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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古籍数字化概说 

——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数字化实践为中心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以下简称推广组）于 2011 年 3 月成立。

有员工 15 人，年龄段是 1979 至 1989 年，可以说是全员 80 后。与古籍馆其他以

藏品立组不同，经典文化推广组是以功能立组。目的是在古籍馆多年来以古籍特

藏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服务基础上，通过专门的业务科组来继续拓展渠道，提供高

水平高质量的文化信息和相关文化产品，从而使古籍馆成为传统文化保存、发布、

推广的重要文化单位。因此推广组的工作宗旨是提供经典文化普及的高端服务，

以文化出版物、学术讲座、专题展览、古籍在线资源等为实现形式。在工作中，

建设熟悉掌握经典文化精髓，具备经典文化整理、研究、再阐释能力、富有文化

推广创新意识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其基本业务工作可以分为两类：文献数字化和

文化推广活动。 

国内外对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从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管理、

古籍字库、元数据、数据库结构、知识挖掘等技术方面，皆有较为深入的讨论；

对古籍文献扫描中的色彩管理等问题，也开始引起工作者的注意1。随着全国图

书馆界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开展，古籍数字化的图像采集作业规范化操作等实践中

产生的各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承担数字化工作的单位的重视。对专门从事扫

描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管理人员、修复人员等直接参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人来说，

这些实践中的细节，能够帮助他们较为快速的上手操作，少走弯路。因此，本文

即以推广组成立五年以来的工作实践为主，简要概述工作中需要注意的相关内容。 

 
1 兹举数例：关于中华古籍的数字化国际合作研究，如龙伟、朱云《中华古籍数字化国际合作及实践探讨》，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32—35 页。李荣艳、李云龙、梁蕙玮《国际中华古籍数字资源整合研究及思考》，

《图书馆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50—53，34 页。张文亮、党梦娇《古籍数字化国际合作问题探析》，《图

书馆学刊》2015 年第 3 期，1—4 页。对国内古籍数字化研究的进展分析，有常继红、魏晓峰《国内古籍数

字化研究进展与启示》，《河北科技图苑》2014 年第 3 期，82—85 页。古籍数字化标准问题的研究，如葛怀

东《论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图书馆学刊》2013 年第 1 期，47—49 页。王海花、王睿《西北地区古

籍数字化现状及标准化建设研究》《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4 年第 1 期，33—36 页。古籍知识挖掘方面，

如史睿《古籍文献索引与知识发现》，《2005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年，2—9 页。

色彩管理方面，如肖禹、王昭《论色彩管理在古籍数字化中的应用》，《图书馆学刊》2013 年第 9 期，20—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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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籍数字化的主要内容 

现存中文古籍数量巨大，保存分散，读者利用困难，因此通过现代技术手段

将古籍的内容转移到其他载体，可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与有效利用目的。这被称

为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也是目前我们文献数字化工作的主要内容。数字化工作涉

及加工对象、工具、著录标准和操作者，以及协调管理的机构。古籍的数字化加

工过程具体可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步，古籍影像数据采集。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以抄本、刻本、活字

本、套印本等方式呈现的古代文献，转化为影像数据的形式。根据数据格式的不

同，还可以分成图像、文本以及图像加文本三类；根据内容的完整程度，可以分

成部分数据和全文数据两类。 

第二步，古籍书目和影像的数字化加工。即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 制

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的内容信息，实现

便捷准确的检索，满足知识发现的需要。 

图 1 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数据库 

基于古籍馆所保存的资源类型，珍贵古籍数字化可以制作多种类型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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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已经建成的特色数据库，包括：甲骨、敦煌遗书、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西夏文文献）、老照片、汉文古籍（含方志）、金石拓片、年画、舆图等（参见

