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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登 临 兰 州 北 山 九 州 台 ，甘 肃 省 图

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跃入眼

帘——馆楼飞檐翘角，踞北山而瞰黄河。

自正门入楼，穿鞋套，做登记，进书

库。书库恒温恒湿，1128 个香樟木书箱

层 层 叠 叠 ，收 录 典 籍 6141 函 、3474 种 、

36315 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就安放于

箱中。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调研时，详细

听取《四库全书》版本源流、纸张印刷、保

护收藏等介绍，叮嘱工作人员：“我最关

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

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

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

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

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

续传承下去。”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代乾隆年间，

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修成后

誊抄 7 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

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

山庄文津阁、杭州文澜阁等地。目前存

世三部半，分别为文渊阁本、文溯阁本、

文津阁本，以及被称为“半部”的文澜阁

残 本 。 其 中 ，文 溯 阁 本 辗 转 多 地 ，于

2006 年入藏现在的藏书馆，也是“三部

半”中唯一尚未完整影印出版的一部。

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经过长期缜密的筹划论证，2021 年 8

月，甘肃省正式启动文溯阁《四库全书》

数字化影印出版工程。

目前，文溯阁《四库全书》数字采集

工 作 已 全 部 完 成 ，数 据 处 理 工 作 完 成

70%。从现在起至 2028 年，文溯阁《四库

全书》将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期分批

推出全套影印版本。

数字采集
采 集 方 案 、流 程 规 范 和 相 关 作 业

标准周密完善

约 8 亿字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共有多少

页？数字化之前鲜有人知。

“换算为现代书籍页码，共 488 万多页。”文

溯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影印出版专职工作组组

长宋学娟说。

作为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读者古

籍数字科技中心总经理，宋学娟过去两年多时

间带领团队把文溯阁《四库全书》从纸上“搬进”

了电脑——逐页扫描、存入，数据资源总量逾

700TB（太字节）。“如果用常见的容量 32GB 的

U 盘存储，需要 2.2万多个才能装下。”宋学娟说。

文溯阁《四库全书》既是历史典籍，又是珍

贵文物。若藏于高阁，难以活化利用；若活化利

用，又有损坏之虞。如何破解“藏”“用”两难？

2021 年 8 月，甘肃省委宣传部制定《文溯阁〈四

库全书〉数字化影印出版工作重启方案》，力求

在保护的同时“唤醒”古籍。

古籍真本由甘肃省图书馆提供，数据采集

处理、影印出版等工作由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具体实施。数字化影印出版工程分为“数字

采集—数据处理—影印出版及数据库建设”3

个阶段。所需经费，部分由中央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甘肃省财政资助，部分由读者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自筹。

数字采集，免不了要接触古籍真本，如何确

保其安全无损？甘肃省图书馆和读者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制定了周密完善的采集方案、流程规

范和相关作业标准，“54 条数字化工作流程规

定，涵盖前期准备、文献出库、数据处理等全部

流程。”宋学娟介绍。

为保古籍安全万无一失，文溯阁《四库全

书》藏书馆二楼会议室被改造成了数字采集室，

做到原书“出库不出馆”。而从书库到采集室，

平常不到一分钟的路程，藏书馆 90 后馆员魏乔

波却要走好几分钟：戴上白色手套，细查一遍即

将出库的古籍，再轻轻捧起，就像捧着一碗不能

洒出的水，慢慢往楼上“移”，“就怕脚下不稳”。

“古籍出库，要填报 11 类表格，层层审批。

归还时，所有细节都要对得上。”魏乔波说，以其

中的《提书登记表》为例，提取古籍需详细填报

当日采集计划、提取数量，然后与书库管理员共

同清点每一函、每一册书，包括函盒、夹板、束

带、铜扣的存缺程度，每一册古籍的题名、卷数、

页数，以及有无破损、污迹或霉斑等情况，“这些

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一送一回路上、数据采集

期间，古籍若有半点闪失，都会被及时发现。”

