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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为古籍再生性保护提供了新机遇。 从古籍数字化入手， 分析古籍再生性

保护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意义与开发模式， 并就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出思考和建议， 从而进

一步推动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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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绝存真，传本扬学
———古籍再生性保护数字化趋势摭谈

毛建军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2014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

杨志今表示，古籍再生性保护尤其是

数字化出版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古籍保护可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

保护。从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的视域

出发，基于古籍影印、古籍缩微以及

古籍影像数字化的古籍再生性保护就

显得尤为重要。古籍再生性保护最大

的特点是“既能将那些久已绝版而又

传世孤罕的古籍版本化身千百，永无

失传之虞；又可广泛传播，便于读者

披览研读，从而达到‘继绝存真，传

本扬学’的宏远目标”。[1]基于这一目

标，可以说古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密切相关。

1 古 籍 再 生 性 保 护 的 传 统
路径

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传统路径包括

古籍影印和古籍缩微两种途径。

1.1 古籍影印

古籍影印是指将古籍按照原样拍

照扫描制版后出版的过程，是古籍再

生性保护的一种形式。影印版古籍接

近古籍原貌，可以取代原生古籍的阅

读使用功能。

影印技术由珂罗版石印技术转化

而来。珂罗版于光绪五年 （1879 年）

由日本传入中国，并被大量用于中国

古籍、书画以及碑帖等的复制。上海

点石斋石印书局最早开始使用影印技

术出版中国古籍。近代影印本比较著

名的有同文书局影印的 《古今图书集

成》 《康熙字典》和《二十四史》等。

影印善本 古 籍 当 以 民 国 二 年 （1912

年） 董康雇日本小林忠冶影印日藏南

宋刻本 《刘梦得文集》 为最早。商务

印书馆崛起之后，影印之风始大盛，

其中尤以影印版 《四部丛刊》 《百衲

本二十四史》最为有名。

建国后，古籍影印成果显著。在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领导下，中华书局、上海古籍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齐鲁书

社等古籍出版机构，在影印古籍方面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先 后 影 印 出 版 了

《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 《明经世文

编》 《续修四库全书》 《四库存目丛

书》 等。这些古籍影印本，无论是底

本的选择，还是影印工艺都精益求精，

极具版本价值、鉴赏价值和史料价值。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依托国家图书馆丰

富的馆藏影印出版大量高质量的善本

古籍丛书。从 1991 年开始，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相继推出 《北京图书馆古籍

珍本丛刊》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

丛刊》 《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 《历

代石刻史料汇编》 等，标志着我国古

籍影印步入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

阶段。截至 2014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共出版影印古籍丛书 180 多种，涵

盖古籍 15 000 余册。

进入 21 世纪，随着影印技术的提

高和电脑制版的成熟，古籍影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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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由阅读利用向版本存真与利用相结

合的模式转变。 《中华再造善本》 是

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 《中华再造善

本》 纸张采用优质的防虫玉版宣纸，

封面是磁青纸，书函装帧精美，内页

保留原生不失真状态，真可谓是“古

籍再现”。“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较好

地解决了古籍“藏”与“用”的矛盾，

达到了版本存真与利用相结合的目的。

1.2 古籍缩微

古籍缩微是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

的另一重要途径。世界上诸多文献典

藏机构都将手稿、珍本、善本等制作

成缩微品加以典藏和利用。古籍缩微

是承载人类知识的重要媒介，许多重

要文献数据因缩微复制本的存在，甚

至原件已经损毁或遗失，而只以缩微

品的形式继续保存。

古籍缩微是指利用摄影技术，将

已有的古籍缩小拍摄而成底片阅读数

据的过程。使用缩微古籍时必须借助

专用机器来阅读或打印。古籍缩微是

因人类面临知识爆炸、数据泛滥所带

来数据储存与空间问题而发明的一种

新的数据储存方式，具有节省空间、

管理方便、永久保存等优点。古籍缩

微是百余年的成熟技术，其文献存储

具有保存时间长，质量稳定的特点。

此外，长期以来，缩微胶卷作为古籍

保护的重要载体已有通用的国际标准，

极有利于古籍文献的跨国合作与交流。

正是基于以上优势，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我国开始利用缩微技术将大量古

籍缩微处理，成果显著。

1985 年文化部成立了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截至 2013 年底，

缩微中心共抢救各类珍稀濒危文献典

籍和报刊 141 736 种，其中古籍善本

31 806 种，报纸 4 390 种，期刊 15 232

种，民国时期图书 90 308 种。缩微中

心在大规模抢救拍摄我国珍贵古籍文

献的同时，也对部分具有较重要史料

价值的古籍进行了影印。1992 年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古籍

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

立旨在积极影印出版珍贵稀见古籍。

目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现已影印古籍 200 余种。

不过，缩微古籍也存在检阅不便

和利用效率低的局限。随着文献信息

载体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数字化

为缩微文献的保存和利用开辟了一条

新的途径。在当今技术条件下，使一

向利用率较低的缩微古籍和影印古籍

实现数字化并最终达到资源共享显得

尤为重要。[2]

