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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文献计量方法，从政策、研究和实践三方面梳理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的现状，

并剖析其制约因素和发展对策。研究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古籍数字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缺乏统筹规划、缺乏统一标

准、技术问题凸显和专业人才匮乏四方面，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研究结论可为古籍数字化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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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及发展研究

1 引言

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其原始载体形式不可避免地随着

岁月的侵蚀逐渐老化乃至消失，所以许多藏馆不得不

将其束之高阁。但这在保护古籍的同时，对古籍的研究

利用工作造成极大阻碍。为解决古籍资源藏和用的矛

盾，同时实现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势在必行。

古籍数字化工作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以

古籍的保护和利用为目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通

过将古籍中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成计算机可识

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完成古籍的影印、点校、注释、辑

佚、索引、编纂等一系列加工处理工作，进而制成文献

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最终实现古籍整理、存储、

检索、阅读和传输的电子化系统工作[1-3]。古籍数字化

是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延续与创新，也是古籍再生性

保护的重要手段，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传播

乃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1]。迄

今为止，古籍数字化工作已经发展近三十年，但还存在

诸多问题，远未达到成熟状态。因此，本文从政策、研

究和实践三方面梳理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并

分析其制约因素和发展对策，以期为后续研究及实践

活动提供参考。

2 古籍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2.1 古籍数字化的政策支持

古籍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到

行政法规，再到各类部门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在

众多政策法规的支撑下，对古籍的保护工作开展已久。

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古籍数字化研究和实践的

兴起，古籍保护的政策引导逐步细化到古籍数字化的

层面。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从2007年开始，用

3—5年普查全国各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并制

订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立中华古

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以实现古籍资源的保

护和有效利用[4]。《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5]，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个由政府主持的古籍保护

领域的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

2011年3月，为使古籍保护工作在“十二五”期间更

加深入、扎实地开展，文化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

籍保护工作的通知》[6]，敦促加快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

的步伐，努力实现古籍保护工作成果的全社会共享。

201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

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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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7]，再次强调开

展古籍修复、数字化出版的任务，并提出实施少数民族

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编纂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古

籍总目提要》。据此，文化部以文政法发〔2012〕13号在

2012年5月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

划》[8]，提出继续推进古籍保护工作，并明确“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的阶段任务。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9]，将

“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列为重点任务，提出“实施国家

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此外，《国家“十三五”时期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再次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提

出统筹推进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建设包括古籍资源

在内的中华文化资源数据库[10]；文化部据此编制《文化

部“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11]，对古籍的数

字化工作做出进一步要求。

由此可见，古籍保护一直是文化传承与改革的重点

工作内容，而数字化则是古籍保护的重点方向。在中央

政策指导下，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政策，因地制

宜地指导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由此构成的政策网络

为古籍的数字化建设指引了方向，大力促成古籍数字

化的研究发展和实践落地。

2.2 古籍数字化的研究进展

典籍泛指古代图书，在以往研究中，对文化典籍

和典籍、古籍、文化古籍的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因此

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检索式TI ＝（“典籍”+“古

籍”）AND TI ＝“数字化”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2017
年9月15日），共得到文献417篇，去除重复文献、无关文

献等，剩余文献408篇。本文以此为基础，简要分析我

国古籍数字化研究的进展。

从时间上看，408篇文献中最早发表在1997年，此

后近十年里，年度文献量有所增长，文献累积量表现为

上升曲线，但上升进度缓慢，截至2006年，文献总量仍

不足100篇。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我国

古籍数字化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在此后数年间，相关研

究的文献量也较此前有较明显的增长，年度文献量虽

然有所起伏，但整体呈现平稳状态。图1为截取近十年

的累计文献量变化情况，通过直线方程拟合，结果表明

显著性小于0.001，这充分说明学界对于古籍数字化的

课题保持稳定的研究投入，古籍数字化的研究尚在发

展，并且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利用SAT I工具，提取并统计408篇文献的关键

词，生成矩阵并利用Netdraw软件制作关键词共现图谱

（见图2），保留共现次数不小于3次的关键词，并通过线

的粗细表示共现关系强弱。根据图中陈列的关键词信息

及共现关系，可以看出研究者在古籍数字化课题上的研

究重点主要有基础理论研究、技术问题研究、实践应用

研究、标准体系研究和专题古籍数字化研究（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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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十年古籍数字化研究文献累积量

图 2 古籍数字化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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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籍数字化的实践应用

古籍数字化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

末，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和学术研究图书馆信息网络

先后编制朱熹大学章句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

原善索引等数据库[12-14]。受此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台湾、香港和大陆地区才陆续展开古籍数字化的工作。

