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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图书馆与古籍数字化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为公共信息和教育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图书馆受到

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美国最早开始数字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建设。1991年俄亥俄州政府投资

建立州内图书馆网络中心，开始了数字图书馆的尝试。1994年6月，在德克萨斯召开了以“数

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一次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会议。同年9月，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NSF）、国家宇航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署（AKPA）联合发布《数字图书馆

启动计划》，领导、组织和资助美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开发。继美国之后，英、法、德、

日等国也先后提出各自的数字图书馆计划。1995年2月25～2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

全球信息社会研讨会，大会确立了全球数字图书馆计划与数字博物馆计划是全球信息社会化

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也已纳入国家的发展战略。1999年6月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

略组、中科院计算所等单位联合主办了“99数字图书馆论坛”。200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息产业部、中国数字图书馆等8家单位联合主办“2002年数字图书馆国际论坛”。2002年9月，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数字图书馆等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除了理论研究和思想认识，中国目前已启动了一些工程项目，进

入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阶段，例如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中国国家科学数字图

书馆工程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等。 

数字图书馆的工程建设已经全面展开，但对数字图书馆的内涵还在讨论之中，尽管有各

种说法，但基本认识还是一致的，即把图书馆的各种文献转换成数字信息并通过网络发布和

传输，同时采集、加工各种公共信息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和决策咨询，使数字图书

馆成为信息社会的核心部分。在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对现有文献的数

字化，其中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传统古籍的数字化。 

传统古籍的数字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古籍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瑰宝，维系中华

传统文明的进步与传承，也是我国各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的数字化和上网，是

中华优秀文明由纸张等媒质流传方式转为数字信息等现代方式传播的重要步骤，是对传统的

中华文化传播和继承方式的革命。古籍的数字化和上网，是互联网上中文信息完整性的重要

保障，对确立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上的整体优势地位和树立文化大国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传统古籍的数字化和上网还具有现实的价值，可以有效地解决古籍保存与使用之间的矛

盾。古籍通常是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包括民国时期出版的古人所著的线装图书，

往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很高的文化价值。许多古籍保存单位严格限制古籍的使用，以达

到古籍保护的目的，但同时也使古籍的研究利用受到影响。古籍的数字化和网上发布，使研



究者可以在网络终端上浏览古籍，还能避免直接接触对古籍造成的损坏，能有效地解决古籍

保存和使用的矛盾，为中外学者方便地研究古籍提供便利，对古籍研究工作必将产生巨大的

推动作用。 

二、古籍数字化中的几个问题 

传统古籍不同于普通文献，这使古籍数字化的进程面临许多问题。在图书馆业务中，古

籍整理工作相对独立，采、编、阅、藏自成体系，古籍整理保留的旧有模式也最多，采用旧

的分类法、沿用传统的著录方式，馆际之间也没有国家统一标准，仅分类法就有四库法、中

图法、科图法、人大法、刘国钧“十五大类”等等。古籍整理的这种现状制约了古籍数字化

的进程。 

作为图书馆数字化的重要部分，人们在热烈讨论图书馆数字化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古籍数

字化的理论和技术问题。1992年，李致忠先生在《北京图书馆馆刊》（下简称《北图馆刊》）

发表了《略谈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一文，文章针对古籍整理中的各种问题提出建立古

籍数据库的前提条件。1995年，李针对古籍数字化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北图馆刊》

发表《再论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讨论了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库规范，包括中国

古籍分类法，标准著录，古籍书目的机读格式，使用的软件及接口，使用的字库等。尽管李

文讨论的古籍书目数据库还远不是古籍本身的数字化，但内容已经涉及到古籍数字化各方面

的重要问题，勾勒了古籍数字化整体规范的基本框架。 

在李以后，学者们从不同方面思考古籍数字化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1999年，《国

家图书馆学刊》（下简称《馆刊》）第2期发表了朱岩的《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分析》。朱文从信