2 古 籍 再 生 性 保 护 数 字 化
趋势

2.1 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新途径

古籍影像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

护的新途径和发展方向。2007 年国务

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意见》 明确指出，要应用现代技术加

强古籍数字化工作，开放古籍数字化

资源，发挥古籍应有的作用。在 2010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会议上，提出要重点支持古籍影像数

字化，加强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工作。

古籍影像数字化不仅有利于读者

利用古籍，同时也有利于古籍再生性

保护。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技术

对古籍实施再生性保护是保护和利用

古籍的良好途径。古籍影像数字化很

好地保护了古籍的原生性和再生性。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李明杰博

士认为，保护古籍实则为保护古籍的

三种属性，即文物性、学术资料性、

艺术代表性。在技术手段不伤害古籍

的情况下，修复单位应在实体保护的

基础上进行再生性保护，解决好“藏”

与“用”的矛盾。同时，在国家层面

建立商业性的古籍出版和古籍数字化

反哺公益性古籍保护的利益平衡机制，

以保证古籍保护的可持续发展。[3]

2.2 古籍影像数字化开发模式

目前比较常见的古籍影像数字化

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方案是全文影像

格式。全文影像格式针对的是古籍的

原貌，依照既有的页数拍摄成黑白或

彩色的数字影像，此方案的优点是能

够同时呈现书籍的原文、纸质与原色。

第二种方案是图文对照格式，就是将

古籍的内容进行文字输入与校对，并

制成附加古籍原文图像格式的电子文

件，此方案能提供全文检索，进而提

高典籍的研究参考价值。上述数字化

方案，前者重视古籍“形式”的再现，

后者则达到了古籍“内容”与“形式”

统一。而就古籍影像数字化开发模式

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开发建设模式。

（1） 独立开发模式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善本工

程” “数字方志工程” “宋人文集数

字化工程”，上海图书馆启动的“古籍

善本全文光盘计划”和“家谱数据库”

都是国内独立开发古籍影像数字化模

式。这些古籍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以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为目的，将逐步

发布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

藏善本古籍影像，使珍本秘籍能够展

现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面前，让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得到

共享。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也

积极参与古籍数字化与再生性保护工

作。如首都图书馆 2003 年即开始建立

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至 2008 年累计

完成古籍图像和内容标引 15 000 条。

天津图书馆开发建置的“馆藏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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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丛书全文库” “缩微文献影像数据

库”，浙江省图书馆开发建置的“家谱

全文数据库”，台湾图书馆开发建置的

“古籍影像检索系统”，台湾有关机构

开发建置的“傅图善本古籍影像著录

系 统”等 都 极 具 特 色。市 县 级 地 方

图 书 馆 在 古 籍 数 字 化 建 设 方 面 也 颇

具 特 色 ， 其 中 尤 以 江 苏 和 浙 江 两 省

最 为 突 出。如 苏 州 图 书 馆 开 发 的

“苏州地方文献”在线影像，绍兴图

书 馆 开 发 的“绍 兴 方 志 数 据 库”等

都很有特色。

（2） 国内合作模式

国内馆际间的相互合作是图书馆

古籍数字化资源开发建设的一种重要

模式。2006 年，由文化部主持开展的

一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古籍特

藏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该工程是建

国以来关于古籍保护最重要的国家工

程之一。第一期计划着重实施数字化

古籍再生性保护，预计对珍贵文献进

行缩微拍摄、数字化扫描、影印出版

等。目前中华古籍全书数字化、中华

古籍特藏资源库等重大项目正在有序

进行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 2012

年底正式启动“中华珍贵典籍资源库”

建设项目，开展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

工作，实施国家珍贵古籍战略储备，

并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古籍再生

性保护数字化在抢救少数民族古籍过

程中也将起到重要作用。2010 年国家

民委推动建设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

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成立，其中民族

古籍数字化保护成为该中心的重要工作

目标。

（3） 国际合作模式

国际合作可以实现技术、资金及

资源的优势互补。“国际敦煌项目”

（简称 IDP） 是目前国际合作馆藏实现

古籍再生性保护最成功的合作项目。[4]