数字采集作业班班长杨旭勇告诉记者，采

集时必须使用古籍专用非接触式扫描仪高清扫

描，且光源必须是冷光源。对采集人员，甘肃省

图书馆的古籍专家也开展了多轮培训演练，“既

要保证扫描精度与进度，还要避免伤害古籍，翻

书的力道不能轻也不能重，要稳而有力。”杨旭

勇说。

准备周密，工作前期进展顺利，意料不到

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古籍开本大小相同，厚薄

却不一样。”宋学娟翻开一本书，拿到一台扫描

仪前比划道，“超 3 厘米厚的古籍，用这种平板

扫描仪扫描，靠近订口的部分内容很难被有效

采集。”

为 啥 ？ 不 按 压 ，无 法 扫 描 ；按 压 ，古 籍 易

损，且采集到的内容会变形。怎么办？“为保证

采集质量，我们追加预算，在已采购 10 台古籍

专用平板扫描仪的基础上，又购置了两台 V 型

古籍扫描仪。”宋学娟说，使用这种扫描仪，只

需将书翻开到 90 度，即可完成扫描采集，问题

迎刃而解。

2021 年 12 月 23 日，开机扫描；2022 年 5

月 23 日，采集告竣。“整整 5 个月，经过人员倒

班，实现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一天未休。古籍

没有丝毫受损，函盒没有增加一道划痕。”阳光

透过窗口，洒在黄底黑字的《文溯阁〈四库全书〉

数字化工作手册》上，宋学娟长舒一口气。

数据处理
数 字 文 件 与 古 籍 真 本 如 同 孪 生 ，

最大程度呈现古籍原貌

偌 大 的 房 间 里 ，数 十 名 工 作 人 员 神 情 专

注、紧盯屏幕，只听见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在 读 者 古 籍 数 字 科 技 中 心 的 数 据 处 理 室 ，采

集来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数据，将被加工成

标 准 的 数 字 文 件 ，供 后 续 影 印 出 版 和 数 据 库

建设之用。

“数据处理有 4 道流程，图版处理、一校、二

校和质检存储。”宋学娟介绍，其中图版处理是

关键，主要工作是拼接完整“叶”。

叶，古籍特有的量词。不同于现代书籍，古

代纸张多为单面印刷，一张纸即为一叶，书册由

一叶一叶对折后装订而成。一叶，相当于现代

书籍的两页。所以，数字采集到的扫描件实则

都是半叶，图版处理就是让它们合二为一。

“最初，我们先在电脑上制作一个标准叶

模板，再利用智能软件，从扫描件上提取文字，

贴在模板上。”宋学娟告诉记者，但实际操作中

发现，智能软件可能会漏字、识错字，且原本每

一叶的版式不尽相同，模板统一后，有“失真”

之嫌。

数字文件与古籍真本，如何保持孪生一般

的相同面貌？“我们摒弃了标准模板，选择了逐

叶拼接，最大程度呈现古籍原貌。”宋学娟说。

图版处理不易，校对任务也很繁重。文溯

阁《四库全书》数据校对人员张静从事古籍校

对工作已有 10 年，但从未校对过如此海量内

容。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提速，但一些讹误很难

被发现。

不久前，张静在校对时发现，一个“丸”字疑

为“九”字。经仔细核校后确认，果然是因为古

籍宣纸里的植物纤维发生霉变，扫描时多出了

这一“点”。

起初，一天校对 300 叶是张静的上限。“刚

开始时平均用力，耗时较多。”她说，而今这个数

字翻了近 3 倍，“慢慢地，哪里容易出错、哪里容

易变色，心里都有了数，效率提高不少。”

效率高了，胆子却小了。“总担心有错误没

能及时发现。”张静回忆，有次下楼吃午餐，饭刚

端上来，她又起身赶忙回到办公室，“以为忘了

标注一处讹误，打开电脑一看，其实已经做了记

录。”

