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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江苏省珍贵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

台”，如同漫步在历史长卷中。《投笔集一卷》

《憺园文集三十六卷》等文集有序排列在电子

书架上，点开一看，古朴厚重的线装书一页一

页、图文并茂地呈现在眼前。

近日，南京图书馆“清人文集数据库”上

线。作为“江苏省珍贵古籍全文影像数据库”

项目第一期成果，该平台目前共收录清人文

集 400 部，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 13
万余幅高像素数字图像，并带有检索功能，在

全网发布。

“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刻本有 7 万多册，

其中不少是清人文集。”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

部主任、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陈立说，

本次南京图书馆发布的数据库，便是结合馆

藏优势，以图像数据库形式，集中公布了一批

具有相同主题的珍贵文献。值得一提的是，

这其中有许多“罕见”文献，甚至有些还是仅

存“孤本”。陈立介绍，例如嘉庆时期刻本吴

俊《荣性堂诗集》、潘奕隽《三松堂集》等，都是

存世较少的清人文集。

这些古籍是怎样从图书馆库房被“搬”到

网络平台的呢？

陈立介绍，古籍数字化过程分为两步。

首先，要将古籍进行扫描。古籍扫描使用专

用非接触式扫描仪，通过高像素照相机，尽量

不按压古籍页面进行拍照；采用的光源是防

紫 外 线 的 LED 灯 冷 光 源 ，图 片 颜 色 不 能 失

真，要用色卡比对。

扫描完成后，就要对这些原汁原味的图

像做数据化处理，做至少深入到第二层级的

标引，方便使用者按子目检阅相关内容。记

者看到，每种文献的序和跋都进行了单独标

引，通过检索可以单独搜索出来。“古籍的序

和跋中不乏名家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学和研

究价值，如《莫愁湖风雅集》中就有姚鼐作的

序。”陈立介绍。

平台的开发建设也至关重要。一方面，

要完整、全面地给古籍“搬家”，还要方便、快

捷地帮助使用者找到相应内容；另一方面，还

要给后续发布的方志、家谱等多种类型的古

籍文献“搬家”预留接口。

古 籍 数 字 化 的 最 大 挑 战 ，一 是 专 业 知

识，二是技术。“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懂历史

学、文献学、目录学等的复合型人才，还要有

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陈立坦言，南京图书馆

对古籍文献进行扫描的工作从 15 年前就开

始了，数字标引小组也在 4 年前启动。正因

为有这些基础准备，“清人文集数据库”才能

在近期与读者见面。

不 过 ，古 籍 数 字 化 到 这 一 步 还 没 有 结

束。陈立介绍，古籍数字化的 2.0 版，将为古

籍爱好者梳理浩如烟海的文字背后的知识逻

辑顺序，制作专题知识图谱型数据库，甚至可

将部分书中内容制作成“数字文创”，让曾经

束之高阁的古籍更好走进千家万户。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陈立详解——

古籍的数字化“旅程”
本报记者 姚雪青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近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

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

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 6 家单位在线召开古籍

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新增发布古籍资源 6786
部（件），其中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

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为专家学者和广大读

者开展利用和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

料。据悉，这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组织的第七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

本次发布的古籍数字资源有哪些方面值

得关注？古籍数字资源的联合发布有什么亮

点？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在解决古籍保护和利

用之间的矛盾、促进古籍传播等方面有何价

值和意义？

类型丰富、版本珍贵，
满足个性化使用需求

676 部年谱类古籍，包括明刻本 16 部，清

刻本 584 部，清稿本 6 部，清抄本 46 部，清末

石印本 3 部，铅印本 20 部等；目录类古籍基本

囊括了经典的目录学著作，如《校雠通义》《群

书校补》《千顷堂书目》《经义考》《小学考》《四

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藏书纪事诗》等。

国 家 图 书 馆 本 次 发 布 馆 藏 古 籍 数 字 资 源

1075 部 19.2 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

籍，均为高清无水印古籍影像。

“南京图书馆将 399 种清人文集以全本

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其中还包

括一些独一无二的稿本、抄本等写本文献。”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江苏省古籍保

护中心副主任陈立介绍，南京图书馆提供“版

本类别”“馆藏分布”等类型化检阅项，满足使

用者个性化检索需求。

中山大学碑帖数据库现收录馆藏碑帖

4196 种 1 万余幅，类型主要有碑碣、画像石、石

经、造像、摩崖等，读者可以通过题名、责任者、

刻石年代、出土地点等检索相关碑帖图像。“此

次发布的资源具有较高的书法、绘画、雕刻等

艺术价值。数据库收录丰富，其中以书法著称

于世者不在少数，如《曹全碑》《多宝塔碑》等，代

表了中国书法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成就。同

时，这些资源还具有较高地方史料文献价值。”

