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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中华文化底蕴的汉语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国家图

书馆宏富收藏中引以为荣的骄傲。但在这种荣耀之中，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利用知识宝藏

造福于广大民众，这也是摆在国家图书馆面前的重要任务。在信息社会，文化信息需求迅速

增长的情况下，使我们多了一层思考，那就是更好地整理和开发、传播利用国家图书馆的古

籍文献信息。  

近几年来，国家图书馆在中文古籍文献数字资源开发、加工、揭示、传播方面作了大量

的工作。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金石拓本、舆图等书目数字化工作基本完成，并通过网

络向公众进行全面的报道；宋元图书全文数据、敦煌文献全文数据加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的开办等，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但随着我国文化市场需

求的不断扩大，进一步深层次开发古籍信息，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一、 远期规划与近期目标 

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藏品的数字化，是一个长期性任务，应该制定长期规划。但在近期

应该作什么事情，要根据资金、人力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去实现。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怎样

与用户需求结合，把利用率高，用户需要的信息先期加工，通过一定数量的多媒体数字信息

吸引力广大用户，是古籍信息开发在起步时，应该把握好的问题，对持续发展很重要。例如：

中国有丰富的旅游信息，而且很有特色，国家图书馆可以与各省图书馆合作，开发较丰富地

旅游资源。最近我有机会到四川省图书馆考察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工作，感到四川省图书馆在

这一方面做的很有成效。例如：他们与四川省旅游局合作，把四川省内著名的旅游景点的有

关信息开发出来，其中包括历史、人物、风景的信息，专门编写出脚本，然后分别撰写文字、

拍摄图片等，由四川省图书馆统一制作数字资源库，完成的数字信息在四川省图书馆的网站

上供用户使用，同时，把各个景点的数字多媒体信息加工制作成光盘，作为景点门票，使游

人在亲身游览景点后，离开后可以进一步了解和回味景点的历史和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样

做不但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也解决了省图书馆前期制作数字资源的经费，同时，也促进旅游

事业的发展，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川省图书馆的做法给我们启示是：第一，选好专题，

适合用户需求和市场需要；第二，找到合作伙伴，注意与其它行业合作；第三，为持续发展

找到立足点。 

二、 创作精品与市场需求 

古籍信息开发与现代信息需求的结合，是古籍信息开发的目标。古籍信息开发相对投入

比较大，开发难度大，需要对信息进行深层次加工，对专业人员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古

籍信息开发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市场需求，满足人们对文化信息需求，这一点要向商家学习。

最近，我出差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幼儿玩具，对我启发很大。一个大约四岁的女孩手里拿了一

个手机娃娃，外形是一个洋娃娃造型，但功能与真的手机几乎相同。按其中的几个号码后，

玩具发出不同声音，有大人打电话常用的问候语、礼貌用语，让儿童从小知道手机的作用，

同时受到文明用语的熏陶；另外按几个号码，玩具发出不同动物声音，可以让儿童辨认，提

高儿童对玩具的兴趣。商家结合现实生活的需要，把现代通讯工具与儿童教育紧密结合，受

到儿童和家长的欢迎。笔者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习惯把自己馆在图书

馆内考虑问题，不去了解市场。因此，有时花很大力气制作了许多信息产品，但利用率不高，



或者不能得到用户的喜欢。要捕捉市场需求，首先，开发需求型的信息产品，适合用户的口

味，为用户定制裁衣；其次，生产引导型信息产品，通过挖掘与整合古籍信息的精华，向公

众介绍优秀文化，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优秀文化。古籍信息开发的战略，应该是精品战

略，任何产品开发，首先要给自己定位，应该是经过认真研究策划，创作为精品，尤其不能

粗制滥造。 

三、 加工方法与遵循标准 

传统信息的加工和揭示方法，是以信息载体为单元。而在网络环境下，数字信息的加工

与传播是以知识信息为单元。因此，古籍信息的开发，要选择好知识内容，在对古籍信息与

数据的处理过程中，要结合现代技术，采用标准的元数据和对象数据的格式与标准。笔者认

为，国家图书馆在古籍信息开发加工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古籍书目数据的制作，应该严格遵循中文文献编目规则和 MARC 格式，注意与现代文

献的结合，不能一味强调古籍文献的特殊性，否则在网络环境下，将无法满足用户多途径的

检索的需要。 

（1）MARC 数据中代码字段的选择，一定要准确和标准，不能省略位数，它将对今后数

据深层次开发和选择奠定基础； 

（2）MARC 数据中客观描述字段应准确到位，其它题名信息描述应该严格区分，不能相

互混淆。 

（3）MARC 数据中的版本项与附加版本说明，应该继承体现传统版本学的学术价值，而

不是淡化之。 

    2、古籍信息的规范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它除了书目中题名规范、著者规范、

地名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汉字的规范。揭示古籍信息应该说比现代信息本来难度就大，再加

上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对照，异体字的问题，使得人们不愿意看。因此，在揭示古籍信息的时

候，要从用户的立场出发，加强规范建设。尤其是在网上古籍数字信息的制作中，要有规范

控制，帮助用户更好地检索所需信息。国家图书馆应该化较大的力量，加快规范数据库的建

设，并解快应用到书目系统和全文检索系统中。 

3、古籍数字资源库的制作，在对古籍数字信息重组过程中，要让更多的专业人员参加

数据的提炼和标引工作，提高资源库的质量。因为在数字资源库建设中，信息类型包括：文

字、图像、视频、音频；内容类型包括：人物、地名、作品、景观、时间、事件、目次资源、

相关资源。这些都要求数据加工人员，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把握住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也就

是说在数字资源标引过程中专业知识含量较高，不同专业背景和水平的人员，制作的数据库

差异较大。数字资源库加工对传统图书馆而言是一种新的工作流程和技能，要培养新型的加

工人才。 

4、古籍专题数据库的制作，在文字的表述上，必须要规范的简化汉字版本，同时可以

有繁体字版本。有人说，古籍文献和数据库就是为懂古籍的人看的，看不懂得人也不会查阅

古籍文献和信息，我认为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中国优秀的

古代文明和古籍文献。另外在内容的揭示上，除了专题较强的研究性内容外，在内容的揭示

上，尽可能符合现代人的需要。例如：关于敦煌文献，在揭示的过程中，让人们更多的了解

敦煌文献、敦煌艺术、敦煌历史、中国佛教、中国美术等多方面的知识。不可能让所有的人

去读敦煌写经。 

    总之，我们国图人肩负着历史的重任，采用先进技术整理与开发古籍信息，传播先进文

化，让中国优秀文化为广大的公众所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