为明确权责，避免误操作，从图版处理到一

校、二校，再到最后的质检存储，文溯阁《四库全

书》数据处理是条“单行道”。电脑之间不能互

相访问，数据传给下一流程后，前一流程的人员

将无权再改。

“在数据处理程序软件和制度流程上，我们

有一套完整设计，确保数据资源安全。”宋学娟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数字化成果管理系统，所

有成品文件呈现在眼前，函盒编码、书名、作者、

朝代，以及长、宽、高和册数等基本信息，都有详

细记录。“我们争取今年内基本完成图版处理工

作。”她说。

影印出版
不 少 图 书 馆 、藏 书 机 构 等 正 虚 位

以待，静待“四阁四库合璧”

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汇聚了社会

各界的期待。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全程参与了文溯

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程专家论证会。他

说，《四库全书》现存不同版本在内容、册数、卷

数上皆有不同，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方便学者

比对研究，意义重大。

兰州大学教授汪受宽也持相同观点。他曾

用两年时间，带着学生对甘肃省图书馆编印的

《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进行整理、标点和

精细校勘，并将收录其中的《易图说》《长安志

图》《墨法集要》《璇玑图诗读法》这 4 种（每种各

1 册）书，跟文渊阁本进行对比，发现两个版本

的文字、图片等存在 901 处差异。

“4 册书就有这么多差异，3.6 万多册会是

什么样？”汪受宽说，“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

版，将对文化史、史学史、文献学研究等都产生

重要影响。”

期望值高，现实问题也不少。一方面，古籍

实现数字化后，盗印现象难以杜绝。另一方面，

超大规模古籍的影印出版投入巨大，盈利是个

难题。“变古籍为现代书籍，背后是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成本。”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原彦平坦言。

防止数据泄露，采集区域设置严密安保措

施。宋学娟介绍，任何人出入采集区，都须经过

严 格 安 检 ，以 防 手 机 等 电 子 设 备 进 入 工 作 区

域。同时，每个工作台均安装了监控设备，每台

电脑都作了加密设置。

应对盈利难题，找准盈利点是关键。原彦

平给记者详细分析：古籍影印本主要有仿真本

和缩印本。前者好比是“克隆体”，从纸张到字

号，从排版到装帧，与原书几乎“一模一样”；后

者则是“迷你版”，内容不变，但字号变小、页数

变少，册数大幅缩减。“文溯阁《四库全书》若是

出全套仿真影印本，成本过高，市场较小。”

