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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籍“触”手可及 

古籍经典文化推广十年 

赵大莹 

古籍是经典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即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

印刷于 1912 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今天，可能很多人对这个

概念并不陌生。让古籍走进公众的视野，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文献实体的接

触和虚拟的阅读中，实现经典文化的传扬和推广，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十年前公众对古籍了解程度并不深。2006 年“文明的守望”国家珍贵古籍

展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当时，公众提问最多的是，“什么是宋版书？敦煌遗书是

怎么回事？”虽然不熟悉，但参观者热情极高。尤其是首次亮相的国宝级司马光

《资治通鉴》残稿、《福建舆图》，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随着对古籍的日益关注和熟悉，公众的期待变为：“展柜里的书，能不能让

我们翻一翻？”也就是说，普通观众对着展开的一叶书，并不满足于若干分钟的

讲解，他们期待亲手触碰一下古籍，感受其精美的装帧、钤印累累的书叶；希望

亲自体验不同装帧形式的书籍该如何阅读、如何翻动。这是将对书的认识，回归

到日常“物品”的一个基本需求。     

但古籍作为珍贵的文物，显然不能打开展柜，让观众一一徒手随便翻阅。于

是我建议，可以去善本阅览室申请翻

看“再造善本”，那是与原件文本内

容完全一致的经典之作。可观众又说，

那些书皮、书叶都是统一的颜色，开

本也一样大，书的个性化特征完全感

受不到啊。我恍然大悟，对那些不满

足于阅读古籍文本内容的人而言，作 海印私塾小朋友参观善本展览（朱默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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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品的古籍，其版刻、纸张、装帧、钤印、乃至书叶遗留下来的泛黄破损和修

复痕迹，都是其本身承载的厚重历史的体现，只有近距离直接地摩挲和研究，才

能更好地沿袭和传承。 

 
 中华再造善本 

   公藏古籍大都保存在善本库房，普通人难以有机会阅览；影印古籍大多是黑

白效果，数字化古籍质量良莠不齐。如何满足公众接触古籍的需求呢？严格的高

仿复制成为替代原件的主要方法。利用先进的扫描拍照设备，对原始图像进行

1:1 采集，再选取优质的宣纸，以手工印刷的传统制作方式，严谨把关古籍制作

的选材、印刷、装帧等各个环节，将古籍全面而高品质地仿制出来，使之不仅满

足读者“触”摸的体验需求，更解决了善本保存与利用的难题。例如乾隆“天禄

琳琅”藏书中的元代刻本《孝经》，其精品高仿本与原件在版刻、纸张、墨色、

钤印乃至修复痕迹上都基本一致，使之更具有研究和收藏价值，为高端用户所拥

趸的文创产品。 

       

安徽铜陵文创展览会上翻阅高仿古籍的参观者（左）               《孝经》高仿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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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触摸屏全面取代按键，3G、4G 网络的覆盖，使

信息的获取更加仰赖新媒体。很多人的阅读方式，从纸张翻动变为手指触屏。如

何“活”化古籍的内容，让“文字活起来”，不仅要准确，还要有趣，并有效地

送达给受众，使古籍中的故事，在公众的手中随时“触”发、传播，成为我们面

临的新挑战。 

   例如，2008 年前后，新浪微博开始如火如荼地影响着公众社交圈。微博正

迅速取代博客，成为“快”时代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文博机构开始设立专职人

员经营公众号，像“首都博物馆的表情”，就颇受公众喜爱。新媒体渠道的文化

推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2011 年“国图经典文化推广”成功注册新浪大 V，古

籍有关的线下活动，如展览、讲座信息等，得以及时发布；一些古籍有关的小知

识、小故事，也常常以专门话题的形式连载；而线上的古籍知识竞猜活动，更引

发了不少爱好者的关注和参与，粉丝增长速度非常快。而后，我们陆续开通了豆

瓣小站、孔夫子旧书网，把古籍文创产品也在新平台上加以介绍。 

   当 2012 年微信全面普及，并且逐渐完善和支持金融交易，微信日益成为互

联网主流的即时通讯工具。今年 4月 23 日，“文津街七号”微信公众号正式上

线。文津街七号是古籍馆的地理坐标，也是古籍文创产品的推广平台。这个公众

号的目的，是让热爱古籍的国图人，把自己对馆藏珍本文献的学习成果、读书的

体验，以不同的视角、轻松的方式写出来，分享给公众，尤其是同样爱好古籍和

传统文化的年轻群体。 

 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例如，《司马光的朋友圈》一文，以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为主

题，将手卷上琳琅满目的印鉴和题跋，比拟为朋友圈的点赞和留言，使本来晦涩

难懂的典籍流传故事，以最贴近网络用户的社交语言讲述出来，转发和送达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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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此同时，微店向读者提供了购买高仿品的快速渠道。用户只要触一触手机，

故事读到，宝贝买到，传统文化以虚、实两种方式最终有效收到。 

 

 文津街七号发布的《司马光的朋友圈》（作者朱默迪） 

     未来，也许会有更多更便捷的新工具出现，但，我们会始终怀着对古籍文

献和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以专业严谨而又轻松有趣的方式，继续讲述古籍的

故事，不媚俗、不庸俗，用新创意和爱分享的创客精神，将经典文化的服务更有

效地开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