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3,9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153   

古籍活化利用与读者服务创新 

周静 
（石家庄市图书馆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古籍资源的数字化与活化利用已成为文化传承与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本文探讨了古籍数字化的挑战与机遇，社群参与与互

动机制，个性化读者服务以及综合策略与案例研究等方面。数字化技术为古籍资源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但也带来了文物保护、版权

等问题。社群参与与互动促进了古籍资源的共享和研究合作，但也需要解决质量控制问题。个性化读者服务提高了用户体验，但需要

不断改进和优化。综合策略整合了数字化、社群互动和个性化服务，为古籍资源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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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籍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知识。然而，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兴起，古籍的地位和作用逐

渐受到挑战。如何将古籍资源活化利用，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成为图书馆和文化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

读者，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发展。本文旨在探

讨古籍活化利用与读者服务创新的重要性，并提供方法和策略来

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将古籍文化

资源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其更易于传播和访问。社群参与也是创

新的关键，通过建立读者社群和互动平台，可以促进古籍文化的

分享和讨论。在本文的后续部分，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策略，并

通过案例研究来展示它们的有效性。通过古籍活化利用和读者服

务创新，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的目标，为古

籍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为现代社会提供更多元、便捷的文化

服务。 

一： 古籍数字化与文化传承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古代文化传

承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进程既带来了机遇，也伴随着挑战。本

文将深入探讨古籍数字化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

题，以促进文化传承。 

数字化古籍的挑战之一是保护文物。古籍多年的保存可能导

致纸张脆弱、字迹模糊等问题，数字化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以

防止文物的进一步损害。同时，数字存储介质的长期稳定性也是

一个考虑因素，需要确保数字化古籍的长期保存和访问。古籍数

字化还涉及文本识别和校对的问题。古籍文本往往存在字形、字

义等多重解读，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准确的文本识别和

校对工作，以确保数字化版本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此外，文本的

编码和标记也需要一致性和标准化，以便于后续的搜索和分析。 

古籍数字化的机遇之一是文化传承的扩展。数字化古籍使得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和分享，不受时间和地域

的限制。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轻松访问和研究古籍，促进文化

传承和知识的传播。数字化还为古籍提供了多种呈现方式，如文

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丰富了古籍的传承形式，满足不同读

者的需求。古籍数字化还带来了研究和创新的机遇。数字化古籍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工具和资源，可以进行文本分析、

跨文化比较和数据挖掘等研究。古籍数字化也促进了跨学科的合

作，例如数字人文和计算语言学等领域的发展，为古籍研究带来

新的视角和方法。 

古籍数字化既面临着挑战，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为了充分

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古籍文化遗产，我们需要解决文物保护、

文本识别、标准化等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数字化

古籍的机遇在于扩展文化传承、促进研究和创新，为古籍文化注

入新的生命力。因此，数字化古籍是一项复杂而具有重要意义的

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实现古籍文化的可持续传承。 

二： 社群参与与古籍资源活化的互动机制 

社群参与是数字化古籍和文化资源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古籍传承与利用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机制。通过构建社群参与与古

籍资源互动的机制，可以实现更广泛的资源开发和更丰富的文化

传播，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 

社群参与的机制首先体现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传统的古籍

数字化工作由专业机构或个人完成，但社群参与模式将数字化工

作开放给更多的志愿者和爱好者。这种开放性的合作模式能够大

大加速古籍数字化的进程，降低成本，同时也促进了社群对古籍

资源的共享和传播。古籍资源的互动机制在数字化后也得以延

续。数字化古籍的在线平台和社群互动工具为读者提供了交流和

讨论的空间。读者可以分享对古籍的研究成果、评论和想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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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互动社群。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古籍的解读和

应用，还加强了社群对古籍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古籍资源的互动还涉及到创新的阅读和学习方式。数字化古

籍平台可以提供多媒体、交互式的学习工具，使古籍的阅读和学

习更具趣味性和参与性。通过在线讨论、线上课程等形式，社群

可以共同学习和探讨古籍，促进知识的传承和创新。然而，社群

参与与古籍资源活化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何确保数字化古籍的质

量和准确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社群参与模式可能引入不同水平的

志愿者，需要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以确保数字化古籍的可

信度。如何平衡古籍的开放性与版权保护也是一个挑战。数字化

古籍的共享和传播需要考虑版权法律和伦理规范，以避免侵权和

滥用。 

社群参与与古籍资源活化的互动机制为古籍传承与利用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方式。通过社群的参与，古籍数字化得以加速，

古籍资源得以更广泛传播，读者也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古籍的研

究与传承中。然而，需要解决质量控制和版权保护等问题，以确

保这一互动机制的可持续和合法性。社群参与与古籍资源活化的

互动机制为古籍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

更多可能性。 

三： 创新读者服务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在数字化时代，古籍资源的利用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

的变革。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图书馆和文化机构需要不

断探索和实践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本节将深入探讨如何探索和

实践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以提高古籍资源的活化利用。 

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包括了多元化的资源呈现。数字化古籍

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如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通过多元

化的资源呈现方式，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形

式，提高了古籍资源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例如，一些读者更喜

欢通过图像浏览古籍手稿，而另一些可能更倾向于听取古籍文本

的音频解读。因此，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应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

求，提供多样性的资源呈现方式。社交化的读者服务方式是创新

的关键。在数字化古籍平台上，读者可以参与在线讨论、评论、

分享和合作研究等社交化活动。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读者之间的

交流，还加强了古籍资源的共享和传播。读者可以在社交平台上

建立专业网络，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取他人的反馈和建议。

社交化读者服务方式有助于构建一个活跃的古籍学术社群，推动

古籍研究和文化传承。 

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还包括了个性化的服务。数字化古籍平

台可以根据读者的兴趣、需求和阅读历史推荐相关资源，提供个

性化的阅读体验。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了解读

者的阅读偏好，为其推荐相关古籍资源和研究资料。这种个性化

的服务方式可以提高读者的满意度，鼓励他们更深入地探索古籍

资源。 

创新的读者服务方式需要不断的评估和改进。图书馆和文化

机构应该定期收集读者的反馈和建议，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以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同时，也需要关注技术的发展和行业的最

佳实践，不断更新和优化读者服务平台，以保持其竞争力和创新

性。 

四： 古籍活化利用与读者服务创新的综合策略与案例研究 

古籍资源的活化利用和读者服务创新并不是孤立的过程，而

是可以通过综合策略来实现的。本节将深入探讨如何制定综合策

略，同时结合案例研究，展示成功的实践经验，以实现古籍活化

利用与读者服务创新的有机结合。 

综合策略的第一步是整合数字化技术与文化传承。通过数字

化古籍，我们可以将它们转化为数字形式，方便存储、传播和访

问。同时，数字化技术也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工具和途径。例

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项目便将大量古籍数字化，并

提供在线访问，促进了古籍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综合策略的第二

步是建立社群互动平台。通过在线社群平台，读者可以参与讨论、

分享研究成果，并与其他研究者和爱好者建立联系。例如，古籍

爱好者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专门的讨论组，分享古籍资源的新

发现和研究成果，促进了古籍研究的互动和合作。 

结语： 

古籍活化利用与读者服务创新是数字化时代文化传承与研

究的重要领域。通过综合策略，整合数字化技术、社群互动、个

性化服务与不断改进，我们可以实现古籍资源的充分活化和读者

服务的创新，为古籍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带来新的希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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