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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屠呦呦从古籍中获得灵感，由此发现青

蒿素；在浩瀚古籍中寻幽入微，竺可桢绘制出

一条物候变迁的曲线——“竺可桢曲线”，浓

缩出五千年中华大地的冷暖变化图景。

卷帙浩繁的中华古籍，凝结着先人的智

慧，记载着璀璨的文化，诉说着绵延不绝的中

华文明。岁月不居，书阙有间，部分古籍正慢

慢“老去”，褪色、脆化、腐蚀，甚至稍一翻阅就

会损毁。

当古老典籍遇到现代技术，会产生什么

奇妙反应？

一种“打开”古籍的
全新方式

“初见”“流光”“惊鸿”“珠联”“缀玉”……

点击网页上的标签，《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编纂方法、历史价值等信息，伴随着动画音

效，呈现于眼前。

点击页面右上角“阅读大典”，进入文本

阅读平台。《永乐大典》原本影像与数字化文

本相互对照，繁简体文字随时切换。遇生僻

词句，可选中文本，点击“查看引用”，出处清

晰可考。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

书，汇集先秦至明初各类典籍，被誉为“世界

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几经散佚，副

本存世不及原书的 4%。对学者而言，《永乐

大典》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对普通读

者来说，古籍文本往往艰涩难懂，且接触机会

不多。

如今，《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

辑）在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正式上线，

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厚

重典籍浓缩在方寸之间，尘封已久的历史画

卷徐徐展开，成为触手可及的文化资源。

“互动化、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更加符合当

代人的阅读习惯，沉浸式阅读体验拉近了古

籍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识典古籍”平台

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助理

教授位通说。

自 2022 年 10 月上线以来，“识典古籍”平

台已陆续汇集经、史、子、集等 2200 余部古

籍，面向海内外读者免费开放。该平台由北

京大学与抖音合作共建，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免费、公开、稳定、快速、方便的检索和阅读古

籍服务。

“识典古籍”平台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希望，“识典古

籍”平台能推动散落海外的中华古籍回流，促

成古籍的开放共享。

一次解决保护和利用
矛盾的尝试

古籍数字化为何迫切？

王军算过一笔账：我国现存古籍约有 20
万种，从 1949 年到 2019 年，共修复整理出版

了近 3.8 万种，修复整理现存的全部古籍，可

能需要 300 余年。可以说，古籍修复速度赶

不上老化速度。

修复整理，只是数字化的第一步。古籍

具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属性，修复好的古籍

若只被束之高阁，后续研究就无法开展，更无

法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价值。

因此，数字化是一场生产效率的变革，也

是一次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尝试。

一本古籍，如何从纸页“搬”到网页？

进入“识典古籍”平台，平台设计者、北京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浩开始演

示：“古籍的数字化分为两步。一是图像化，

我们与海内外古籍收藏单位合作，广泛收集

古籍数字化图像资料。二是文本化，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对古籍文字进行识别、排序、校

对、结构整理、标点、实体识别等，对内容作精

细化处理。”

杨浩上传了一页古籍图像，不一会儿，文

字自动识别处理完成。古籍图像上显现出不

同颜色的小方框，“每个方框对应一个文字，

先切分再调整顺序。红色方框是提醒此处需

要人工介入，来进一步判断和处理。”

与此同时，古籍图像旁已自动识别出一

段文字，并可比照原图像进行修改调整。杨

浩继续解释：“这个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文字

识别、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识别等人工智能

技术。文字识别技术，是对古籍数字图像中

的文字进行单个切分，再进行文字识别和顺

序读出；自动标点技术，是通过序列标注的方

式对古籍自动进行现代标点；命名实体识别

技术，则是通过序列标注方法识别出文本中

的人名、地名、书名、时间、官职等信息。”同

时，在机器自动识别后，会有专人复查结果，

进一步提升准确率。

据悉，“识典古籍”平台文字识别的准确

率 达 到 96%以 上 ，自 动 句 读 的 准 确 率 达 到

94%，命名实体识别在中古史料上的准确率

接近 98%。

“大部分古籍阅读平台或只提供扫描文

稿，或只提供文本内容，有些商业数据库收费

高昂，获取资源十分不便。”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学生刘沐含说，“识典古籍”平台有着丰富

