 数智赋能时代的古籍研究和工作必将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近年来，随着图像 OCR 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

学习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古籍工作中的成功应用，古籍工作开始从数字化向智能化阶段迈进。3冤 新技术将促进古籍

的共享、传播与利用。虽然古籍工作者长期以来通过建立制度层面上的规范保障、探索借助技术的发展来降低共享

的成本和门槛，但在如何取得保藏和利用之间的平衡方面，仍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引入区块链等新技术，非同质

化代币等新业务模式，“数字藏品”的产业链将会为古籍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文创产品开发和古籍数字内容的

链上循证提供新的契机。4冤 古籍的活化利用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任务。将文本化、数据化、知识化作为新时代

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的手段，并积极建设“国家古籍数字资源平台”，通过人工智能、VR 技术、虚拟现实等智能媒介

驱动古籍知识体系建设，让古籍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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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袁 加快创新智能化发展

编者按院 近日袁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曳 渊下
称 叶意见曳冤袁 提出 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冶 的 野两创冶 方针作为新时代

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遥 但如何进行古籍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钥 叶意见曳 的颁布将产生怎

样的影响钥 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机遇钥 叶意见曳 强调要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遥 但如何借

助最新技术手段取得古籍保藏和利用之间的平衡钥 如何让古籍真正 野活冶 起来袁 让古籍的价值充分

发挥钥 本刊特邀请专家就以上学界和业界关心的重要问题开展讨论袁 希望能为对新时代古籍整理与

研究袁 对各类古籍存藏机构积极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尧 全面提升古籍保护工作的质量水平提供思考与

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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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袁 高度重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发表过重要讲话袁 中央出台了 叶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曳 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袁
古籍保护尧 古籍名录尧 典籍出版等被作为重点任务遥
近日袁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叶关于推

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曳 渊以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袁 为

新时代的古籍工作确定了指导思想袁 明确了主要目标袁
规定了重点任务袁 强化了保障体系遥

1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须贯彻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针

2013 年 12 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 12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

展 [1]袁 即 野两创冶袁 在不久后的 2014 年 2 月政治局第

13次集体学习时再次重申[2]袁 之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多次

强调遥 2017 年 10 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报告中提出

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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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坚持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袁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冶 [3]遥 野两创冶 方针随后也写入了十九大通过的新

党章遥 此后袁 野两创冶 方针还出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

决议等重要文件中遥 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袁 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提出 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尧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冶遥 2021

年 11 月袁 野两个结合冶 的论断也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曳 [4]遥
叶意见曳 秉承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

精神袁 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尧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袁 深入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冶 即 野两创冶 方针

和 野两个结合冶 论断作为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遥
在此前提下袁 叶意见曳 要求 野加强古籍抢救保护尧 整

理研究和出版利用袁 促进古籍事业发展冶 [5]袁 并从完善

古籍工作体系尧 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尧 加快古籍资源转

化利用尧 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方面全面部署了古籍工

作的目标与任务袁 为新时代古籍工作提供了新理念指

引尧 新技术指导及新成效要求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袁

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的

必然要求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融入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尧 观点和方法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内核也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6]遥 站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高度袁 贯彻 野两创冶 方针袁 落实 叶意见曳
精神袁 开展古籍整理与研究袁 需要把古籍中 野具有当代

价值尧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尧 展示出来冶 [5]遥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袁 应以对接现实尧 服务当代为

目标袁 针对古籍的内在蕴义和表现形式袁 按照时代要

求尧 现实标准尧 当代思维开展研究工作袁 推动创造性

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遥 对于图书情报学科而言袁 尤应注

重通过提取内容尧 淬炼旨要尧 升级表达尧 激发活力从

内在蕴义和表现形式两方面体现创造性的特质袁 通过

内容的补充与拓展尧 旨要的完善和提升从内在蕴义方

面体现创新性的特质袁 以达到 野守正创新袁 古为今用尧
推陈出新袁 服务当代尧 面向未来冶 [5]的目的遥

叶意见曳 还针对古籍整理与研究提出了具体工作要

求[5]袁 譬如袁 野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冶 野加强古

籍保护和整理出版成果的整合利用袁 建设中国古籍版

本目录知识系统袁 着力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系冶 野积
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尧 知识体系化尧 利用智能化的

研究和实践袁 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冶遥 在以

上诸方面袁 计算人文均大有可为遥

2 古籍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目前尚有不足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袁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浩

如烟海的古籍资源承载的中华文化尧 民族精神穿越时

空流传至今遥 历史上各朝代都重视文献的整理与保存袁
野盛世修典冶 也成为中华传统遥 进入新世纪以来袁 在国

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袁 古籍整理与研究取得长足

进步遥 叶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曳 累计出版 509 家收

藏单位的普查目录共计 127 万条款目袁 野全国古籍普

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冶 累计发布 744.7 万册 渊件冤 古籍的

普查数据遥 叶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曳 叶中华再造善本曳
叶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曳 等一大批古籍影印出版遥 古籍资

源的数字化工作也广泛开展袁 2016 年正式开通运行的

国家图书馆 野中华古籍资源库冶 已经累计发布古籍特

藏资源 10 万部 渊件冤袁 实现资源在线浏览袁 极大地满

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遥 针对古籍资源

的文本挖掘和关联分析等研究成果也时有产生遥
但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袁 对照 叶意见曳 和 野两创冶

方针袁 当前的古籍整理与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

差距遥 以下试举 3 个方面的例子遥
2.1 古籍资源标注质量尚待提高袁 不利于古

籍知识的创造性转化

目前袁 各机构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古籍文献数据库袁
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袁 基本能够满足用户日

常对古籍全文的浏览和查找需求遥 但这些数字化资源

当前一般仅提供字符串匹配的检索机制袁 很少标注到

知识单元袁 难以满足用户对古籍资源知识单元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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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遥 用户需了解目标主题的全部检索词以及古籍数

