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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全息数字化教育创新平台探析

——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为中心

杨刘秀子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在近年国家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要求下受到社会的重视，如何促进中

国古代文学数字化成为新时代互联网和文学教育相融合下的关键课题。本文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为中心，对这历史、

地理、诗词韵典等古代文学教育与数字化完美融合呈现的新型文学教育信息平台模式展开分析，为古代文学教育创新性发

展作出新的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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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中指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带动了数字技术的

快速发展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结

晶，承载着中华民族日常劳动生活下最深沉、最质朴的思想

追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通过构建现代化信息平台，焕发出

新的生机，使文学文化信息智能化、文学教育多媒体化成为

可能性。

1 当代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情形及要求

近年来国内文化市场需求剧增，文化艺术消费高速增

长的整体趋势不变。传统文化步入信息时代后，其产业化、

市场化趋势显著，逐渐成为新型的市场消费动能，在保证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政府部门提出促进文化教育产业发

展的要求，能够推动文化教育产品以及服务的有效化供给，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同属古代诗词文学教育平台，

是学者王兆鹏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该平台

建设初拥有 100 人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发展，于 2017 年 3

月正式上线，目前从最初收录 150 余位文学家作品增至 400

余位。王兆鹏表示，至 2021 年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将全

面升级，汉、晋、六朝文学将被加入到平台中，他的远期目

标是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全景全息呈现，打造成“一本融媒体

的书”。

2 数字化贯通古今，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创始人王兆鹏教授作为唐宋文学诗词资深研究学者，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建设初衷在于教学和研究，但在建设过程

中他逐渐发现平台不仅具有教学研究意义，更有唤醒人们对

文学兴趣的强效功能。内容上充实化，形式上多元化，将现

代科技贯通到古代文字中，古今融合，使得唐宋文学编年地

图刚上线就达到超越 200 万的点击量。

2.1 平台核心：编年系地理念并重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建设基础核心在于“系地”。没

有系地理念，作家的创作活动将无法进行空间定位，文学地

图也无法展示诗人行踪轨迹以及文学创作地的空间分布情

况。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首次提出了“系地”与“编年”并重

的概念，即是将诗人创作活动的时间以及所处的空间地理位

置同时呈现。

项目创新研发关键在于明确建设方向，把握核心要义，

“编年”“系地”并重就是唐宋编年地图与其他文学资源以

及平台所区别的核心关键点。编年系地并重理念，将数据建

模过程中时间信息和地理信息放在同等位置考虑，为用户体

验文学提供更加系统化、逻辑化的阅读体系。借助现代科技

创新，大数据统计整合后归类排列，将文学史与地图融合，

时间与空间的特点同时突显，弥补了文学史忽略空间逻辑的

缺憾，为古代文学本身及文学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2.2 平台基础：数字化文史支撑文库来源

任何文学项目的开展都必须有雄厚文学资源数据库作

为支撑。文学是一个严肃的学科，信息平台的文学数据来源

必须确保可靠性和完整性。这就要求对现有文献进行筛选提

取，查漏补缺，其中增补系地信息以及订正编年系地错误是

资源库搭建的关键，这关系到“系地”“编年”理念的有效

呈现。唐宋编年地图建设过程采用了标引形式。标引是指对

文字性质、类型进行标记，以便计算机自动识别，属于数据

录入后期的大工程。大部分主观数据必须由团队进行人工标

记，而更多客观数据的标引，则通过计算机识别完成。人工

与智能化合作，一面增加了数据的准确性，一面加快了平台

建设的速度，实现了文学信息归纳速度的阶梯式跨越。

400 余位的文学家作品已投入到平台，作为唐宋文学史

编年的强力文学建设基底。千年传统文化的文学资源库为中

国学术发展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文学资源，而唐宋文学家的文

学作品的深厚底蕴正为构建“系地”“编年”理念提供了强

有力的内容来源支撑。

2.3 平台创新：数字化全息视角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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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成全息的时空视角，必须进行多维思考。唐宋文

学编年地图将文学时空一体化、空间立体化、时空地图化，

悠远的历史、庞大的地理、以及优秀的古代文学都被浓缩进

地图中。古代文学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学生、古风迷和学者，

提高知识率将会增强用户粘性，在这方面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借以详尽的唐宋文学资源和便捷的全息使用形式作为绝对

优势，满足用户的体验需求，手机端和 PC 端双重客户端系统，

使用户随时随地只要联网就能轻松获取平台的信息服务。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不仅在内容收集上摆脱了传统的文学教