的检索功能以及分类与年代筛选功能，可以

辅助开展学术研究。

一个全流程的智能化
整理平台

集纳展示古籍数字版本，不是“识典古

籍”平台的全部。团队有着更大的设想——

在一个平台实现古籍智能整理的全部环节。

“‘识典古籍’平台由两部分组成，前端是

阅读平台，后端是古籍整理平台。”王军作了

一个比喻，“就像是餐厅的前厅和后厨。”

目前，作为“后厨”的古籍整理平台，已

经 设 定 了 团 队 管 理 员 、书 目 管 理 员 、审 订

员、整理员等各种用户角色。下一步，将吸

引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研究者，以众包

校对、协同审核等形式，推进古籍整理项目

和数据库建设，打造“古籍图像上传—文本

校 对 整 理 — 高 质 量 标 记 — 文 本 输 出 ”的 全

流程系统。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刘钰

昕，提前体验了一回“整理员”角色。

“希望能为损毁严重的古籍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情。”2022 年 4 月，看到北大数字人文

研究中心的招募信息，刘钰昕第一时间报名，

成为“识典古籍”平台的一名志愿者。

“我参与了《春秋左传注》《史记》《汉书》

等古籍的校对工作。”谈及志愿工作，刘钰昕

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

了制定魏晋南北朝官职标注规则，我查阅了

大量的文献，还详细翻阅了《文献通考》的‘职

官考’二十一考。”

“新时代古籍事业发展，需要一批对古典

文献学、古籍保护、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流程

都比较熟悉，又能将各方面有机融合的复合

型人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峥建议，

应加强古籍学科理论构建和课程体系建设，

编写适合新时代古籍工作需要的专业教材，

并多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以推进新时代古

籍人才队伍建设。

“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

的有力证明，希望通过‘识典古籍’平台以及

暑期工作坊、学术研讨等活动，推动中华文明

传承发展，向世界展示和传播我们的文化之

美。”王军说。

新年伊始，杨浩写下了新的展望：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

大。2024 年，希望能收集更多古籍、提升整

理质量，更好守护古籍这个文明之根！”

（厉 烨参与采写）

以上图片均为“识典古籍”平台网页截图。

制图：张芳曼

汇集《永乐大典》等2200余部古籍，“识典古籍”平台——

数字化，让古籍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吴 丹

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
万种，修复整理现存的全
部古籍，可能需要 300 余
年。古籍数字化迫在眉
睫。一本古籍，如何从纸
页“搬”到网页？广泛收集
图像资料、利用现代技术
精细化处理……自 2022
年 10 月上线以来，“识典
古籍”平台已陆续汇集经、
史、子、集等 2200 余部古
籍，免费面向公众开放，为
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
进行了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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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剧要重视时效性，聚焦社会