原彦平说，文溯阁《四库全书》多达 3.6 万

余册，数据采集、处理、编辑、出版等投入大，且

多为手工完成，成本高，发行对象则主要为图书

馆、文化馆、高校、研究院所等专业机构和为数

不多的研究者。

2024 年 1 月 3 日 ，文 溯 阁《四 库 全 书》经

部 影 印 出 版 专 题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确 定 了 出 版

方案——缩印、16 开本、236 册。“我们将按经、

史、子、集四部，分期分批推出缩印本。如果全

套出齐，预计共 1500 册。”原彦平说。

走进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其他三

阁《四库全书》的影印本旁，工作人员已为文溯

阁《四库全书》的影印本腾好了书架。

“古籍影印本看似小众、销路窄，实际上，版

本好、印刷精美、定价合适的古籍，自有其发行

空间。”从事出版行业 20 多年，宋学娟对文溯阁

《四库全书》影印本的市场前景颇有信心——版

本独一份，价值突出，公众期待较高；自带流量

和话题，营销成本较低，做到客户明确、精准供

给，就能减轻销售压力。

今年初，宋学娟带领团队参加 2024 北京图

书订货会。文溯阁《四库全书》全套影印出版工

作颇受关注，不仅有高校、图书馆、文博机构的

负责人，还有销售商和个人前来咨询。“据市场

调研，不少图书馆、藏书机构等正虚位以待，静

待‘四阁四库合璧’。”宋学娟说。

“在做好保护工作基础上，我们将深入挖掘

文溯阁《四库全书》价值，努力在信息服务、文化

创意、文旅融合上求突破，让这座资源宝库在新

时代活起来、用起来。”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朝阳表示。

活化利用
首推精选本，开发文创产品，让更多

人领略古籍魅力

“宣传推广古籍的文创产品，既要开发周

边，更要聚焦古籍本身。”甘肃省图书馆馆长肖

学智说，不妨跳出杯子、本子、袋子等样式，回归

古籍做文创，出版精选本图书。

汪受宽介绍，《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

汇，文化渊薮”之誉，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

乾隆中期之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

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

专门领域。

“卷帙浩繁通常也意味着无从读起，从这个

意义上讲，让‘高冷’的古籍变畅销的书籍，就是

好文创。”肖学智说。

启函盒、取夹板、解束带，《文溯阁四库全书

影印精选》露出真容。翻开书页，映入眼帘的楷

书温润大方、赏心悦目。每页 8 行、每行 21 字，

虽是手抄，可字的大小、间距几无差异，工整如

打印一般。

“共计 40 卷，分为 3 函、5 种、18 册。”肖学

智介绍，为突出甘肃文化特色，这套影印精选本

甄选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子部所收古代陇人著

作两种——《潜夫论》和《拾遗记》，另外还有《文

房四谱》《法书要录》《画史会要》等书画艺术史

经典作品 3 种。

这 样 一 套 精 装 古 籍 ，俘 获 了 不 少 读 者 的

心。“自去年 5 月出版发行，迄今已销售 680 多

套，平均每天销售约 2 套，这在古籍中销量不

低。”甘肃省图书馆文创中心负责人介绍，甘肃

省图书馆 10 多年前就曾出版《影印文溯阁四库

全书四种》，畅销至今，共售出 5600 多套。

“优质的古籍，就是优质的文创。”肖学智

说，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以文溯阁《四库全书》

为素材，从其包装方式、撰写格式、用色寓意、人

文理念等角度汲取灵感，推出了一系列文创产

品，“目前，我们正挖掘文溯阁《四库全书》中的

龙元素，即将推出特色伴手礼。”

“古籍活化，不能止于开发文创产品。”肖学

智说，为了让更多人乐于走近文溯阁《四库全

书》，领略古籍魅力，甘肃省图书馆打造了多个

文创场景——线上，推出“文溯·陇迹”等专栏，

在“云”上赋予古籍新话题；线下，建成甘肃省图

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展厅，让参观者

沉浸式体验纂修、流传、保护、发展等历史场景，

与“书”同行……

“我们举办的‘千古巨制——《四库全书》

展’是国内较早推出的《四库全书》专题展览，至

今已在全省 50 多个图书馆流动展出。”肖学智

介绍，今年 3 月，省图书馆还启动了专题展览进

校园活动，未来还将推动展览进社区。

年轻读者马瑛正是通过这个展览认识了文

溯阁《四库全书》，并买了一套《影印文溯阁四库

全书四种》。“带回去，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典籍

瑰宝。”马瑛说。

今年，甘肃省出台《关于以“八个一”文化品

牌为抓手全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实施方案》，

其中一个“一”即为“一部《四库全书》，让中国古

典文化活起来”。实施方案提出，加强文溯阁

《四库全书》保护传承、整理研究、数字转化、版

权开发、活化利用等，激发古籍保护利用活力。

“影印出版，是活化利用的第一步。”肖学智

说，未来还将建设完整、好用的数据库，研发音

视频等产品，让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字分

身”走进千家万户。

（原载 5月 3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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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彭 雯
通讯员 冯文强