图 1）。 

其中，“甲骨世界”数据库内，既包括甲骨实物和甲骨拓片的图像，也有对

应释文。该库收录甲骨目录 2964 条，影像 5932 幅；甲骨拓片目录 2975 条，影

像 3177 幅。数据库资源的著录包括出土地点、时期、原骨属性、原骨尺寸、来

源、释文情况、著录情况、旧藏编号、卜辞内容类别等，用户可依据著录设置的

检索途径进行全文检索。该数据库还具有工具库链接功能，如《甲骨文合集》来

源表及释文部分、《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等，以便读者参考1。 

可以说，想要把如此丰富、好用的数据资源提供给读者，需要大量后台工作。

包括数据的组织与管理，如书目数据库的规范，需要统一的机读目录格式，国家

图书馆用的是 CNMARC；统一的古籍著录原则，国家图书馆现在使用的是国家

标准 1987 年国家标准的《古籍著录规则》，并参考 2008 年的修订版；统一的古

籍分类法标准，国家图书馆目前正在整合善本和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其中的一个

问题，就是善本的目录著录分类采用四部分类法，而普通古籍则采用《中国古籍

总目》中的经史子集丛的五类分法；统一的主题标引依据，国家图书馆主要使用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统一的字库标准，例如在多种异体字存在下，选用哪个

作为正字，可以对应那些异体字，等等。这些工作，非一组之力能够完成，通常

需要几个科组乃至与馆外机构合作，才能继续开展。 

不仅如此，数字化工作还包括藏品资源衍生品，包括各种整理出版的成果和

研究专著、论文等的转化。例如“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影印出版的古籍，古籍

馆学人论著（包括《文津学志》、《文津流觞》）、文献整理成果（如《西夏文献中

的汉文文献释录》）、文献保护会议论文集、善本书目等。经授权，这些资源可以

整合在相关的数据库中，对文献著录、索引编制、知识拓展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源。

这方面，国际敦煌项目（IDP）已经有所实践，其数据库不仅是敦煌遗书的全部

影像，对某号敦煌遗书的著录目录（如王重民《敦煌劫余录》）、研究成果皆做关

联，因此在浏览某一文书图像时，可以同时了解其研究成果与进展。 

二、古籍数字化的规范作业 
 
1 对该数据库的设计和介绍，可以参见贾双喜《甲骨及甲骨拓片影像数据库的设计和实验》，《文津流觞》

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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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文献出版、高仿复制、专题展览、数据库建设，其来源都是数字化的

藏品图像。目前，推广组主要负责古籍馆的珍贵古籍数字化的采集加工管理，以

及部分专题数据库的策划。尤其是一线采集，经过五年多的具体实践，也逐步摸

索出适应工作需要的一些业务规范。对于古籍影像的采集，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

图书馆制作的详细的数字化流程，包括作业步骤、内容、具体规范等。这为我们

制定相关工作规范提供了重要参考。 

结合古籍馆的实际情况和数字化对象涉及的范围，推广组的规范作业要求人

人了解库房管理制度，同时对数字化作业区进行安全管理，并在工作中细化和完

善相关作业规范。 

1. 协作范围 

以古籍影印出版为例，从项目成立之日开始，数字化工作一般涉及五个科组，

包括部门办公室、推广组、典阅组、修复组和立项科组（藏品所在科组）。部门

办公室为总协调，一般负责立项与合同管理，提交成品，并协调藏品流动。立项

科组负责提供藏品目录、配合修复组，给出藏品修复意见等。典阅组、修复组和

推广组主要在加工流程中分工合作。其中典阅组负责藏品数字化前整理，包括书

籍状况稽核、统计拍数、藏品出入库管理；修复组负责透字文献的衬纸或残损藏

品的初步修整；余下的工作由推广组完成。 

     

图 2 古籍数字化作业一般流程 

从图 2 可以看到，接到藏品立项合同（附项目用书清单）、藏品出库清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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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组负责提归藏品、安排扫描或拍照。这时要确认加工的需求，包括工期、数