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何更好地观照现实，

在深入生活中获取更加丰富的养分，持续

开掘创作的土壤，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

我执导的《小别离》《小欢喜》《小敏家》《小

满生活》等现实题材剧，在主题和角度上有

所延续，展现出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追求

美好生活的拼搏奋斗。

以轻喜剧的方式化解问题，是我创作

现实题材剧的一个方法。用调侃的方式表

现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反而能够让观

众产生温暖的治愈感。一方面，剧中人物

的互动和对话，充满了喜感、幽默的元素。

一些小细节和俏皮话的设定，也让观众感

受到轻松愉快的氛围。另一方面，圆满的

结局向观众展开一抹亮色，传递向上的力

量。我们希望展现朴素的生活观与价值

观，每一个普通人都在为生活而拼搏奋斗，

一步步克服困境、奔赴理想。

从小切口、小事件、小人物出发，折射

出日新月异的大时代——“以小见大”，是

我创作现实题材剧一以贯之的追求。比起

宏大叙事，我更喜欢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

生活，看他们的喜悲哀乐，展现人性的丰富

性。塑造多棱镜式的人物，是我的美学追

求。每个角色不是单面、扁平的，而是立

体、多元的。剧情也好，题材也好，口子开

得很小，伸进去很有深度和广度，看到人物

相对宽广的内心世界，点点滴滴折射出时

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万千气象。

近年来现实题材剧创作火热，许多优

质作品引发观剧热潮、观众热赞。如此热

度，对于创作者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观察到，现实题材剧尤

其是都市家庭剧的创作正面临瓶颈。题材扎堆、“撞车”，很多

剧本在写重复的人物关系，甚至情节夸大、变形，故事悬浮。

都挤在一条狭窄的路上，无法开拓创作广度。

创作需要扎扎实实深入生活、感知生活。细节是编不出

来的，真实感与生活感恰恰通过细节本身流淌出来。要拍出

有质感、不悬浮的电视剧，就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沉浸式地

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打捞”出的柴米油盐，“勾兑”上鲜活的

故事、细节、人物，才能更有烟火气、更加接地气。《小别离》播

出时，有观众提出剧中演员一进门就换拖鞋，感觉很真实；《小

满生活》里妈妈下班刚进门，孩子立刻到她衣兜里找礼物……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导演的能力体现在还原现实，让剧集

内外产生高度逼真的交叠、互动，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

鸣。有观众评论说，这部剧演的好像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很有

代入感，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也是我一辈子的艺术追求。

创作者永远在审美上寻找和观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如

何将感知的触角深入生活的每个角落，向更深处挖掘，向新角

度开拓，创作出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是

摆在创作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我们都在寻找答案。

（作者为电视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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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1月 9日电 （记者龚相娟）记者从天津市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获悉：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青池遗址考古有

重大发现，两个发掘区内分别揭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

地层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出土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兽骨等不同质地文物标本

1000 余 件 ，为 研 究 天 津 地 区 文 化 起 源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考 古

实证。

天津考古部门曾于上世纪 90 年代对青池遗址进行过 3 次

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存。该遗址新石

器时代遗存的发现，将天津地区人文史提早到距今约 8000 年

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

天津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潘俊强）8 日，由北京广播电

视台与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制作的 6 集大型人文纪录

片《我们的新时代》播出。

该纪录片以百姓视角展开讲述，《一路长安》《大街小巷》

《一脉传承》《大城小市》《街里街坊》《东城有我》从不同角度切

入六大主题，生动讲述北京在新时代的发展历程，折射出近年

来首都重要的发展成就。该纪录片邀请各行业代表等参与讲

述，通过一个个微观故事和一段段个人体验，为观众奉献有广

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影像记录。

纪录片《我们的新时代》开播

本报昆明 1月 9日电 （记者张驰）近日，首届楚雄时装周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国内外的代表

团进行了 1100 多套传统民族服饰的展示和分享，共举办 39 场

精品走秀。“非遗传承与发展”全国服装服饰论坛上，多位专家

学者以彝族服饰发展为案例，探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和民族服装服饰产业化建设。

近年来，楚雄州建立起彝绣产业工作专班，制定彝族服饰

保护条例，整合多部门资源优势，加快形成产业发展合力。截

至目前，楚雄州已培育彝绣经营户 538 户，带动 5.7 万名绣娘

在家门口就业，建成彝绣车间 77 个、绣坊 260 个。

首届楚雄时装周举办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内，观众在参观。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陈世涵

