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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先生有些烦。
这位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

局前副总编，虽退休 20 多年，却仍
然以整理古籍为业。最近他正校勘

《大宋宣和遗事》（元代人根据多个
笔记小说以说书形式连贯而成的话
本，后成为《水浒传》的蓝本），需
用笔记小说原文来对，但他用不惯
手机上的数据库，打开慢不说，一
不小心一碰就把页面弄丢了。

现在好了，“中华经典古籍库”
微信个人专业版上线了。用户可以
在电脑端使用，古籍原书图像、页
码都清晰在目。

从对古籍简单的数字化处理，
到产品化设计，再到互联网化……
回顾一路摸索的曲曲折折，中华书
局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古联 （北
京） 数字常务副总经理洪涛既感慨
万千，又对未来充满期待。

厚积终有薄发日

洪涛是学历史的，因为喜欢计
算机，2001 年直接被招进中华书局
信息中心。书局当时连电脑都没有，
只好现买电脑，建局域网。2003 年，
中华书局成立了“古籍资源开发部”，
建设“中华古籍语料库”。

洪涛坦言，当时完全没有数字
出版概念，只是对中华书局传统铅
排古籍整理书籍进行数字化编辑加
工。

这一工作不仅为 《史料笔记丛
刊》《古典文学基本丛刊》、佛教道
教典籍的出版提供了数字内容，也
让书局借此建立了数字加工和流程
管理的标准，造了3.1万个字符集以
外的字，这些成果直到今天还在应
用。

2008 年前后，已完成 3 亿字的
数字化加工的中华书局并没开发产
品，而是进入了对古籍知识库的研
究。他们认为，以谷歌百度为代表
的搜索引擎，有强大的资源索引、
聚合功能，代表了从内容服务到知
识服务的互联网方向。于是开始对

《资治通鉴》《二十四史》 进行分析
系统建设，把书中相关知识信息标
引、组织起来，形成以人物、时
间、地点和事件为不同维度的知识
网络，脱离了原书目录结构，相当
于一个小世界。比如搜索张飞和关
羽，系统会图形化给出两个人的关
系图，包括他们共同参与的事件、
接触的人物，甚至可以看到他俩在
地域上的移动轨迹，文献变得可
视、立体化了。

事实证明，这个项目思维过于
超前、工作量过于庞大，技术、知
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通常的用户
群——普通读者、学生、教职、研
究者，不知道该用这个知识库做什
么；反倒是结构简单的数据库，在
商业上容易成功。

这段经历看似歧路，却为后续
开发“中华经典古籍库”提供了重
要思路。

贴近互联网后的“人”

中华书局迟迟没有开展数字产
品化，不仅有技术因素的考量、对

市场的理解和把握，但最重要的还
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顾虑。

众所周知，整理本古籍 （将同
一古籍的不同版本研究对照、整理
出版） 是书局最核心的资源，也是
书局这个品牌安身立命之所在。古
籍的高重印率是书局重要的经济支
撑，很难确定数字化是否会加重盗
版风险、伤害传统纸本书市场。

在对侵权的网络数字公司进行
知识产权诉讼中，有用户说，如果
你们有自己的数字版，我们当然不
会看别人的。书局意识到，产品化
或许才是最好的保护。

2012 年，中华书局开始了数据
库的产品化。当时手头两三亿字的

数据量，与一些民营古籍库动辄 10
亿字的数据量相比，实在差距颇大。

他们在跟踪用户使用习惯中发
现，很多用户先在数据库检索到需
要内容，然后去图书馆与整理本核
对原文，记录下原文出处等信息。
在这一文献检索使用过程中，用户
只把数据库当成了纸质图书的电子
索引。

于是，他们的数据库中保留了
原书版面图像，让用户不必再去图
书馆查纸书；用户复制文献时，来
源出处会自动在文献后显示。

由于整理本涵盖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无数顶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
果，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权威性，再
加上对用户的尊重和体贴，中华书
局数据库受到用户欢迎，培养出很
多重度专业用户。