2.3.1 港台地区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将所

藏善本编制成《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后以此

为基础进行扩充，建成中文古籍书目数据库；除书目数

据库外，自1984年，台湾地区陆续开发史语所古籍数据

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华电

子佛典线上藏经阁大正藏全文检索系统等全文数据

库；1989年，台湾地区提出“数字典藏计划”[15]。香港

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发

展，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

立的古文献数据库中心，并先后推出先秦两汉古籍逐

字索引丛刊和汉达古籍数据库检索系统[14]。

2.3.2 大陆地区

相较于台湾和香港地区，大陆地区的古籍数字化

工作开展较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启，但其

发展速度不容小觑，“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中华再

造善本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等重点项目陆续展开，参

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主体越来越庞大，数字化工作覆

盖的古籍文献也日渐丰富和全面。具体而言，一方面，图

书馆与科研学术机构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扮演重要角

色。如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建成包含36个子库（中华古

籍资源库、古代古籍、四部丛刊等）的古籍资源库，北京

大学建设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秘籍琳琅，全国

24家重点高校图书馆共建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

汲古[15]，以及首都图书馆[16]、南京图书馆[17]、东北师范

大学古籍研究所[18]等机构针对各自馆藏特色古籍资源

展开的数字化项目，这些都为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工作

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另一方面，更多商业机构

参与古籍资源的开发，成为古籍数字化工作中不容小觑

的一股力量。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中

国方志库，并同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及黄山书社合作

出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

与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研

制文渊阁四库全书，并且独立开发了《四部丛刊》全文检

索系统；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龙语瀚堂典籍

数据库；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国学

宝典[15，19]。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对象除经典古籍外，

国家图书馆推出的碑砧菁华、西夏碎金、敦煌遗珍等专

题数据库，上海图书馆建立的家谱书目数据库，以及各

地的地方志文献数字化工程与项目，都将越来越多的特

色古籍资源纳入古籍数字化事业中[14-15]。

此外，由于古籍数字化过程的特殊要求，其标准建

设成为古籍数字化的一项重点工作内容。随着我国古

籍数字化的研究实践，已经建立一些现行标准。张文亮

等于2016年整理我国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指出其共

包括11条国家标准、10条文化行业标准、2条档案行业

标准和1条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其中大部分是元数据规

范和数据加工规范等技术标准[20]。

2.4 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

之所以开展古籍数字化国际合作，一方面是由于历

史原因造成我国大量古籍资源流散海外，据粗略统计，

在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20个国家的90余所

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都收藏有中华古籍文献[21]，对

这部分古籍的普查、整理和出版工作，一直都是我国古

表 1 古籍数字化的研究重点

研究方向

基础理论研究

技术问题研究

实践应用研究

标准体系研究

专题古籍

数字化研究

界定和剖析古籍数字化概念、类型、层次等基

础问题；探讨古籍数字化工作的现状分析、问

题对策和发展趋势

总结实践经验，揭示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

汉字处理、系统建设、平台搭建等技术问题并

讨论解决策略

研究探讨古籍数字化资源服务与产品的设计，

为其应用提供策略与方案；总结分析古籍数字

化实践的成果与经验

分析国内古籍数字化的标准化现状，总结国外

的标准经验，并就国内的标准体系建设问题建

言献策

对古籍数字化的研究出现细分，如民族古籍数

字化、农业古籍数字化、中医药古籍数字化等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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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项工作的展开

必须依托于国际合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外文献资源的

数字化工作较国内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丰富的经验，

而对中华古籍的数字化过程中需涉及的人文历史知识、

古籍的修复与维护技能，则给国外的独立研究造成难

以逾越的障碍[21]。因此，在国内外双方需求的共同促使

下，大量国际合作项目应运而生。表2列出了其中具有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部分合作项目。

表 2 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成果[21-27]

项目名称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

（前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

项目）

国际敦煌项目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前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

化国际合作计划）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古籍

数字化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

特藏资源数字化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

全文影像数据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古籍善本的北美图书馆、中国科

学院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

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

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学研究所、龙谷大

学、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敦煌研究院、法国

国家图书馆、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浙江大学图书馆等64家大陆地区图书馆、7家港澳地区图

书馆，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的

合作单位

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地区“国立中央图书馆”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

启动时间

北美图书馆的多数古籍藏书以

及中国图书馆的部分藏书

敦煌文献

国内参建单位所藏古籍、民国

文献、地方文史资料等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

古籍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4 210种

中文善本和齐如山专藏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4 000余

种中文古籍

1991年

1994年

2004年

2005年

2009年

2009年

合作机构 所涉古籍

可以看到，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为古籍资源的

全球化共享提供了解决方案，为海内外中华古籍研究提

供更加完整准确的资料库支持，同时共享古籍数字化

的技术经验，提高古籍数据质量。尤其对古籍数字化

发展相对缓慢的国内来说，这种交流合作帮助我国在

框架构建、标准确立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缩短与国外

的技术经验差距。总而言之，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是

一项互惠互利的必要性措施，也是古籍数字化工作发

展的重要趋势。

2.5 古籍数字化的特征概括

纵观我国古籍数字化的成就，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

典型特征。

（1）政策大力扶持。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古籍的保护，

21世纪以来，对古籍的数字化工作更在政策上给予高度

重视和支持。中央号召，地方响应，鼓励学界、业界各方力

量积极参与投入，为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繁荣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2）多方积极参与。除不同级别的图书馆与科研学