中山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林明表示。

云南省图书馆此次发布资源为馆藏善本

63 部 381 册，图像 50604 拍。此批发布的史

部文献是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史部善本中的特

色和精华所在，是研究云南历史不可或缺的

珍贵资料，医家类文献则多为云南本地医书，

其他地方较为少见。

无需注册、免费使用，
随时查阅特色文献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

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之间存在矛

盾。解决矛盾，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

之前，有些藏书机构视某些古籍善本为

“镇馆之宝”，不允许出库，读者便无从阅览。

而古籍保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将其束之高

阁，而是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服务社会、赓续传承。

“国家图书馆从 2000 年起开始有计划地

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

帖菁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办 公 室 负 责 人 王 红 蕾 介 绍 。

2016 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

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

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

资源，以及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

源 。 2021 年 受 疫 情 影 响 ，远 程 访 问 需 求 增

长，为回应读者期待，“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

了免登录阅览，无需注册，即可进行单库检索

和多库检索、全文阅览。

“之前获得古籍数字资源需要走进图书

馆，用内网机阅览和检索。如今，‘中华古籍

资源库’数字资源成为完全开放的公共资源，

可以随时随地阅览。”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

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高航说，“原版稿本扫

描非常清晰，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而且不用购

买权限，实在是史学研究者的一大助力。”

参加联合发布的单位，不仅有省级、市级

和区县级公共图书馆，还有博物馆、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开放共享的古籍资源

皆为各馆所藏特色古籍资源，不仅有宋元善

本、碑帖拓本、明清古籍，还有大量地方志、家

谱等贴近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特色古籍资

源，内容丰富多样。各类古籍资源各有侧重、

各有特色、互为补充，为各个领域读者的阅览

和研究提供方便。

比如，云南省图书馆此次发布资源包括

云南方志，如省志、山水志、专志；地方文献如

《纪古滇说集》《滇小记》等。中山大学图书馆

发布的资源收录了不少清末民初以来出土与

镌刻的碑碣、墓志，以及大量江浙、广东地方

石刻，其中记载的很多内容较少为学者所著

录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

任熊远明表示，古籍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和

利用，古籍数字资源的在线发布与共建共享，

在有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的同

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古籍传播，为中外学者研

究古籍提供便利，对揭示和坚守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逐步完善、迭代升级，
持续探索开放共享

截至目前，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已经

到了第七次，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

影像资源达 13 万部（件），其中国家图书馆建

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古籍影像资源超

过 10.2 万部（件），先后联合 39 家单位发布古

籍资源 2.8 万部（件）。

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

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

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

任 、教 授 杨 海 峥 感 叹 ，陆 续 推 出 的 13 万 部

（件）古籍数字资源，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

书馆的时间。“‘中华古籍资源库’助力学术的

繁荣和进步，尤其是年轻学者更善于利用网

络资源，通过古籍资源库的利用，已经出现了

非常多的可喜成果。”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

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丽娟说。

“不仅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中华古籍

资源库’在技术上还不断升级调整。例如，每

册古籍可以整本下拉阅览，无需翻页等待，网

站的流畅性和稳定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不同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也得以解决。”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宋上

上说。

去年 4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

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推进古籍数

字化”，强调“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

字化资源汇聚共享。支持古籍数字化重点单

位做强做优，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

放共享。”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谈道，古

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

利用价值，接下来，期待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

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

熊远明说，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各古

籍存藏机构将积极探索共建共享新途径，持

续开放共享古籍资源，借助全国智慧图书馆

建设体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继续深入挖掘

古籍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提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能力，共同为传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图①：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部工作人员

在把文献翻拍成缩微胶片。 宣 晨摄

图②：古籍《莫愁湖风雅集》中的插图。

南京图书馆供图

图③：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在修复

文献。 宣 晨摄

制图：蔡华伟

第七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第七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新增发布古籍资源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6786部部（（件件））

活化利活化利用用 汲古润今汲古润今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郑海鸥郑海鸥

近日，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等 6 家单位
在线召开古籍数字资源联合
发布会，新增发布古籍资源
6786 部（件）。日益完善的
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有效解
决了古籍保护和利用之间的
矛盾，让古籍资源“活起来”，
为阅览和研究提供了更加丰
富的文献资料。

核心阅读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本报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刘阳）1 月 14 日晚，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CMG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在京举

