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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结合我国古籍索引工作的具体实践,对近20年来我国的古籍索引研究情况作了回
时对计算机用于古籍索引编制所带来的古籍索引电子化实践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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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籍索引研究的回顾  
    
  1984年潘树广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籍索引研究的专著《古籍索引概论》。经过
年的探索,我国的古籍索引研究有了新的成就和发展。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古籍索引与类书关系的探讨  
  1986年,黄恩祝《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湖北高校图书馆》1986年第3期)一文
索引概念本质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类书是我国古代早期的索引。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索引界有
关类书与古籍索引的关系的探讨。钱振新《“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说质疑》(《
馆论坛》1988年第3期)认为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显然是不客观的。索引是一种二次文
情报产品,类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集一次文献大成的工具书;索引作用在“指南”,旨在提
供一次文献的线索而不是直接阅读,类书是供直接阅览备考的,因此有些类书本身需要
索引。管蔚华《试论索引的本质属性及与类书的关系——与黄恩祝同志商榷》(《图书馆
学刊》1989年第2期)通过对索引的本质属性、索引与类书的概念分析后,认为索引和
是不尽相同的两个事物,分属于检索工具和工具书两个概念。  
  上世纪90年代后,类书与古代索引关系的探讨又有了新的深入。李荣慧《类书是我
古代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高校图书馆工作》1998年第2期)与《我国类书、索引比
较及其消长趋势》(《四川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5期)从类书的本质、编撰特点以及古人
的阅读习惯得出结论,认为类书是我国古代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并预测信息技术的
将使类书以新的面貌出现并与索引达到完美统一。事实上,类书与索引在功能利用上的
具有相同之处。类书是指摘录、汇辑多种文献中的原文,按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编排
以供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也认为索引的四个要素即规定特定的
款目、作为索取对象、款目按一定的排检法编排、注明出处,类书大部分都具备。  
  2.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的交流与探索  
  近20年来,我国编制了近80余种各类型的古籍索引,在古籍索引编制工作中积累了
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地方志索引的编撰是新时期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20年来我国的地方志索引
编制取得了喜人成果。《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方志传记人名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吉林卷》
林文史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黑龙江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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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辽宁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太原古方志索
引两种》(太原市方志办1990)等是新时期地方志索引的重要成就。其中以广西通志馆
整理室和广西社科院情报所编制的《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最具代表性。廖子良在
《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的编制经验时强调收录人物范围的确定问题、方志的版本
题、著录的精确问题是编制地方志索引中最应该注意的问题。[1]  
  《十三经辞典》是“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重点规划项目。1984
西师范大学辞书编撰研究所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决心编写出版《十三经辞典》及《十三
单字索引》、《十三经词语索引》、《十三经句子索引》、《十三经专有名词索引》
型古籍索引工具书。主编迟铎总结了《十三经辞典》编写的三个特点:有定性、百科性
针对性;在整个编纂过程中,遵循以下四条原则:思想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
玉林总结《十三经辞典》编制的特色有:穷尽收录全部词语,并多层次显示其频数;给词
分词类,标出词性;义项排列以频数多少为序;收词立目注意突出经书特点。[3]  
  广西大学从1984年开始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从油印
本、印刷版到电子版,取得了多项阶段性的成果。该索引正式出版后,荣获了国家教委人文
科学二等奖、中国索引学会特等奖等多项大奖。项目主持人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林仲湘曾
在多家学术刊物著文介绍《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编纂过程中的经验和成就。《编制〈
图书集成索引〉的实践和理论》(《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介绍了《
图书集成索引》总体设计方案、实施方案的具体措施以及人员的组配管理。《从油印本
印刷版到电子版——论〈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制》(《中国索引》2003年第3期)
了理论性的问题:一是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电子版索引是现代化的索
引;三是不同的电子版索引有各自的特点;四是索引工作必须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
索引工作者应增强信心,提高素质,与时俱进。《试论大型索引项目的管理工作——谈