2023 年 7 月 ，维 也 纳 音 乐 协 会 金 色 大

厅。身着长裙的女孩班琴立于舞台中间，自

信唱响歌曲。来自秦巴山区的她没想到，能

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参加世界和平合唱

节，还与小伙伴们一起捧回了儿童组金奖。

大大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一笑便露

出两个小酒窝。12 岁的班琴家住甘肃省陇

南市文县，推开门就是望不尽的绵延群山，

10 岁以前，她从未离开过家乡，“真希望有

一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021 年秋天，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团

长浴辉跟随中国记协来到文县东坝中学。

“一支临时组成的合唱队用歌声迎接了我

们，孩子们几乎是‘喊着’唱出来。”浴辉一下

子被淳朴自然的歌声吸引，直觉告诉她，孩

子们的嗓音条件不错，就是缺乏专业训练。

“让我们来教吧！”浴辉脱口而出。

2022 年 7 月，经过精心筹备，东坝童声

合唱团成立，45 名小队员绝大多数是农村

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浴辉

和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带着为合唱团量

身打造的新曲《大山里的孩子》，从东北来到

甘肃，跨越 2000 多公里，在孩子心里播下梦

想与艺术的种子。

从吐气发声到分声部合唱、从形体练习

到动作表演，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这支零基

础的合唱团逐渐进步。几次授课下来，浴辉

欣喜地发现，孩子们的音准更好了、音质更

美了，动作也更协调了。

“沈阳距离文县很远很远，老师们很辛

苦，每个月才能来一次，上完课就要赶忙往

回走。”学生王春阳格外珍惜每次排练的机

会，不仅唱得卖力、练得认真，有时一放学回

家就先练习发声，演唱学过的歌曲。

东坝中学虽名为“中学”，实际上只有小

学 6 个年级，学校有数名音乐老师，从教 26
年的王颖是其中之一。“原先上音乐课，伴奏

一响，我们唱一句，学生唱一句，很少进行发

声练习，想着让娃们把歌学会就行了。”每当

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前来授课，她和同事们

都帮着组织课堂，同时旁听学习。

“老师们通过吹悬浮球锻炼孩子们的气

息，还用各种专业的方法进行教学，极大地

调动了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东坝中学年

轻教师刘洋注意到，一段时间过后，孩子们

不仅合唱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更关键的是，

注意力更集中了，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2023 年 2 月，合唱团受邀前往兰州录制

节目。浴辉特意带着孩子们游中山桥、览水

车园，每一处都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2023
年 7 月初，在中国记协的协调帮助下，10 名

合唱团成员来到北京，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参与节目录制。

“在‘浴妈妈’帮助下，我的眼睛越变越

大，装下了兰州、装进了北京。但我的眼睛

又很小，当想表达感谢和感激的时候，却连

一滴眼泪也装不下。”出国比赛前，班琴这样

说。作为东坝童声合唱团的代表，她走进了

世界级艺术殿堂，眼睛里“装进了维也纳”。

“音乐教育帮扶，为农村的孩子启迪心

灵、陶冶情操、开阔眼界，让山里娃有出彩的

机会。”浴辉说，自己还有更多计划——争取

吸引更多音乐专业人士加入，利用寒暑假为

农村学校培训音乐教师。

“大山里的孩子啊，多想走出那道山崖，

数着夜空闪亮的星星，他要知道这世界有多

大……”班琴情不自禁地再次哼唱起《大山

里的孩子》。

甘肃文县的孩子们通过音乐教育帮扶走出大山

歌声有爱 远山花开
本报记者 董洪亮 赵帅杰

本报南宁 1月 9日电 （记者张云河）8 日，首部广西文物

题材 3D 网络动画片《博物馆守卫队》推介会在广西日报传媒

集团广西云发布厅举行。在活动中，“叶小空”“牛力力”“桃香

香”3 名文物守护小勇士帅气亮相。

该动画片以广西各地博物馆馆藏文物为媒介、广西自然

生态为背景，讲述一群勇敢、善良的小动物团结一心守护珍贵

文物的故事，不仅科普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揭示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

广西推出首部文物题材 3D网络动画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