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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创新技术推动产业变革

文生视频人工智能模型Sora发布后，中华书局下属古
联 （北京） 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涛在2023年
接受采访时提到的“创作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可以
让人工智能从古籍里寻找相关素材，自动生成故事”似乎
已可实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古籍，
对古籍数字出版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5G、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也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阅读方式。

走向深入但仍待完善

随着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出
版社重视古籍数字出版的开发与推广，如中华书局推出了
中华古籍网、中华经典古籍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了
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线了尚古汇典·
古籍数字服务平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敦煌遗书
数据库等。此外，地方文库的数字化项目也广泛开展，
有安徽基本古籍库、《江苏文库》 数据库等。古籍数字
出版的不断提速，既解决了古籍研究者所面临的古籍保
存与使用之间的矛盾，也降低了普通读者接触和阅读古
籍的门槛。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古籍数字出版也存在着薄弱环节。
技术方面，当前的古籍数字资源缺乏通用性，无法接

入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开放共享，容易形成信息孤
岛。内容方面，一定数量的古籍数字产品存在内容单一重
复、数字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此外，相当一部分古籍数字
资源为黑白影像，分辨率低，且存在对原书漫漶之处不作
描修、缺页缺字不作配补等现象，难以满足读者和研究人
员的需要。

出版思路方面，当前的古籍数字出版沿用的仍然是对
文化典籍进行传承性整理和保护的思路，一些地方性古籍
尤为突出。而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用户提
供多层次、多形式的知识服务，向普通大众普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应该是古籍数字出版工作的目标。

古籍数字出版产品还面临推广难、大众普及的深度广
度不够等问题，对于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古
籍，目前市场上仍缺乏精良的普及本。

重视古籍内容的“活化”

古籍出版单位要推动古籍数字化的标准化建设，单靠
自身力量显然无法完成，应当加强与互联网技术公司、其
他出版单位以及古籍保护、整理、研究机构的合作，推动
古籍数字出版形成良性的产业生态。首先，从元数据、图
像采集、文本识别、数字化格式、数据存储和交换访问、
兼容性等方面入手，确定统一的数字化技术标准；其次，
完成语料库、词表库、知识库等基础库表的标准化建设；
再次，对数字化底本的选择应充分听取古籍整理专业学者
的意见，在开发过程中邀请他们与数字技术人员通力合
作。这不仅可以降低古籍数字出版的差错率，实现不同数
据资源的互通共享，对于古籍数据平台接入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也有着重要作用。

基于古籍内容的专业性、复杂性，善本保存、收藏的
分散性，在对古籍资源进行数字出版时，出版单位可遵循

“集成性、普及性文本共同开发，地方性、特色化文本单
独开发”的原则。一方面，文史类、丛书类古籍数字出版
体量大、耗时长，可采取多个古籍出版单位联合出版、联
合建设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不同平台、不同数
据库资源的优化整合或共同建设，以确保所开发数据资源
的质量。另一方面，各个出版单位应立足地域性、民族
性，有意识地挖掘、开发所在地的古籍。

大数据时代，出版行业的消费者由读者变成用户，出
版单位不仅要给用户提供内容翔实可靠的文本，还要满足
用户多样化的知识需求。这就意味着古籍数字出版首先要
对用户需求开展调查分析，对用户属性进行画像，在提供
知识加工服务时才能实现产品的个性化、差异化。其次，
可采用文本聚类、知识关联、知识图谱、GIS时空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古籍知识进行深层次加工，建设
基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索引学、辑佚学等古籍文
献主干知识的知识聚合平台。除了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相
关平台还应建设知识社区，以方便用户分享、讨论。这种
基于数字人文理念的古籍内容解析与知识加工，实质上就
是古籍内容的一种活态呈现。

做好古籍形式的“活化”

古籍数字出版除了要做好古籍内容的“活化”，还应
当做好古籍形式的“活化”，使古籍在智媒时代得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古籍出版单位可与图书馆、书店共同建设基于阅读推
广的古籍体验馆、数字化展厅，运用虚拟现实、人机交互
等技术，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古籍内的人、事、物和历史
场景。经由可穿戴设备，人们可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
体验，以此改变人们对古籍的刻板印象。如由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等联合
研发的 《永乐大典》 高清影像数据库，就采用了 3D 动
画、光影还原、GIS等技术，生动立体地展现了《永乐大
典》书册的生成、流传、散佚和收集过程。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则在书展上通过数字阅读馆、数据瀑布
屏、数字文创等方式，积极推动《江苏文库》的大众化。

