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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与开发的策略与建议

刘家真摇 程万高

摘摇 要摇 古籍的保护与开发相互关联,古籍的开发—维护—再开发—再维护是古籍价值得以传承的良性循环系

统,而开发古籍是启动该系统的原动力。 必须放开思路,多视角地拓宽古籍利用的渠道,使古籍开发融入文化产

业。 在数字化基础上,着重古籍信息的增值性开发,如建立中国文化元素数据库或加工其他古籍文化增值产品,
使增值产品为广大世人所用。 目前我国古籍开发的思路和手段单一,利用面较窄,在数字化过程中损坏古籍的问

题严重。 应借鉴台湾地区开发古籍的经验,让社会各界参与古籍数字化的公开征选计划;同时应建立与数字化紧

密结合的古籍开发长期规划与近期目标。 在古籍开发过程中要制定严厉的惩罚与监管制度,加大对损坏古籍的

惩罚力度。 表 2。 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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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也2007页6 号)与文化部组织召开的“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冶似阵阵春风,迎来了古籍

保护的春天。 古籍保护面临的四大难题(认识

问题、队伍问题、经费问题、机制问题)都在春风

拂掠下,微见春意。 如何使春风化雨,促进古籍

保护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并成为一种长期的科

学管理活动,是当前亟待思考的问题。 本文就

这一问题提出我们的思考与建议。

1摇 古籍的开发与利用:一刀两面

古籍保护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其维护与管

理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不断的经费供给。
我国古籍浩瀚,需维护与修复的古籍量之大,仅
靠国家拨款是不现实的。 结合社会广大公众的

最大需求去开发古籍,使古籍的学术价值、文物

价值、艺术价值等融入社会公众生活中,才能赢

得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参与,也才有可能得到社

会的支持及资助。 因此说,古籍保护与开发是

一刀两面的关系。 保护的目的是提供利用,而
利用则是吸纳古籍保护经费的有效途径。 古籍

自身价值是维护与开发古籍的根本原因,古籍

的开发—维护—再开发—再维护是古籍价值得

以传承的良性循环体系,而开发古籍是启动这

一循环体系的原动力。
古籍的保护与开发密切关联。 当前,抢救

破损古籍是关键,深度开发古籍也是关键。 政

府投入的资金只是推动古籍保护的催化剂,而
维护古籍的持续资金注入还需通过深度开发古

籍,通过提高国民利用率与社会关注度以吸纳

社会资金来实现。
古籍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它的两个特

点使其利用对象与推广范围受到局限[1] 。

015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五卷摇 第一八一期摇 Vol. 35. No. 181

一是古籍文献艰涩的文言文和特定的文化

背景,要求读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古汉语能

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数量。
二是几百年来古籍多处于秘藏,使大多数

人对它感到神秘与陌生,不具备相关知识的读

者不会意识到、也不可能去探究古籍原始文本

所包含的文献价值。
由于以上原因,古籍长期以来主要满足文

史和其他方面研究者的研究需求,读者群多为

从事这方面研究或古籍文献整理的专家,以及

从事专业教学的教师及部分研究生。 近年来,
国家相关部门与图书馆做了大量的古籍开发工

作以及古籍的陈列或宣传工作,也开办过系列

的相关讲座或专题性的推介,尽管都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但古籍需求的市场仍然

有限,大量古籍仍处于象牙塔之颠,难以下移到

广大国民之中。
国家图书馆陈力先生认为,古籍保护和修

复需要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参与,如果失去了这

一点,很多措施都是无效的[2] 。 古籍文献若得

不到社会普遍的重视,没有广大的社会需求,就
很难吸纳社会资金用于古籍保护。 古籍保护经

费的不足,必然影响古籍工作人员的配置,造成

古籍保护设备与必要保护措施的失缺,从而影

响古籍的长期保存。
要拉动社会对古籍文献的需求,必须在古

籍的开发利用上放开思路,多视角地拓宽古籍

利用的渠道,充分发掘古籍资源的价值与财富,
为广大国民所用。 笔者认为,使古籍的开发融

入文化产业,是古籍最大化地为社会所利用的

有效途径。 由此,不仅可更大范围地提高国民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还可以赢得经济效益,以实