据库的收录范围才能进行全面检索遥 比如袁 古代人名

字号相同的有很多袁 存在 野异名同指冶 野同名异指冶
等情况袁 仅靠字符串匹配无法达到对人名字号既检准

又检全的目的袁 给古籍精准利用带来障碍遥 要实现古

籍知识创造性转化的要求袁 首先要解决古籍文本结构

化和体系化标注的问题遥
2.2 古籍资源呈现方式尚有不足袁 不利于普

及传播的创造性转化

现有的古籍数字资源库注重古籍文献数量的扩充袁
注重以古籍物理单元为对象进行著录与保存袁 提高了

古籍利用与传播的效率遥 但受古籍物理单元的局限袁
同一主题的古籍资源往往被分散在多个文献单元中遥
例如袁 中国古代农业某一主题的知识可能散见于正史尧
地方志尧 农书及笔记小说等多个文献单元袁 在当前的

数字环境下袁 难以跨越文献的物理单元向用户传播与

某一主题相关的全部中国古代农业知识遥 普及与传播

是古籍资源创造性转化的重要环节袁 叶意见曳 用了完

整的一段 渊第 13 条冤 布置古籍的普及与传播工作 [5]袁
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袁 应

当突破文献物理单元的限制袁 在提取和淬炼古籍资源

的内容尧 旨要的基础上袁 全面提升古籍的呈现方式袁
使原始文献化身千百袁 实现古籍 野多渠道尧 多媒介尧
立体化冶 [5]普及与传播遥
2.3 古籍资源利用深度尚待提高袁 不利于古

籍内容创新性发展

开展古籍利用研究袁 野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尧 中华传统美德尧 中华人文精神

的古籍文献冶 [5]袁 需要结合现实需要袁 深入挖掘古籍的

时代价值遥 将古籍中的内容结合现实需求进行时空维

度重组尧 社会关系再现以及事件演化分析袁 需要借助

知识库平台和自动化的计算手段遥 目前袁 古籍数字化

资源平台较为常见袁 但结合词语尧 规则尧 模型的知识

库平台较为缺乏遥 古籍知识库的缺位袁 降低了古籍资

源深度利用的可能性袁 学者们将无法更好地实现古籍

文献的内容拓展与旨要提升袁 不利于创新性发展遥

3 计算人文可有力促进古籍资源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计算人文 [7]以人文科学为旨归袁 以数据资源为基

础袁 以量化分析为手段袁 以计算技术为工具袁 意在发

现尧 解决或阐释尧 验证人文学科的问题遥 计算人文可

应用于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袁 在构建结构化与细粒度

表达的古籍知识库的基础上袁 实现古籍知识内容的重

组袁 提升古籍内在蕴义和表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能力遥
在计算人文的框架下袁 古籍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能够形成从科研到科普再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输

出的新面貌遥 计算人文在以下 3 个方面可率先应用于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遥
3.1 大力构建古籍知识库袁 提升古籍内容创

造性转化的深度与层次

运用文本智能处理技术袁 自动抽取古籍中蕴含的

知识点袁 并基于这些知识点结合知识组织尧 自然语言

处理尧 文本挖掘等方法构建层面立体尧 阶段延续尧 内

容多样的古籍知识库遥 古籍知识库全面尧 立体尧 充分

地揭示古籍中的知识袁 是计算人文对古籍传播与研究

的贡献袁 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华文化和学术资源宝库袁
是大众接近尧 阅读以及学者查询尧 研究古籍中的历史

文化知识的金钥匙遥 通过古籍知识库这一新的知识组

织方式袁 让古籍中的文字 野活起来冶袁 从而提升古籍内

容创造性转化的深度与层次遥
古籍文本语义复杂袁 古籍知识库构建难度较大袁

需要综合应用计算人文所涉及的图书馆学尧 情报学尧
文献学尧 目录学尧 计算机科学尧 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

方法袁 形成适合古汉语文本特点的知识库构建解决方

案遥 近年来袁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计算研究中心

面向古籍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及知识表示理论与方法

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袁 开发了 SIKU-BERT 典籍智能

处理平台袁 可一站式实现古籍的自动分词尧 断句标点尧
词性标注尧 实体识别尧 检索尧 翻译等功能袁 在先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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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知识库构建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袁 极大地提升了古

籍知识库构建的效率遥
3.2 着力开发古籍知识关联与分析平台袁 拓

展古籍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模式与媒介

基于古籍知识库袁 在计算人文的理论框架下袁 既

可以对古籍资源中的文本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袁 也可以

对古籍文本的隐含知识进行多层面挖掘及多维度呈现袁
有助于实现古籍内在蕴义与表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遥
为了充分调动人文学者借助计算人文方法开展古籍资

源创造性转化研究的积极性袁 应在广泛调研人文学者

研究需求的基础上袁 依托古籍知识库开发古籍数字资

源知识服务平台袁 提供统一的数据管理尧 数据分析尧
可视化展示和专题化服务袁 降低数据分析及其他系统

应用的技术门槛袁 使学者们更加专注于古籍内在蕴义

和表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研究遥
利用古籍知识服务平台的多种呈现形式袁 发挥多

学科辐射效应袁 让古籍内容 野用起来冶袁 拓展古籍整理

与研究的模式与媒介遥 例如袁 基于 叶汉学引得丛刊曳
构建的前四史知识库及分析平台袁 将前四史中蕴含的

人物尧 时间尧 地点尧 事件等进行标注与关系抽取袁 打

破了不同史书之间的物理分隔袁 构建了知识关联与知

识分析平台袁 通过多维知识建模与可视化分析等手段袁
实现了编年体尧 纪传体尧 纪事本末体尧 志书体等多种

体裁史书的知识重组与形式再造遥
3.3 全面提升古籍活化利用效能袁 推动古籍

呈现形式的创造性转型升级

充分运用计算人文理论与方法袁 发挥古籍知识库

及其知识服务平台在人文计算尧 语义出版尧 文化普及

中的优势袁 在 野移动化尧 社交化尧 智能化冶 的互联网

浪潮下袁 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时空跨度与研

究尺度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遥 例如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向帆与数据工程师合作袁 依据中国

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渊CBDB冤 把相关的人物按照家庭

关系连接起来袁 以艺术手段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人物

家族树的生长与衍化袁 形象地揭示了历史上大型家族

的内部特征袁 演绎出中国古代兴衰更迭的宏观历史场

景遥 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等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

