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华文化传承为中华文化传承 贡贡献图书馆应有力量献图书馆应有力量
——江苏高校图书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江苏省各高校图书馆都藏有丰富的古籍资源，是中华文化血脉的记录与见证。一直以来，江苏

省各高校图书馆注重保护和挖掘古籍文化遗产的价值，勇于担当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江苏省各高校图书馆进一步坚定了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使命感，将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推动新时代古籍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传承文化血脉 勇担新的文化使命
■欧阳志（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李盛培、于海燕（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为高校

图书馆事业发展，为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

保护和利用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我们

在新时代进一步做好文化传承与发展创新

工作，提供了及时而宝贵的重要指南。

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是记载国家文明的标志,更是传

播文明的重要方式。高校是知识传承创

新的殿堂和涵养精神文化的家园，也是推

动古籍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南京

理工大学图书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导，抓住古籍事业发展的新机

遇，通过对古籍的收集保护、推广利用、传

承创新，充分挖掘古籍中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价值，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蕴含

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从

而自觉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命脉。

古籍收藏现状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藏古籍

1439 种，14318 册。馆藏古籍《宋元通鉴》

（明天启乙丑年【1625 年】）以其年代久

远，出自名家（薛应旗版）之手，成为我

馆最为古老的馆藏古籍。《御定佩文斋咏

物诗选》（[清]高兴等辑，[清]康熙四十五

年敕辑）收录人物、人文器用、自然界三

类咏物诗，时间跨度从上古直至明末，共

录诗 14590 首，该书入选《江苏省古籍名

录》。 晚 清 最 权 威 兵 书《西 洋 兵 书 十

种》，由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张之洞编定，清末石印本，共 12 册，83

卷，成为我馆镇馆之宝。

南京理工大学古籍的保护利用

图书馆始终重视对古籍的保护和利

用。2000 年图书馆对馆藏古籍进行整理

编纂。2010 年图书馆对馆藏古籍进行核

实补遗、做好古籍的著录、分类、编目等工

作，正确揭示馆藏古籍文献资源情况。

2014年图书馆编辑录入古籍图片，校对并

内部出版了《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古籍图

录》和《南京理工大学民国文献目录》。为

了更好地保护利用古籍文献，2022年图书

馆对馆藏所有古籍进行护封函套。2023

年图书馆将古籍资源建成古籍特色资源

数据库，以电子数据形式展现给读者，便

于读者的阅读利用。在微信公众号上每

周推送古籍书目荐读，不定期举办经典古

籍书目展览，图书馆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

阅读推广形式，让古籍走进师生，吸引读

者阅读经典古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精华，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核心理念

和精神价值的认同。

古籍创新发展

面向未来，我们将坚持守正创新，完善

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保护水平，深入古

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构建古籍的数字化与

立体传播，以现代创新手段展示古籍之美，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讲好古籍

里的中国故事。进一步推动图书馆古籍工

作高质量发展，引导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永恒魅力，为中华文明传本扬学，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元宇宙视阈下古籍整理与保护新思路
■吴银燕（常州大学图书馆）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

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古籍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

传承，记载和见证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

化历史，研究古籍整理和保护对传承中

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书馆

运用智能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

工整理，不仅有利于古籍原件的修复与

保护，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古籍文献存

取、检索与查阅的便捷化。

元宇宙视阈下，图书馆可以运用数

字孪生技术，依托现有的纸质古籍文献

资源，采用配音、动画制作等技术将文

献资源转换成各种形式的知识，生成数

字孪生资源，比如将天文、地理、历史、

游记一类的纸质古籍文献，制作成各种

格式的音频、3D 视频；将普通的文字文

献，让专业的老师或学生采用朗读或者

说书的方式整理出来，让普通的文字充

满情感；将图片类的文献配上语音讲

解，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和理解图片内

容，增强读者阅读的沉浸感。

另外，我们可以运用虚拟现实技术

建立网上虚拟展厅，将数字化的古籍文

献资源整理加工成古籍专题资源库，读

者可以通过虚拟数字身份进入虚拟展

厅，自由阅览古籍文献资源。

其次，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古籍资

源画像，对古籍文献资源元数据进行标

引，设立主题、分类、摘要、作者、浏览

次数、下载次数、用户评价等关键词，方

便读者检索查阅。

元宇宙视角下，未来图书馆要实现中

华文化全方位呈现、全面共享，形成中华

民族文化资源体系，努力将未来图书馆打

造成文化资源最全面、文化体验最丰富、

文献交流最通畅的“文化服务综合体”。

智慧图书馆：人工智能助力古籍传承与创新
■常州大学图书馆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引起了社

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界的强烈反响。作为

高校图书馆，我们肩负着守护和传承中

华文化的重要使命。

古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思想和智慧。然而，由于时

间的推移和环境的侵蚀，古籍的保护和

传承面临着巨大挑战。在这个信息时

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古籍整

理、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在古籍整理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需要