现古籍保护—开发—再保护—再开发的良性

循环。

2摇 古籍开发与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

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

动的集合。 它包括 6 个方面的活动:文化产品制

作和销售、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相
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等[3] 。 可见,文化是文

化产业的基础,不根植于文化传承的文化产业

是没有根的、是无法长久经营的。 正如胡锦涛

同志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产业只有保持中华文

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才可能具有市场竞

争力。
古籍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饱

含人类历史传承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我国丰沛

的古籍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华历史底蕴与审美理

念,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文化根基与养

料。 使古籍开发与文化产业结合,不仅使文化

产业由于创意新颖而具竞争力,还可激活古籍,
使它从书斋进入平常百姓家。 例如,2008 年北

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礼品、会标都有古籍信息的

痕迹,成为海内外竞相争购的商品,中国传统文

化也由此润物无声地渗透到全球。

2. 1摇 古籍信息的增值性开发

目前,古籍开发的思路还欠多元化,开发的

手段较为单一,更缺乏对古籍资源的增值性开

发与合理利用。 以发展文化产业为目标的古籍

开发,需要对古籍携带的信息进行全方位开发,
以达到其信息价值的增值。 古籍信息在价值上

的增值,体现在量与质两个方面。 量的增值主

要表现在信息加工、处理、交流、传递、利用等信

息运动过程中信息量的增加;质的增值是指信

息的效用发生变化,即信息满足受信者需要程

度的增大。 信息的增值需通过有序化来实现,
要进行信息的积累,并经过整理、加工、分析、综
合才能成为有用的高质量的信息,从而实现信

息价值的增值。
实现古籍信息的增值性开发,首先必须对

古籍价值进行再认识。 古籍除具有大家公认的

文物价值(年代久远)、艺术价值(插图与装帧)
与学术价值外,还是多种中国文化元素的集合

体。 中国文化元素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是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是
被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同的,由凝

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形象、符号或风

俗习惯等组成。 中国古籍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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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无论从内

容还是形体都富含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例如

书法、图案、符号、篆刻、竹简、甲骨文、国画、敦
煌壁画、各民族的文字、不同形式的古籍装帧以

及独具中国特色的图案等,它记录着中华民族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

念。 因此,古籍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书本的本身,
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历史底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创新地应用了中国文化

元素,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其中源于中国

古籍的至少有:中国书法、篆刻印章、装裱成轴

的画卷、岩画、水墨画、活字印刷、竹简、印章、
《游春图》、《清明上河图》、《大驾卤簿图》、《明
宪宗元宵行乐图》、《乾隆八旬万寿图卷》、敦煌

壁画等。 此外,从中国古籍文献中获取灵感并

融入广告、装饰、商品等的更不胜枚举。 当奥运

会将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以中国文化元素的

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也揭示了古籍开

发的新视野与新途径,即从中国古籍中发掘中

国文化元素,使之融入中国文化产业。 中国古

籍具有很大的市场经营价值,可对其进行挖掘、
整合、重组与创意性使用,实现创新型增值

服务。

2. 2摇 数字化与古籍开发

古籍数字化是实现古籍增值性开发的利

器。 古籍数字化产生的大量优质且富文化特色

的数字素材,可供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教
育产业等采用。 对于中国的图书馆来说,无论

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古籍的数字化

工作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因为古籍是最具

中国特色的文献,同时又几乎没有版权等问题

的困扰[4] 。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
6 号),其中第五条提出了古籍数字化的具体要