据参数、成品形态，在执行扫描和拍照过程中，要监护藏品安全，在完成扫描或

拍照后，要进行图像质量检查，再根据要求转换格式、制作目录，刻盘或存盘，

最后提交成品数据。这些流程内的关键环节，如合同所附藏品清单的索书号、版

本情况的核对，藏品出库清单整理，扫描、质检等分类登记表制作，文献提交清

单等，都要有相关文本存档，以备查询。 

2. 扫描作业 

2011 年以来，推广组数字化加工的主要形式是古籍扫描。使用的扫描仪有

四种品牌： 

（1）意大利 Metis 扫描仪：有两种型号，其一为 DRS 5070，适合扫描幅面

比较大的文献，如地图等。但是超过双 A0 幅面的文献，则需要拼图。另一为

DRS 750，为书刊扫描仪，适合 A3 以内文献。 

（2）台湾虹光书刊扫描仪：Avision fb6080E，适合扫描 A3 幅面以内的文献。 

（3）法国 CopiBook（I2S）书刊扫描：主要适合 A3 以内的文献。 

（4）德国赛数 Zeutschel 书刊扫描仪：适合扫描 A3 以内的文献。 

从工作效率来看，每台扫描仪 7小时可采集 600ppi有效影像数据 500—1200

拍1，效率受图像分辨率高低要求、扫描对象保存状况及操作员熟练程度影响。

虽然速度上扫描仪远低于拍照，但图像质量高，受环境因素影响小，为目前主要

的加工方式。 

2011 年，推广组还使用过照相机翻拍的方式。其工作速度快，每分钟可拍

照 5—8 张，一台相机 7 小时可加工 2000 拍。其不足在于受光线、温湿度等环境

因素影响非常大，相机本身的自动对焦功能不甚完善，对摄影师的专业技术要求

很高，拍照生成的数据质量相对扫描较低；不同品牌相机的数据传输、软件兼容

有时会出现问题。因此除非极易碎、难以翻动却急需加工的文献，邀请专业摄影

师进行拍照外，其余基本以扫描方式进行加工。 

扫描加工的作业规范，主要包括电源管理、机器保洁、色卡与标尺的摆放、

扫描区域的设定、文件命名、存储路径、图像质检、扫描登记、藏品管理等内容。

 
1 按：在图像采集过程中，常用 PPI 作为描述图像分辨率的单位（pixels per inch），来表示输入设备的输入

精度，如扫描仪，数码相机等，意即每英寸长度上有多少个像素。图像 ppi 值越高，画面的细节就越丰富。

DPI 指输出分辨率，是每英寸长度上有多少个打印点（dot per inch），是针对于输出设备而言的，一般的激

光打印机的输出分辨率是 300—600dpi，常见的冲印一般在 150 到 300 dpi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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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色卡与标尺，对书籍而言，一般放在左侧或右侧（同一种书或同一项目用

书最好统一位置），与书籍边缘保留 1 厘米左右间距。如果是长轴手卷，则置于

藏品上方，同样距离边缘 1 厘米左右。灰度卡与彩色卡可以并列摆放，开本稍大

者，可将灰度卡压在彩色卡的长度尺上。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柯达色卡。扫描区

域一般指线装书籍的一个筒子叶（个别项目要求半个筒子叶或双半叶），大尺寸

藏品则需要划分扫描区域（如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以便于数字化图像质量检

查、拼图及数据存储管理。图片文件命名一般采用藏品号+题名+册序+图像流水

号的方式。多册古籍，最好分级建立存储文件夹，按册序存储，以便未来查找数

据。图像质检，指对照古籍原件，逐个检查图像数据，包括是否缺叶（漏扫），

图像清晰度、完整度、是否歪斜变形、色彩还原情况，是否有杂物（碎屑、毛发

等杂质），文件命名是否规范等，质检情况要认证登记在《质检工作表》中。扫

描登记，指在《扫描登记表》上登记当日扫描古籍文献的藏品号、题名、版本、

册数、扫描采集的像素解析度、拍数、扫描日期、扫描员、质检员、登记员、数

据存储位置等信息。藏品管理，主要是数字化工作区内的专门人员负责，包括提

书、归书，数字化流程内藏品安全监护，衬纸修复等前整理协调管理，非加工流

程内书籍锁入保险柜等。藏品管理员掌握保险柜钥匙，不得随意交给他人。 

在整个加工过程中，藏品管理员、扫描员、质检员相互配合，及时沟通，遇

有藏品缺叶或残损，及时交给修复师修整，确保藏品安全。对于暂时无法修复的

文献，要从扫描队列中移除，同时请示上级领导和藏品所在科组的组长，申请是

否专门修复后再加工。修复台最好是带有抽屉，可以放置简单的修复工具，如剪

刀、镊子、启子、铅砣等，同时也可以按尺寸规格放不同大小的衬纸。注意衬纸

的尺寸以略窄于书叶为宜，可留出书口的鱼尾所在位置，不要衬的过满、过紧，

以避免撑裂书口。尽量不要使用书画纸，而是要用宣纸，以免衬纸撤纸过程中损

坏书叶、伤害原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保证数据安全，加工区电脑一律不得连接互联网。藏