习等技术袁 建设面向传统文化与古籍行业的数字服务

平台袁 加速了古籍数字转化和出版的流程遥 未来袁 可

进一步基于古籍知识库袁 重构原有的古籍内容组织形

式袁 多角度尧 立体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尧
传统美德及人文精神的普及与传播袁 进一步深入阐释

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尧 发展脉络尧 基本走向遥
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尧 时间跨度长尧 类别体系

复杂袁 古籍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长期

的投入与坚持袁 需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提升古籍内在蕴

义的萃取和表现形式的转化遥 将计算人文应用于古籍

整理与研究中袁 可为新时代古籍工作赋予更丰富的资

源基础尧 更便捷的技术支持与更直观的推广形式遥
叶意见曳 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袁 开创了古籍整

理与研究的新局面遥 在 叶意见曳 的引领下袁 借助计算

人文方法袁 必将促进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在广度尧 深

度尧 精度与效度方面持续发展袁 从而推动中华文脉的

赓续尧 民族精神的弘扬尧 国家软实力的增强袁 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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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物质性载体之一袁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袁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精神源泉遥 近日袁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

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曳
渊下称 叶意见曳冤袁 对于古籍相关工作来说无疑是巨大鼓

舞遥 这是自 198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布 叶关于整理我国

古籍的指示曳袁 时隔 41 年后的又一指导性文件袁 对新

时代古籍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袁 必将推动我国的古籍研

究与实践工作进一步繁荣发展遥

1 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将进入加速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袁 古籍整理保护工作开始从光

学影印阶段进入数字化转换阶段遥 数字技术和手段给

古籍资源的典藏和共享利用提供了绝佳的媒介基础遥
过去几十年间袁 我国已经积累了海量的古籍数字资源袁
但从资源类型和服务质量来看袁 仍不尽如人意遥 大量

含偏差的数据引起了语义整体性的忽视和破坏袁 数据

黄水清，王晓光，夏翠娟，欧阳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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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密度衰减袁 研究者对分析工具的认识不足袁 整

理校勘尧 电子转录和数据分析任务仍然艰巨[1]遥
近年来袁 随着图像 OCR 识别尧 自然语言处理和机

器学习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古籍工作中的成功应用袁 古

籍工作开始从数字化向智能化阶段迈进遥 针对这种新

兴趋势袁 叶意见曳 专门提出 野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

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袁 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

程噎噎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遥 统筹古

籍数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袁 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

开发与利用遥 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尧 知识体系化尧
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袁 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

型升级冶遥 这种规划不仅意味着古籍数字化工作开始从

研究探索阶段向系统工程阶段迈进袁 整理的方法手段

也将借助智能化技术和工具进入加速期遥
目前袁 OCR尧 自然语言处理尧 数字出版尧 语义表

示尧 关联数据尧 知识图谱等技术在古籍版面自动识别尧
文字转录尧 自动句读尧 文言文翻译尧 版本比对尧 结构

化表示尧 关联分析尧 可视化阅读等古籍整理的各个阶

段环节都并取得成功应用经验袁 相关系统平台已经进

入实用阶段[2]遥 各种众包平台已经显著降低古籍整理的

门槛袁 相信随着新型技术工具的研发与开放服务机制出

台袁 古籍整理效率和共享服务质量将进一步加速和提升遥

2 基于古籍数据资源的数字人文研究

迎来机遇期

古籍与数字技术融合交汇袁 不仅改变了古籍表现

形态袁 形成了古籍数据资源袁 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古籍

内容挖掘与再造研究袁 也将孕育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

范式和古籍知识服务体系遥 叶意见曳 提出 野建设中国

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系统袁 着力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

系冶袁 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日常图书馆部门的古籍典藏与

保护工作袁 也有助于通过数智时代古籍工作的实践创

新和理论方法创新袁 实现 叶意见曳 提出的 野完善我国

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袁 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

究体系冶 的目标遥 在 野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冶 一章袁
叶意见曳 还指出袁 要 野加强学科交叉融合袁 推动古籍学

科与材料技术尧 信息技术尧 人工智能等领域学科融合

发展冶袁 这正与当下新文科建设与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相

呼应遥
近些年来袁 借助新文科建设东风袁 基于古籍数字

资源的数字人文研究探索日益兴起袁 并将典籍与古代

文本研究带入了更广阔的研究场域遥 借助大规模文本

挖掘尧 可视化分析尧 社会网络分析尧 语言指纹分析尧
GIS 时空分析等技术袁 古代文学研究尧 历史研究尧 考

古研究的面貌正在悄然发生改变[3]遥
2020 年以来袁 叶中国社会科学曳尧 人民日报尧 光明

日报尧 中国社会科学报等知名媒体袁 连续发表 叶大数

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曳 叶人文研究数字化院
一场方兴未艾的变革曳 叶数字人文打开文化新视野曳
叶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曳 等文章袁 昭示着数字

人文研究已在我国蔚然成风遥 面对数字人文跨学科研

究需求袁 北京大学尧 清华大学尧 复旦大学尧 武汉大学尧
浙江大学尧 南京大学尧 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袁 纷纷加

码文科实验室和交叉科学研究院建设遥 2021 年袁 教育

部批准了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袁 入选其中的武汉

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发挥多学科汇聚优势袁
确立了五大研究方向袁 其中之一就是古籍智能化整理尧
挖掘与再造研究遥 实验室与校内相关机构合作研发了

多款数字人文工具平台袁 如 野中国简帛文献综合数字

平台冶 野长江文明数字人文平台冶 野碑刻信息智能增

强提取系统冶 野家谱智能编撰系统冶 等遥 这些探索性

数字人文研究项目正在积极拓展数智时代人文研究的

场域袁 改变人文知识的生产和表示方式遥 相信在 叶意
见曳 的指导引领下袁 随着古籍数字资源出版利用的加

速袁 相关的数字人文研究将迎来腾飞机遇期遥

3 古籍活化利用将推动文化产业进入

高质量发展期

只有让古籍走出象牙塔尧 走向普通大众尧 融入百

姓生活袁 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和弘扬袁
才算真正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野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冶 的目标遥 对此袁 叶意见曳 指出要野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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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古籍时代价值尧 加强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成果的整