术机构，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参与古籍数字化的工作；同

时从参与到组织，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力量也在日益壮

大，为古籍数字化的发展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和方法。

（3）内容丰富多样。从经典文集到方志家谱，从纸

质善本到碑帖甲骨，我国古籍资源不计其数，所带来的

古籍数字化工作在内容上同样不胜枚举。民族古籍、农

业古籍、中医药古籍等，专题古籍数字化工作正不断深

化与细化，逐渐完善现有的古籍数字化成果。

（4）技术独树一帜。古籍的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工作

的延伸和发展，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字库构建、版本选

择及古籍整理的基础技术等问题，国外的技术和经验难

以完全为国内古籍数字化建设提供借鉴，这要求国内的

古籍数字化工作者研究一套适用于中华古籍的数字化

技术方案，并不断优化和升级。

3 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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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但也存在诸多制约其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因素。

3.1 缺乏统筹规划

古籍的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科学合

理的规划和长远的发展战略进行统筹。然而目前我国

古籍数字化工作缺乏一定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在此环

境下，建设单位多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开展古籍的数字化

工作，缺乏分工协作的意识[28-29]。同时，各单位已有的

古籍数字化建设，也呈现出诸多弊端：第一，选题出现

偏颇，资源集中于热点项目，尤其一些商业机构在资源

开发时通常集中在少数常用古籍，对文化传承和学术研

究同样重要的一些冷门项目却无人问津[30-31]；第二，资

源集中导致大量重复建设，极大地浪费人力、物力和财

力，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五史》等古籍资源存在

多种电子版本[19]。

3.2 缺乏统一标准

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一些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标

准，但还存在制度不规范、内容不全面、原则不明确等

问题[32]。现行的标准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有机

整体，无法对古籍数字化工作予以全面系统的规范和

指导，加之有些单位的封闭式建设，造成不同的字符

集、著录格式、数据格式、文字编码等古籍加工方式并

存，以及不同资源库的系统建设、检索技术、访问控制

和服务模式差异化严重，这些问题不仅造成数字化成

果在质量上的割裂，也不利于资源共享和用户使用，大

大降低了古籍资源库的使用效率[15，28，33-34]。

3.3 技术问题凸显

已有技术尚不能满足古籍数字化事业，文字处理、

检索方式选择、图像制作、古籍文字识别、辅助功能选

择等问题都亟待解决[17]。其中，文字处理问题是古籍数

字化工作中最早出现的问题，古籍中使用的文字多是繁

体字，同时含有大量生僻字、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

等，而在字符集收录文字不够全的情况下，难免对古籍

的数字化工作造成困扰[2，13，19]，进一步给检索的准确性

带来麻烦，容易造成检索结果失真。现阶段古籍资源库

的检索技术是基于文本形式的关键词检索，但古籍的

数字化还存在图形、图像等格式[14，19]，因此现有检索

技术的能力在检索深度上还很有限。

3.4 专业人才匮乏

古籍数字化本质上是古籍整理的延伸，是数字化

和古籍整理的结合。因此需要通晓古籍知识的人才参

与，同时需要精通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人员助力[2，15，35]。

为满足上述条件，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参与人员一

般由从事古籍整理和从事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构成[36]。

但是“隔行如隔山”，随学科分类日趋精细，日渐增大的

学科鸿沟要求两者兼通的复合型人才[30，35]，就目前而

言，这类人才十分稀缺，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4 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对策

4.1 进行统筹规划，促进资源共享

由我国古籍保护中心等机构牵头组织，有效规划、

合理分工，统筹古籍资源共同建设，为控制管理好古籍

数字化工作的选题，一要避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二

要鼓励和推动特色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使古籍的

数字化工作健康全面地发展。此外，通过统筹规划打

破建设单位另起炉灶的困局，对共建共享提出更高要

求，最大程度地整合和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提高使用

效率，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4.2 健全标准体系，保障建设质量

要真正实现古籍数字化建设单位间的共建共享，必

须先为其提供统一规范的建设“章法”。需正视我国古

籍数字化工作的标准化建设问题，按开放性、系统性、

实用性、拓展性等原则，充分利用古籍数字化生命周期

等理论，科学构建以技术标准体系为主、管理标准体系

和工作标准体系为辅的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28，32]。通

过建立健全标准化体系，推动古籍数字化工作向专业、

规范的方向迈进，保障数字化工作的质量，适应古籍资

源开发利用的共享趋势。

4.3 攻克技术难题，培养复合型人才

攻克技术难题可从以下两方面开展，一是提高古

籍数字化水平，解决字符集偏小、扫描精度不高、文字

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及发展研究余力，管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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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古籍数字化是实现古籍保护和利用的必然趋势，

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

的现状而言，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从政策、研究、实践三个角度出发，剖析我国古籍

数字化工作的进展，并基于此讨论了目前制约国内古籍

数字化的主要因素和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给相关工

作者提供参考和帮助。古籍资源建设意义重大，是国家

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工作，同时也相信，在更丰富的实

践经验和更深刻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指导下，我国古籍数

字化建设工作必将迎来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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