育形式，在内容组合形式上也贴合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

求，文学不再单独作为文学本身所展示，与文学相关的历史、

地理、作家生平等等都将在一张图上充分排列，多样化信息

通过指尖一点，在用户脑海中星罗棋布成全息环状结构，起

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2.4 平台应用：古代文学赋予现实意义

想要创新、求破，就必须打破原有文学高高在上的态度，

使文学教育更加亲民、更具温度，这样才能实现传统文学教

育通俗化，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人都可以接触到的日常。

群体需求多样化，而文学信息平台的服务范围有限，如何一

次满足各方，是所有文学平台都无可避免的问题。而唐宋文

学编年地图在上线初就广受庞大的网民群体好评，主要在于

平台建设的出发点新颖。在建设目标作为前提的情况下，数

字化平台和全息技术被运用到古代文学教育的研究开发中，

使得古代文化教育意义有效传播，极大改变了古代文学以往

陈腐古板的老夫子形象，以趣味化创新形式笼络住年轻人的

心，为后续古代文学教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打下坚实基础。

人们对平台的满足感往往体现在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

上，古代文学的传统传播是被动地向人们传递文化，要转变

为人们主动学习传播态势，需要从用户角度出发，将古代文

学教育服务化。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浓缩了知识的容量，在翻

动地图的过程中，用户不仅能灵活记住诗文，还能将诗文背

后的故事、作者的创作趣闻一并了解，文学衍生物为用户带

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利用最少的时间却能获得最丰富的知识

转化，阅读高效化降低了用户学习古代文学的时间成本、提

高了效能，充分调动人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从而使古代

文学教育兼具更多现实的意义。

3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教育价值取向及未来发展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成功在于其突破了传统纸质传播

形式，利用科技平台使古代文学突破传统媒介，有教育功能

的知识从纸上“活起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不囿于于单一

的文字数据转化，而是加入时间、空间并重的独有核心之理

念，通过多媒体形式使其立体呈现，古代文学教育跟随现代

化进程，完成了创造性的突破。

传统文学教育进入新时代后，应注重探讨在“互联网 +”

形势下的传承方式，国家推广的“传统文化 +”新媒体节目

成功案例不乏，而文学信息平台、文学智库的建设成功案例

却极少，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项目的建设为古代文学教育数字

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任何一个优秀文化在继承、教育的

过程中都不能缺少其核心的文化内核，要在坚持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摒弃陈旧落后的文化和传播形式，把握文

化产业发展的向好趋势，促进数字化、“互联网 +”文化创

新。内容理论核心要新颖，传播形式要与科技结合，不能单

向发展，要挖掘文学与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文学与产业

联动发展，实现文化产能提升。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发展整体呈现向好趋势，却也浮

现出互联网冲击下的多重阻碍。这就要求利用好互联网提供

的信息平台、数字文库、全息技术、多媒体这一现代化优势，

使文学编年地图不单是用户满足知识的渴望、视觉的享受，

而是真正建成有图有真知、有声有温度的融媒体文学教育平

台。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向是图文并茂、视听结合，但不可忽

略还有用户之间的交流互动需求。人作为群居的生物，自古

就通过交流传递信息和情感，互联网发展下不难发现人们的

倾述欲望和交流欲求都空前膨胀，网络交流占据的人们日常

生活。作为数字化信息平台，唐宋编年地图应该开辟新的交

互版块，让用户在诗文下打卡交流心得。只要合理划分版块

将学术交流和娱乐兴趣分离，再进行规范化管理，娱乐化与

文学化特点相互融合成就，就有机会建成大众所喜闻乐见的

新媒体教育平台。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具有文学和地理双重赋能价值，因

为“系地”理念的提出，平台用户对诗人的行动轨迹兴趣程

度急剧提升。编年地图的体验用户在媒体平台表示，希望利

用唐宋编年地图，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与诗人同游故地的梦

想，由此案例看出文学教育平台与旅游之间暗藏的价值关

联。再者构建古代全史地图，还要加强图文媒体横向发展。

单靠百人团队在人力资源建设上难以实现远期宏大目标，新

时代文学教育媒体建设可以考虑与现有的 FM 平台以及其他

新兴的文学读物教育平台合作，进行内容互动及推广引流，

将更多古代文学爱好者聚集到唐宋编年地图，为夯实内容给

予群策群力的建设。让平台用户参与到建设中，基础的文学

图片添加和用户自主音频录制简易且人性化，在加速建设的

同时，用户与平台交互感愈强，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就愈

烈。建设古代文学教育平台的全息生态是一个庞大的远期目

标，必须促成长效的发展机制，与多方构建合作模式，加速

文化教育与科技的融合，以期建成长足发展的文学教育媒体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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