古籍出版单位还可将古籍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因子提取出来，进行故事化、影像化呈现，利用微博、
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助力古籍的推广传播。此外，古籍出版
单位可以通过软件、小程序等移动终端应用开发，搭建符
合用户审美的场景，赋予文史类古籍内容以趣味性、游戏
性，拉近古籍与当代人的距离。

（作者单位：《艺术探索》编辑部）

技术创新
助推古籍“活起来”
□关绮薇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期公布2023年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入选

名单。其中，14个项目入选科技创新成果。这些项目紧跟技术发展趋势，

充分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出版业

内容生产、印刷发行、数字内容资源管理等领域发挥示范引领效应。《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日前对话部分科技创新成果申报单位相关负责

人，分享这些创新成果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力量、激活创新引擎

方面的成效与经验。

注入科技力量 激活创新引擎
——解码2023年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科技创新成果
□本报记者 尹琨

面向用户端，入选的科技创新成
果运用新兴技术，通过提供智能化、
个性化优质数字内容资源，破解知识
服务难题，丰富数字阅读体验。

“在获取优质的地图出版内容与
地图资源服务时，公众可能会遇到寻
找费力、权威性不足、技术门槛高等
问题，地图大数据融合出版知识服务
平台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中图地
理信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笑宇告诉
记者。

地图大数据融合出版知识服务平
台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数字
出版+地理信息”融合以及 AR/VR
融媒体、地图数据保密插件等技术，
以“一库两平台”（地图大数据知识
库、地图知识加工与管理平台、地图
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为核心设计，
依托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优秀地图成
果，通过分类整合、空间关联等知识
加工流程，建成基础地理信息库、地
名知识库等6个高水平专业地图知识
库，涵盖权威的地理信息知识、完备
的地图理论、千余幅地图数字成果、
500余万条地名知识，提供标准地图
服务、行政区划时空知识服务、地图
在线自助出版系统等融合应用服务，
以高质量内容支撑、新兴技术加持，
实现了智能化地图出版服务和地图知
识服务。

据悉，地图大数据融合出版知识
服务平台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提
供地图资源、地图编制和地图融合服
务，推进了地图文化在数字文旅、自
然资源等不同领域的落地应用，践行

“用科技讲好地图故事，用地图呈现
中国文化”的企业使命，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新 技 术 应 用 是 满 足 用 户 数 字
阅读需求及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从内容供给角度，中图云
创智能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总
经理邵丹认识到，在技术高速发
展的市场化进程中，优质内容匮
乏等现实问题愈发凸显，内容和
技术应相辅相成。

为此，基于5G与虚拟现实技术
的出版深度合成建设项目秉持标准化
XR内容、新标准化终端、新标准化
服务的“三标准”原则，以出版内容
为核心，采用 XR 虚拟现实综合技
术、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上游内容生
产端，填补优质虚拟现实内容缺口，
同时打通下游文化服务渠道，围绕公
共文化、文博旅游、高教科普和出版
发行四大业务条线，提供技术支持、
平台服务，满足新一代用户不断增长
的文化需求。

据邵丹介绍，该项目已服务全
国25个省 （区、市） 80余家出版文
化企业、公共文化单位和高校，通
过建立沉浸式阅读体验区、5G新阅
读展区，打造元宇宙书店，开展元
宇宙阅读快闪展等，为用户提供创
新阅读体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该项目线下场域及平台总计服务人
次超 3500 万，引领出版文化行业

“破圈”。

优质内容支撑
丰富用户体验

在发行领域，本次入选的图
书电商智能配送管理平台应用于
文轩网图书电商业务的物流配送
环节。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技术，围绕商品揽收出
库、中转运输、包件派送等不同
配送节点实时跟进、及时定位并
分析配送异常情况，同时聚焦问
题处理，通过自动化工单对接
及 时 将 异 常 情 况 流 转 至 客 服 、
承运商等各处理环节，加强公
司客服、物流与承运商之间的协
同效率。

四川文轩在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赵海告诉记者，平
台目前在提升服务质效、推进降
本增效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一
方面加强了公司客服、物流以及
承运商多方之间的信息互通，协
同快速解决包件异常问题，提升
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实现物流管
理从人工跟踪管控向智能系统管
控升级，对配送订单基于全国 4
万余个精确至街道的标准地址库
进行全程跟踪、精准管理，处理
时效明显提升。