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人工智能技

术的引入可以大幅提高整理的效率和准

确性。通过图像识别、文字识别和语义

分析等技术，可以实现对古籍的数字化

转换、自动分类和智能索引，使得古籍的

整理工作更加高效和便捷。

人工智能技术在古籍保护方面具备

巨大潜力。古籍文物的保护是一项艰巨

而复杂的任务，需要考虑到环境因素、纸

质腐朽、虫害等多种问题。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古籍文物的

实时监测和预警，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人工智能还可

以辅助文物修复和数字化重建，为后代

保存和传承提供更好的条件。

人工智能技术在古籍利用方面能够

提供更多可能性。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

知识图谱等技术，可以对大量古籍进行智

能化分析和挖掘，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和

知识，为学术研究和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

和参考。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个性

化推荐和虚拟实境等手段，为读者提供更

加个性化和丰富的古籍阅读体验，激发大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化参与度。

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古籍整

理、保护和利用中，我们需面对挑战和问

题，需将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结合，尊重

古籍独特价值。解决隐私和版权问题，

确保合法使用数字化古籍。同时，技术

发展需与古籍传承目标衔接，保持可持

续和适用性。

面对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和文化传

承 的 重 任 ，高 校 图 书 馆 应 积 极 响 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加强人工智能技

术研究和应用，强化合作与交流，探索

人工智能与古籍传承的最佳结合点。

关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培养专业化

的人工智能人才和跨学科的研究团

队。让我们共同努力，以人工智能技术

为支撑，打造智慧图书馆，让古籍传承

与创新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芒。

古籍整理、保护和利用的体会和思考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宝

贵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6

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

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我们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煤炭古籍记录了我国煤炭开采、加

工、运输、利用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和技

术经验的珍贵文献。从《天工开物》（明

代）到《中国矿业史略》（民国），煤炭古

籍文献涵盖了从明清到近代各个时期

的煤炭相关知识，不仅反映了我国人民

在煤炭领域的智慧和创造，也体现了我

国人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重，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这些古籍不仅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它们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我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的宝贵遗产。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一直致力于

收藏、展示、传播煤炭科技发展、能源高

校办学历史，以及馆藏古籍、煤炭特色

馆藏文献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工作。重

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对馆藏古籍、煤炭特色文

献的整理、编目、数字化等工作，提高文

献的检索和利用。按照国家标准和规

范，对每一本文献进行了详细的书目描

述、内容提要、主题词标引等，同时积极

开展文献的数字化工作，以实现其电子

化保存和网络化传播。

二是加强对馆藏古籍、煤炭特色文献

的展示、宣传、推广，提高其知晓度和影响

力。联合中国煤炭科技博物馆等共同进

行馆藏古籍、煤炭特色文献的收集和展

示，通过多种新媒体平台发布各类馆藏古

籍、煤炭特色文献信息，向师生和社会宣

传我国煤炭科技发展历史和成就。

三是加强对馆藏古籍、煤炭特色文

献的研究、利用、创新，提高其学术价值

和社会价值。我们积极开展各类学术

交流和合作，探讨馆藏古籍、煤炭特色

文献籍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鼓励和

支持我校师生利用馆藏古籍、煤炭特色

文献开展教学和科研；注重将馆藏古

籍、煤炭特色文献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开发了基于馆藏古籍、煤炭特色文献的

创新利用，如以文献中古代采煤图为元

素设计和建设了图书馆文化展廊，设计

数字产品和文创产品，为传播中华文化

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形式。

总之，我馆在馆藏古籍、煤炭特色文

献保护利用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

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我们

深刻认识到，保护利用好我国的文化遗

产，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

命。我们将继续以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推

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创新图人智慧，共促文化传播
■李 倩（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数字技术部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提供了在新

时代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传承和文

化创新的重要思路和指导方针，也对作

为信息资源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图

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作为新

时代的图书馆馆员，我们要更加注重保

护和挖掘古籍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前

人的经验和智慧，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

细心整理：履行古籍整理使命，筑

牢文化传承根基

盛世修文，在我们这个国家繁荣、

社会稳定的时代，国人有传承中华文化

的意愿和能力。古籍是中华文化乃至

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图书馆馆藏

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人应当注重收

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和古籍，并根

据古籍文献的特点，注重系统的归纳和

分类，对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

理，为后人保留更多优秀文化遗产，为

文化传承筑牢根基。

严谨保护：肩负古籍保护责任，守

护中华文脉载体

古籍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图书馆

应该积极采用各种手段，控制环境、定

期检查和维护，尽可能保护古籍文献

的完整性和可读性。同时，图书馆应

引入各种数字技术，对珍贵的古籍资

源进行数字化处理，一方面保护了文

化遗产，使古籍承载的知识不因载体

的轶亡而消逝，另一方面也为读者提

供了更为便捷和人性化的文化资源获

取渠道。

积极利用：发挥古籍文献作用，促

进文化传播发展

图书馆应该深入挖掘古籍文献的

文化价值，以更加专业、科学、系统的技

术支持和知识服务，满足人们在多种形

态下的阅读、学习和研究需求；注重通

过新媒体等渠道推广优秀的古籍文献，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了解和研究这些文

献，进而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和光

辉历史，为培养新时代青年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认同，促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

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了我

们图书馆人新的要求和动力，我们要担

当使命、奋发有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对古籍文献管理和信息传播技术

的学习，积极探索新模式、新思路，更好

地为读者提供文化信息与知识，为推动

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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