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
特色数据库让古籍资源更“好用”

【山东】
古籍资源转化利用迎来“又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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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江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古
籍保护中心）承办的“册府千华——
江西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受到
广大观众的热捧，参观江西省藏珍
稀古籍、亲身体验传统雕版印刷和
传拓技艺……1个月的展期吸引了
2.2万余位观众观展。

据了解，江西省通过扎实开展古
籍普查，全面摸清古籍“家底”，目前
已完成全省 98 家古籍收藏单位
100960部786205册古籍的普查登记
工作。全省有143部古籍入选第一批
至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如何将如此数量庞大且珍贵的
古籍资源保护好、利用好，让广大民
众和学界分享古籍保护成果？

对此，江西加快古籍数字化，打
造特色数据库。江西已完成全省入

选第一批至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116部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建成

“江西珍贵古籍数字资源库”，读者
可以在江西省图书馆等9家参与单
位的局域网便捷地阅览使用。同
时，各地结合本区域特点，建成了南
康区图书馆古籍善本数据库、井冈
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特色古籍全文
库、萍乡古籍方志资源库、萍乡清代
民国时期族谱数字资源库、萍乡历
史名人著作资源库、陶渊明人物专
题资源库等古籍数据库。这些数据
资源库地域特色突出、内容丰富，让
一本本珍贵的古籍插上现代科技的
翅膀，更好地被用起来。

同时，为了推动典籍走向大众，
江西不断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已完
成《江西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
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江西全省图
说》《玉茗堂书经讲意》等具有赣鄱

地方特色古籍以影印出版的方式回
归江西。这些古籍都成为展现和传
承江西文化的“金钥匙”。

此外，江西不断创新古籍保护
宣传活动，举办古籍保护、修复等特
色展览，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还联
合高校开展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
动，备受欢迎。

江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负责
人程学军表示，下一步，江西将持续
做好古籍资源活化利用工作。挖掘
古籍时代价值，如整理、影印、出版江
西古代科技典籍服务江西科技创新，
梳理、挖掘江西古典医籍精华推动江
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好古籍
普及传播，持续举办古籍专题展览展
示和体验活动，促进古籍文创产品开
发、推广，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
好古籍大众化传播，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 （中国文化报）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在提到“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时，指
出要挖掘古籍时代价值、促进古籍有效利用、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古籍普及传播。

本版以“古籍如何更好地服务大众”为主题，呈现了山东、江西、陕西等地近年来在古籍活化利用、
普及推广方面的创新做法、特色亮点和阶段性成果，以及大众在使用古籍资源时的体验感受，以期为古
籍保护、研究等相关单位和机构用好古籍、服务好大众，真正让古籍“活”起来提供一些参考。

古籍如何“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近日，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张雪妮花了几天
时间研究古籍。通过山东省图书馆的数字平台，她
看到不少影印本的珍贵古籍。“我是学汉语言文学
的，对古籍比较感兴趣。”张雪妮告诉记者，读本科
时，她曾参与学校组织的一次古籍普查，收获很大，
感觉古籍保护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业。

为让古籍走近群众，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着力
打造公益性古籍保护成果专题展厅“册府琳琅”，采
取机构公藏与民间私藏相结合办展的方式，公藏与
私藏相结合多方展示。近年来，山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还联合各市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举办“《论语》
国际知识大赛”，山东各地涌现了“《论语》回故里
——历代《论语》珍本展”“抗战时期孔府保护山东珍
贵文献特展”“民间古籍鉴宝”等一批展览展示品牌，
受益人数超过30万。

积极实施珍贵古籍和特色资源上网工程，山东
省图书馆将所藏部分珍本古籍和“易庐”易经专藏、
聊城“海源阁”专藏、历代山东地方志专藏等山东在
海内外独占鳌头的优秀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建立

“山东省图书馆古籍珍本数据库”，免费为公众提供
阅览服务。

为进一步扩大古籍的影响力、传播力，山东省图
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于2021年5月开展“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山东省古籍普查十大新发现”
评选。经过初评、终评，确定“山东省古籍普查十大
新发现”，山东省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连续推送10
期图文，详细介绍此次山东省古籍普查的十大新发
现，与读者共同探究十大新发现的“前世今生”。

“古籍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赓续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省古
籍保护中心主任刘显世表示，“十四五”时期，山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将多渠道宣传展示古籍保护工作，普
及古籍保护知识，宣传中华古籍的宝贵价值，促进全
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

《古今图书集成》系清康熙皇帝
命陈梦雷等编纂而成，在清雍正朝
时蒋廷锡等又重新编校，是我国现
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全书约1.6亿字，分为历象、方舆、明
伦、博物、理学、经济6个汇编，几乎
囊括古代各科知识。今年，陕西省
图书馆推出的文创产品——《2022
陕图日历·古今图书集成》俘获了不
少读者的心。

近年来，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陕西省图书馆（陕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加强馆藏典籍
文物保护和活化工作，将珍贵的馆
藏典籍、丰富的保护成果与图书馆
文创产业相结合，给广大读者提供
高品质的文化体验。

陕西线装古籍存藏量十分丰富，
全省存藏的古籍大约有6万种157万
册。为了利用好这些古籍，陕西省图
书馆在老馆和新馆一进大门处都设

有专门的文创体验店或展厅，其中不
少文创产品的设计灵感都源于古籍，
如印有王恕《典籍格言》、杨易山水画
卷的帆布背包等。近年来，陕西省在
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实践方面
成效显著。

据了解，2019年1月，陕西省图书
馆便与西安唐瑭品牌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打造了“陕图唐瑭文创馆”，
为陕西省公共图书馆文创赛道开启
了一条“典籍展览+文创衍生品”的创
新发展之路。该文创馆不断围绕馆
内的文创产品为读者定期设计互动
活动，包括古籍的装帧及修复体验、
文创产品的设计师分享会等活动。

全面做好古籍大众化普及、传
播也是陕西古籍工作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各类古籍专题展览，向群众讲述古
籍里的故事；还积极开展古籍宣传
推广活动，如“创客@图书馆‘我与中

华古籍’创客大赛巡展”“‘丝绸之路
’西北地区珍贵典籍展”以及传拓与
雕版印刷体验活动等，反响热烈。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窦
鹏说：“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自2008
年 10月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全省古
籍存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存藏环
境建设、整理开发、数字化等工作，
已探索出一条古籍数字化与整理开
发工作相结合的路子。”

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
任、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薛继民表
示，陕西省图书馆将以《关于推进新
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为契机，坚持
深入开展古籍整理与保护开发相结
合的路子，紧紧围绕全省古籍资源存
藏特点，不断推进珍贵古籍的科学
化、规范化的开发利用，为加快陕西
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强省建设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让收藏在三秦大地
典籍文献中的文字“活”起来。

【陕西】
“古籍+文创”让典籍融入百姓生活

山东省图书馆举办的山东省图书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中华传统晒书活动””现场现场。。

小读者参加江西省图书馆古籍相关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