合利用冶遥 事实上袁 近年来袁 叶典籍里的中国曳 叶穿越

时空的古籍曳 等以古籍为主题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成功

破圈袁 成为了现象级传播产品遥 这些节目的成功袁 不

仅说明了当下大众对精品文化电视节目渴求强烈袁 也

说明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素材源泉遥
古籍中记载的众多历史文化故事尧 知名建筑尧 农耕民

俗尧 地方人物尧 传统饮食等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遥
推动古籍在数智环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袁 进而支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已

经成为高层共识遥 对此袁 叶意见曳 提出要 野将古籍工

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袁 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

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噎噎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

系冶遥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

大基础性工程袁 是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数据生产要

素在文化领域落地的有效途径[4]遥 为了与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对接袁 实现古籍资源在行业间和产业上下游之

间顺畅流通袁 我们还需要将难于流动的纸质古籍转化

为十分容易流动和再利用的智慧数据[5]袁 从而为我国的

文化产业供给端提供优质文化素材袁 创新文化产品形

式袁 丰富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遥
应当看到袁 囿于时空距离袁 普通百姓还难于理解

古籍内容袁 仅仅实现古籍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形态的转

变袁 对于古籍知识发现尧 内涵挖掘和文化传承而言仍

是不够的遥 为了便于大众理解袁 我们应该利用融合媒

体袁 阐释古籍内涵尧 完善传承链条尧 创新呈现方式遥
但如何将古籍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高效率地转化为智

慧数据袁 并借助数字游戏尧 手机出版尧 VR 虚拟现实尧
元宇宙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是新机遇袁
同时也是新挑战遥 可以预见的方式包括院 借助短视频

开展古籍主题导读尧 以当代叙事结构进行古代小说改

写尧 借助 VR/AR 媒介技术进行遗址虚拟复原展示等袁
这些都是借助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现古籍内容活化利

用和文化记忆数智化再造的新途径和新方法[6]袁 也是古

籍工作助力于中华优秀文化对外宣传袁 讲好中国故事袁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遥

总的来说袁 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曳
的发布袁 给古籍典藏保护与整理研究尧 数字人文创新

发展和文化产业提质升级 3 个方面都带来了重大利好遥
在 叶意见曳 指引下袁 在文化遗产智能计算技术支撑下袁
古籍研究与实践工作必将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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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数字藏品冶 与古籍的共享尧 传播和利用

夏翠娟 *

（上海图书馆，上海 200031）

1 背 景

2022 年 4 月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曳袁 对 野加快古籍资

源转化利用冶 提出了 4 点意见院 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尧
促进古籍有效利用尧 推进古籍数字化尧 做好古籍普及

与传播遥 在推促古籍的数字化尧 有效利用及大众化传

播时袁 尤其强调 野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袁 实

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冶袁 野鼓励古籍存藏机构向

社会公众提供古籍资源服务袁 提高古籍资源开放共享

水平冶袁 野多渠道尧 多媒介尧 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

播冶遥 古籍的跨机构共享尧 利用和传播一直是古籍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袁 古籍工作者长期以来通过建立制度层

面上的规范保障尧 探索借助技术的发展来降低共享的

成本和门槛的方法袁 但在如何取得保藏和利用之间的

平衡方面袁 仍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遥 野元宇宙冶 将包

括区块链技术 渊Blockchain冤 在内的各项新技术和 NFT

渊Non-Fungible Toke袁 非同质化代币冤 等新业务模式从

其专门的应用领域带入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袁 而 野虚
拟数字人冶 野数字藏品冶 等新型数字媒介的产业链初

步成型袁 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初露峥嵘袁 也为古籍的共

享尧 利用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遥
野数字藏品冶 脱胎于 NFT袁 NFT 是区块链上的一种

数字资产袁 自带金融属性袁 可以用虚拟货币交易遥 在

我国法律下袁 为了规避 NFT 的金融风险和炒作泡沫袁
同时又鼓励区块链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应用袁 推进

数字版权问题的解决袁 通过限制流通袁 将 NFT 的虚拟

金融属性剥离袁 即为 野数字藏品冶遥 从技术层面来看袁
野数字藏品冶 指的是使用区块链技术尧 在联盟链上为特

定作品生成唯一数字凭证尧 确认权益归属的数字作品尧
艺术品和商品遥 通过在联盟链中标记作品的所有者袁
并对后续的流转进行追溯袁 利用智能合约协议标准袁
在保护数字版权的基础上袁 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

行尧 购买尧 收藏和使用遥
博物馆率先进入了 野数字藏品冶 应用的赛道袁 据

不完全估算袁 迄今为止袁 国内有超过 30 家博物馆发行

了馆藏的 野数字藏品冶袁 中国国家博物馆尧 河南博物

馆尧 湖南省博物馆尧 湖北省博物馆等多家知名博物馆

均参与其中遥 而在今年支付宝的集五福活动中袁 24 家

博物馆 渊院冤 首次使用数字技术共迎五福袁 借助鲸探

发布源自 野虎文物冶 野十二生肖文物冶 及 野镇馆之宝冶
的 3D 野数字藏品冶袁 诸如 野越王勾践剑冶 野长信宫灯冶
野铜奔马冶 野圆明园虎首冶 等历史价值极高的馆藏文物

均以 野数字藏品冶 亮相遥 在图书馆界袁 包括中国国家

图书馆尧 上海图书馆尧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图书

馆拥有大量的珍贵古籍资源袁 不仅具有文献属性袁 还有

宝贵的文物价值袁 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袁 如能借助 野数
字藏品冶 背后的技术和模式袁 将有助于为解决古籍的

共享尧 传播和利用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供

新的思路遥
学界已有学者开始思考图书馆尧 档案馆和博物馆

渊LAM冤 对元宇宙视野中的区块链技术和 NFT 模式的

采纳和负责任创新袁 分析将 NFT 引入 LAM 可能带来

的利弊袁 在 野负责任创新冶 的理论框架下袁 将 野引入

和应用 NFT冶 视为一种创新活动袁 从技术尧 经济尧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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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社会等不同方面来考察这项创新活动可能引发的

