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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录历史、传承文化，是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表征和见

证。随着古籍数字化步伐的加快，实

现 全 部 古 籍 永 久 保 存 的 目 标 有 望 实

现。越来越多收藏在图书馆里的珍贵

古 籍 走 出“象 牙 塔 ”，走 进 社 会 大 众 。

古籍数字化的持续推进，让古籍面貌

焕然一新，不断激发古籍生命力。“活

起来”的古籍日益成为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滋养。

古籍数字化带来
阅读便利

什么是“天头地脚”？什么是“象

鼻”？什么是“鱼尾”？……打开识典

古 籍 网 站《永 乐 大 典》数 字 高 清 影 像

库，点击这些看起来有些陌生的名词，

《永乐大典》高清图片上相应的位置立

刻突出显示，直观而形象地展现这部

珍贵古籍的风采。更令读者感兴趣的

是，网页上的《永乐大典》可以随着鼠

标调整方向和角度，360 度观赏，仿佛

是拿着真书在阅读。

“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用光影变

化 最 大 限 度 地 模 拟 实 体 书 的 阅 读 体

验，最大限度地保存古籍原貌。”识典

古籍项目产品负责人王宇说。

《永乐大典》数字高清影像库是国

家图书馆承接的国家古籍数字化重点

项目，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和字

节跳动公司共同设计研发。该项目第

一辑收录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

40 册、75 卷的内容，除呈现《永乐大典》

高清图像、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还

尝试对部分大典内容做了知识标引，

为后续《永乐大典》的知识体系化、利

用智能化进行探索。

“数字化解决了存藏和使用之间

的矛盾。”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说。因古籍

年代久远、极易破损，珍贵古籍的借阅

有一整套严格的流程，普通读者是难

以接近的。“纸寿千年”，每一次翻阅都

是对古籍的伤害。“古籍数字化既减少

了纸书的磨损，也使《永乐大典》这部

宝贵文献‘化身千百’‘走入寻常百姓

家’，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相关学术研究，感知《永乐大典》的

不朽神韵。”张志清说。

除了让珍贵古籍走近普通读者，

数字化也降低了古籍的阅读门槛。

在识典古籍网站和客户端上，《论

语》《孟子》等常见古籍不仅有文本，而

且有古籍原本影像，图文左右对照；有

注疏和翻译，文白对照；不仅可以阅读，

还可以检索。“目前我们初步把人名、地

名和官职等实体进行了标注，也上线了

字典释义功能，鼠标或手指放到不认识

的字词上，就会显示注释。下一步还要

把实体标注与百科词条链接起来，遇到

不懂的问题，点击即可呈现详细解释。”

王宇说，通过数字化降低古籍阅读门

槛，可以让更多读者亲近古籍，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为面向大众的公益性古籍数字

化 平 台 ，目 前 识 典 古 籍 已 上 线 古 籍

1600 余部，免费对公众开放。读者对

于数字化的古籍表现出很高的阅读热

情，短短数月，识典古籍累计用户数已

超过 1240 万。

面向专业用户的古籍数据库建设

步伐也在加快。中华书局下属古籍数

字化企业古联公司开发的古籍整理出

版资源平台籍合网，自 2018 年上线以

来，已发布数据库 31 个，涵盖专业古籍

整理出版资源 20亿字，石刻资源 5万余

篇，历代登科人物 10 万余条，木版年画

18000 余幅，书法作品 10000 余种，甲骨

文卜辞 143856条，总计字符 30多亿。

自 2012 年以来，我国古籍事业进

入新时代，古籍数字化不断提速。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意见》，明确

提出“推进古籍数

字化”，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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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见》进一步激发了相关单位古籍数字化

的动力，以大型图书馆为主体的公藏单

位普遍开展了古籍数字化工作。

今年 9 月，国家图书馆组织第八次

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新增发布古

籍资源 1672 部（件）。至此，全国累计

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 13 万

余部（件）。

不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古籍数

字化还存在薄弱之处。据统计，我国

现存古籍约 20 万种 5000 多万册（件），

但实现数字化的不超过 8 万种，大多数

所谓数字化古籍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影

像扫描，真正实现文本数字化的不足 4
万种。

古籍数字化专家吕亚峰说，古籍

影像扫描是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但影

像无法检索；只有数字化文本才可以

检索，便于研究、阅读和传播。因此，

今后古籍数字化工作应把重点放在古

籍文本的数字化上。“现在有了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加速实现全部古籍的

数字化已经具备了条件。”吕亚峰说。

“如果现存古籍全部数字化，那么

我国古籍保护就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古籍灭失的可能性就大幅降低了。这

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将是一个了不起

的贡献。”张志清说，“我们所处的新时

代，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有可能

实现文化典籍永久保护和传承。”

