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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
“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与版本目录学”学术会议在桂林举办

探讨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未来路径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

司/广西师范大学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心主办的

第四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

术论坛之“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与版本目

录学”学术会议在广西桂林举办，来自中国科学

院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美国加

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湖北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

馆、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德国藏书家学会等海

内外高校、收藏机构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参

会，共同探讨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的

未来路径。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古籍保护的新探索、中华

古籍智慧化发展、俗文学文献的编目整理和德国

古籍的收藏与保护等议题作了指导性发言，分享

和讨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见解。发言涵盖

古籍文献的刊刻、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海内外

馆藏机构特色资源介绍，古籍鉴定人才培养等诸

多方面，展现了古籍研究领域的丰富内涵和多元

视角，汇聚多方智慧与力量，共同推动海内外古籍

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各项工作取得更多

成果与进展。

此次会议的举办，旨在以古籍文献整理、研

究、出版为纽带，为海内外各界古籍工作者搭建起

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推动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不

断向深度、广度拓展，增强馆藏机构、专家学者和

出版企业在古籍工作领域的协调配合，形成更紧

密的古籍出版协作关系，开创海内外古籍出版研

究新局面，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主办方表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继续以

优质的学术出版作为文化传承和学术繁荣的桥

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贡献力量。

本期选编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国家

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图书馆学

会副理事长程焕文的主旨发言，题目是《中华古籍

智慧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中
华
古
籍
智
慧
化
发
展
的
几
点
思
考

■
程
焕
文
（
中
山
大
学
信
息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国
家
文
化
遗
产
与
文
化
发
展
研
究
院
院
长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副
理
事
长
）

最近20年来，古籍整理进入到前所未有

的黄金时期。近几年，国家在开展智慧图书

馆建设，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古籍整理和

保护发展到今天，最终的状态应该是什么

样？智慧图书馆建设到今天，究竟应该怎么

样？我觉得应该进入到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大家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怎么一统？应该是

用现代新的技术、智能化的技术实现一统。

国家“十四五”规划制定了智慧图书馆建

设计划，我的基本判断是规划雄伟，有前瞻

性，但是很难一蹴而就。为什么？因为方向

选择值得进一步思考。本世纪初在数字图书

馆建设中，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是

从什么开始的？古籍。因为图书馆拥有古

籍，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数字化和智慧化。智慧化图书馆建设的关键

不只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根本在于知识

资源的智慧化。图书馆收藏的知识资源极其

丰富，但是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主要是古籍

等特藏资源，因此，在知识资源的智慧化建设

上，古籍智慧化是唯一的突破口。智慧化图

书馆建设的关键和根本是数据的智慧化。

ChatGPT 的确很厉害，但是不管其算力、算

法、模型有多厉害，还是取决于给它喂什么

料，让它学习什么。图书馆收藏的现代书刊

资料基本上都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能喂

给它吃，可是古籍的知识产权都在图书馆手

上，想怎么给机器学习都没有问题。所以，智

慧化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注重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应

该将古籍智慧图书馆建设作为智慧图书馆

建设的突破口，以此为基础逐步拓展，最终

建设成为全国性智慧图书馆体系。就古籍

智慧图书馆建设而言，目前应该重点思考以

下几个问题。

一是建设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古籍智慧

化管理集成系统。20世纪以来，古籍编目经

历了四库法与新式分类法并行、合并等多种

发展变化，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一套完全适

合古籍和特藏的自动化管理集成系统，各图

书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互联互通。因

此应该在国家层面研发一个古籍智慧化集成

管理系统，让所有的公藏单位都能共同使用，

以确保古籍文化遗产的资源安全，而不是像

现在这样采用商业性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

理系统。这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如果

这个问题没解决，那么数字化智慧化平台建

设就会缺乏支柱。

二是建立古籍资源数据湖，包括结构化

的、半结构化的和非结构化的古籍资源数

据。近 10 年来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做得非常

好，各个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结构化的馆藏

古籍编目数据、元数据、普查数据等已经比较

全面，建立国家级古籍资源数据中心的条件

已经具备。国家图书馆已经上网了 10 万部

古籍，虽然距离全国古籍普查的总量还有很

大距离，但是这是十分美好的开端。我们还

没有建立国家古籍版本库，现在可以考虑由

国图牵头建立高清的中华古籍版本库，确保

高清度数字化的古籍在未来10年、20年、30

年不落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古籍版本的版权

认定制度。此外，就是古籍知识图谱、古籍字

库、知识库的建设，工作十分浩繁，需要全国

200多家古籍重点收藏单位协同努力，共建共

治共享。

三是在上述基础上构建古籍智慧化管理

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应该是建立在古籍智慧

数据湖基础上，以古籍智慧化集成管理系统

为支柱的开放式平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

发和添加各种微应用和微服务。这是我的期

待，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发展方向。国家“十四

五”规划实施得差不多，马上要进入到“十五

五”规划，我希望古籍整理界、出版界、古籍收

藏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呼吁，把建设国家古籍

智慧图书馆列入“十五五”规划，为中华优秀

古籍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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