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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论摘编

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

          龚娅君，刘春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53)

    按照《占籍著录规则》中的定义 占籍主要是指 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书

籍.、中文古籍是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后人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变得相当脆弱，从而限制了大部分用户的使用。古籍数字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将古籍转化为电子媒体的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予以保存和传播川.古籍数字化是占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也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方向。本文试图就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 古籍数字化建设样式、古籍数字化建设技

术、古籍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探讨.

一、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

蔺一}台湾地区中文古箱数字化建设先声夺人

    我国台湾地区的中文古籍数字化工作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从 1984年开始，台湾“中央研究院”就着手进

行古籍数字化上作[(zl o目前，已开发的占籍检索系统有汉籍电子文献瀚典全文检索系统((http刀www, sinica, edu

tw/ ̂- td bproj/handyl / )、文物图像研究室资料库检索系统(http;//saturn. ihp. sinica, edu. tw/一wenwu/search.

ht.)、历史语 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http; //saturn. ihp. sinica. edu. tw/-mct/newpagel. htm)、台湾大学中华电

子佛典线上藏经阁大正藏全文检索系统(http://www. ebeta. org八ndex. htm)、台湾元智大学“网路展书读”

(http://www. cbeta. org/index. htm)等

    汉籍电子文献主要收录了二 I-五史、阮刻十三经疏、《清实录》、上占汉语语料库、台湾文献丛刊、《文心雕龙》、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文献，基本涵盖了唐代以前绝大部分传世文献.井且大部分资料免费开放，可提供网络检索

和按目录路径全文浏览古籍文献。这些古籍资料都经过加工，加 卜了句读和注释，方便读者理解原文内容。最新

推出的3. l测试版收集的汉籍字数已突破 一亿，系统中加人了地名、朝代等专词检素功能。

(二]香港地区古箱数字化建设成果丰硕

    香港的古籍数字化工作是从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下

属的 汉达古文献数据库中心”(http://www. chant. org/)，所开发的全文数据库资料包括甲骨文数据库、竹简帛书

出土文献电脑数据库、金文全文计算机化数据库、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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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中国传统类书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注册后可提供30天试用期，试用的文献量大概占总量的10写，如果要

充分利用数据库，还必须下载 ICSI-ICS7等多种字库

    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是 1988年在“香港资助研究局”资助下建设的，该数据库以一固定年

代之全部传世文献为对象，不论经、史、子、集和字数多寡，均悉数人库;入库文献所据版本均为旧刻善本而未经后

人擅意改动者，多为《四部丛刊》本。该数据库还编制了作者索引、书目索引和年代索引，并且可以通过输人字申进

行检索;另外，阅读资料时，在有注释的地方会自动弹出注释，以便读者理解原文

    甲骨文数据库的建设历时五年，收录了当今海内外七种主要大型甲骨书籍，共计卜辞53 834片，合并整理、校

勘近一百万字甲骨 卜辞，并具有多项类 目功能检索。它的建成不仅方便了有志研究甲骨文学者的需要，也符合了

古文字学专业学者的学术要求，具有重大的意义。该系统可以同时显示甲骨文字原字形及隶定释文，方便读者参

照;另外，收录了所有甲骨文字的字形总表和提供便捷检索功能和甲骨文字出现字数频率数据，以便专业学者研究

分析

{三}大陆古按数字化建设奋起直追

    从2。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 些图书馆进行了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尝试。1996年，上海图书馆与长江计算机

集团合作，建立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该系统将古籍善本以图像形式扫描，全文录人，并研制了古籍

善本的检索查询系统，到 1999年4月，该系统已经完成古籍善本 100。多种60万页的扫描和标引工作，使大陆地区

的古籍数字化从计算机 V,目服务走向全文服务’“。

    中国囚家图书馆在2000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来推动图书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其中古

籍图书馆数宇化建设也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项重点工程.近年来，该馆在建设特色珍稀文献数据库方面成果卓著，

建设过程中采用了人工智能检索、信息海量存储、自动标引、电子上网等现代信息技术[Cal

    除了图像形式的古籍数据库外，有些图书馆也进行了古籍书目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建设的尝试。如南京图书

馆建立了四十多万条中文古籍 朽日数据库等t=i。此外，中国社科院研制的 《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唐

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检索系统，深圳大学的0红楼梦》数据库，北京大学的《全宋诗》等古诗研究系统 哈尔滨师

范大学的《史记》全文检索系统，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等都为大陆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四)世界其他地方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情况

