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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茂华出身明代青州官宦世
家。曾祖父石铭 ，官至河间府通
判；祖父石存礼，官至绍兴知府，
因得罪权贵，罢官回乡，家居30余
年，以诗文自娱；父亲石麒，岁贡
生，赠官兵部尚书。石茂华自幼受
到家庭熏陶 ，勤奋好学 ，处事刚
勇，为乡里所重。史载，石茂华“为
人修饬严恪 ，容貌甚壮 ，不轻语
笑”；处理事情，裁决问题，“片言
微中，大事立决”；在解决复杂政
务时，“老成周慎”，考虑非常周
密；对拿不准的事情，不肯随便发
言；只要发言表态，就非常周到，
“发辄至当”。石茂华一生“清慎自
持，不越检押”，为官非常清廉。在
官40余年，“家资不称其官”。论者
说他有“古大臣之风”。万历十一
年（1583年）十月病逝，朝廷赠太子
少保，谥“恭襄”，遣官营葬，赐祭
二坛。

  石茂华（公元152 2年-1 5 8 3
年)，字君采，号毅庵，明中期大臣，
益都（今青州）人。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中有一篇《谕鬼》，写的就是
石茂华青年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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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
源，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实证，对
其的整理与保护直接关联到民族精
神的延续。然而，我国古籍浩如烟
海、汗牛充栋，古籍保护任务艰巨，
“藏在深闺人未识”曾经是众多古籍
的真实写照。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
来，古籍保护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
革与生机。
  数字时代，古籍保存有了更坚
实的保障。传统古籍多为纸质，极易
被岁月侵蚀、自然灾害等因素破坏。
而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孪生”，将古籍
转化为数字形态，实现“入库共享”。
国家图书馆打造的“中华古籍资源
库”已发布古籍资源超10万部，善本
古籍上网数量达2万多部。这不仅让
古籍生命得以永久延续，还打破了
空间限制，让珍贵古籍重焕光彩。
  古籍整理工作也因数字化而提
质增效。以往，依靠人力整理古籍，效
率较低。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
转机。通过文本提取、自动断句标点、
识别各类名称等功能，让古籍整理工
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字节跳动与北
京大学合作的“识典古籍”平台，把
AI技术运用到古籍整理全流程，数
字化整理效率比传统方式成倍增长。
  在传播方面，数字化让古籍走
向大众视野。以往，人们要查阅古
籍，往往需要在各地奔波，而如今，
互联网让古籍走下神坛，变得触手
可及。“中华古籍资源库”支持多种
检索方式，是超过80%的受访者期
待功能丰富的古籍应用平台，这让
阅读学习古籍更加便捷。全国多地
图书馆联合发布古籍数字资源，浙江
大学的“智慧古籍平台”、北京大学的
“文献溯源分析平台”等，借助智能分
析技术挖掘古籍知识，短视频等传播
形式也让古籍传播热度不断攀升。
  当前，各类古籍收藏机构还在
继续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前沿技术与古籍保护利用的深度融
合，只有不断提高古籍智慧化服务
水平，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才能让
中华文明在字里行间绵延不绝，让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绽
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古籍既是文献也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
遗产资源，古籍的研究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基
础性工作。我市坚持“保护第一”原则，通过研究、
普查、修复，切实把古籍保护好、呵护好。
  “近期刚刚完成了《潍县金石志潍县金石遗
文录》的点校工作。目前已进入请专家校改阶段，
预计年底全部完成。”6月13日，潍坊市图书馆古
籍保护中心主任王彭兰向记者介绍，《潍县金石
志潍县金石遗文录》收录了自古迄元的潍县金石
文献232种、金石遗文24种，内容翔实，考证严谨，
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在市图书馆只有一套
原本，但内容异体字多、无标点，给读者阅读带来
困难。为了让市民更好地查阅了解该书，王彭兰
通过研究、标点、校勘、注释等方式，使该书内容

更加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用现代语言将这本古
籍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可靠的、便于阅读的出版
物，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方便使用，以此更好地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王彭兰表示。
  我市古籍卷帙繁富，那么留存至今的古籍还
有多少呢？摸清家底，是古籍保护利用的第一步。
在市图书馆，翻开《潍坊市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来自全市22家单位4756部33852册古籍登记在
册，潍坊古籍的名称、收藏场馆、简略内容、保存
情况等基本情况均在该书中一一展现，是潍坊
现存古籍的索引。王彭兰介绍，为了能更宏观地
了解潍坊古籍情况，近年来，潍坊在“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引领下，整合古籍资源，汇聚各方力量协
作开展古籍普查保护，历时多年摸清我市古籍家

底，最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潍坊市古籍
普查登记目录》，成为全国古籍保护的代表性
成果。
  此外，我市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珍贵古
籍保护网络，2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16
部入选《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514部入选《潍坊
市珍贵古籍名录》。潍坊市图书馆藏稿本《潍县金
石志潍县金石遗文录》获评“山东省古籍普查十
大新发现”。为更好地保护古籍，全市加大古籍存
藏条件改善力度，7家单位搬迁新馆，8家单位启
用现代化古籍书库，9家单位新增古籍专用书橱，
6家单位影印珍贵典籍，3家单位开展破损修复。
潍坊市图书馆古籍修复室获评“山东省首批古籍
修复站点”，为典籍“延寿”保驾护航。