中文古籍数字化合作尤以中美合作最

见成效。其中，“中美中文善本古籍

数字化”项目是历史上中国国家图书

馆与国外图书馆合作开展的规模最大

的文献数字化项目，并将成为中文古

籍数字化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合作的

新范式。“徽州善本家谱印刷资料数

据库”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国远东

学院的合作项目，收录了中国国家图

书馆馆藏善本古籍中徽州家谱 243 种

286 部。

此外，海外收藏汉籍的典藏机构

也积极参与中文善本古籍影像数字化

建置，并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资

源”以数字化方式提供给国家图书馆，

可按照书名、著者、出版信息、分类

等多维度进行检索和分类浏览，书目

信息为中英文对照。

3 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古籍影像数字化作为古籍再生性

保护的一种方式，可以保留古籍的原

始信息，且保护成本低，对古籍损伤

小，因此可以作为古籍保护的重要形

式加以推广。[5]不过，我国的古籍再生

性保护数字化事业才刚刚起步，还存

在着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3.1 数字化专业人才匮乏

2012 年 12 月、 2013 年 8 月、

2014 年 5 月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的“全国珍贵古籍数字化培训班”已

成功举办三期，来自全国 30 余家古籍

收藏单位的 146 名一线工作人员参加

了培训学习。今后，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还将继续举办古籍数字化培训班，

通过开展“古籍数字化”培训，着力

造就一批熟悉和掌握古籍数字化技能

的专业人才，为全面推进古籍数字化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但从目前看，我国古籍数字化人

才甚为缺乏。古籍数字化人才既需要

计算机专业技能，更需要具备古籍整

理的专业知识背景，而长期以来，我

国高校实行文理学科分离的专业设置，

致使古籍数字化人才的培养难以实现。

因此，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该打

破专业壁垒，开设古籍计算机处理方

面的专业，积极招收文理交叉性质的

古籍数字化专业人才。此外，还应积

极探索建立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制度，

充分发挥专家在技术探索、学科培育、

人才培养中的引领作用。

3.2 缺少统一标准和规划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质量保证必须

有统一建库标准和规范。2013 年 8 月

第四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强烈呼吁，

必须有一个国家级的权威机构出面，

指导全国的古籍数字化建置与开发，

并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实现古籍数

据库标准化、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分工合作，最终实现可共享互惠

的资源体系。[6]

通过参考标准的制定及规范可以

从全面性整合的视野进行古籍数字化

工作，规范工作流程，同时更有助于

管理者提出改进，避免重复或形成各

自为阵的数据格式。建立统一规范和

国家层面的规划可以说是古籍再生性

保护数字化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因

此，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古籍再生性

保护数字化建设规范，加快研究制订

如古籍影像扫描编码原则、古籍数字

资源加工标准、古籍数字化工作流程、

善本古籍影像扫描及校验作业标准、

缩微数据转制影像作业规范等标准性

文件，筹建中国古籍数字化全国协调

机构等，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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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缺乏著作权保护机制

由于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是只保

护数据库整体，不保护其内容，盗版、

拷贝等侵犯古籍数据库知识产权现象

时有发生。这种古籍数据库著作权保

护制度的不完善必将纵容部分商业机

构侵犯原数据库的著作权，严重损害

了开发者的正当权益和积极性。[7]

因此，确立古籍数据库著作权保

护机制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由于古

籍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对于超过著

作权 50 年保护期限的古籍而言，谁都

有权去复制或扫描。古籍出版版权保

护问题一直困扰着权利人。尤其是在

数字化网络传播环境下的影印古籍侵

权十分严重，影印古籍维权面临法律

真空。不过，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

汇编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但是，

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对被分割成单部

电子图像版权却无法主张权利。为了

保障古籍再生性保护数字化事业良性

发 展 ， 祖 国 大 陆 可 借 鉴 台 湾 地 区 的

“制版权”制度。“制版权”制度是台

湾地区的一项特别规定。[8]“制版权”

制度可有效地保护制版人对古籍影印

作品或古籍影像数据库的专有权利。

2011 年 11 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诉陈耀

东复制古物影像文件并计划销售牟利

一案有力地说明了“制版权”制度的

适切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

步骤。记录保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

载体就是流传下来的古籍。保护和利

用好古籍是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效

途径。数字化和网络化是 21 世纪媒介

传播的重要特征。因此，实现古籍再

生性保护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传播是弘

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式，

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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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web of science 对国内外” Sports rehabilitation “（体育康复） 学术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 通过

对作者、 国家 / 地区、 机构、 来源出版物名称等进行国内外研究水平的比较分析， 寻找我国研究现状

与 国 外 的 差 距， 了 解 我 国 具 有 的 优 势， 并 针 对 现 状 提 出 应 该 在 交 叉 学 科 方 向 、 高 水 平 期 刊 上 以 及

ORTHOPEDICS （骨外科学） 方向上加大研究力度。

关键词： Sports rehabilitation； 体育康复； 被引频次

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体育康复
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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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体育康复学是一门融合了体育学、

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计算机科

学等多学科的边缘交叉科学。结合现

代研究手段，自 2002 年教育部《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实施以来， 各高校根据《纲要》第十

条精神，纷纷开设了体育康复学课程，

标志着体育康复学教育在我国学校教育

体系内的正式开展。运用交叉学科研究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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