2014 年到 2015 年间，他们的主
要产品是“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局
域网版，主要面向高校图书馆及专
业院系、公共图书馆、党政机关、
出版社、研究机构、博物馆及其他
民间机构。局域网版符合国内用户
一次性买断的习惯，但不适合海外
推广。所以，2015 年底发布了在线
版，可以通过网络授权访问。短短1
年，在线版已经在100多个机构开通
试用，北美的哈佛、耶鲁、普雷斯
顿、哥伦比亚等大学都购买了在线
产品。

2016 年 4 月 23 日，他们又发布
了微信版古籍库，这是社交移动平
台上第一次出现的古籍资源，读者
可随时随地阅读检索。短短半年，
微信版吸引了3.5万读者，原来隐藏
在局域网版后的用户个体浮出水

面。通过后台统计，他们可以了解
用户在检索和阅读哪些内容、什么
时间使用数据库、哪些地方的用户
多、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这些
数据让他们能够将营销和服务真正
定位到“人”，这也是微信产品最核
心的价值。

沟通古籍和当代人的平台

2015 年，古联 （北京） 数字传
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统合了中华
书局的古籍数字化业务。

2017 年 1 月 北 京 图 书 订 货 会
上，“中华经典古籍库”第四期发
布，古籍库总字数达到7.5亿字。但

与往期不同，这一期纳入的古籍有
2/3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比如《册
府元龟》《全元文》《苏轼文集编年
笺注》《宋代序跋全编》《八旗文
经》 等，分别来自天津古籍出版
社、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
书社、辽海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古联公司还与其他古籍出
版社洽谈业务，到 2017 年底，古籍
库将收入古籍 1000种、10亿字，古
籍库会变得更为全面、权威，充分
体现“古联”的内涵。

随着产品越来越多，局域网版
的价格越来越贵，需要化整为零。
为此，他们开发了个人微信版，直
接针对有不同需求的个体用户。

但这远远不够。
洪涛介绍说，根据 《中国古籍

总目》，中国古籍著录约20万种，其
中重要的古籍约四五千种，整理本
无法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除去核
心的人文类古籍，像医学、天文、
数学等古籍，虽然很偏，却同样是

古人的智慧结晶，同样具有当代价
值。同时他们注意到，现有数字产
品实质上是纸书的附属物，受制于
纸书的出版。互联网时代，很多内
容产品靠用户自己生产达到迅速扩
张，维基百科、知乎都是这样。

2016 年，他们开始筹划“籍合
网”平台：提供古籍书目 （包括版
刻书及整理本） 及相关的参考资料
和已有整理成果。平台发布需要整
理的古籍信息，采用众包形式，由
读者共同整理完成。

赵萍是河北经贸大学大三的学
生。在电话采访中她告诉记者，她
从小就喜欢古文，平常的碎片时间
都在阅读古文。去年4月参加中华书
局读者开放日，受赠一年的个人微
信版会员资格，发现里面的书特别
多，还有检索功能。过去下载 PDF
电子书，总要划上划下，现在是横
排，直接一搜，复制，拿去请教老
师，“我还把它推荐给老师呢！”我
问她会不会参加“籍合网”的古籍
整理，她笑着说：“哪怕没有报酬，
能做也是开心的。”

这个预计今年内上线的平台，
将打通数字和出版的双向通路：古
籍整理出版物用数字形式发布，平
台通过数字化产生整理作品，提供
给出版社纸质出版。平台上还可介
绍学术会议成果、学术动态，让用
户在这一空间自由交流，大大增强
用户黏合度，数据库将更像一个现
代互联网产品。