品不在加工或修整过程时，必须锁入保险柜。加工区工作台只能放铅笔、软尺或

塑料尺，不能放个人书包等杂物、水杯、食品、尖锐文具等。个人物品放入更衣

柜，饮水要在指定区域，远离操作区。秋冬干燥季节，在接触藏品前一小时内不

能涂护手霜等化妆品，以防粘留在藏品上。加工区内人员不能穿细跟鞋，不能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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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头发，不得留长指甲。其余扫描仪参数设置、托稿台背景布置等具体作业规范，

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设置，其标准就高不就低，以使当下采集的数字资源在一定

时期内能够满足存档、出版、发布等不同级别的需求，从而减少对古籍的反复加

工。 

3. 数据管理 

    一般而言，数字化对象数据的管理，主要基于之前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流

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表格。用书量小的项目，数据管理的问题和优势并不明显，

但用书量逾百册或更多的情形下，再加上馆藏地不同、藏品类型不同，势必要

求数据管理的及时、有效。2014 年以前，推广组主要是设专人逐个项目核对数

据，再统一登记到《数字化资源总表》上，《总表》包括之前各环节工作登记单

的信息，是内容最全面的表格。随着数据量的增长以及相关岗位人员的流动，

一人一表的工作方式难以满足异地协作和大量数据管理的需求。为此，2015 年，

推广组尝试多人一表、实时更新的工作方式，以 access 配合快盘，由每个工作

室的专人，将《总表》分别登记，并实时同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数据著录和管

理的需求。但长远来看，设计并建设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以这个系统为工具，扫描员、质检员、修复师、登记员各自在相应模块下登记，

可以实现无纸化实时更新和按不同需求分类汇总，减少从纸本登记到电子表格

中产生的错误，也节省时间。同时，该系统可以预留接口，便于以后与书目系

统、展览系统、修复系统、借阅系统之间挂接，实现古籍文献的全流程数字化

管理与服务。 

三、古籍数字化工作者的业务素质要求 

就数字化加工而言，看似只有提归书、扫描、质检、图像处理、文件存储等

步骤，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为了保证文件加工的质量，还需要具备相关的

文史知识。最基本的知识，如古籍的结构，卷序、装帧、版式、目录著录规则，

都对提高工作效率有诸多帮助。以多册本古籍而言，常用的册序，除了“上下”、

“上中下”外，还有“元亨利贞”、“春夏秋冬”、“宫商角徵羽”等，还有以

天干、地支等名称作为册序的情况。而大部头古籍，还有以千字文等形式来排序

的情况，例如大藏经，即用千字文来排列各函。再如古籍的装帧形式，除了常见

的线装书，还有经折装、包背装、蝴蝶装、卷轴装等，其透字情况的处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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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动方式、扫描或是拍照加工方式的选择，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前进行调整、

确定，并仔细叮嘱扫描员和质检员。对这些装帧结构的基本了解，有助于正确地

选择和实施数字化加工方式。 

    除了文史知识，常用的软件，如 excel，access，photoshop 等，是数字化工

作人员必须掌握的工具，藉之而实现数据表登记、统计，图像拼接、裁切、格式

转换等相关工作。此外，还要结合工作需求，探索和掌握适用的小软件，如批量

加水印、批量建立文件夹工具等，才能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 

古籍数字化从业人员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未来趋势应有所认识，才能扎实做好

每一步基础工作，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例如，虽然目前尚未开展数字化资源的

编目工作，但是应该对古籍编目的原则有所了解，并思考能够适应不同书目数据

的通行标准；元数据的制作要尽可能统一，以便未来建立可以整合的数据库；图

像采集信息应该尽可能完整保留，永久存档文件应该不做任何数字化处理；古籍

影像资源的目录建立与知识标引应如何实现；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如何突破古

籍数字化产品服务的局限而实现传播对象的最大化等等。这些问题，不再是依靠

信息技术进步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观念，要对古籍资源建设有统

一的规划和全局的考量，要将古籍数字化的具体工作标准化，实现编目标准、图

像数据处理标准、元数据标准、多语言术语标准等方面的统一，从而使古籍数字

化这个高投入的行业实现利用和效益的最大化，以满足学界和大众的不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