古籍数字化进入
人工智能时代

将古籍高清影像上传服务器，点

击自动识别按钮，只见古籍影像上立

刻出现一个个不断闪动的格子，自动

套住图片上的每个字，相应的文字就

按照古籍上文字的排列顺序出现在页

面。这一过程不过数秒。

“人工智能在古籍数字化中的应用

有效提升了古籍整理的效率。”古联公

司总经理洪涛说，以籍合网 OCR（光学

字 符 识 别 技 术）识 别 为 例 ，5 分 钟 的

OCR 识别相当于人工录入 20 小时的

工作量，而且错误可以降低 75%。“这对

传统纸本古籍整理效率的提升是巨大

的，”洪涛说，人工智能解决了大型古籍

整理项目耗时耗力、过久过多的现状。

以西泠印社“刻在石头上的浙江”

系列丛书为例，古联公司编辑部参与

了包括《东瓯金石志》等在内的 9 种金

石类古籍的整理，共计约 147 万字。在

整理过程中，全流程利用智能整理技

术辅助工作。首先用 OCR 识别底本

文字，然后采用线上众包模式开展底

本校对工作。校对后的稿件通过自动

标点功能进行标点，标点后的稿件再

交由编辑进行校勘和通读审稿。在这

种工作模式下，编辑部仅用时 4 个月就

完成了全部稿件的整理工作和部分编

辑工作。“这样的速度在以前是不可想

象的，只有在人工智能时代才能成为

现实。”洪涛说。

人 工 智 能 正 在 变 得 越 来 越“ 聪

明”，现在对版刻本的识别准确率可达

98%。即使对行夹注、眉批、行间批注、

表格等不规则的古籍版面，不仅能准

确识别文字，还能通过针对性训练优

化分区效果，从而避免出现虽然单字

识别正确，但阅读顺序颠倒错乱不能

复用的情况。

以往给古籍断句和加标点，需要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手动进行。但现

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机器自动断句、

自动标点。洪涛介绍，目前研发的自

动 标 点 技 术 ，断 句 准 确 率 平 均 达 到

98.46%，标点准确率达到 93.94%，专名

线 书 名 线 自 动 标 注 准 确 率 达 到

92.15%，标点标线后的古籍文本更方

便阅读、理解和研究。

“如果人工智能不介入，完全依靠

人力，古籍数字化全部完成可能还需

要上百年的时间，但有了人工智

能，完成全部古籍的数字化

也 许 只 要 二 三 十 年 。

我 们 对 此 有 信

心。”王宇举例说，百衲本《二十四史》

将近 4000 万字，但利用人工智能，识典

古籍北大整理团队仅用 3 个多月就完

成了识别、点校、上线发布。

尽管经过人工智能处理的古籍文

本准确率已经很高，但依然需要人工核

校。特别是一些异体字、冷僻字，以及

特殊格式的古籍，更是离不开专业古籍

工作者的核校。

“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取代人，人

工智能的优势在速度，而人的优势在

精确和创造性。通过人机协同、人机

互补，可以大幅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

效率和质量。而高质量的、学术性的

古籍整理工作依然需要专家学者长期

不 懈 的 努 力 ，不 可 能 被 计 算 机 所 替

代。”洪涛说。

古籍整理进入大
众化时代

古籍整理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但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古籍

爱好者也可以参与古籍整理。其流程

大致是这样的——

经过人工智能处理的古籍文本，

通过互联网分发给在线编校人员，后

者在电脑上对照古籍底本高清图像，

逐字逐句审阅，并在古籍整理平台上

修改。管理员借助平台的版本比对功

能审阅修改记录，判断是否合格。

古联公司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

整 理 众 包 平 台 正 是 这 样 运 作 的 。 从

2018 年上线以来，籍合网古籍整理众

包平台积累了近 5000 人的在线古籍编

校队伍。这些在线古籍编校者绝大多

数 都 是 业 余 人 士 ，有 大 学 生 、图 书 编

辑、律师、教师，也有公务员、金融界人

士、自由职业者等。爱好文史、熟悉互

联网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全 书 近 2 亿 字 的《中 华 大 藏 经·
续 编》通 过 众 包 模 式 ，在 全 球 900 多

位业余审校者的参与下，仅用时两年

就 完 成 了 两 个 校 次 的 底 本 校 对 与 审

核 工 作 。“ 古 籍 整 理 众 包 工 作 模 式 不

仅 解 决 了 大 型 古 籍 整 理 项 目 在 人 力

方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地域

限 制 和 个 体 时 间 分 散 、随 意 的 难 题 ，

使 人 力 和 时 间 都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利

用。”洪涛说。

“青年一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热爱，是推动古籍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推力。”张志清说。