息处理角度对古籍书目数据做出分析，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机读格式中的使用作出示

范。制订统一的机读目录是古籍数据库建库规范之一，机读目录通过对书目数据信息进行标

识，完成书目的信息统计、整理和检索。充分利用机读目录提供的字段标识数据信息，能够

提高数据库的检索功能，方便读者的检索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由国家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小组领导编纂的大型书目，历时十五年完成，分经、史、子、集、丛五类，共九册，

收录56000种善本古籍。此书的编写仍然采用传统的古籍编目规则，不利于编制机读目录。

论文从检索点的切分入手，具体讨论了书名信息、责任者信息、版本信息、附注文字、分类

信息、层次关系等方面信息的标引及其机读目录的实现等问题。 

《馆刊》同一期刊登了史睿的《论中国古籍的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精神》。史文从人文研

究角度出发讨论古籍数字化意义及解决方案，强调了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

性。史文认为古籍数字化能为人文研究提供便捷、准确的查询工具，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

须对传统古籍整理工作进行变革，要求建立数据库统一的规范，包括分类法、著录格式都要

有一定的修改，以建立国家标准，并使古籍数据库与数字图书馆的其他数据库保持整体的统

一性。文章对计算机技术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分析了人文研究对计算机技术的要求，计算

机技术为古籍数字化准备的条件，并讨论了两者的有效结合。 

《馆刊》1999年第3期《首届“中文古籍开发利用研讨会”纪要》一文，记录了1999年5

月12－14日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文古籍开发利用研讨会”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古籍数字化进



程。会议着重对《古籍机读目录格式字段表（试用稿）》作出讨论，探讨了制定国家标准的

机读目录格式和统一的古籍分类法的可能性，以及图书馆界在古籍数据库方面所作的尝试及

成果。这次会议反映了图书馆界已经开始着手文献资源的网上服务和资源的共建共享。 

《馆刊》2002年第2期刊发了鲍国强的《古籍机读目录的文献连接技术及其应用》。鲍曾

参与编写《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鲍文结合实际工作，从具体问题入手，讨

论古籍机读目录的文献连接技术。文章分析实现文献连接的前提条件、文献连接的类型以及

连接技术的应用，针对机读目录文献连接技术的要点，展示应用机读目录中的文献连接技术，

以充分发挥古籍书目数据库的文献检索的功能。 

由于李、朱、史、鲍都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因而对数据的著录格式以及机读目录都给予

了更多的关注，更重视机读目录在标引、检索中的应用，以提高数据库的信息检索能力，提

高信息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但他们对古籍数字化本身以及带来的相关后果考虑还嫌较少，例

如：如何通过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展示出与古籍原本质地和观感一致的数字化形象，古籍数字

化后的人文和学术价值，以及对纸张等实物介质留存的古籍的影响，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工

程建设的技术、管理、运营和法律问题，如何在与国外先进技术交流中既达到吸取先进的成

果和经验，同时确保古籍的国家信息主权和版权的独立和完整。 

三、古籍数字化的主要成果 

古籍的数字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理论研究，还需要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特别是

古籍研究人员、图书馆工作人员、计算机人员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人员通力合作。目前，通

过国家基金资助，公司参与以及国际合作等方式，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

成绩。目前古籍数字化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有关古籍数字化的

大型项目有： 

电子版《四库全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公司、北京书同文公司合作开发，

选用国际标准 ISO/IEC 10646（GB 13000/Unicode）作为数字化的字符集，采用 XML 语言作

为文献内容的标识语言，使用 OCR 技术实现图文数码转换，使用数据库加知识工具库多种信

息关联的全文检索引擎。书同文公司是大陆最大的致力于古籍数字化的公司，现拥有《四库

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的电子版。此外还有《中华文化通志》、《汉语大词

典》、《中华古汉语词典》等产品。目前在制作《永乐大典》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的全

