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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文古籍数字化 （数位化） 的实践起步较

早，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台湾方面就开始了中文文

字的信息处理技术研发， 80 年代开始较大规模、 有

规划的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如： 1984 年

“中央研究院” 最早开始了 “史籍自动化计画”， 该计

划主要为开发 《二十五史》 全文资料库而成立， 90
年代中期以后古籍数字化工作纳入 “国家典藏数位化

计画” 等大型规划中， 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台湾古籍数字化工程在资料库

建制管理、 信息处理技术规范以及资料库的数量、 质

量、 资源共享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 通过网络调

查、 成果分析， 总结出台湾古籍数字化成果的特点主

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1 联合目录数据库 收录范围跨越国界

古籍联合目录资料的建制不仅是图书馆开展古籍

服务的工具， 也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建设工作， 认识到

其重要性， 台湾早在 1970 年及 1980 年分别编撰了纸

本联合目录 《台湾公藏善本书目名索引》 以及 《台湾

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 但是纸载资料不能

随着各馆收藏变动而即时更新。
台湾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制始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最初主要是各个单位的自主研发行为。 为了建设

较 为 完 整 的 古 籍 善 本 资 料 库 ， 1998 年 4 月 由 台 湾

“国家图书馆” 牵头， 联合省内善本古籍收藏较有规

模的故宫博物院、 台湾大学、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

分馆”、 “中央研究院” 史语所图书馆等 10 余家单位

图书馆， 共同制定了 “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建

档 计 划”， 逐 成 “台 湾 地 区 善 本 古 籍 联 合 目 录 资 料

库”。 随后， 另邀请大陆港澳等地区图书馆提供资料

测试， 采购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书目资料， 汇整大

陆、 日本、 美国、 欧洲等地中文古籍收藏量居前的多

家图书馆古籍书目资料库， 2004 年 8 月建成 “中文

古籍书目资料库”。 现该库收录海内外 29 家图书馆所

藏古籍书目资料 55 万余笔， 为国际包含书目量最多

的古籍资料库， 并为全球范围内提供免费查询检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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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该资料库收录的古籍书目以 Metadata 格式表达，

并选定若干核心书目栏位加以呈现， 共有 14 个检索

点， 提供繁、 简体查 询 界 面， 2 种 字 体 均 可 输 入 检

索， 查询结果亦可依读者所需以详目或简目式呈现。
同 时 ， 该 目 录 资 料 库 还 可 供 各 单 位 汇 入 CMARC、
CNMARC 以 及 USMARC 等 MARC 格 式 书 目 资 料，
将 来 拟 将 进 一 步 扩 充 系 统 ， 提 供 符 合 国 际 标 准 的

Metadata 书目资料汇出功能， 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至

2006 年底 “中文古籍书目资料库” 所收录图书馆及

资料数如表 1 所示。
此外， 台湾还建有联合目录 “数位典藏联合目

录”， 该联合目录乃是 “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
所建制， 提供台地区数字化典藏藏品的检索与搜寻，
是作为数位典藏计划成效的目录性展示平台。 通过该

目录的单一窗口， 即可检索台湾近百组跨十余个学术

领域的数位典藏内容， 不仅可作为教育研究素材与产

业应用加值目录， 同时也是提供学术研究、 教育发展

与企业应用的最佳浏览平台。 该目录依据数位典藏计

划将其内容主题划分为： 动物、 植物、 地质、 人类

学、 档案、 地图与遥测影像、 金石拓片、 善本古籍、
考 古 、 器 物 、 书 画 等 12 个 ， 目 前 拥 有 资 料 数

3 312 494 笔 。 系 统 采 用 后 设 资 料 开 放 存 取 协 定

（OAI-PMH） 与标准通用表示语言 （XML） 建构， 提

供分类目录浏览与全文检索服务， 后设资料进阶搜寻

采用 DC 栏位定义。

2 资料库规模恢宏 资源共享度高

进入 20 世纪中期以后， 台湾古籍数字化工作纳

入大型的 “国家典藏数位化计画” 等规划中。 有当局

的大力支持， 台湾古籍数字化的研发规模、 资源共享

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数字化成果方面主要表

现为资料库规模继续增大， 资源共享度持高。 据统计

目前在网络上能够查找到的中文古籍资源中， 台湾的

拥有量为世界最多。
其中规模最大、 在全球享有盛誉的资料库当属

“中央研究院” 的 “汉籍电子文献”。 该资源库起建于

1984 年， 其时鉴于意识到科技对人文领域的强烈冲

击， “中央研究院” 开始规划 “史籍自动化计划”，
目的是选择对中国传统人文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

文献， 建立电脑全文资料库， 作为学术研究的辅助工

具。 当年 7 月试验性的完成了 《史记》 中的 《食化

志》 的输入， 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和成功。 1985 年全

部完成相继开发前四史， 即 《史记》、 《汉书》、 《后

汉 书》、 《三 国 志》。 到 1990 年 全 部 完 成 “二 十 五

史”， 1994 年开始提供网络版。 参与制作资料库的主

要是 “中央研究院” 的属下五所： 史语所、 台史所、
资 讯 所、 近 史 所、 文 哲 所， 以 及 该 院 的 计 算 中 心。
1995 年之后， “中央研究院” 结束 “单打独斗” 的

自行研发局面， 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关系共享共建古

籍资源， 合作单位包括台湾中山大学、 台湾中正大

学、 台湾师范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伦敦大学、 史丹

佛大学、 密西根大学等。
经过 10 多年的持续合作发展， “中央研究院”