正面和负面效应[1]遥 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始尝试利用

区块链技术助力数字资产管理袁 于 2021 年联合全国 7

家公共图书馆统统推出了中国战 野疫冶 记忆库版权与

内容管理平台袁 实现了专题资源库的权利人管理尧 资

源版权信息管理尧 版本数据查询统计等袁 并进一步提

出基于联盟链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全

流程构想袁 设计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框架[2]遥

2 古籍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当前的珍贵古籍数字资源大多由各大公藏机构

渊主要是图书馆袁 也包括博物馆和档案馆冤 保管维护尧
整理研究尧 并提供服务袁 虽然古籍本身大多已过了版

权保护期袁 但作为可以提供数字服务的珍贵馆藏袁 不

仅积累了大量馆员的研究整理成果袁 还蕴藏流淌着历

代学人的文脉袁 具有无形的历史文化价值遥 在现有的

版权机制和市场环境下袁 由于数字资源的易复制和易

篡改性袁 这种无形的价值无法确权尧 无法认定尧 无法

作为独立的数字资产存在袁 从而影响了古籍数字资源

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和利用遥 野数字藏品冶 的模式为

古籍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提供了启示和参考遥
野数字藏品冶 背后的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协议机

制袁 通过独有的版权追踪与所有权归属证明袁 可为古

籍数字内容的构建尧 确权尧 共享和流通的全流程提供

可信的解决方案袁 有望为古籍文献数字资源的资产化

管理提供保障袁 从而降低保藏机构的信任成本曰 利用

智能合约袁 可提高低质量复制和滥用的门槛袁 以更好

地促进古籍数字资源的开放和共享遥
所谓古籍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袁 需要解决以下 3

个方面的问题遥 一是资源的权益归属标记袁 将古籍数

字资源的唯一标识符上传至联盟链袁 映射独一无二的

实体资源对象和可能存在的多种格式的数字资源对象袁
并以必要的元数据记录作为附加信息袁 元数据包含权

益所有者的基本信息袁 如链上唯一标识符尧 名称尧 位

置等袁 还应包含时间戳及哈希值尧 基于分布式数据存

储尧 点对点传输尧 共识机制尧 非对称加密的数字签名尧

密钥等数字凭证信息袁 以保障资源的唯一性和防止流

转过程中的非法篡改曰 二是流转过程数据存证袁 资源

上链后袁 联盟链中的所有用户作为节点均可查询数字

资源的所有权及相关元数据信息袁 获得数字资源对象

的访问链接袁 对其进行阅览尧 标注尧 引用尧 摘录尧 收

藏尧 分享尧 二次创作等操作袁 在联盟链中应可记录数

字资源自上链后在流转过程中关键节点的时间戳尧 操

作数据袁 流转路径袁 合法或非法的访问请求等曰 三是

资源的流转利用规范袁 利用智能合约袁 规范古籍数字

资源的查询阅览尧 拷贝复制尧 传输和再加工袁 将合理

利用的规则写入智能合约的代码之中袁 流转操作一旦

发生袁 即可自动与智能合约规则比对袁 条件满足则自

动执行袁 无需第三方介入袁 能有效提高流转的效率曰
而一旦发生超出智能合约约定范围的操作请求袁 即自

动地按照规则采取相应的阻断或校正措施遥

3 作为 野数字藏品冶 的古籍文创产品

开发

基于珍贵馆藏资源开发富有创意和审美价值的文

创产品袁 是 GLAM 机构进行资源推广尧 服务创新尧 弘

扬文化的一种常规选择遥 大英图书馆制作各种知名度

较高的作家或作品相关的专题系列文创产品袁 配合展

览推出曰 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以古籍中的插画为灵感开

发文创产品曰 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历任总统档案为灵感

设计印有经典精选口号的马克杯曰 加拿大图书馆除了

以古籍中的插画和文本作为灵感外还利用书籍形象本

身作为素材等[3]遥 中国国家图书馆以馆藏明代皇家 叶食
物本草曳 图谱为灵感开发的手账本袁 作为母亲节礼品

推广遥 上海图书馆近年来以珍贵古籍尧 手稿档案等馆

藏资源中发掘具有文化和审美价值的元素袁 如古籍的

精美装帧图案尧 名人藏印等袁 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

品遥 这些实物型的文创产品在古籍资源的大众化方面

均起到了良好的馆藏资源宣传推广和文化教育传播的

作用遥 近年来袁 随着文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袁 基

于古籍数字资源开发数字文创产品成为国家战略遥
2021 年袁 文旅部等八部门印发 叶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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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曳袁 明确依托美

术馆尧 博物馆尧 图书馆等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袁
推动各类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袁 确定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名单 渊共 154 家冤 [4]遥 在学界尧
图书馆界和博物馆界均对数字文创产品的开发策略尧
存在的问题和实现技术进行了研究袁 尤其强调版权问

题的困境[5,6]遥
相比于在区块链上发行的 野数字藏品冶袁 实物型的

文创产品和数字文创的受众面较为有限尧 传播速度更

是难以企及遥 目前某购物网站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最

受欢迎的文创产品的交易量为 1 万 +袁 故宫博物院的

数字文创产品 叶胤禛美人图曳 移动 app 上线两周的下

载量是 20 万 +袁 而博物馆界与数藏平台合作开发的

野数字藏品冶 一上线即被秒杀袁 河南博物馆的 野考古盲

盒冶 数字藏品销量轻易突破 3 000 万遥 在表现形式方

面袁 相比于传统的数字文创袁 野数字藏品冶 所依托的

技术和手段不仅包含图影音等丰富的多媒体交互形式尧
VR/AR 支撑的沉浸式体验和游戏式的演绎方式遥 更重

要的是袁 野数字藏品冶 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数字版权解

决方案袁 在其创作发行过程中袁 创作者可根据藏品的

基本信息生成元数据和数字凭证 ID袁 随后以私钥生成

数字签名进行交易袁 以公钥进行发行授权袁 进而实现

非对称加密机制遥 然后在链上形成共识尧 打包上链袁
野数字藏品冶 铸造完成遥 在交易流转过程中袁 原数字藏

品拥有者将通过私钥进行所有权转移袁 在链上广播袁
完成区块打包袁 实现所有权更替遥

在我国法律框架下袁 野数字藏品冶 也被视为元宇

宙愿景中的一种面向数字版权领域的应用袁 对数字版

权的构建尧 交易尧 追溯过程提供了可信的解决方案袁
其元数据中所记录的原始凭证尧 版本号尧 上链时间尧
权益所有者尧 流转过程等信息将永久保存在区块链上袁
降低了侵权行为的可能性遥 在艺术行业袁 通过保护数

