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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古籍出版项目数字化标准和操作规范 

郭静 

古籍数字化是我国悠远璀璨的传统文化与文明传播和传承的有效途径。古籍

数字化的实施主要是利用缩微摄影、拍照或扫描技术采集图像，建立影像数据库

或进行影印出版，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字自动识别（OCR）或人工录入等进

行元数据著录，生成文本数据库或进行文字出版。影印出版能相对更好地反映古

籍原貌、更接近于原作的“存真”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保存了文献典籍的真实形

态，未经转写，故而避免一些文字和内容上的误读误解，可靠性较高，满足了相

关学术研究的需要。 

 

一 数字化背景下的古籍出版项目主体 

古籍的数字出版不仅是简单地复制古籍，也属于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范畴。

从整体来看，出版项目的选题、书单确定、版本确定到最终的制作、发行，均由

出版社完成。目前很多专业的古籍出版社都已经具备较为完备的古籍出版项目流

程和营销体系，一些高校研究单位或个人科研项目也进行了相关数字化研发。但

由于最重要的善本古籍原书资源保存于图书馆，数字化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需

由出版社、图书馆双方主体合作解决（见图 1）。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古籍

在装帧、版式、墨色、纸张、字体上，甚至内容上都有不同，因而在具体数字化

出版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版本的考订和选择，并及时与出版方编辑沟通。 

 

 

图 1  古籍出版项目主体合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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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籍出版项目数字化标准 

古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对其进行数字化也有相应特殊的处理要求，而

并非简单的复制。不同于现代书籍，古籍由于存在线装、蝴蝶装、经折装等不同

装帧，在页面划分上也存在筒子叶、半叶和双半叶等不同的技术方式。数字化时

根据古籍的装帧、版面情况，选定如何扫描书叶。古籍纸张由于年代久远，有的

纸质已变得酥脆，有的书叶粘连，这些破损情况都需特别注意，不适宜扫描的应

即刻中止。 

目前在缩微摄影、拍照和扫描三种图像采集方式中，以扫描最为常用。扫描

是使用不同幅面专业书刊扫描仪对古籍文献逐叶扫描，存储为计算机图像文件。

特点是图像质量高且稳定，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小，适合影印出版。不足之处是生

产效率受图像分辨率及操作员工熟练度影响。这里主要讨论古籍扫描的数字化标

准。 

1. 页面：扫描仪幅面尺寸内的藏品，多以一个筒子叶或双半叶采集；扫描

仪幅面尺寸外的册页类藏品，至少采集半叶；扫描仪幅面尺寸外的其他形制藏品，

采取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从右至左逐块顺次的方式扫描，再由后期拼图处理。

分画幅扫描时，各扫描区域边缘应有 3 厘米（含）以上的重复扫描区。 

2. 图像质量：按 1:1 比例扫描。图文扫描要清楚完整，无透字现象，真实反

映原书霉斑、水渍等情况。扫描时需加放色标，使成像有对比度，更好地还原古

籍原始面貌。扫描一般书籍，只需在封面、题跋、卷端、封底等页面放置色标；

扫描拓片、法帖、地图等图像资料时，需要每拍都放置色标。图像端正，书叶平

整。出版项目现在常见图像质量具体要求如下表： 

 

位深 RGB 模式 24 位 

分辨率 300—600ppi 

文件格式 Tiff（LZW）/ JPG 

色调再现 ICC 配置文件 

表 1  古籍出版项目图像采集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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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要求不高的出版项目书影也可以存储为分辨率300ppi及以上的 JPEG格

式。如果藏品是纸张较薄的散叶、手稿，需在书籍承托板的黑色绒布上垫上白板

或宣纸衬纸，保证扫描色彩不失真。另外，设定自动裁剪时注意尽量使书叶充满

整个画面，不需留较多空白，不可裁掉天头地脚。 

 

三 古籍出版项目数字化操作规范 

经出版社确定数字化用书清单并签署出版协议后，出版项目的具体操作便交

由数字化工作室完成。大体上出版项目的数字化流程如下： 

1. 前期准备 

（1）核对书目：确认藏品书号、版本、册数、馆藏地等信息。 

（2）提书：将核对无误的书目传递给库房工作人员。库房工作人员按照项

目要求筛选、提取古籍。数字化工作室的藏品管理员需认真细心与库房做好交接

工作，清点提取书目的种数、册数，做好书库的藏品出入库登记。 

（3）确认书况：开始加工前需确认藏品保存情况，如有较为严重的破损、

虫蛀、夹框、掉叶等情况，应及时进行详细记录，并与古籍修复人员确认是否适

合加工，是否需要先经拆线、局部修复等处理。书况检查记录可为数字化加工以

及后续修复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4）衬纸：善本古籍大多纸张较薄，扫描时有可能会出现透字现象，影响