求,更将古籍数字化推向了高潮。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尝试中文古籍

数字化。 各大型图书馆根据馆藏特色实施了

古籍数字化规划,至今已经建立了各种类型的

专门数据库。 如国家图书馆的“碑帖菁华冶、

“敦煌遗珍冶等特色资源库及馆藏善本古籍、普
通古籍、金石拓本、舆图等书目数据库;中国社

会科学院建立《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

经》、《全唐文》与《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

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建立《全唐诗》、《全宋诗》、
《全唐五代宋词》、“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冶等数据

库;一些致力于古籍数字化的商业机构也做了

大量工作,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的电子

版等[5] 。 当前,一些古籍数字化的大型工程正

在开展,如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图书全文数据、
敦煌文献全文数据,北京大学的“中国基本古

籍库冶光盘工程,国家科技部基础工作项目“中
国中医药文献数字化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

究中 心 主 持 的 “ 中 国 历 史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CHGIS)冶等。 由此可见我国古籍数字化规模

之大,范围之广,数量之多。 这些数字化产品

也彰显出我国古籍数字化的方向:不仅是为了

保护古籍,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服务并扩大中国

文化的影响。 如何使古籍数字化工作进一步走

向深入,使其数字化产品走出象牙塔,融入国

民生活中,应是今后数字化工作重点思考的

问题。

3摇 古籍增值性开发的路径

数字化技术使古籍的整理、组织及利用发

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近些年来我国在利用现代

技术进行古籍影像扫描、全文化处理和知识挖

掘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此基础上,应进

一步对其数字素材进行萃取、编辑、加工与整

合,形成具有更大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 古籍

增值性开发路径见表 1。
表 1 中所列产品的开发途径都需要利用古

籍数字化素材,其成本投入主要有:古籍数字化

制作成本,对古籍增值数据库的维护与服务提

供。 其收入渠道主要有:授权用户使用数据费

用,数据库卖断或收取会员年费,出售古籍增值

性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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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古籍增值性开发路径设想

增值性开发 开发方式 举例 使用对象

中国文化元

素数据库

从古籍数字化素材中萃取文化元素,
并分类组建成不同类别的中国文化

元素数据库,提供给商品制造商

中国文字、书法、各类字体、敦煌壁画、年
画、国画、写意画、木版水印、篆刻印章、
甲骨文、图案、碑帖、简帛、古籍装帧等

产 品 制 造

商、设计人

员或个人

古籍文化增

值产品

将古籍数字化素材加工成一般公众

喜爱的商品

不同类别的古籍文化增值数据库;制作

仿真字画,生活日常配件与工艺品等

社 会 消 费

者、产品制

造商等

古籍数字化

编研产品

将古籍数字化素材编写为故事、剧本

或学术性资源等产品

通俗古籍读物,剧本或学术性资源产品 广大国民

专题数字库 具有市场价值的专题数据库 古代人物志、民俗与方志、古代食谱、古
代休闲娱乐、诗文集、中国书法、族谱、
佛寺、战争与灾祸、历史建筑、针灸、金
石拓片及古籍附图等

海 内 外 出

版 社 或 书

商、 图 书

馆、个人

3. 1摇 中国文化元素数据库

中国古籍凝聚了悠久的历史文化,累积着

丰富的文化资产。 这些文化由点点滴滴的文化

元素汇聚而成,它们隐含在古籍的载体形态、文
本符号与文献内容中,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

性的。 例如文献的装帧、色彩、文字、书法、竹
简、甲骨文、各类绘画、印刷形式、藏章与书头书

尾及章头章尾的装饰等都属于显性的;而古籍

内容蕴含了大量需要人们去仔细体验才能获取

的隐性文化元素,如传统活动、故事、礼仪和习

俗等。 这些海量文化元素构成了中国五千年的

文化底蕴。
中国的文化元素通过设计师们在不同领域

以不同的演绎与表现形式形成各自的文化产

品。 从欧洲运用中国文字进行服装设计,到好

莱坞动漫《功夫熊猫》、美国迪斯尼版《花木兰》
等都运用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中国故事

