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网首页  

本网首页  

学术社团  

学术期刊  

文学所  

文学系  

博士后  

访问学者  

文学评论网络版  

文学遗产网络版  

文学年鉴网络版  

文学人类学通讯  

学界要闻  

原创天地  

世界文学  

域外汉学  

学者风采  

学人访谈  

论著评介  

学术争鸣  

专题研究  

诗文鉴赏  

古籍整理  

书目文献  

注册  会员中心  投稿指南   联系我们  

2011年8月25日 星期四  

用户: 密码: 登录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界要闻 

      古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利用数字化手段传承和保护古籍，便于学者的研究与教学，使古

籍成果为更多人所用，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文献学界一直在做的工作。8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

第三届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研究与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会议由首都师范

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主办。 

  古籍古籍古籍古籍数数数数字化字化字化字化发发发发展迅猛展迅猛展迅猛展迅猛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一些已成规模的大型古籍

数据库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大型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除以每年1亿—2亿字的速度

扩充外，近两年更在功能拓展上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科研成果和产品不断推

出、技术问题得到深入解决，古籍数字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和良好前景。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介绍了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标准、版权、数据库模式等问题，

其中古籍数据库建设的智能工具成果展示是一大亮点。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认为，古籍数字化是国家软实

力的体现，国家应当从战略工程的高度对其给予支持。 

  跨越跨越跨越跨越瓶瓶瓶瓶颈颈颈颈    实现长实现长实现长实现长久久久久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古籍数字化事业的发展虽然成果显著，成绩斐然，但在研发和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教育部全

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卢伟认为，古籍数字化现在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

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古籍数字化缺少国家标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许逸民指

出，现在古籍数字化大都采用简体字，但由简转繁没有标准是不行的，这是古籍数字化发展的一个很大障

碍。古籍的本质是文字和行款，因为版本不同，古籍的成果质量、水平也不同。总之，如何将当代先进技

术与传统的学术体制有机衔接，尚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培养同样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古籍数字化事业需要的是兼通古典文献学与数字技术的复合型

人才，但是由于现有学科模式的划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招到。另外，技术支持也存在障碍。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辅辅辅辅助助助助标标标标点点点点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引引引引争争争争议议议议 

  会议上，智能辅助标点系统引发学者热议。有学者认为，辅助标点系统虽然有助于理解古籍，但是辅

助标点系统的产生，会导致文史专业学生的古汉语基本功减弱。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吴夏平指出，数字化古

籍利用的最大弊端，就是过于依赖数字化成果。一切学术问题都试图通过检索来完成，会导致伪学术因

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因抄袭和拼凑而导致学术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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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辅助工具成古籍数字化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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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并非是文献数字化和网络本身的弊病。数字化文献的广泛应用恰恰对人文学科的深入发展、对现代知

识体系的形成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可以借助古籍数字化的成果，但是古典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

并不能被其取代，而是应当继续加强研究。 

  文献数字化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课题，我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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