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推进数字赋能古籍活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要报要点】近年来古籍数字建设、内容融合与活化传播在新

技术的助力下成效显著。然而，受到内容挖掘深度、技术应用

水平、宣传推广渠道、标准规范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古籍

利用率和公众参与度仍有待提升。本期要报建议从内容开发、

技术应用、传播推广、制度供给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

推动数字赋能古籍活化利用。

古籍不仅蕴含古人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集体记

忆。推进古籍活化利用，就是要将古籍所蕴含的价值内容与数

字技术结合起来，推动古籍的数字化转化、应用与知识传播。

一、古籍数字活化利用的发展现状

（一）古籍数字建设稳步推进

古籍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古籍的保护逻辑。在数字

采集与加工方面，数字摄影、OCR 文字识别、三维扫描等技术，

实现了古籍内容的自动识别与影像采集。在虚拟修复与再现领

域，现有计算机技术与 AI、PS 等修复技术的融合，实现了古

籍虚拟数据的提取与修复。一方面，垂直细分领域的古籍数字

化建设已成趋势，其中代表性项目有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国基

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另一方面，在古籍数字整理与

出版领域，具有权威性和通用性的古籍数字资源总平台建设也

在稳步推进，其目标是建设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

“一站式”古籍数字资源枢纽体系。

（二）古籍知识服务成果丰硕

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是古籍服务转

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通过引入大数据、语义网、自然语言处理

等新兴技术，实现了对不同类型、不同颗粒度古籍关键知识点

信息的提取，通过条目编辑的方式扩充与古籍相关的人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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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点等知识信息，整合构建丰富的知识内容网络。同时，

围绕古籍年代、编撰者籍贯、古籍收藏地等古籍数据关联，利

用大数据算法开展社会关系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全面考察版

本的源流，理清古籍的流变脉络，进一步提高文献考证价值。

（三）古籍普及传播加速融合

通过“媒介扩展+全域覆盖”方式构建了融媒时代古籍新

型传播矩阵，古籍的大众化传播普及成果全面开花。《典籍里

的中国》《山海奇幻夜》《穿越时空的古籍》等视听节目不断

探索古籍影像的叙事策略创新，助力“古籍破圈”的短视频的

能见度也越来越高。同时，通过“沉浸感知+景观呈现”的方

式让典籍里的中国智慧更加直观化、故事化。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打造 3D 数字人，借助虚拟现实、全息影像等新技术开发古

籍元宇宙、VR 互动等新型体验项目。例如，国家图书馆打造的

“5G 全景 VR《永乐大典》”和“《古籍寻游记》VR 展览”等

新型古籍数字内容展示作品，让珍贵典籍跨越时空“活”起来。

二、古籍数字活化利用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是文化 IP 的开发亟需破壁创新。古籍主题的开发往往

集中于文史领域，不少经典文学巨著已被不同建设单位反复开

发，但中医、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主题尚未进

行有效的数字化呈现。

二是古籍与新技术的融合力度仍需加强。虽然出现了一批

以古籍 IP 为主题的 VR/AR/MR 作品，但古籍数字活化作品的沉

浸性、智能化、交互感等潜力还远未发掘，“数字古籍+智慧

文旅”的应用空间广阔。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的出现，

有望为开创古籍数字活化利用的新局面提供崭新的思路。

三是古籍大众传播的快餐化、同质化等现象逐步出现。古

籍题材创作缺少垂直领域深耕作品，受众通过碎片化信息难以

拼凑出完整的古籍知识体系，古籍成体系的宣传推广仍然存在

“供不应求”现象。

四是古籍知识内容标引的规范化程度亟待提高。古籍数字

化建设主体在建设过程中往往缺少统一的技术规范，基层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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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化标引的工具和平台普及率仍然较低，古籍内容著录、标

引、检索等项目的建设质量参差不齐。

三、推进古籍数字活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古籍内容开发模式

古籍文献作为公共资源，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与精神财

富，官方收藏单位应摒弃门户之见，增强服务和开放意识，共

同推动古籍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在对古籍内容开发利

用过程中，更多应用现代视角解读古籍中的艺术概念和审美元

素，把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价值观念与当今社会热点建立链

接，让古籍也变得年轻起来。同时，不断丰富产品“打开方式”，

从爆款的古籍类新型阅读产品入手，开发适配虚拟空间和现实

世界多重场景的系列产品。通过大数据、算法优化等新技术手

段，提高优秀作品曝光率，为优秀作品吸引流量。

（二）推动 AI 技术赋能古籍数字化

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级古籍语料库建设“正

当其时”。通过整合各类古籍语料素材，突破语言、时空、专

业限制，利用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古籍自动翻译、自

动点校、词法分析、数据挖掘、逻辑分析和历史场景虚拟重现

等功能。同时，努力推动古籍领域大模型建设，通过人机交互

方式实现古籍数字借阅、参考咨询、权限审批、数字展陈、读

者服务功能的一体化管理，促进古籍数据的价值转化和增值。

（三）构建数字化的古籍传播推广体系

应以古籍文化 IP 为抓手，从文化符号展示进阶为对中国

精神、中国意境、中国价值等精神层面的提取，打造“古籍话

语体系”。并以短视频等轻量化的形态作品聚集人气，打造更

专业、更深入的长篇专业知识阐释作品，让两者互为补充、互

相助力。同时，加强对 VR/AR/MR 沉浸式技术以及 AI 特效等智

能化技术的政策、资金支持与追踪评估，加快改进数字体验作

品内容表现的丰富性和用户体验的多感官性。加快全息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在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应用，推动古籍数智

产品进校园，促进数字体验“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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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古籍数字化制度供给

一是完善标准配套。逐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规

范标准、技术标准、人才配套等微观实施细则，在古籍知识内

容标引的元数据规范、技术选型、平台功能等方面进行统一规

划。二是形成长效机制。畅通行业主管部门与公共图书馆、互

联网企业、出版社在古籍数字化建设中的联通渠道和共享机

制，在技术研发、资源利用、IP 授权、集成管理等方面形成互

动合作的发展局面。三是加强路径监管。出台有效的监管措施，

完善古籍数字化建设版权保护，制定针对古籍数据存取、技术

研发、IP 确权、高效访问、集成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版权认定

与保护细则，加强用户引导，规范行业与市场发展。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4 年 7 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国家图书馆（文化和旅游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023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虚拟现实赋能

下古籍特藏的全景呈现与传播”课题组

作者：周笑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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