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管理工作》从现代管理学角度,就决策、组织、控制、创新、领导
问题进行了交流。  
  3.古籍索引成果的评价与研究  
  除了索引编制工作者亲自参与索引工作积累的经验外,广大索引界学者对新出的索引
成果也积极给予一定的评价和研究。尤其是对部分新式古籍索引或新古籍索引编制方法
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评价,同时也引发了古籍索引学界更多的思考。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古籍
图像索引和电子版古籍索引上。  
  我国古代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图谱资源。然而,由于我国的索引事业起步较晚,古籍
像索引甚为罕见。近20年来,古籍图像索引编纂成果十分显著。如《三才图会图名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两朝御览图书》(紫禁城出版社1992)、《中国历史博物馆馆
中国人物图像索引》(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印1993)、《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江苏
出版社1994)都是这个阶段突出的古籍图像索引成果。其中以《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
最具代表性。《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由苏州大学瞿冠群、华人德主编,共收录自古至
清末历代人物4353人,引用历代人物图像的典籍共663种。该索引得到了索引界的高度
价。陆湘怀《查找历代人物图像的捷径:简评〈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苏州大
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一文认为该书的问世填补了以往查检人物图像资料方面工具
的空白。朱赛虹《用途广泛而大有可为的图像索引》(《中国索引》2003年第1期)从
高度总结了古籍图像资料的特点和用途,并指出古籍图像资料中尚无索引的部分,正是索引
工作者大有作为的领域之一。  
  电子版古籍索引具有容量大、体积小、检索效率高等诸多优势,一出现就受到索引界
的高度重视。在短短的20年间,国内外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大量检索型古籍索引数
库。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电子版。1988年广西大学在《古今
书集成索引》出版后就开始进入电子版的制作。经过10年的辛苦工作,1999年广西金海
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27张全文图像光盘,另有1张索引光盘。其索引数据库共有36个库,37万条记录,1200万字
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出版以后,新华社、《中国新闻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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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书目》等10多家媒体作了报道。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受到索引学界的高度赞扬
认为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是“古籍整理与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4],“(电
古籍索引的一个范例”[5]。  
    
  4.古籍索引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陈东辉《中国古籍索引工作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对1949
我国的古籍索引编制状况作了详细调查,针对古籍索引编制数量偏少,古籍索引的编制出版
速度较慢,以及索引成果常常未能获取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等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
议。同年,何小清《我国古籍索引的新发展》(《辞书研究》1994年第4期)对过去十年古籍
索引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并对古籍索引工作的新特色和发展趋势作了论述。[6] 
  另外,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非常重视,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其中尤以日本
为最。我国台港地区在古籍索引编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辉博士先后发表了《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
期)、《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等论文作了探讨。 
    
  二、古籍索引电子化的实践及其趋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索引编制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古籍索引工作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古籍索引的编制也迎来了电子化时代。  
  1.计算机与古籍索引编制的早期实践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计算机用于古籍索引编制的探索阶段。1978年美国
P.J.Ivanhoe运用计算机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
明大学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等,开始了古籍索引
编制的计算机实践。时在德国汉堡大学任职的吴用彤于1975年编制出版了《诗经索引
这是首次用电脑编制的英译本《诗经》索引[7],应该也是中国人最早的古籍索引的计
实践。我国古籍索引的早期计算机实践主要是在台湾进行。计算机用于古籍索引编制的
用首先表现在中文文献数据的处理上。1971年台湾马志钦教授提议利用计算机做中文
处理研究。不久,众多大学和电子研究机构也全力投入了这项极具潜力的领域。[8]1972
年,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计算机图书目录,开始了计算机用于图书编目的工作。
1984年台湾中研院启动“史籍自动化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选择对中国传统人文
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文献,建立计算机全文数据库,作为学术研究的辅助工具。”[10]
籍自动化计划”前期的主要工作是克服汉字输入的困难和数据库模型的建立。经过全体技