在推动线上图书电商业务精细
化发展的同时，实体书店等线下阅
读场景的智能化建设同样关键。

由出版业用户行为大数据分
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打造的基于
图书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的新零售智慧书店系统，针对实
体书店经营模式单一、顾客量不
足的状况，以大数据驱动为主要
方式，有效利用销售数据、用户
数据价值，通过对特定文化社群
的多角度精准画像，为用户提供

个性化、多元化增值服务，助力
实体门店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升
效益。

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出版业用户行为大数据
分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秦艳
华介绍，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
任公司依托该系统创立了基于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
ERP 供应链体系，构建了与电
商平台、数字化内容、融媒体
矩阵和社群店群融合发展的新零
售书店模式。其中，湖南 Bool-
ink （不吝） 智慧书店 2021 年 3
月试营业以来，部署 5G 网络环
境，实现人、货、场的无线互
联，构建起文化沙龙、剧场、电
影、展览、课程等类型场景应
用。书店试营业以来，实现销售
码洋共计 1627.85 万元、销售实洋
950.26 万元，年均同比增长均达
到15%以上。

秉持问题意识 向技术要效益

伴随ChatGPT、Sora等人工智
能模型引发热议，创新技术推动出
版产业变革，使得出版业转型升级
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入选的科技创新成果中，河
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申报的基于
知识图谱和云原生技术的数字教育
云平台，以打造全版本“中小学数
字教材服务”为核心，着力构建

“中小学综合评价服务”“中小学人
工智能服务”“中小学教师培训服
务”的数字教育服务生态，实现由

“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的转
变。语义出版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
室申报的基于大模型的轻量级智能
出版知识服务平台，通过智能计算
和知识推理实现出版知识服务，满
足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个性化
需求。

基于历代典籍整理的中国传统
文化图典深度标引与素材库建设、
基于区块链的全媒体医学数字出版
平台、“中华先贤数字人”之“苏
东坡3D超写实数字人”等科技创
新成果的入选，反映出区块链、大

数据、人工智能、语义识别等智能
技术已成融合出版“标配”。

从内容生产与用户体验来看，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将提升内容生
产的效率和质量，使得产品营销更
为精准，用户阅读体验更为丰富。
侯笑宇说，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好
地促进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多种媒体形式的融合，有助于打造
更为丰富的融合出版产品，同时帮
助出版社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提
供有力的决策支持，催生更多的商
业模式和服务方式。

从产业变革与转型升级来看，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逐渐渗透到
出版发行全产业链，为行业拓展出
新的增长引擎，为用户创造出新的
价值。赵海提出，新技术应用能够
进一步解决上下游沟通成本高、信
息不对称等难题，持续提升协同效
率。AIGC技术不仅能影响内容生
产、营销发行方式，提升经营效
能，也将不断催生出符合时代发展
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

新模式。
“出版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机

遇，以技术赋能出版，走智慧化转
型的发展之路，打造创新性的‘业
态融合+渠道融合+智能科技’的
发展模式，实现内容生产能力、服
务能力、管理水平的全面优化升
级，推动出版业迈向新的发展阶
段。”秦艳华说，出版企业同时也
应注意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内容质
量、版权、隐私等方面的挑战，在
创新发展中确保合规合法和可持续
发展。

“AIGC 技术将作为新质生产
力，持续驱动内容生产及文化服务
向新的质态跃升。”邵丹表示，中
图云创目前已引入文生文、文生图
等AIGC技术，可提升工作效率约
30%。Sora 等文生视频技术的应
用，能让用户参与到内容生态建设
中来。伴随空间计算时代的到来，
出版文化行业也将加速步入虚实融
合的 Web3.0 时代，布局新的文化
数字经济体系，为文明赓续和社会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发展新质生产力 实现智慧化转型

◀地图大数据融合
出版知识服务平台打造
的“中国传统村落三维
特展”等产品，提升地
图出版效能与地图资源
社会服务能力。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
团有限公司 供图

▲ 读 者 在 湖 南
Boolink （不吝） 智慧
书店的智能瀑布屏前查
阅图书信息。

湖南 Boolink （不
吝）智慧书店 供图

◀中图云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5G新阅读”内容产品在2023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吸引小读者感受数字阅读的魅力。 中图云创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