行，颁布“年度海外传播剧”“年度编剧”“年度优秀电视剧”等

13 项荣誉，并发布了 2023 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趋势关键词。

活动邀请到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组、具有代表性的

老中青三代创作者，共同回顾 2022 年荧屏佳作，展望 2023 年

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方向。活动现场，中国电视剧精品制播

联盟正式成立，旨在以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凝聚行业力量、

树立创作标杆、提升品质标准，促进更多能够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电视剧作品涌现。

据悉，CMG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实况将于春节期

间 在 总 台 央 视 综 合 频 道（CCTV—1）、电 视 剧 频 道

（CCTV—8），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播出，届时将揭晓

13 项荣誉结果。

CMG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举行

本报北京 1月 15日电 （记者潘俊强）为全力保障假日市

场供给，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

各区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推出“2023 欢乐春节 畅享京城”主

题系列活动。

据介绍，“2023 欢乐春节 畅享京城”主题系列活动于 1
月 14 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启动，持续到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十

五）。其间，全市聚焦公共文化、演出和旅游三大类服务，将推

出一系列年味十足、特色鲜明、品类丰富的文化旅游活动和产

品。活动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举办五大品牌活动，包

括公共文化品牌活动“欢欢喜喜过大年 张灯结彩闹新春

——2023 年春节元宵节群众文化活动”“非遗伴您过大年”，

演出品牌活动“大戏看北京——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剧目展演

季”，旅游品牌活动“北京微度假 心动中国年”“我带家人打

卡网红地”。

北京启动“欢乐春节 畅享京城”主题活动

本报天津 1月 15日电 （记者龚相娟）近日，天津市政府

办公厅印发《天津市普通高中资源建设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新增 2.6 万余个普通高中学位，

打造 100 所数字校园，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行动方案》包括扩大资源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等 4 项主要任务。在扩大资源供给

方面，天津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资源供给。支持各区通过

改扩建等方式，提升改造现有普通高中校舍，增加学位数量；

支持各区优化重组教育资源，将搬迁腾空后的非普通高中校

舍提升改造为普通高中。各区将发挥优质普通高中辐射作

用，采取集团化办学等方式，设立新校区或分校区，委派管理

人员和骨干教师，共享优质特色课程和教学科研成果等资源。

天津将新增 2.6万余个普通高中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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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拓未来