目前，一支 2300 余人的古籍志愿

者队伍活跃在字节跳动公司。每次识

典古籍发布古籍审校任务，志愿者们

就会在群里认领，往往是“秒光”。手

速稍慢，任务就被人领走了。

古籍志愿者许黧丹参与了《茶苑》

和《鸡足山志》两部古籍的文字校对和

结构整理任务。“亲自参与，大受震撼，

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原来，只是轻

轻滑动鼠标就能浏览到的内容，背后

凝结着这么多复杂的步骤和这么多人

的心血。”许黧丹说，“除了为古籍数字

化做出自己的微薄贡献，还结交了志

同道合的朋友，自己也增长了不少见

识。我们都在期待下一次的古籍整理

任务了。”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未来的古

籍数字化还会有怎样的进展？

洪涛认为，目前的古籍数字化仅

仅是一个开始，未来可以利用人工智

能进行古籍的辑佚、汇编、注解、翻

译、检索、索引甚至考证和摘要工

作。而更重要的是，利用人工智

能开发古籍，用古籍蕴含的浩瀚

素材创作生成内容。

“比如，创作一部历史题材

的影视剧就可以让人工智能

从古籍里寻找相关素材，自

动生成故事。创作者在此

基础上继续修改。这个过

程不断循环，就能创作出

高质量的作品。我们离

这一天已经越来越近

了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中 华 古 籍 是 一

座宝藏。”洪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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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

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

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对赓续中华

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

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

有重要意义。

古 籍 蕴 含 古 文 奥 义 ，加 之 排

版、文字、语法不同于今天的白话

文，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存在一定

的阅读门槛和理解难度。因此，推

进古籍活化，成为新时代古籍工作

的重中之重。《关于推进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完善古籍

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古

籍活化让古籍走出学术“象牙塔”，

走 入 千 家 万 户 ，实 现 古 籍 服 务 大

众、服务社会的目标。

推动古籍活化利用，数字化技

术的力量不可或缺。随着数字技术

的发展，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出版

社 和 古 籍 存 藏 机 构 等 依 托 馆 藏 资

源，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举办展

览、开展竞赛、开设课程讲座等多种

方式活化古籍资源。不久前，国家

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联

合发布了第八次古籍数字资源。古

籍 数 字 资 源 的 在 线 发 布 与 共 建 共

享，让广大专业研究者与历史文化

爱 好 者 可 以 足 不 出 户 阅 览 古 籍 资

料，推动古籍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与传播。

在新媒体主导的“图像时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正

经历一场视觉转向。《典籍里的中

国》《古书复活记》《穿越时空的古

籍》等文化类节目的创作与播出，体

现了用影像激活文化典籍、以当代

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和传播传

统文化的有益探索。这些蕴藏在中

华古籍中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以影

像创作的方式提炼、呈现出来，对人

们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

化自信、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具有积极作用。

类型多样、形式活泼的古籍活

化方式，让古老的文字文本呈现出

新颖且充满趣味的面貌。国家图书

馆推出“妙手匠心——修复互动体

验套装”系列文创，让大众在修复体

验中学习除尘、补缺、溜口、折页等

古籍修复步骤，引发对古籍修复事

业的关注。

此外，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爱好

者以古籍记载为依据，复原传统服

饰、再现古书中的餐饮、利用古籍

中 的 字 体 打 造 艺 术 字 。 古 籍 中 精

深 微 妙 的 思 想 ，只 有 人 们 亲 身 阅

读、走入古籍，方能领略其中的奥

妙和真意。因此，多样化的古籍创

新表达方式是“引”，更重要的还是

由此引发大众广泛的阅读兴趣，引

导 人 们 真 正 投 入 古 籍 文 本 的 阅 读

活动中。

卷帙浩繁的中华文化典籍，犹

如 中 华 文 明 的 源 头 活 水 ，百 川 汇

聚、奔涌不息。进一步推动古籍的

活化利用工作，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将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提 供 强

大精神力量。

活化利用 古籍重光
曾宇昕

图图①①：：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俯瞰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俯瞰。。

张张 斌斌摄摄

图图②②：：山西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上山西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上，，学学

员听专家讲解相关知识员听专家讲解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陈 斌斌摄摄

图图③③：：《《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数字高清影像库项目工数字高清影像库项目工

作人员进行古籍作人员进行古籍数字化处理数字化处理。。

邵启轩邵启轩摄摄

图图④④：：《《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数字高清影像库数字高清影像库。。

邵启轩邵启轩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汪哲平汪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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