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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暨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开通 

                                  董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10 年 5 月 20 日上午，中国国家图书

馆举办了“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

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

数据库”开通仪式。仪式由数字资源部李春

明副主任主持，张志清副馆长出席了开通仪

式。出席仪式的嘉宾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

思仁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桥本秀美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刘玉才、潘建国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爽副研究员，

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

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

古籍部的专家学者。馆内相关部门的领导、

工作人员及部分媒体也一同参会。 

开通仪式上，首先由古籍馆孙俊和程佳

羽分别介绍了两个数据库创建的过程及数

据库的特点和功能。接着由张志清馆长、艾

思仁先生、桥本秀美先生分别致辞。张志清

馆长在致辞中首先对两个数据库的开通表

示祝贺并对为此项工作付出辛劳的同仁表

示感谢，随后回顾了我馆对海外古籍回归工

作的一贯重视及一系列珍贵古籍回归的历

程。促成这两个数据库成功落户于国家图书

馆的两位国际友人——艾思仁先生和桥本

秀美先生分别回顾了数据库发布的历程，他

们表示数据库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成功开通

实现了其多年梦想，感到由衷的喜悦，同时

也对古籍数字化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随后，张志清馆长、艾思仁先生和桥本秀美

先生来到触摸屏前，共同点击开通按钮，与

现场参会者共同见证了“中华古籍善本国际

联合书目系统”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

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的开通。两个数据

库在开通后都将在国家图书馆主页上“海外

中华古籍专题”栏目中集中展示并为公众提

供服务。    

国家图书馆自建馆之初，老一辈图书馆

人袁同礼、赵万里等先生对海外古籍回归工

作一贯重视，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一批批

珍贵古籍得以回归。而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

今天，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回归应该算是古籍

回归的新方式。数据库开通的意义还不止于

此，正如桥本秀美先生在致辞中提到的，读

者不必再从网上下载“图像数据”的山寨版，

而是可以在国家图书馆这一权威性的服务

器上随时随地高速接触数据。这是国家图书

馆在古籍数字化进程中迈出的卓有成效的

一步。专家们也普遍对两个数据库的意义和

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认为这两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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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为古籍数字化提供了两种典范：一是提

供精善的版本著录信息，一是提供全文影像，

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据库。 

开通仪式结束后，与会专家们就两个数

据库的内容、意义及未来古籍数字化工作等

问题进行了讨论。专家们各抒己见，就数据

库的完善与发展、未来古籍数字化的方向及

为公众服务的理念转变等问题展开讨论。桥

本秀美先生在致辞中提到的“收藏古籍并不

意味着拥有特殊权力，而是要背负沉重的责

任。责任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妥善管理防止

破损。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些古籍能够找

到真正理解它的读者。”这一观点引起了与

会学者的共鸣，大家认为此次“联合书目系

统”中书影的自由下载与“汉籍影像数据库”

的全文影像提供都是对图书馆传统保守的

服务理念的冲击。如何将所收藏的古籍更好

地为学界服务，发挥古籍的作用，是古籍收

藏单位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专家们的发言中我们感受到了国家

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和古籍服务中所应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继续开展古籍数字化项目，

引导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国家图书

馆责无旁贷，当然也离不开古籍界同行和社

会公众的积极支持。正如张志清馆长在发言

中所提到的：“古籍事业要靠大家共同团结

奋斗，希望图书馆古籍界同行能以更加广博

的胸怀、更加精诚的合作为古籍保护、古籍

数字化建设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