    中文古籍的数字化建设不仅在国内开展，在国外也有 定的研究 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建设了中文古籍善

本书目数据库、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建设了先秦诸子百家全文检索系统，这些都丰富了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内涵

二、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形式

    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形式主要有古籍书目型、全文型、全图像型和图文型.占籍书目型是最早建立起来的

有关古籍资料的数据库，只能说是古籍数字化的雏形，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它是将馆藏古籍的书名、

著者、分类、素引等信息输人计算机从而形成古籍书目数据库，读者可以通过书名、著者等检索到某古籍的相关资

料，该类型的代表是南京图书馆建立的含四十万条数据记录的巾文古籍书目数据库。另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等高校图书馆也编有各自的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方使了读者的使用。全文型是将古籍资源全文通

过手工方式录人，形成电子文本，供用户查阅 这种数据库的优点是便于阅读和检索，存储空间小;缺陷是未保持

古籍原貌，文字录人难度比较大，其中台湾的汉籍全文资料库就是这种类型数据库中的佼佼者 全图像型是将古

籍直接以图像格式扫描加上简单的标题和分类再存储到计算机中，这是国内采用最多的一种方式。该方式的优点

是能保存古籍原貌.有助于专业学者的研究 缺点是检索不方便 例如武汉大学出版社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

底本，将全 传二百余万页逐页扫描，井将“总目’，手工录入，开发出“四库全书光盘版”。图文型是在古籍书页图像存

储基础上，将书中具有检索意义的内容数字化转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并辅以适当的软件工具，为读者提供快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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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统计、整理和编辑功能。该方式的优点是检索快捷，原貌再现，查证方便。这种类型结合了上两种形式的优

点而克服 了其不足之处，是目前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最佳形式，是现阶段建立古籍数据库的首选方式 香港的汉达

古籍数据库采用的就是这种形式，它可以在视窗系统上直接显示简帛图片和对照文木

三、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技术

    由于中文古籍具有抄本和刻本之分，体例繁多，抄本的字迹不规范，用字和版面复杂，有的甚至含有批注、线上

字等，同时因年代久远，部分页面有污损、字迹模糊和重影字等情况，从而与普通图书数字化建设相比，中文古籍数

字化建设工程更为复杂，难度更大

    在进行古籍全文数字化建设时面临最多的问题还是有关用字的问题，据查，仅《康熙字典》收字就达 49 030个，

其他古籍中含有的生僻字、异体字等就数不胜数 了，这些字在现有电脑系统的字库中不存在 无论是大陆的

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还是中、口、韩三国的IS010646大字符集，都远远不能达到

古籍的用字量。为了能够全部浏览古籍的内容，很多古籍数据库都要求下载相应的字库，例如使用香港汉达文库

时，根据数据库的类型要分别下载不同的字库到本机电脑，其中甲骨文数据库须下载ICS3和 ICS4字库等。另外，

北京中易信息技术公司以7万汉字环境、IS010646国际标准内码,4字节检索为核心的技术，构造了中文网络应用

平台一一中易汉神 E，较好地解决了处理大汉字字符集的需要，也可以和国际互联网连接。实现全球浏览和

检索川.

    在对古籍全文数字化时，有时也用到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其中OCR技术运用比较成熟的是“数码翰林”

软件[+1，用该软件制作的“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电子图书，文本页面保持了原书的竖排格式，增强了古籍阅读的

真实感，基本实现了图文关联和阅读检索及全文检索的功能。此外，在对古籍数字化处理时，还用到一些其他图像

处理软件，如Photoshop, ACDSee等

四、展 望

    古籍全文数字化建设无疑是 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古籍数字化基本上还是以专用型为主，在实用性、通

用性和共享性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建设中还有很多问题3待信息工作者研究和探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

给古豁数据库建设和利用 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参 考 文 献〕

陈阳 古籍数字化发展概述LJJ电子出版，2003.(8).2 -4.

杨虎 港台地区占籍数字化资源述略[月.电子出版 2003,(8) :8-11.

托雅.浅谈我国古籍数字化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4,(16):139-140.

段泽勇·李弘毅 古籍数字化的回顾与展望U7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9(2):37-39.

余述淳 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的一些探讨J_'' _大学图书W报学刊，2003,21(2):69-71.

北京中易郑码新技术有限公司 历史文献全文数字化— 难点与解决方案「月.数字与缩微影像.2005,(1):18 -21

包铮 让古籍数字化成为可能 古籍数字化处理技术「月.数宁与缩微影像,2003.(4):7一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