题材、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国的武术等);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中国文化元素的成功运用,更使世

人耳目一新。 这些文化产品的面世大大加强了

中国文化的市场竞争力。 表 2 是 2008 年北京奥

运形象设计工程从中国古籍中获得的中国文化

元素。

表 2摇 中国文化元素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的应用

奥运形象产品 中国文化元素

奥运会开幕式

的底色
中国红

奥运会会徽
金石印章、中国文字、书法、甲骨

文、金文

福娃
敦煌壁画中的火纹、莲花瓣纹、
木版年画

残奥会会徽 中国文字、书法

奥运会火炬 “祥云冶图案、纸卷轴

奥运会运动项

目图标
篆书、甲骨文、金文

奖牌挂钩 龙纹图案

摇 摇 除以上显性的文化元素外,还有更多隐性

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

之中。
中国的古籍无论从装帧设计、印刷还是文

字、书法、绘画,直到某些内容体裁都是中国文

化的精髓,将它们挖掘出来、提炼元素、加工升

华,使之形成聚合中国文化元素的数据库,供文

化产品的创作者选择,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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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设计开发中,这不仅能够更加广泛地传

承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古籍增值性

开发的手段之一。
因此,笔者建议通过对古籍数字化素材的

挖掘、基本元素的切割、提炼及加工升华,形成

不同类别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中国文字、书法、
各类字体,敦煌壁画、年画、国画、写意画 、木版

水印、篆刻印章、甲骨文 、图案、碑帖、简帛、古籍

装帧等等),并分类组建成不同类别的中国文化

元素数据库,如:
淤可供数字内容产品的设计厂商或数字艺

术的创作者选取相关文化元素素材,按照新的

设计思路通过计算机技术将其转换为有意义的

数字内容产品(如动漫、游戏软件、影音内容、短
信、数字出版物等)或该产品的主要文化元素。

于可为产品设计者提供素材,使其设计的

礼品、包装、画册、玩具或其他产品因为富有了

中国文化元素而达到增值。 例如,在纺织布

料、陶瓷、文具、厨具、饰品上印制中国文化元

素,让古籍信息融合于现代实用的大众生活用

品中。
中国文化元素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不仅使用

户具有了文化增值产品设计的素材与创意,数
据库的拥有者也会有市场化的收益,同时由于

吸纳大量的资金,也可以使古籍保护得以永续

经营。

3. 2摇 古籍文化增值产品

古籍文化增值产品是将古籍数字化素材,
通过相关软件、产品制作与商业服务,转化为实

体的产品,如仿真字画等。
我国古籍工作者利用古籍数字化素材自行

设计工艺品的例子很多,例如将贝叶、菩提叶、
金粉等写本的民族古籍进行仿真复制,将图和

文都印在真的菩提叶上,完美地体现了原书的

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获得了双丰收[5] 。 又如,天津图书馆的

古籍修复人员将古籍实体仿真缩小为可供案头

放置的工艺品,深受国内外参观者的喜爱。 更

多的图书馆将馆藏的古籍图录(如南京图书馆

的水浒人物图)加工成高档礼品赠送给相关人

员或单位,等等。 事实证明,以上设计与加工品

都具有很好的市场价值,可以各种方式进行商

品化开发,其盈利可用于古籍保护。
将古籍数字化对象加工成文化增值产品,

若能被公众所接受,就可以产生经济效益。 这

需要将具有艺术价值、欣赏价值或文物观赏价

值的古籍数字化素材挑选出来,按类整合为古

籍文化增值素材库,以供业界选购。 也可将其

陈列在网上,按照个人需求制成工艺品,如将书

影制成加框或卷轴的字画,或是生活日常配件

等。 这不仅可以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
可以提高古籍工作者,特别是修复工作者的工