影印效果。加工前需检查纸张是否透字，如透字或虫蛀较为严重，应垫入大小软

硬度适中的白色衬纸再进行加工。如果书籍本身较厚，衬纸时需注意不能将书叶

直接卷折压在下面，需用镇纸压住翘起的书叶以保持平衡，以免造成折痕损伤书

籍。另外，对于书背钉线过紧的书籍，衬纸过厚会导致夹框。此时应视具体情况，

先衬 1/2 或 1/3 册左右书叶，加工完撤掉衬纸，再继续衬剩余的书叶。 

（5）测量书籍大小：加工前用精度较高的透明直尺测量藏品的开本大小、

板框、天头和地脚的长度，以满足后续出版的需求，以及完善书目信息登记内容。

此步骤也可在加工完成后进行。 

2. 图像采集 

（1）启动设备：启动扫描仪预热。启动 PC 机，打开扫描系统控制和成像

处理软件。扫描前将玻璃面板擦拭干净，避免灰尘和杂质影响扫描图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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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置藏品：书籍要平整得摆放，书叶如果起伏不平会导致扫描出来的

图像变形。将书脊固定在左右两个承托板之间，然后用竹启子等光滑的工具将书

叶轻轻平整。 

（3）文献存储：设定扫描图像储存路径，建立文件夹。文件夹结构一般为：

项目名称>藏品号+藏品名称>册序（1、2、3）。在扫描系统控制软件中设定好 PPI

数值和锐度等参数。 

图像采集过程中还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如书叶表面有其他粘贴物件时

（浮签等），应先将书叶与粘贴物一起（即粘贴物覆盖于书叶之上）扫描一拍，

粘贴物纸张薄的话需衬纸于书叶上。然后将粘贴物掀开，使之不遮挡书叶上的文

字图画，再次扫描一拍。应特别注意的是浮签等一定要归回原处，保留藏品原始

信息。 

另外，扫描完毕以及暂时不需扫描的藏品应放在数字化工作室的保险柜中暂

存。数字化工作室内无藏品管理员看护时也需将古籍暂存于其中。 

3. 图像质检 

对扫描完的图像进行质检是数字化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前承图像采集，

下接数据管理。质检主要是检查扫描图像是否完整、正确。一般使用 ACDSee

数字图像处理软件进行浏览和修改，较大的图像可使用 Photoshop。具体操作为：

质检人员逐叶翻检古籍原件，依据图像质量要求与采集好的图像一一核对。如发

现问题，夹好纸条、交还扫描人员进行重扫或补扫，再次质检合格后将重扫或补

扫后的图像代替原图像。  

常见的质检问题主要有：（1）书叶漏扫；（2）文字模糊、锯齿、发虚；（3）

色彩异常，有彩点、彩线；（4）书叶透字；（5）有杂毛、碎屑等异物；（6）图像

扭曲、变形；（7）书叶重复；（8）浮签遮字没有掀起；（9）图像文件损坏、图像

内容不完整；（10）夹框、夹字严重；（11）页角翻折；（12）切边过多。 

检查图像无问题以及补扫、重扫完成后，按照命名规则对图像进行批量重命

名。以一个文件夹（一册）为单位，命名规则为：书号+书名+第 X 册+流水号（001

至 999）。确认无误后，由藏品管理员清点并交还藏品，与库房工作人员做好交

接。 

4. 数据管理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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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管理：将图像数据由 PC 机转移至存储介质中。由于 Tiff 格式图

像容量较大，目前多用大容量移动硬盘来存储，或再用光盘备份。确定好存储地

后，及时将藏品自身信息、扫描信息和存储信息登记至数字化工作单上，做好数

据管理工作。 

（2）数据提交：向出版社提交数据时应按照对方的具体要求进行图像处理，

如裁切黑边、调整分辨率、转存为其他存储格式等，将数据刻录光盘或拷贝至 U

盘、移动硬盘交付，做好交付记录。 

 

古籍出版项目的数字化是一项需要各方人员配合，并要对流程中各步骤认真

负责的精细工作。对数字化工作室的人员来说，不仅需要熟悉其中各项质量标准

和操作规范、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工作中还要时刻以保护、爱惜藏品为重，珍惜

手中历经千年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从而创造出合格优秀的古籍数字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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