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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中国国家
图书馆古籍修图书馆古籍修
复专家在进行复专家在进行
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文字
古籍数字化前古籍数字化前
的维护的维护

对 石对 石
刻拓片进刻拓片进
行古籍数行古籍数
字化拍摄字化拍摄

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举办，其间，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打造的“构建中华古
籍的数字网络家园——‘中华古籍资
源库’建设与服务实践案例”，入选
2023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精品案例”。

古籍数字化不仅能让古籍所承
载的信息得到更好保存，还能让中华
传统文化更广泛、便利地传播，令珍
贵典籍跨越时空“活”起来，在数字世
界焕发新的生机。

开展国际合作

“中华古籍资源库”还积极开展国际古籍
数字化合作，推动大批存藏海外的中华古籍以
数字化形式回归。

2009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美国哈佛大
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达成协议，对该馆所藏中文
善本进行数字化。目前，这些数字化古籍发布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的“哈佛大学善本特藏”
专题库，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经部和史部
善本等约1150部。

2009 年，日本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所
藏4000 余种汉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
中国国家图书馆。

2018 年，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
馆捐赠36部4175册珍贵汉籍。后续，中国国
家图书馆也将这批汉籍进行了数字化，于去年
上线“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专题库，该库数
字资源共计37万余页。

“中华古籍资源库”的“敦煌遗珍”专题库
（国际敦煌项目）也是一项中外古籍数字化合
作的典范。

“敦煌西域文献散藏于世界多个国家的数
十家机构，这增加了研究与利用的困难，也使
得开展国际合作成为敦煌西域文献整理研究
的必由之路。”龙伟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
际敦煌项目（IDP）的发起机构和主要合作机
构之一，多年来联合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共
同开展敦煌西域文献保护、编目和数字化，利
用统一平台发布文献信息与图像，为学术研究
和文化教育活动提供资源。

张志清认为，“中华古籍资源库”开展国际
古籍数字化合作，一方面能够在网络上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促进海
内外汉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
一方面，也能促进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
的文明交流互鉴。 （人民日报海外版）

涵盖丰富资源

打开中国国家图书馆网页，“中华古籍资源
库”的入口就在最显眼的位置。甲骨文文献、碑
帖拓片、宋元明清善本……读者足不出户，就能
在网页上免费浏览阅读这一件件珍贵的古籍资
料。

今年9月，该资源库再次上新，新建“民族文
字古籍特藏”等专题库，新发布佉卢字、焉耆-龟
兹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等16个文种的少数
民族文字古籍60部。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用过或现在仍使用的
民族文字的发展脉络，突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和包容性。

古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古籍数
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大要点。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进行总体部署，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近年
来，古籍再生性保护取得突出成果，全国累计发
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13万部（件），39家单位参
加联合发布。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
资源库”发布的资源数量超过10.3万部（件）。

“‘中华古籍资源库’几乎涵盖了中华文明各
类型珍贵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中
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2020年
4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自
建、征集的古籍资源统一整合在“中华古籍资源
库”下。2021年11月，为方便读者阅览和利用古
籍资源，“中华古籍资源库”开始实行免登录阅
览。目前，该库已拥有书籍影像资料逾 2640 万
页，服务级别的数据总量达1013TB，近3年来访
问量超3亿人次，是目前国内古籍资源类型最
多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全库实现了
统一检索、高清呈现，免注册登录，公益服务，
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构建起一座中华古籍
的数字网络家园。”张志清说。

在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龙
伟看来，“中华古籍资源库”所开展的古籍
数字化工作，能很好地解决古籍“藏”与

“用”的矛盾。
“保存古籍有严格的保存环境

和管理要求，这就使得其使用、
阅读受到诸多限制。所以从为
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角度看，
古籍数字化可以让更多人以
便捷的方式阅读到古籍，平
衡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提高古籍传播的广度。从
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古籍数
字化的过程包括前期对文献
进行整理、修复、版本鉴别等一
系列工作，利于推动相关文献研究，扩展古籍研究
的深度。”龙伟说。

“中华古籍资源库”解决“藏”与“用”的矛盾

数字化让典籍跨越时空“活”起来

提升阅读体验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内，记者随机挑选了
一本古籍体验阅读。书籍以图像形式呈现，读
者能清晰地看到纸张泛黄、褶皱的痕迹。书籍
封面页两侧有横竖两把尺子，标注出其原本大
小。书籍内页的文字影像非常清晰，并可实现
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而且页面加载速度
很快，与阅读普通电子书的感受几乎没有差别。

据介绍，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包含24
个专题子库，已基本实现整库资源统一检索，读
者可检索书名、著者等信息。围绕不同类型的
文献，资源库还提供了专业的文献著录和内容
标注，为读者使用提供便利。比如“碑帖菁华”
专题库，除了有全文影像、著录石刻拓片的基本
信息外，还实现了地点、时代的关联检索，公布
了3000余幅明清石刻拓片的录文。“甲骨世界”
专题库，标注了甲骨文献的出土地、时代、来源、
尺寸、数量及释文等内容，并提供实物与拓本影
像的关联查看。龙伟表示：“可以说，读者在‘中
华古籍资源库’对古籍进行全文影像阅览的同
时，也在享受丰富的、专业的研究成果。”

良好的阅读体验背后需要大量的技术支
撑。龙伟告诉记者，近年来，在“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支持下，为尽快满足读者的阅览需求，中
国国家图书馆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合作，开展馆藏善本缩微胶片数字化。这种方
式成本低、速度快，在5年多的时间里，已使中
国国家图书馆2/3的古籍善本实现了数字化和
在线阅览。

“另外，我们还采用一些技术手段，让数字
文献更好地长期保存和使用。比如在古籍拍摄
采集阶段，我们收集的影像分辨率非常高，以最
大程度地还原古籍原貌。但在服务端，则采用
深度压缩技术，对图像进行分层、分区压缩处
理，既能减小文件传输量、加快传输速度，又能
保证读者能看到很清晰的文字，不影响阅读
体验。”龙伟说。

因为涉及众多技术环节，古籍数字化
需要多部门合作完成。龙伟向记者介绍，
“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完善的过程中，既
需要文献整理，又需要进行数据加工、网
络发布。“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各部门加
起来有几百人在为这一项目提供服务。”
龙伟指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数量
巨大，与之相应，古籍数字化也是一项长期
性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争取多方支持，继续

加快古籍数字化和共享发布力度，以更好满足
和服务读者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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