文检索版。该公司亦将地方志的数字化列入了规划。 

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唐诗》网上电子检索系统，由211工程资助、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

博士主持开发，历时一年完成。该项目主体部分由《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组成，辅助

项由《乐府诗集》、《玉台新咏》、《文选》等组成。参考类则由重要唐代史料《新唐书》、《旧

唐书》、《唐才子传》、《历代诗话》、《唐诗纪事》等资料组成，共1700万字。全部文献错误率

控制在三万分之一以下（共五校），《全唐诗》文本控制在五万分之一以下（共六校）。所有

文献均使用Unicode内码，在Windows2000平台上，不需要任何转码工具，全球任何语言的

操作系统均可在网上直接检索《全唐诗》及相关资料，并且兼容Windows9x，WindowsNT，

Unix，Linux等平台。检索系统由两个版面组成，一是浏览界面，它提供以原书为序浏览，



浏览内容只限于《全唐诗》。另一界面是检索界面，此界面是本系统的核心，可以检索全部

资料。主体部分除全文检索功能外，另有诗题检索、作者检索、体裁检索、音韵检索等功能，

检索结果显示诗歌全文（以首为单位）、作者小传、诗文校注、诗歌体裁、原书页码、册、

卷等。 

“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由北京大学刘俊文先生主持，是北京大学的重点项目，

1998年经全国高校古委会的批准立项，正式启动。著名学者季羡林、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罗霈霖、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由北大方

正技术研究院提供技术支持。全套光盘库共500张，根据中国古籍自身的特点，参照国际通

行的图书分类法分为哲科、史地、艺文、综合4个子库，20个大类，近百个细目。范围涉及

先秦至民国的重要典籍1万余种，每种典籍有1个通行版本的全文信息，另附1－2个珍贵版本

的图像数据，预计全文20亿字，版本图像2千万页。基本可以满足文史和其他方面研究者的

研究需求。适用于中、英、日、韩多语种操作平台，并提供多重检索功能。用户只需懂得一

些基本的电脑操作方法，就可在极短的时间内，查找所需的资料，每次检索均可在5秒内完

成。 

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始于1984年7月，前身是为开发二十五史全文数

据库而成立的“史籍自动化计划”，现已完成的数据库，共约一亿两千万字，其中较大型

的是二十五史、医药文献、明实录、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和十三经，这些数据库已包括中国

唐代以前的大部份重要文献（道教资料除外）；正在建设中的数据库多达一亿八千万字，

准备逐步将宋代以下的重要文献数字化。所有文献通过人工与机器共进行3次校对。在制

作技术上得到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的支持。使用者可以在一秒之内，查到二十五史数据库

中四千万字的任何字词。 

“国际敦煌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 IDP），旨在通过国

际合作促进敦煌写卷的研究与保护。由英国图书馆开发，开始于 1993 年。项目计划逐步将

全世界各国各收藏单位的敦煌文献数字化。目前可在线查看英国图书馆收藏的 3 万余件中亚

写本和印本文件，以及 15000 余件残卷的高质量彩色图片。2001 年 3 月，中国国家图书馆

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签署五年合作项目，加入此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的数字

化内容主要包括：1、馆藏敦煌文献数字化。使用扫描图像展示写卷的全部内容——正面、

背面，甚至没有文字的地方，图像的清晰度与看原卷没有区别。同时使用国际敦煌学项目提

供的专门设计的 4D 数据库详细描述写卷的物理性质。2、研究论著目录数据。包含四个专题

书目数据库：敦煌吐鲁番学日文论著目录数据库；敦煌吐鲁番学西文论著目录数据库；敦煌

文献研究论著目录数据库和敦煌吐鲁番学学者档案数据库。3、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

目录。 

以上介绍的是目前古籍数字化的重要工程项目，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进行，国家资

金的投入和各方面专家的努力，古籍数字化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必将得到妥善的解决,我国

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必将得到更好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