字艺术品的版权袁 野数字藏品冶 的传播方式不受时空限

制袁 拓宽了交易渠道袁 不限于拍卖行袁 为传统的以拍卖

行为中心的艺术品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遥 野数字藏品冶
显示出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袁 因而吸引了众多互联

网头部企业入局袁 依托企业已有的区块链基础设施袁

蚂蚁集团的鲸探尧 腾讯的幻核尧 京东的灵稀等袁 已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 野数字藏品冶 交易平台袁 另外百度尧 迅

雷尧 芒果 TV尧 视觉中国尧 网易等也紧随其后袁 从 IP 包

装尧 上链铸造尧 到发行售卖的全流程袁 已初步形成了覆

盖整个生态的产业链袁 为作为 野数字藏品冶 的古籍文创

产品的制作发行做好了准备遥 由于基于古籍的二次创作

仍然需要在整个 野数字藏品冶 的生命周期中保护创作者

的版权袁 野数字藏品冶 在数字艺术品领域的应用为基于

古籍开发面向元宇宙的文创产品提供了参考范例遥

4 古籍数字内容的链上循证

野数字藏品冶 上链铸造过程中袁 只需将其元数据上

链袁 如有相应的实体资源对象袁 则建立 野数字藏品冶
与实体资源对象的链接遥 但对于古籍来说袁 情况更为复

杂袁 一方面存在与元数据相对应的实体资源对象和数字

资源对象曰 另一方面袁 同一种古籍 渊在 BIBFRAME 三

层框架中对应于 野作品 Work冶 层冤 可能存在着不只

一个版本 渊在 BIBFRAME 三层框架中对应于 野实例

Instance冶 层冤袁 一种古籍的某一种版本也可能存在多

个复本 渊在 BIBFRAME 三层框架中对应于 野单件

Item冶 层冤 [7]袁 而机构所藏的实体资源对象即对应着某种

古籍的某一个版本的某一个复本袁 即 野单件 Item冶 层遥
在解决了古籍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问题后袁 为

联盟链上的用户之间的资源共享解决了资源确权和流

转利用规范的问题袁 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古籍数字资

源的有效利用问题遥 古籍的应用场景除了助力传统文

化的传播和弘扬袁 还有支持版本学尧 历史人文学科的

研究遥 若要支持基于古籍数字资源的研究袁 仅仅将复

本层面的元数据上链并在元数据和对应的实物资源对

象尧 扫描图像资源对象尧 全文文本等不同媒体格式的

数字资源对象之间建立映射袁 还是不够的遥 一方面要

能保证数字资源对象的真实可靠性袁 区块链中的每个

节点都参与数据的验证和维护袁 实现了去中心化的真

实性维护机制袁 这已经在档案领域得到应用袁 例如英

国国家档案馆在接收电子档案时袁 将其哈希值登记进

区块链中袁 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性[8]曰 另一方面还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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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数字资源对象的可访问性和可获得性袁 这有赖于

联盟链上的保藏机构在链上建立可扩展的去中心化的

共识机制 渊如 SFBT冤遥 最后还要能跨越不同的联盟链

保藏机构袁 在作品尧 实例尧 单件之间建立关联关系袁
将一种古籍的不同版本袁 同一版本的不同单件之间的

关系在链上建立唯一标识尧 永久保存袁 支持防篡改尧
可追溯袁 才能更好地支持基于古籍资源的循证研究遥

如果说存世古籍的实体资源对象尧 图像或文本型

的数字资源对象袁 以及作品尧 实例尧 单件之间的关系

是既有的客观世界的知识袁 那么由于大量古籍已经在

历史的长程中散佚不可复见袁 历代官修尧 史志尧 藏书

楼尧 私家古籍目录中前人留下的关于古籍的经眼鉴赏

信息等主观知识则是另一种支持古籍循证研究的重要

资源袁 作为存世古籍的有益补充袁 可为古籍循证研究

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撑袁 这部分资源如何上链与存世古

籍建立数据映射袁 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遥 同时袁 由于

古籍再造工程的推进袁 一些珍贵古籍还会不断影印尧
再版袁 标点精校袁 一些新的版本鉴定尧 整理研究成果

还会不断产生袁 这些新的知识资源也需预留上链入口袁
与既有知识整合袁 便于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形成证据

链袁 以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式支持面向循证实践的研究遥

5 问题与展望

野数字藏品冶 作为 NFT 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应用袁
为构建元宇宙愿景提供了数字资产铸造和可信交易的

模式袁 近期已经在影视尧 动漫尧 设计尧 游戏尧 艺术尧
文博等行业崭露头角袁 初步显示出其潜力遥 古籍作为

人类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袁 经过了时间

的洗礼和历史的积淀袁 理应在即将到来的元宇宙中发

挥更大的价值袁 为元宇宙世界提供具有深厚文化价值

的内容袁 同时降低认知和使用门槛尧 以与时俱进尧 喜

闻乐见的方式被更多人利用遥 野数字藏品冶 背后的区

块链技术和业务模式为古籍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提

供技术标准尧 业务流程的基础设施袁 有望为解决古籍

数字资源在联盟链上的共享共用提供了解决方案的参

考曰 已经初步成型的 野数字藏品冶 产业链为基于古籍

的数字文创产品的开发尧 发行和流转提供了生态环境曰
区块链技术为实现多种类尧 全媒体尧 多来源尧 长时段

的古籍数据链上循证提供了可能遥
然而袁 对于图书馆尧 档案馆尧 博物馆等古籍保藏

机构来说袁 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门槛还有一定高度袁 成

本也需降低到一定的程度袁 人才培养尧 经费投入还需

跟上袁 更重要的是袁 一些行业应用标准的制订还有待

业界深度参与袁 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提出的智慧图书

馆数字资产管理标准体系还需要在行业范围内进一步

深化尧 细化尧 形成共识遥 类似古籍链上循证这样的深

度应用场景有待进一步发掘袁 一些有条件的机构袁 可

率先在实践层面加强探索袁 为整个行业探路袁 在这方

面袁 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始了行动袁 中国战 野疫冶
记忆库的实践已经看到了一定的可能性遥 在业界袁
野数字藏品冶 的应用难点不在于技术袁 而首先在于法律

