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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当古籍保护遇上互联网：

一场技术与公益的双向奔赴

２０23．6.13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08 新闻 NEWS

这场展览，是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公益联

合举办的“同心护珍宝 聚力续

华章———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

项基金成果展”，展期两个月，面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分为

“古韵新生：各地精品荟萃”“讲

好河川故事：舆图”“镂于金石：

探源古文字”“世界记忆：样式雷

图档”四个部分，精选 35种 39件
已经修复完善的珍贵古籍予以

展出。除了以实物展出古籍修复

成果，展览还展示了古籍修复人

才培养与古籍活化利用成果。

2021年 6月，字节跳动与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设立古

籍保护专项基金，支持国家图书

馆等机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

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两年时间

里，字节跳动不断加强与各方合

作，发挥“技术+公益”优势，在推
动古籍修复、古籍活化与数字

化、社会参与及倡导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让古籍保护这一

“专业而又枯燥”的话题进入大

众视野，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不

同群体的关注。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古籍是人类文明和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但对一些人来

说，由于缺乏接触和了解的渠

道，古籍保护仍是一个遥远而又

陌生的话题。那么，什么是古籍？

古籍又有什么特征？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

任王红蕾介绍说，古籍主要指书

写或印刷于 1912年以前具有中
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包括汉

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

及甲骨、简帛、敦煌遗书、碑帖拓

本、古地图等文献，具有重要的文

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此次展览中，《永乐大典》

“湖”字册等多个国宝级珍品的

展出让观众大饱眼福，也证明了

运用科技手段修复珍贵古籍取

得的丰硕成果。据介绍，截至

2021年年底，全国已累计完成古
籍普查登记数据 270余万部，累

计修复古籍超过 385万叶，制定
颁布古籍保护国家标准及行业

标准 17项。
“有一些珍贵的典籍是在古

籍普查过程中陆续发现的。相关

成果我们已经通过全国古籍普

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全国古籍

普查登记目录向全社会发布，并

且实现了全时全域共享。有 612
家收藏单位、140 余万条古籍普
查目录已正式出版。”王红蕾告

诉记者。

她谈道，自 2007年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启动实施以来，经过各

方不懈努力，我国古籍保护工作

取得了瞩目成就，评选并公布了

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累计

收录古籍 13026部；评选六批共
203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覆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包括博物馆、档案馆、高校

图书馆等机构。此外，目前已有

20个省份建立了省级古籍名录。
而这其中，社会力量的参与

非常必要。从目前相关机构出台

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具体实践来

看，民间机构、公益机构的参与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古籍保护是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2021年 6月，字节
跳动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联合

设立“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

金”，初期启动资金 1000万元人
民币，定向资助中华珍贵古籍修

复和专业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

数字化等项目，其中重点包括

《永乐大典》“湖”字册等国家珍

贵典籍和特藏文献。

这一专项基金的成立，也是

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古

籍保护与修复的典型案例。记者

了解到，当时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国家图书馆、字节跳动三方

分别签订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

保护专项基金设立协议》和《古

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合作备

忘录》。这意味着，三方将在古籍

保护、古籍科研、古籍数字化、人

才培养、古籍活化与利用等方面

展开系列深度合作。

那么，当古籍保护这一专业

议题遇上互联网，又能擦出怎样

的火花？拥有前沿技术的互联网

企业又将从哪些方面介入古籍

保护？

科技与公益的双向奔赴

据介绍，字节跳动古籍保护

专项基金首批启动资金计划在

一到两年内，开展 100册件珍贵
古籍修复，其中优先修复《永乐

大典》、黄河和长江文献等重点

保护古籍，以及培养 100位古籍
修复的专职人才。该专项基金启

动一个月后，字节跳动公益即联

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国家图

书馆发起“寻找古籍守护人”活

动，招募创作者通过抖音、西瓜

视频、今日头条等平台，创作相

关内容、推动古籍活化、助力传

统文化传承。

当传统的事业遇上互联网，

一切都被按下了快进键。

2022年 3月，字节跳动与北
京大学合作成立“北京大学—字

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古籍资

源的智能化整理。当年 10月，由
该实验室研发的古籍数字化平

台“识典古籍”测试版正式上线。

据了解，未来三年，“识典古籍”

将陆续完成一万种古籍的智能

化整理工作，基本覆盖儒家、道

家和佛学的核心典籍目录，届时

将全部免费开放。

字节跳动公益古籍项目负

责人家瀛告诉记者，“识典古籍”