三祥新材总工程师叶旦旺领着记者走进

公司特种陶瓷项目试验现场。在这里，泡沫

陶瓷量产前的技术攻关，正在紧张进行中。

“看起来像不像方便面面饼？”递上一块

蜂窝状的泡沫陶瓷样品，叶旦旺笑着说。

氧化锆泡沫陶瓷，是公司即将推出的新

品之一。“经过冶炼后的合金水，常常还带着

杂质。杂质怎么过滤？就得靠这款氧化锆泡

沫陶瓷。”叶旦旺介绍。

既得耐高温，还得有透气性；既要控制体

积、密度、强度，还得注意纯度、孔隙率、毛刺

等……量产前的各项指标测试，一样都大意

不得。“生产线很快就要调试设备，我们得抓

紧技术攻关，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泡沫陶瓷

项目负责人杨强文说。

在企业待了 30 多年，叶旦旺熟悉三祥新

材迈出的每一步。20 多年前，三祥新材引进

电熔氧化锆技术，回国试产却遭遇“水土不

服”。叶旦旺跟同事在电炉前忙了 1 个多月，

最终靠新办法完成了消化、吸收、再创新。此

后创新的故事不断续写，从“一步法熔炼二氧

化锆颗粒技术”到“非熔配法节能包芯线技

术”，企业如今拥有 21 项发明专利、13 项实用

新型专利。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山区怎么吸引人才？

项目工程部部长陈美育，11 年前入职三

祥新材。“企业当时名气虽不大，却有尊重人

才的浓厚氛围。”进公司 1 年，陈美育就开始

负责小型车间的技改项目；3 年后，多个新上

马车间的设计工作，都交给了这位年轻人。

从打造国家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实验室，到创新“一事一议”人才引

进机制，再到紧盯高层次人才的“千人培养计

划”……对人才，企业既善于用，也舍得投。

“我们设立企业创新奖，每年都真金白银奖励

创新者。不论研发人员、管理人员还是一线

员工，谁有贡献谁拿奖。抓创新不论‘出身’，

就是要调动起全员创新的热情。”夏鹏说。

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小钢球从同一高度下坠，落在锆基非晶

合金（也称液态金属）面板上快速弹起，其反

弹高度远超不锈钢面板——三祥新材展示厅

内，一段有关液态金属的视频演示，吸引着人

们的目光。

“液态金属”有啥用？跟着宁德三祥液态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晓刚走进生产车

间，展台上摆放着液态金属材质的新样品：眼

镜腿、高尔夫球杆的打击头、用于微创手术的

医疗器械……“液态金属强度高、弹性好、韧

性足，高端材质应用大有空间。”包晓刚说。

向智能制造转型，三祥新材正在实践。

走进三祥新材投资参股的宁德文达镁铝科技

有限公司厂房，压铸机已经开始运转，自动搬

运机器人也准备就绪。肖传周介绍，公司考

虑为生产管理加装“智慧大脑”，迈向智能化、

数字化，是制造业的必由之路。

绿色转型，三祥新材行动更早：工业用水循

环使用零排放，工业废气“变废为宝”再利用。

微硅粉生产车间，厂区所有电熔炉排出的废气

都被收集在此加工。“废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

硅，加工成微硅粉就成了建筑材料。”李辉斌说。

支持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

进，地方党委政府同样不遗余力。以三祥新

材为龙头，“地无三尺平”的寿宁县一口气规

划了 6000 亩地，打造锆镁产业园，从土地、路

网，到产业配套，再到人才政策，全要素保障、

全方位助力。“龙头强，才好铸链条、育集群。

让专精特新‘小巨人’继续茁壮成长，带动锆

镁产业做大做强，为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寿宁县委书记周乃松说。

1 月 13 日，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台

湾会馆内，火红灯笼、贺岁曲乐……渐

浓 的 年 味 ，为 融 融 冬 日 增 添 了 阵 阵

暖意。

“我宣布，2023 年全国台联第二十

九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开营！”全国台联

党组书记、副会长纪斌宣布活动正式

启动。

本届冬令营的首场活动“台胞过

大年”联谊活动于同日举办，线上线下

相结合，多点联动，通过视频连线等方

式参加活动。

锣鼓声酣，舞狮欢腾。“我老家在台

中，小时候过年常看舞狮，今年在大陆

过年，也感受到了浓厚的年味。”内蒙古

师范大学讲师、台湾青年杨中浩说。

“农历春节，不仅承载着两岸同胞

共同的历史记忆，更是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纪斌说，两

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希望在同

庆佳节、共盼团圆的交流交往中，共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深情感联

结，促进心灵契合。

红纸铺展，墨香弥漫，上联“虎啸

生 威 千 山 过 ”，下 联“ 兔 跃 引 暖 万 木

春”，横批“迎春纳福”……一副春联在

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秘书长、台湾青

年李弘昆笔下一气呵成。

写春联、包饺子、剪窗花、画脸谱，

活动现场，民俗专家和非遗文化传承

人向台湾青年介绍大陆各地过春节的

民俗文化和与过年有关的非遗文化，

并带领大家一起动手体验。

北京主会场其乐融融，各地分会

场活动也异彩纷呈。随着主会场“云授旗”仪式启动，大陆各

地冬令营分营以及台北、高雄等分营共同举行了开营仪式。

“给大家拜个早年”“恭贺新春”……四川、贵州、河南、吉林、甘

肃等地台联，台北、高雄等分会场与北京台湾会馆主会场通过

视频连线互动拜年、表达祝福，展现各地迎新春的传统活动。

在河南，台胞们与社区居民一起体验特色年俗，剪窗花、

写春联、蒸花馍、扯烩面，烹饪肥美的黄河大鲤鱼，寓意年年有

余、大吉大利；在四川，台胞们齐聚一堂，通过包饺子、写春联、

看川剧表演感受川味春节氛围；在贵州，台胞们围炉吃年菜、

写春联、写“福”字，共迎新春。

据悉，本次冬令营总规模约 500 人，为期约 2 个月，包括开

营式、“台胞过大年”联谊活动、地方特色分营、短视频作品展

示等内容。在冬令营活动中，台湾青年们将走进北国的冰雪

世界、南方的小桥流水，饱览祖国的人文历史，了解祖国大陆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祖国大陆的浓浓年味、温暖关怀，让我感受到家一样的

温暖。”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台湾青年陈文成说，两岸文

化同根同源，春节承载着中华儿女期盼团圆的情感，共同的文

化和相似的牵挂，让我们产生了更多共鸣，也感到更多温暖。

“求学期间，我就了解全国台联举办的冬令营和千人夏令

营等活动，期待两岸青年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台湾海峡两岸

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吴衣菡在台北参与活动，通过线上发言。

据介绍，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冬令营自 1989 年首次举办以

来，已成功举办 28 届，先后共有近 7000 名台胞青年参与，已成

为广泛联谊台胞、热情服务台胞、紧密团结台胞的两岸青年交

流品牌项目和重要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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