规范和制度监管遥 目前 野数字藏品冶 的二次交易市场

并未开放袁 限制了流动性袁 出现了瓶颈袁 将来如何开

放二次交易的同时防止炒作尧 非法集资尧 传销等法律

风险袁 还需要更进一步规范细化法律条文遥 近日袁 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尧 中国银行业协会尧 中国证券业协

会联合呼吁会员单位共同发起一份名为 叶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倡议曳 [9]袁 提出坚决遏制 NFT 金融

化证券化倾向袁 从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袁 但并未

涉及是否开放二次交易市场遥 其次袁 野数字藏品冶 对

于创作者版权的永久确权机制袁 激发了创作者参与创

作的热情袁 但目前 野数字藏品冶 需依赖于数藏平台铸

造尧 发行和交易袁 而数藏平台与 IP 创作者的利益分配

权还主要掌握在平台手中袁 定价机制不够明晰袁 也为

市场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问题袁 实际上袁 平台自身也未

进入可持续的盈利阶段袁 是否能实现预期收益还有待

观望遥 在市场还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袁 作为 野数字藏

品冶 开发的文古籍创产品仍要以宣传推广和文化传播

为主要诉求袁 也可借此机会激发第三方和个人用户参

与创作的热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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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古籍工作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袁 我国的古籍

工作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也成绩斐然袁 对古籍起到了

很好的保护作用遥 如今袁 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的意见曳 渊以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 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

展的新环境尧 古籍工作的新情况和新要求袁 描绘了新

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蓝图袁 为新时代古籍工作阐明了

意义尧 指明了方向袁 古籍工作也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袁
对新时代古籍工作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意见袁 将对我

国的古籍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遥

1 新时代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新任务

叶意见曳 反映出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元素袁 在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

的要求袁 叶意见曳 明确提出了新时代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袁 以 野保护冶 野传承冶 与 野传播冶 为

核心袁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深入挖掘和传播古籍的新时

代价值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

价值尧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尧 展示出来袁 深

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及古籍工作的重要意

义袁 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遥 除了 野盛世修

典冶袁 对各类典籍进行整理尧 出版外袁 新时代要提高思

想认识袁 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工作从单纯的

文献整理或研究袁 上升到了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时

代课题袁 做好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及大众化传播袁 对弘

扬民族精神尧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尧 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遥 41 年前的 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

的指示曳 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古籍工作的号角袁
叶意见曳 则扬起了新时代古籍工作新帆袁 新时代对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古籍是华夏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袁 是

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尧 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袁
记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观念文化袁 中国的软

实力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遥 新时代将古籍工作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袁 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籍保护

传承和转化利用袁 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袁 传播古籍

承载的传统文化袁 让古籍散发新活力袁 成为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重要内涵遥 在 叶意见曳 的指导下深入挖掘古

籍时代价值袁 围绕古籍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及人文价

值联合研究机构攻关袁 开展多学科尧 跨学科的综合性

研究袁 利用新的数字技术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尧 中华传统美德尧 中华人文精神的

文明观念等袁 提炼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袁 挖掘阐

释古籍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及其当代作用和应用途

径袁 加强通过数字化手段研究阐释和成果的宣传尧 普

及与应用袁 深化中国文化基因研究阐释袁 支持古籍研

究成果数字化展示与传播遥

2 文本化尧 数据化是新时代古籍资源

转化利用的基础

叶意见曳 顺应数字化时代潮流袁 将古籍数字化工作

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袁 加快我国古籍的数字化袁 已成

为社会各界及古籍保护尧 整理和研究界的共同呼声遥
随着信息环境的不断发展袁 数字化成为新时代古籍传

播载体的重要形态袁 也成为人们阅读和使用的主要方

式袁 因此袁 叶意见曳 明确提出有必要加快数字化建设

进程袁 在传统数字化的基础上 野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尧
知识体系化冶遥 从 叶四库全书曳 项目开始袁 学者对古籍

文本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袁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袁 但古

籍的文字识别工作依然是古籍文本化的主要障碍袁 特

别是版式复杂的手写体古籍文献的文字识别率还未得

到明显的提高袁 以文本形式进行数字化的古籍数量少遥
近年来袁 新的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古籍文字识别中袁
借助人工智能尧 机器学习等新的信息技术提高了古籍汉

字文本识别率袁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袁 如北京书同文推

出古籍手写汉字 OCR 识别系统 渊点字成金冤 [2]袁 非特定

人规范手写汉字自动识别正确率 95%以上遥 目前古籍

的 OCR 技术基本上是商业公司所开发袁 普通用户和研

究者无法有效利用这些 OCR 工具袁 普通用户和研究者

难以快速地对古籍数据化袁 因此需要国家层面及公益

社会力量进行投入研究 OCR 工具袁 使得普通用户能够

用得上尧 用得起这些 OCR 工具遥 可喜的是目前不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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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开始了尝试袁 如龙泉寺的藏经办尧 阿里及字节

跳动等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古籍汉字 OCR 识别系

统袁 研发出基于深度学习的古籍识别引擎[3]遥
叶意见曳 也指出袁 野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袁 加

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冶袁 新的数字技术已开始

应用于古籍整理与利用中遥 离章析句是古籍文献处理

最基本的一项任务袁 也是古籍数据化的重要基础袁 利

用机器学习尧 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对古籍文本进行处

理已成为新的解决途径袁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遥 目前袁
我国已建立多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古籍整理自动化