通过古联，我们或者可以看到
古籍数字化的宏大全景。

最近，第二季“中国诗词大
会”上的“飞花令”环节，吸引了
众多目光。其实，“飞花令”是古人
常玩的一种“酒令”，《红楼梦》 中
就写到过。

续书第一百十七回：一日邢大
舅王仁都在贾家外书房喝酒，一时
高兴，叫了几个陪酒的来唱着喝着
劝酒。贾蔷便说：“你们闹的太俗。
我要行个令儿。”众人道：“使得。”
贾蔷道：“咱们‘月’字流觞罢。我
先说起‘月’字，数到那个便是那
个喝酒，还要酒面酒底。须得依着
令官，不依者罚三大杯。”众人都依
了。贾蔷喝了一杯令酒，便说：“飞
羽觞而醉月。”顺饮数到贾环。贾蔷
说：“酒面要个‘桂’字。”贾环便
说道“‘冷露无声湿桂花’。酒底
呢？”贾蔷道：“说个‘香’字。”贾
环道：“天香云外飘。”

“飞花令”只是《红楼梦》诸多
酒令中的一种，此外的酒令还有很
多。如第四十回的“牙牌令”，一般
是令官配好副子后分张举说，最后
合而言之，道出副子名称，令席上
宾客依次即兴接口，比上一句令
语。文中写到：鸳鸯道：“有了一副
了。左边是张‘天’”，贾母道：

“头上有青天。”鸳鸯道：“当中是个
‘五与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
彻骨。”鸳鸯道：“剩得一张，六与
幺。”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
最后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
鬼’。”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
腿。”贾母的对句，有的是凑韵，有
的是象形，均妙趣天成。

第五十四回写到“击鼓传花行
令”。这种酒令，专设一个击鼓，采
取一枝花，酒席上随着鼓声和节奏
速度，依次循环相传这枝花，鼓声
住后，花枝落到谁手里，谁喝罚酒
一杯，有的还说些令语。文中写
到：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便
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
叫他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
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

“

这是个好令，正对时对景。”所谓
“春喜上眉梢”，就是“击鼓传梅”
的雅称。“梅”与“眉”谐音，将

“传梅”说成“春喜上眉 （梅） 梢”
是讨吉利的口彩。第七十五回“击
鼓传桂行令”，也属这类酒令。

此外，《红楼梦》中的酒令还有
猜枚、射覆、女儿令等十几种，可
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相比而
言，“诗词大会”上的“飞花令”，
不过是借其形式罢了。古人们将诗
词歌赋融入生活，消遣时光，真是
令我们生羡。

古人的智慧，曾以文字的方式，被记录在甲骨、青铜器、竹简、线装书上。如今，这些智慧结晶凝结
在比特（BIT）里，供世代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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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籍不胫而走
——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侧记

本报记者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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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高考失利，被一所
二流大学录取，因为考虑到还有
两个弟弟在读书，父母的担子够
重了，硬着头皮就去读了。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
我曾跟朋友调侃，英语课听不懂
英语，专业课听不懂方言，我仿
佛从人间来到了鸟的天堂，当然
一点也没有天堂的美好和舒服。

苦闷之余，我去了一家书
店，在一个写着“跳蚤”的地方
淘到一本《天地相交的地方》。那
本书是作者赵蕴博在美国做博士
研究生和博士后的 7 年学习生活
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实记
录。与其说那本书吸引了我，不
如说书封二作者的照片触动了
我。那是一张半身照，照片不
大，几乎看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拍
摄的。作者穿一件藏蓝色或者是
黑色的大衣，而立之年模样。照
片真正打动我的是那样一种气氛
——昏暗的天宇中透着那么一股
子冷峻。是的，就是这样一种气
氛跟我产生了某种共鸣。

这本书，我看了太多遍，里
面留下了很多阅读注脚。我还记
得那些当时很入我肺腑的话，“生
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孰轻孰
重？”还有，“一夜之间可以成为
一个富翁，十年也造就不了一个
贵族”，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有一
个画面，曾让作者牢牢记住，并
埋下了一颗梦的种子，也让我这
个读者深深记忆，那就是雨中的
白衬衫。这个“白衬衫”是一个
博士，但他不打雨伞地走在雨
中。这也许是在渴望雨水冲走疲

