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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活化利用 汲古润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一、热点概述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近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等 6 家单位在线召开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新增发布古籍资源 6786 部（件），其

中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为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开展利用和研究提

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据悉，这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第七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

二、答题素材

1.古籍情况：

“南京图书馆将 399种清人文集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其中还包括一些独一无二

的稿本、抄本等写本文献。”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陈立介绍，南京

图书馆提供“版本类别”“馆藏分布”等类型化检阅项，满足使用者个性化检索需求。

中山大学碑帖数据库现收录馆藏碑帖 4196 种 1 万余幅，类型主要有碑碣、画像石、石经、造像、

摩崖等，读者可以通过题名、责任者、刻石年代、出土地点等检索相关碑帖图像。“此次发布的资源具

有较高的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价值。数据库收录丰富，其中以书法著称于世者不在少数，如《曹全

碑》《多宝塔碑》等，代表了中国书法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成就。同时，这些资源还具有较高地方史料

文献价值。”中山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林明表示。

云南省图书馆此次发布资源为馆藏善本 63 部 381册，图像 50604 拍。此批发布的史部文献是云南

省图书馆馆藏史部善本中的特色和精华所在，是研究云南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医家类文献则多为

云南本地医书，其他地方较为少见。

2.开头/结尾：

（1）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2）“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3）“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第七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作为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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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古籍日渐丰富，不再被束之高阁，为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开展利用和研究提供了

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正面题）——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分析-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为今

用、再创中华文化辉煌的宝贵资源……

第二步——意义：

其一，古籍类型丰富、版本珍贵，有利于满足个性化使用需求……

其二，数字资源使用便捷，有利于随时查阅特色文献……

其三，运用现代技术重现古籍的“生命力”，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发展”……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的厚重历史，几千年来传承留下了无数智慧的结晶，古书典籍就是

其中最宝贵的历史财富，它们为后人留存了我们这个民族“根与魂”的来路……

其次，我国古籍资源十分丰富，从流传千年的《赵城金藏》，到旷古烁今的《永乐大典》，从揭开

古代王朝神秘面纱的西夏文献，到堪称百科全书的敦煌遗书，全国现存古籍和线装书 5000 多万册件……

再次，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保护好这些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文化底

蕴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四步——过渡：

古籍的修复与保护是一项精修细补的系统性工程。所以在将来我们更应该：

第五步——对策：

第一，大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加大古籍抢救保护力度。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古籍整理研究能力，提

升古籍整理出版水平，让古籍保护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第二，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加速中华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要通过 OCR 文字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图谱等高新技术加快古籍数字化整理、研究与利用，真正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获得新的生

命力，发挥更大的价值……

第三，必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创新发展等方面统筹推进，形成合力……

第六步——总结结尾：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古籍记载着中华民族过往的辉煌，是不能割裂的民族记忆。以

此次整合古籍数字资源为新契机，面向未来，我们坚信，更多的古籍必将穿越历史的岁月，绽放出更加

夺目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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