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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大学和山西大学图书馆

•山西大学：始建于1902年，中国最早的3个国立大学堂之一，
曾经是中国最好的10所高校之一，现为教育部和山西省
“一省一校、部省合建”14所重点建设高校之一。综合性
院校，3万+在校生。

•山西大学图书馆：建于1902年，始称“山西大学堂藏书
楼”，拥有坞城校区、大东关校区两个图书馆，约3.5万平
米，在建东山校区图书馆。230万册藏书。
•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 山西高校图工委秘书处

• CALIS山西省中心所在地
• 中西部部省合建高校图书馆协作联席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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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进成就（2007-2019年）

• 古籍普查：全国共2,315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登记工作已累计完成260余万

条另14,500函，占预计古籍总量的80％以上；

• 出版目录：累计出版225家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计68部111册

779,220条款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累计发布169家单位数据672,467条。

• 珍贵古籍名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12,274部；20个省区《省级珍贵古籍

名录》收录古籍24,790部。

•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家，“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19个省份243家。

•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和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及《续编》、《中华医藏》《中华续道

藏》《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国学典籍基本丛刊》《稀见方志丛刊》《孔子博物馆藏

孔府档案汇编》等多个古籍整理项目



1.“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进成就（2007-2019年）

• 原生性保护：命名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再生性保护：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等全国累计在线发布古籍资源已超过
6.5万部；

• 加强古籍保护队伍建设：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人
才培养之路，建立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古籍保护研究院）

• 海外古籍的调查与合作：

• 少数民族地区古籍保护工作

• 古籍保护宣传推广工作，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

周和平. 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2019年度理事会辅导讲座上的主题报告

见《古籍保护研究》第四辑



2.再生性保护：如何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

• 古籍数字化=古籍数字化加工？

• 定义：基于古籍再利用和再生性保护的目标，采用计算机技术，将
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
古籍全文数据库，并揭示古籍文献信息、相关知识及其关联的一项
系统工作。

• 原则：
• 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

• 注重知识体系建设，采用统一标准

• 公开发布、资源共享

• 区域发展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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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整理与数字化方案

•古籍收藏情况全面了解，摸清家底

• 内容与主题

• 版本鉴定

• 一般性编目

• 建立元数据库（书目数据库）

• 修复和建立修复记录

• 确定发布方案



2，数字化准备

• 查重：已有数字化加工情况，特别是商业数据库的数字化情况

• 内容：建立数字化专题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版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戏曲小说文库

--山西大学图书馆藏山西地域文献

--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拓片

--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明版书

--云冈学文献整理与古文献数字化

• 标准：制定或采用标准规范体系

• 服务：知识体系准备



3. 技术方案及软硬件基础设施准备

• 根据：古籍收藏情况、数字化目标、经费情况、加工内容、顺序、
方法等，确定加工方法

• 硬件设备：
• 加工设备：文本/图像/缩微资料扫描设备，数码翻拍设备

• 存储设备：加工存储，永久保存

• 发布设备：服务器

• 软件系统：
• 加工系统，发布系统，存储系统

• 人工及加工成本



扫描与数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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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思高精度大幅面扫描系统

飞思高精度大幅面扫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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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化加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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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与发布

• 安全保障

• 数据的保存技术：长期保存，仿真恢复

• 数据的资产安全：初期数据，过程数据，最终数据

• 发布服务

• 目标：古籍是人类的文明遗产，也是公共文化，要让古籍为人类服务。

• 文字：图像/文本兼具

• 数据：知识体系，关联数据

• 原则：保护 vs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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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籍相关基本知识体系
• 中国历史：

• 中历纪年 vs 公元纪年

• 语言学：
• 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回鹘文，傣文，傈僳文，彝文，纳西文……

• 文字学：
• 认字、找字、字形描述，选择最大字符集或字库

• 书史：
• 如载体材料（毛边纸，毛太纸，连史纸，官堆纸，开化纸……）

• 版本学：
• 刻本，活字本，抄本，稿本，影印本……

• 线装，包背装，蝴蝶装，经折装，卷轴装……

• 编目学：
• 分类法，主题法，等等。













2. 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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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籍数字化与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学科领域 研究方法

研究活动 其它……

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

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 —

—王晓光教授

以人文研究为基础、解决人文问题为目的，以数字信

息技术为手段的一种研究方法。

人文计算化是给传统的人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

研究范式 ——意大利著名人文学者Roberto Busa

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模

型，表现为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开展

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活动。

——马林青等译《数字人文》

单纯地使用数字工具进行人文学研究与交流并不能

算是数字人文，将数字人文理解为研究取代了物理

对象、旧媒介和历史性文化，是由数字对象、新媒

介和当代文化组成的新学科是不正确。 ——马林青

等译《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带来深度的实践应用

• 历史学：基于GIS的历史地理可视化。

• 文学：文本挖掘
• 北京大学李铎教授“全唐诗检索系统”

• 语言学：基于大型语料库的语料库语言学
•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纸莎草语料库

• 舞蹈方面的视频扑捉、运动分析与虚拟现实再现

• 考古文博方面的图像分析、色彩还原、3D动态和数字重建
•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数字博物馆项目

• 数字图书馆和网络数据库：本体的建立

• 其它…



与古籍相关的研究

•以古籍内容为对象的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
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

•以古籍本身为对象的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图书
史、古籍修复学…



数字人文为古籍相关研究提供的方法

•构建数字化的古籍相关知识体系

•为版本学/校勘学等提供实证与关联基础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
• 从平面地图带进了三维世界

• 从文本开始进入图形

•社会网络分析（SNA）

• 引入了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扩
展出新的研究





案例：山西省、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
云冈学作为山西大学自主设立二级学科，其研究内容
包括：
• 第一层级：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
• 第二层级：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
• 第三层级：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
云冈学涉及的主要学科：历史，考古，佛学，建筑，
艺术，美学，医学，生物学

云冈学文献中心作为云冈学研究的支撑与保障，其服
务以交叉型的云冈学文献研究为发端，包括：

◦ 第一层级：基础文献和服务保障

◦ 第二层级：知识服务，学科文献信息

◦ 第三层级：知识体系（本体），云冈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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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学本体的建设

流程

•尽可能收集术语

•定义等级和关联

•定义类

•定义术语

•添加实例

•形式化表现

基本类

1、洞窟

2、历史

3、佛教

4、窟龛形制

5、佛教造像

6、佛经故事

7、装饰图案

8、音乐舞蹈

9、石窟附属

10、石窟关联

11、碑文铭记

12、保护管理

13、历史人物



云冈学本体的建设

基本类

1、洞窟

2、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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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教造像

6、佛经故事



云冈学本体的建设

基本类

1、洞窟

2、历史

3、佛教

4、窟龛形制

5、佛教造像

6、佛经故事





四、结语

• 古籍数字化是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主要途径，也是展现古籍相
关知识、推动古籍相关研究创新发展的机会。

•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作，包含很多方面的知识和工作

•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工作，从文字深入到知识。

• 古籍图书馆员要利用古籍数字化机会，将揭示内容、展示古籍、
关联知识、服务用户、保护古籍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创新共享、
古为今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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