和可视化平台[4]袁 已尝试古文本的自动句读袁 同时还实

现了对人名尧 地名尧 时代名尧 职官名尧 书名的自动识

别袁 也达到较高的准确率[5]袁 为古籍的快速数据化奠定

了基础遥 新的数字技术在古籍修复整理领域的广泛应

用袁 突破了传统人工整理的模式袁 充分利用新的数字

技术加快古籍数字化整理尧 古籍文字识别尧 句读尧 实

体识别和知识图谱的构建袁 加快数字化古籍资料的效

率遥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修复整理古籍袁 也让更多

的研究者尧 爱好者以更高效尧 便利的方式获取古籍里

蕴藏的丰富知识袁 适应新时代古籍建设的需求与发展遥

3 知识化是新时代古籍资源转化利用

的重要方式

中国古代知识用现代知识体系化是古籍知识层面

的转化与利用的重要步骤袁 真正让躺在故纸堆里的古

籍重新 野活冶 起来袁 从而实现中国古典知识以及文化

精神的知识化袁 适应新时代古籍知识化转型遥
古籍内容的深度标引尧 知识发掘和文献信息关联

是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系的基础袁 与传统的古籍文献

级整理不同袁 古籍内容的深度标引不但能反映 野古籍

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冶袁 而且是古籍知识发掘和

文献信息关联的重要组成袁 通过清洗尧 转换及关联等

一系列工作而构建完整尧 权威的古籍数据集袁 并对已

有的古籍信息从多角度进行组织与重构袁 将零星的史

料片段按一定规则重新组合尧 排列袁 对蕴含在古籍中

的知识进行多元重组袁 将不同知识元之间建立关联袁

形成一个多维的古籍知识网络袁 最终实现古籍知识单

元的细粒度化尧 知识组织的语义化尧 知识呈现的可视

化袁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尧 传统美德

及文明观念知识的提取提供了条件遥
典籍知识化是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的重要途径袁 早

在 2009 年袁 北京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开发了 叶中国历代

典籍总目分析系统曳 [6]袁 古籍文献目录知识服务系统最

大限度地实现 野辨章学术袁 考镜源流冶遥 新信息技术给

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带来了活力袁 广泛利用知识图谱尧
语义网尧 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大量的文本信息

中挖掘潜在的尧 有价值的知识遥 在古籍资源转化与利

用中袁 利用关联数据技术可以将古籍文献中的人名尧
地名及时间等要素关联起来袁 实现古籍文献资源的整

合袁 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袁 从而发现数据间的联系袁
实现知识的逻辑关联和基于语义的数据检索袁 挖掘隐

性知识袁 笔者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了 叶中国历代存世典

籍知识图谱曳 [7]袁 为古籍文献知识的转化与利用提供了

新的理念与独特的创造性思维遥

4 古籍资源平台化是新时代古籍资源

有效利用及传播的重要途径

目前袁 古籍数字化的重复建设是一个比较大的问

题袁 不但浪费了人力尧 财力袁 而且加工处理的数据良

莠不济袁 共享性差袁 因此 叶意见曳 指出应 野建立健全

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袁 统筹实施国家古

籍数字化工程冶袁 建设 野国家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冶袁 有

利于永续性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袁 有利于保护古

籍本身袁 也是促进古籍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与途径遥
统筹古籍基础设施构建不但避免重复的基础性建设工

作袁 将零星的史料片段进行多元重组袁 使不同知识元

之间建立关联袁 形成一个多维的知识网络袁 也能为用

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袁 帮助用户实现一站式检索及获取袁
而且为传统文化传承与人文研究奠定了基础袁 进而促

进古籍传播及工具平台的开发袁 实现从 野藏冶 到 野用冶
的数字环境的转变遥 古籍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耗费巨

大尧 耗时长的项目袁 需要人力及财力袁 更重要的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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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单位尧 多部门尧 多学科的合作袁 可从国家整体规

划层面出发袁 设立不同模块分别进行研究袁 着力构建古

籍资源服务体系袁 解决古籍共享这个 野老大难冶 问题遥
数字时代袁 数字化媒介成为主要形式袁 以纸质媒

介为物质基础的知识体系向以数字化智慧型媒介为认

识论的知识体系的转变袁 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

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袁 带来了新的传播革

命袁 改变了原有的传播内容及范式遥 新时代袁 数字化

媒介也必将成为古籍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

的传播渠道袁 以人工智能尧 VR 技术尧 虚拟现实等为代

表的智能媒介是驱动古籍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性物质

变量袁 这也是古籍 野数字冶 含义的独特解读袁 古籍文

本尧 图像尧 声音尧 影像等以数字形式被编码尧 存储和

呈现袁 通过智能媒介对古籍所蕴含的时代精神进行阐

释袁 从而达到古籍与人文精神及数字化衍生产品融合

共生袁 朝着多渠道尧 多媒介尧 立体化的古籍大众化传

播迈进袁 推动古籍的数字内容向虚拟现实内容移植[8]袁
让古籍 野活冶 起来遥

我国古籍工作者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对新时代古籍

工作的指导思想袁 围绕古籍资源建设尧 价值挖掘尧 普

及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创新研究袁 承担起古

籍数字化发展中重难点问题的攻关任务袁 赋予新时代

面貌袁 让古籍散发新活力遥 新时代袁 古籍保护尧 整理

研究尧 编辑出版和数字化的古籍相关学科交叉融合袁
古籍学科与材料技术尧 信息技术尧 人工智能等领域学

科融合袁 对古籍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袁 如何形成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等袁 都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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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pinions on Advancing the Management Work on Ancient Classics in the New Era brought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research 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upgrading of cultural industr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work 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in China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management work on

ancient class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sharing, publicity and reuse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emnts, th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 organized a special seminar on four directions.1)Computing humanities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work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emnts in the new era. By making full use of

computing humanit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knowledge base of ancient classics and related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s in humanities computing, semantic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pularization, more abundant resource base,

more convenient technical support and more intuitive promotion form for the work on ancient classics in the New Era will be obtained.2)

Data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rogress of

image OCR recogni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in the

managment work on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the management work on ancient classics has begun to advance from digital

development to intelligent development.3)New technologies are explored for the sharing, publicity and reuse of ancient classics.

Although 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industry of ancient books have been reducing the cost of and limitation to sharing ancient books by

establishing the normative guarante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exploring technological forces for a long time, they still fail to achieve

the ideal effect on how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lockchain, the new business models such as non-homogeneous tokens, and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new digital media industry chains

such as "virtual digital human" and "digital collections" will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asset-based management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evidence-based on-chain based on the digital content of ancient

books.4)Vitality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s the new task for 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industry. The aim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the text-orientation, datafication and knowledgeization as the mean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actively building the national digital resource platform of ancient books, and constructing the ancient book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 and other intelligent media.

management work on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computing humanities;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digital

humanities; digital collections;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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