时下，靖远县万亩文冠果树进

入采茶期，满树嫩芽青翠碧绿，阵阵

花香弥漫山野，采茶工人娴熟地将

片片文冠果树叶摘拣进筐内。

“公司有 2 万亩文冠果树种植

基地，每亩地种 110 余棵文冠果树

苗，每年春天进行补栽补种、修剪以

及人工除草，高峰期用工 300 人左

右，目前已进入茶叶采摘期。”甘肃

茂群天运文冠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唐萍说。

茶厂里，新鲜茶叶被分拣后，经

杀青、焖炒、揉捻、烘干、分拣、出茶

等环节制成文冠果茶，茶香溢满整

个厂房。

唐萍的公司还与当地 5 家合作

社合作，收集合作社的文冠果芽和

籽，给予技术指导。

近年来，靖远县把文冠果产业

作为构建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体系、

壮大绿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拳

头”产业来抓，建基地、扩规模，育龙

头 、延 链 条 ，打 品 牌 、拓 市 场 ，采 取

“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科技支撑、企

业带动、农户参与”的方式，推动文

冠 果 产 业 成 为 群 众 致 富 的 特 色 产

业，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多赢。

目前，靖远县文冠果种植面积

23.9 万亩，产值 6680 余万元。全县

已 建 成 万 亩 以 上 和 千 亩 以 上 种 植

基地共 8 个、百亩以上育苗繁育基

地 4 个，年育苗能力 3000 万株，销

往晋宁陕等省份，成为国内文冠果

人 工 种 植 面 积 最 大 的 县 。“ 靖 远 文

冠果油”2018 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认证，先后入选国家首批地理标

志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国

家 地 理 标 志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典 型 案

例 ，靖 远 县 被 授 予“ 中 国 文 冠 果 之

乡”荣誉称号。

立足文冠果资源优势，靖远县

深入挖掘文冠果林和文冠果花的观

光体验、文化和健康价值，持续开展

文冠果赏花活动，推广文冠果油、文

冠果茶等产品，打造集生态旅游、产

品加工、观光体验于一体，三产融合

发展的文冠果产业发展新业态，探

索出了一条林旅结合、绿色发展的

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如 今 ，靖 远 县 有 茂 群 天 运 等 3

家文冠果龙头企业，自主研发了食

品 、药 品 、化 妆 品 等 多 个 系 列 产

品 ，掌 握 了 文 冠 果 栽 培 、文 冠 果 食

用 油 加 工 工 艺 、文 冠 果 茶 等 20 余

项 技 术 ，注 册 商 标 品 牌 6 个 ，建 成

文冠果产品加工基地 3 个、茶叶生

产 线 6 条 ，年 可 生 产 文 冠 果 油 20

万斤，加工文冠果茶 10 万斤，文冠

果 产 业 已 成 为 当 地 名 副 其 实 的 朝

阳产业。

靖远：打造文冠果产业“新名片”

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主楼。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虎
通讯员 赵怀斌 马茹萍

5 月 30 日，在积石山县吹麻滩镇方家棚

户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比赛热烈进行。

16 名村社干部、下沉第一书记和群众代表，

讲述灾后重建的暖心故事、取得的成效，畅想

美好生活，引起观众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身边，回顾起来

很有意思。”村社干部马奴海说，作为听众，收

获满满。

像马奴海一样，吹麻滩镇上百名村社干

部、下沉第一书记和群众都在回顾身边发生

的事。

前岭村文书林巧燕演讲

时，深情讲述村民石河福灾后

35 天第一个重建新家、乔迁入住的故事；广

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马清萍动情回忆辖区群

众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一个个暖心故

事，把观众思绪带回到火热的现场，激励着在

场的每一个人。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干部的脸晒黑了，

身体累瘦了，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后阳

洼村群众代表韩福祥在演讲中对基层干部深

深致敬。

吹麻滩镇方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王琴

说：“今天听了同事的演讲，备受鼓舞，我要以

他们为榜样，继续和村社干部群众坚定信心、

感恩奋进，争取早日让群众住进新家。”

积石山县吹麻滩镇：讲述暖心故事 合力重建家园

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重建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