作积极性。

3. 3摇 古籍数字化编研产品

借用古籍数字化素材编写成故事、剧本或

学术性资源产品进行销售,以达到古籍的增值

性开发。 目前我国已有的实例有:编写《甘肃省

中小学古文、古代诗词注释》等辞书,方便广大

中小学生阅读;开发一些通俗古籍读物,满足人

们对古籍文化信息的需求,如《金瓶梅词话》、
《绣像水浒》、《御膳正要》等[6] ;摘录有关南岳、
洞庭湖诗文,编辑出版《历代洞庭湖诗文集》,选
择数千张山水、人物版画编辑出版《中国古代版

画系列》与《方志山水卷》等[7] 。
古籍数字化编研产品需要资深的古籍工作

者进行专门研究,深入分析各类古籍,再以具有

市场价值的主题为线索进行编研,形成广大国

民需求的文化产品。 建议组织一批国学专家,
将古籍数字化素材与文物数字化素材按某一特

定主题融合为多媒体的编研产品,使之成为中

国文化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

3. 4摇 具有广泛市场价值的专题数据库

目前,我国已经开发出一批古籍专题数据

库,例如国家图书馆的“碑帖菁华冶、“敦煌遗珍冶
等,还有更多的古籍图像数据库。 这里所说的

专题数据库,是以“下里巴人冶为服务对象。 为

此,建议开发以下主题数据库:古代人物志、民
俗与方志、古代食谱、古代休闲与娱乐、诗文集、
中国书法、族谱、佛寺、战争与灾祸、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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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金石拓片及古籍附图等。 以上数据库可

供国内外专题研究或消闲娱乐。

4摇 深度开发古籍必须注意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古籍开发存在着两个主要

问题:
一是对古籍的价值还缺乏充分与深刻的认

识,致使古籍开发手段单一,使大量的古籍数字

化材料没有得到很好的再利用。 这方面,我们

应当借鉴台湾地区开发古籍的经验,除古籍收

藏部门制定开发计划外,也让社会各界参与古

籍数字化的公开征选计划,包括[8] :淤内容开发

方案的公开征选。 包括向社会征求开发古籍增

值产品或服务的创意,研发符合中小学教学需

求的教学产品的创意等,其目的是补充已有的

馆藏开发计划,让它更加贴近国民需求。 于技

术研发方案公开征选。 以古籍数字化为目标,
征求相关技术创新研发的建议,包括数据管理

与储存技术、知识管理技术、数字馆藏的展示与

数字内容产出技术,以及版权保护、水印技术、
知识产权与隐私权管理等。

台湾地区古籍工作者透过古籍开发的各项

公开征选计划,充分利用古籍数字化材料,使古

籍数字化方案与产业紧密结合,提高了古籍的

保护和利用效率,让中华文化遗产为人类共享。
二是缺乏系统的古籍开发规划。 国家古籍

开发缺乏与数字化紧密结合的长期规划与近期

目标,致使当前不同类型的机构根据自己的馆

藏开展不同目的的数字化工作,并没有在全国

范围内集中力量与资源以某个主题为中心进行

相关馆藏的数字化,缺乏古籍开发的全面协作。
由此,数字化与古籍开发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古
籍数字化也缺乏明确的优先方案,导致巨大的

数字化投入与其产出不平衡,大量的数字化素

材缺乏合理与充分的利用。
因此笔者认为,古籍的深度开发与利用必

须首先建立长期规划与近期目标。 应整合全国

的古籍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使其投资达

到最大的效益,降低古籍多次数字化带来的损

坏风险。
古籍的开发与保护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为

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用于古籍保护,必须开

发利用古籍;缺乏形体完好的古籍,开发与利用

也是难尽人意的。 然而,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

损坏古籍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这需要制定严厉

的惩罚与监管制度,特别是委托 IT 公司进行数

字化加工,更应通过合同加大对损坏古籍的惩

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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