逐 步 建 成 了 规 模 宏 大 、 整 理 严 谨 的 古 籍 全 文 资 料

库———“汉籍电子文献”。 目前该资料库包含整部二十

五史、 整部阮刻十三经、 诸子古籍 34 种、 大正新修

大藏经、 上古语语料库、 台湾史料、 文心雕龙、 清代

经世文编、 词话集成、 新清史———本纪、 乐 府 诗 集

等 ， 合 计 300 多 个 资 料 库 共 2 亿 多 字 ， 每 年 并 以

5 000 万字的速度增加。 除此之外， 还提供一个特别

的资料库———“人文资料库” 师生版， 是从上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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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文古籍书目资料库” 收录图书馆及资料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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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精选摘出经典部分而建成， 目的是为普及文史教

育而向台湾大中小学师生免费开放。
“汉籍电子文献” 拥有自行研发的软件工具， 即

“瀚典全文检索系统”， 历经 1997 年 1.3 版、 2.0 版、
2007 年 3.0 版。 最新 3.0 版全 套 系 统 以 Pure Java 撰

写， 采用全文检索方式， 并有主题列表、 作者列表、
书名列表等浏览途径。 此外， 为了避免重复建设， 该

系统还提供 “建置进程”、 “建置书目” 等栏目， 定

时提供资料库已经选收的书目与拟收书目信息， 显示

系统修建情况。 “汉籍电子文献” 在合作单位间是免

费共享的， 除此之外其他单位需要使用则采取机构申

请或个人申请两种方式， 资料部分不收取任何费用，
但考虑本院的电脑主机及网络设施部分的成本， 酌情

收取一定的作业成本费用。 目前， “汉籍电子文献”
在海内外拥有大量的用户评价极高。

此外， 免费共享的资源库， 还有台湾 “国家图书

馆” 的 “古籍影像检索系统”、 “善本丛刊影像先导

系统———明人诗文集初编资料库”、 “金石拓片资料

库等全部古籍料库”， 以及 “中华电子佛典线上藏经

阁”、 “寒泉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 元智大学的

“网络展书读”、 台北大学的 “经学之家” 等。 这些资

料库的内容规模仍在不断的更新与添增当中。

3 合理分工合作 成果产品多元化

台湾古籍数字化的研发很注重协调与合作， 如在

“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画” 下， 组织参与该计划的

有 8 家单位： “中央研究院”、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

馆”、 “国立故宫博物馆”、 台湾大学、 “国立历史博

物馆”、 “国史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家

图书馆”， 同时又成立了 5 个工作小组， 分别负责内

容规划、 技术研发、 应用服务、 训练推广、 运营管理

等工作。 8 家单位分担相辅相成、 主题内容各异的数

字化项目任务， 5 个工作小组则负责统筹安排 8 家单

位的建库规划， 提供相应的技术、 规范、 人才支持，
形成了 “八横五纵” 的分工合作格局。

这样的分工与合作， 避免了重复建设， 促进了数

字化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实现原典数字化的基

础上， 台湾古籍数字化成果多元化主要表现为：
（1） 资料的形式从文字资料扩展到多媒体资料，

其产品特性、 辅助功能也越来越丰富， 响应了不同的

使用需求， 如 “不朽的殿堂———汉代的墓 葬 化 与 文

化”， 结合文字、 影像、 原典与研究资料的综合文献，
引用三 D 动画技术虚拟汉代墓葬文化， 展现了多样

的文献资料风貌， 同时具备史料研究、 教学参考、 大

众普及等多种功效。
（2） 资料库从文献原典扩充为研究专题资料库、

古籍影像资料库、 多媒体教学系统等形式， 如 “汉学

研究中心” 的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

库”、 “国家图书馆” 的 “古籍影像检索系统”、 元智

大学的 “《红楼梦》 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 等。
（3） 资料库的框架也从单一式发展到立体式， 从

而具备了多种用途功能， 如元智大学的 “网络展书读

资料库” 从原来一般全文检索资料库规划成 5 个部

分： 唐宋全文资料库； 研究论著资料； 词文分析资料

库； DIY 个人工作平台； 网络教学讨论区， 这些资料

库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尤为称赞的是元智大学罗凤珠主持研发的 “《红

楼梦》 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 该系统代表了古籍

数字化多元化应用的典范。 系统利用多媒体、 超链接

等网络技术， 多样化的整合 《红楼梦》 及其相关资

料， 强调呈现 《红楼梦》 文化内涵以及其他相关的中

国文化知识。 即系统内容除了 《红楼梦》 全文及研究

论著资料， 还收集了文化艺术图像及声音资料， 包括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全文影像资料， 乐曲资

料、 饮食资料———红楼宴、 建筑资料———大观园、 相

关文物资料、 绘画资料、 戏曲资料、 《红楼梦》 历代

著作书影资料、 服饰、 书画、 工艺资料等， 相当于在

网络上建构了一个虚拟的 《红楼梦》 数位文化艺术展

览馆。 该 “资料中心” 的成功研制， 标志着台湾古籍

数字化从研究型走向民众， 特别是以大中小学生、 教

师为对象的教学、 普及路线。

4 结束语

总之， 古籍数字化在保存与共享、 利用与研究、
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 古籍数字化的研发已从个别行为上升到有

计划、 有组织、 规模化、 规范化的发展过程， 其相关

规划纳入国家政策性的发展规划中， 如台湾的 “数位

典藏国家科技型计画” 等， 对古籍数字化作出了相应

的计划支持与政策引导， 这对于古籍数字化未来的发

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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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研究， 建立各种数字资源， 提供网络服务。 服

务是图书馆的永恒的主题， 但网络必然走入图书馆，
打破馆员只是读者与馆藏书刊之间的中介人的状态，
馆员要成为网络专家、 信息中介人和系统设计员。 在

高质量服务的同时， 图书馆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为读

者找书， 为书找读者， 利用一切先进设备， 给他们提

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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