  近日，在市图书馆古籍展厅，“灵兰集萃 养
性延年”中医古籍文献展正在展出，吸引了不少
医学、古籍爱好者前来参观，相关工作人员现场
讲解展出的古籍及相关知识。本次展览以“古
籍为媒、文化为魂”为宗旨，以“典籍为脉，养性
为本”为理念，共展出《引痘略一卷》《医费六
卷》《御纂医宗金鉴十六卷首一卷》《本草图谱》
等馆藏中医古籍620余册，通过实物展示、卡片
简介、扫描二维码听语音释读等多种方式，带
领读者穿越时空长河，感受中医典籍的魅力。
“这些古籍平时不对外借阅，所以一直想来看

看。”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在翻阅这些古籍文献
的过程中，不仅获取了相关知识，近距离感受了
古籍的魅力，也了解了很多潍坊的传统历史
文化。
 　为了宣传国家古籍保护政策，展示古籍保护
成果，我市相继举办“典籍里的潍坊”“古籍晒书
会”等展览活动31场，吸引近20万人次参与。此
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与济南市图书馆
联合推出“汲古润今 更好潍坊——— 潍坊市图书
馆特藏文献展”“泺上缥缃 萃蕴传真——— 济南
市图书馆再造古籍文献展”双城联展，让潍坊、济

南两地市民感受风筝都、泉城的文化交融魅力。
王彭兰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今年晒书活动以碑拓为主
题，将于7月份举办。
  “作为珍贵的史料书籍，通过晒书、展览等形
式，让古籍走出库房、走向大众。”王彭兰表示，在
让市民近距离接触古籍、了解古籍的同时，引导
他们参与到古籍及地方文献的保护中来，让古籍
中所蕴含的历史、精神、血脉在新时代中得到传
承弘扬，让承载中华智慧的这一载体真正“活”
起来。

周末评谈

数字技术赋能

让古籍焕发新生
◎宋玉璐

精心研究全力保护古籍

让古籍走出库房走向大众

  古籍和地方志是城市最深沉的文化基因库。
如今，古籍数字化成为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
促进古籍资源开放、共享，实现最大化利用的重
要手段。

  “作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去年
我们完成了全市5单位65部古籍数字化扫描加工
整理工作，在山东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呈现，为珍
贵古籍研究整理提供了数字资源保障。”王彭兰

表示，数字化平台不仅让读者实现数字资
源的全文检索，不出户便可查阅潍坊

各馆藏古籍史料，也成为向学术
界乃至全国展示、宣传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同
时，通过数字化平台查

询，可以让古籍免于被
多次翻阅，对古籍也
是一种保护。
  在山东古籍
数字资源平台，
记者随机挑选
了一本古籍体
验阅读。书籍
以图像形式呈
现，能清晰地
看 到 纸 张 泛
黄、褶皱的痕
迹。书籍内页
的 文 字 影 像
非常清晰，并

可实现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而且页面加
载速度很快，与阅读普通电子书的感受几乎没有
差别。“查询古籍文献不必东奔西跑了，在电脑前
就可以轻松获取，太方便了！”诸城市诗词楹联学
会会长李永明表示，近期他通过数字化平台和数
据库资源查询了诸城市的相关诗词文献，为学术
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外，我市开发建设了独具特色的潍坊市地
方志全文数据库、潍坊市特色古籍数据库等，收
录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有关潍坊的地方古籍
电子资源共计707种，免费向全国读者开放。这些
资源促进了古籍数字资源汇聚共享，弥补了市图
书馆收藏不足的短板，为开展潍坊文史研究、传
承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文献资源保障。
  通过数字化共享，不仅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
用的矛盾，更打破了时空壁垒，让这些蕴含先人
智慧的瑰宝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服务于学术
创新、乡土教育、文旅融合等，极大提升市民文化
认同感与自豪感。
  古籍是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与创造力的历史
见证，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是
文化“两创”的重要源泉。我市将持续推进古籍数
字化、研究利用与创新传播，深入挖掘古籍中的
时代价值，让古籍和地方文化真正“活”起来，为
更好潍坊建设注入文化力量。

数字赋能让文化资源共享

潍坊市图书馆古籍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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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打造数字化典籍宝库，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从藏在深闺无人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摸清家底为千年典籍“把脉续命”，到创新活化让古籍走进
现代生活，再到数字化赋能打造“永不落幕”的典籍宝库……古籍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
我市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利用与创新传承工作，通过系统整理、数
字化修复、活化利用等方式，让沉睡的古籍“活”起来、传下去，为
文化强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本报记者 隋炜凤 文/图

  市民在市图书
馆参观展出的古籍。

  在市图书馆
举办的古籍展览。

  市图书馆
工作人员在进行
古籍数字化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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