平台主要应用了字节的三大基

础能力，包括 OCR（文字识别）、
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识别。其

中，文字识别技术是对古籍的影

印版文字进行单个切分，再进行

文字识别和顺序识别；自动标点

技术是通过序列标注的方式，对

古籍自动进行标点划分；命名实

体识别技术是通过序列标注识

别文本中的人名、地名、书籍、时

间、官职等信息。

“这三大技术对应的实际上

就是古籍整理最基础的三个步

骤。目前行业内文字识别准确率

平均为 93%至 94%，而识典古籍
平台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96%
至 97%。我们对自己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就是希望智能识别的能

力达到出版水平。”家瀛表示，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会邀请公

司内部专门的技术团队来做技

术优化和迭代，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古籍保

护领域的专家和前辈为项目提

供指导。”

据她介绍，除了在古籍整理

方面的技术投入和创新，字节跳

动也将相关技术应用在了增强

内容传播、提升用户互动体验等

方面。

如，字节跳动联合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国家

图书馆、甘肃简牍博物馆，与 PI－
CO、抖音共同打造“古籍寻游
记”。该项目以 VR互动纪录片
为核心，依托 PICO的 6DoF交
互技术以及视频云的光场扫描

技术还原“古文献四大发现”

———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

遗书、明清档案，让用户以更沉

浸的方式体验古籍记载的历史。

“古籍保护内容其实是包罗

万象的，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宽

广得多，因此这一事业也特别需

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看到，

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和引导下，

这个话题实现了跨界联合，不论

是五六岁的孩子还是青年插画

师，都能够以相应的方式参与到

古籍保护议题中。这也是为什么

古籍保护会成为字节跳动主要

的公益方向之一。”家瀛说。

科技赋能开拓新发展方向

据了解，古籍保护分为原

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

性保护。其中，原生性保护主要

是指古籍修复，先让古籍的生

命延续下来，这也是整个保护

工作的第一步；再生性保护即

古籍数字化或出版，以现代的

方式让古籍实现再生，进而被

保护下来；而传承性保护主要

是指古籍活化，就是把古籍里

的知识提炼出来，让大家能够

理解、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

产生更多创意或创新性传承发

展空间。

自 2021年 6月设立至今，字
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各项

工作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如在古籍修复方面，资助国家图

书馆、天津图书馆等 10家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完成 104
册（件）珍贵古籍；在人才培养方

面，先后依托云南省图书馆、宁

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国家图书馆

培养 107位古籍修复师；在古籍
活化方面，推出“全民晒书”“寻

找古籍守护人”等话题，拍摄《穿

越时空的古籍》纪录片，引发社

会共鸣。

公益力量的参与、互联网技

术的加持无疑加快了古籍数字

化进程。但不同于其他领域，古

籍保护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

“古籍保护工作目前主要面

临资金不足、专职人才匮乏、社

会化传播不足等三大挑战。”通

过两年时间的探索，家瀛对古籍

保护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她看来，古籍保护并不是一个

冷门的事业，“有很多人在为此

坚守和负重前行”。

也正是有了这两年时间的

尝试，字节跳动更多扮演一个

“撮合平台”的角色：撮合内部和

外界力量，整合更多资源，让更

多业务板块、企业及社会公众关

注古籍保护事业并主动参与进

来，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最终

实现人人公益的愿景。

她谈道，“如果古籍没有得

到及时保护和传承，可能就慢慢

消失了，所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

赛跑，我们必须要急。但古籍保

护又是需要一定专业支撑才能

做的事情，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又急不

得。这看似非常矛盾，却是古籍

保护的现状。”

记者了解到，由于古籍保护

公益项目的延展性，目前字节跳

动内部有很多来自不同业务板块

的员工参与，数量超过了 2300
人，字节内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

古籍保护公益社团。家瀛谈道，

“我们将古籍整理技术开放给员

工、志愿者及专业人士使用，让他

们在参与中帮助改善相应的技术

体验。我们还联合了一些古籍馆

藏单位、社会合作团体等，如创作

者工作室、出版社等，希望把这些

社会力量连接起来，转化成我们

的智囊团、资源库，大家一起推动

古籍保护公益事业。”

6月10日是“文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不少人选择走进国家典

籍博物馆观展，在古籍里感

受文化遗产的魅力。在这里，

你不仅能看到难得一见的珍

贵文献，还能看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修复精品，展品包括

《永乐大典》“湖”字册、元刻

本《西夏文大藏经扉画》、元

至顺二年（1331）刻本《永类

钤方》及样式雷图档、黄河舆

图和金石拓本等。其中，国家

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湖”字

册更是国宝级藏品。

古籍修复师修复古籍（图片来源：字节跳动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