惫，也许是在寻找某篇论文的写
作灵感吧。

大学毕业找工作那年，我又
一次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但体悟
跟读书期间大不一样。如果说读
书期间还是在看别人的生活，那
么找工作时候看此书，就多了层
感同身受了。

“天地相交的地方，无论是在
人们的视觉里，还是在想象中，
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它
是太阳初升的地方，是人们寄托
未来希望的对象，也是人们打发
往日的不幸和忧愁的去处。”“不
知不觉中，30个春秋已经悄然逝
去，在这个被称为‘而立’的年
龄，和以往一样，我仍然迷茫且
又焦急地遥望着眼前那个天地相
交的地方，也时而困惑且又留恋
地回首背后那个天地相交的地
方。”作者的这段话，深深地打动
了我。

《天地相交的地方》虽不是名
家的大手笔，甚至当年也不过是
躲在书店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里，但还是走进了我的视线，扎
根于我的心里，给了我太多的感
悟和启迪，最重要的是，陪我走
过了一段不太晴朗的日子。这本
书像极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逆
境里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一个
迷途中给我启发和力量的朋友。

一本书，一座灯塔
老 哈

青年作家朱晓剑的 《美酒成都
堪送老》（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与民谣歌手赵雷写唱 《成都》 有着
同样的意义，都是在用自己喜欢的
独特方式，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
恋。

地处巴蜀大地的成都，远在四
五千年前就有先人聚居。在漫长的

历史中，成都形成了悠久灿烂的城
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高处庙堂，
而是恣意生成于市井家常当中。朱
晓剑从生活趣、饮食谈、街巷里、
文化志、成都人等方面，把自己观
察到的成都生活方式在纸页间发扬
光大。

这 些 原 生 态 的 记 录 ， 都 围 绕
“美酒成都堪送老”这一句进行。此
句出自唐代李商隐的名诗 《杜工部
蜀中离席》，句意暗合了成都这座城
市的某种气质，“美酒”可以酝酿出
诗意的生活；“送老”说明适合养
老，传递了慢生活的意味。朱晓剑
选用此句作为书名，可看做是对千
古名句的详细注解。

“成都是这样一个城市：哪怕你

从异乡飘过来，只要肯努力，就能
够收获成就。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它的风格所包容的不仅仅是对外地
人的去来，也包括思想影响。”朱晓
剑在序言中坦言。正是这种兼容并
蓄的城市品格，让朱晓剑捕捉到成
都人开放的生活态度，让他觉得有
必要把成都的衣食住行、历史变
迁、文化典故真实地呈现给读者。

对 于 不 了 解 成 都 的 外 乡 人 来
说，提到成都的生活，想到的就是
吃美食、喝好酒、打麻将、品茗茶
等各类休闲，继而难免引申为懒散
享乐、不思进取。朱晓剑在 《成都
人的消费空间》 一文中，以成都在
发明创造领域亮点频繁作为范例，
显示了成都人的创新高度，他总结

成都人是“看上去慵懒，却不单
调；简单，却不乏味”。

别有情趣的生活土壤，才能孕
育出诸多的文艺名家，才能让大批
的名流流连于此。朱晓剑追踪成都
昔日的名人印记，对享有盛名的成
都画派历史沿革进行了追溯。他对
民国成都画派领军人物张大千的成
都落脚点——成都和平街十六号、
青城山上清宫、团结镇永定村、金
牛宾馆等处走访调查，写就了 《张
大千的成都地图》；对张充和当时的
通信、报刊资料、相关回忆等进行
汇总比较，再现了张充和在成都的
生活往事，汇聚成 《张充和在成都
的岁月》，展现了这位民国才女与成
都的不解之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
曾以深情的诗句，热烈表达自己的
乡土情感。朱晓剑无疑也具有这样
的人文情怀，他以 《美酒成都堪送
老》 一书，为乡愁安置了高妙的铺
垫，为诗意成都标注了隽永的人文
韵脚。

诗意成都的人文韵脚
李 晋

古联公司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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