术人员和文史研究者的努力,“史籍自动化计划”攻关小组为古籍索引的计算机处理
了大量经验。  
  2.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的全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计算机技
术的成熟和汉字输入技术的完善使得古籍索引编制逐步向专题数据库和可检索型数据
向发展。1984年台湾中研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开发,其宗旨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延续
要使古籍能活出现代风貌,不可任其在科技的洪流中式微没顶,而解决的方法,则是将
以电子媒体表达。”(《中央研究院古籍资料库的发展概要》)此后“汉代墓葬综合研
料库”、“台湾日据时代户籍资料库”、“《说文解字》和《玉篇》资料库”、“二十五
史资料库”等相继推出。这些数据库多数实现了字、词、句和名词检索功能。  
  由于大陆地区计算机事业起步较晚,在古籍索引与计算机结合的实践上也较晚于台
湾。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汉字处理、汉字检索系统及汉字终端设备等方面取得长足进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古籍索引的电子化提供了条件。1983年秋,江苏省“红楼梦电脑处
理”课题启动。[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栾贵明、田奕等组成了研究小组,经过艰
难的探索,“全汉字系统”、“论语数据库”“诸子集成数据库”、“全唐诗检索系
等数据库相继完成。[12]这些数据库具有7种索引形式: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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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索引、补遗索引、衍文索引。1984年间,深圳大学一批中青
者提出让古籍插上电脑之翼的研究计划,开始着手开发《红楼梦》多功能检索数据库
[13]1987年10月陕西师大在编纂《十三经辞典》和《十三经词语索引》的基础上开始探索
辞书电脑处理系统。[14]  
  3.古籍索引与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字索引(全文检索)的编制体例现已成为海内外中国古籍索引
编制工作的主流”[15]。1995年台湾罗凤珠教授开发出了“唐诗多媒体网络系统”,
收入约100万字的资料。该系统具有作者检索、诗题检索、关键词检索和诗句检索功能
大陆参加古籍全文数据库研发的单位既有科研院所,也有部分企业,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古
籍全文数据库,如北京大学的“《全唐五代宋词》检索系统”、南京师范大学的“《
词》检索系统”、广西大学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续编”、哈尔滨师范大学的“
记》全文检索系统”等。全文数据库具有成本低、可检索、可复制等优势,而且占据空
小,可容纳更多的信息资源。其代表作品为1999年底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
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0世纪末,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全文数据库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全文数据
超链接性、超检索性以及自动平台转换都让古籍索引呈现全新的面貌。台湾开发的有中
院史语所的“古籍资料库”(其数据类别有影像处理、全文检索、书目及档案检索三大
型五大资料库)、汉学研究中心的“典藏目录及数据库”以及寒泉网站提供的“寒泉
库”均可提供全文检索。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甲骨文全文计算机化数据库”、“金文全
文计算机化数据库”、“中国传统类书数据库”,也可在线浏览和检索。大陆“书同文
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也开发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永乐
典》的全文检索版网络版。另外,北京大学开发的“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南开大
天津永川公司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以及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开发的“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等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均实现了网络检索功能。 
  三、结论与思考  
  纵观我国近20年的古籍索引研究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古籍索引的编制依然十分薄
弱,理论研究也进展缓慢。与古籍整理的丰富成果相比,古籍索引的编制还很少。古籍索引
研究的论文也只有区区30余篇,论著几乎一片空白。有关古籍索引史、古籍索引方法
籍索引编制理论的研究依旧不够,古籍索引工作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欣喜的是,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实践却很丰富。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理论也
受到索引界关注。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具有传统手工编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尽管如此
古籍索引编制的电子化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软件工具与传统索引的结合、
的共建共享、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以及技术更新的影响、技术迁移等诸多问题都是古籍索
引编制电子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完善已有数据库,逐步扩充其功能,并最终走智能化发展的道路也是古籍索引
制电子化应该思考的问题。古籍索引编制的电子化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全文检索的功能和
部分标引功能。然而,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要想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大显身手,必须走智能
化发展的道路。古籍数字化的发展也的确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的自
动化处理和智能分析是古籍索引的最终方向和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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