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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化”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古籍活化实践路径探索∗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馆藏拓片活化为例

□薛霏　韩松涛　黄晨

　　摘要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古籍活化成为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中的重要任务.文

章提出了一种新的以文化活化促进古籍活化的特藏揭示模式,并以浙江大学图书馆拓片活化应

用实践为例,总结了高校图书馆古籍活化的五种实践路径及 “４C”策略,以期为古籍活化工作提

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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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文以化人,培根铸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将文化自信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让“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１]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之

一,“两个结合”的提出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

创造新文化的殷切希望.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强

国”建设,围绕文物活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审议通过«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
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正

式提出“文物活化”的概念[２].２０２２年５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了文化数字化战略

是让文化更“活”更火的重要途径[３].２０２３年,“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４]上线,运用交互式可视化

与关联语义技术实现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多维

展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发展正在促进古籍活化

智能化变革,古籍保护已经从原生性古籍修复扩展

到再生性的古籍出版及数字化平台建设[５].数字人

文技术[６]的运用解决了文学研究资料时空离散的难

题,可将古籍里的文化元素细粒度重构,并将文化价

值通过研究、诠释的形式多元化呈现.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VR/AR 等技术的相继出现,为古籍阅

读推广提供了无限可能[７],更使得蕴藏“时代密码”
的古籍突破学术圈的壁垒,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呈现.纵观国家政策发展和数字化技术进步,古籍

的活化利用已经从最初的保存保护性活化过渡到以

激活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为己任的传承性活化阶段.
图书馆具有传承人类文明的天然使命,早在１９７７

年,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Ｇ
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
就成立了保存与保护专委会[８](Preservationand
ConservationSection),并于１９８４年制定了保存与

保护全球战略计划(TheStrategicProgrammeon
PreservationandConservation,PAC计划),之后在

«国际图联战略计划»中,多次对“文化遗产保存与保

护”提 出 倡 议,并 在 «国 际 图 联 战 略 计 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IFLAStrategicPlan２０１６－２０２１[９])中,正式

将“文化遗产”(CulturalHeritage)列为四大战略方

向之一,倡议建立保存与保护中心(Preservationand
ConservationCentres,PACs)网络,制定多样化的

内容收集和保护标准,重点突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让中华传统文化活起来,充分发挥经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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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文献资源的育人作用”[１０].中国图书馆界对古籍

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最小干预”情况下的保护性活

化[１１－１４].近两年,高校助力古籍活化的研究日益增

多,有学者认为古籍保护与活化应围绕古籍资源数

字化利用统筹布局,核心问题源于专项经费、法律条

例和保护人才的缺失[１５],也有学者提出高校古籍活

化应加强古籍数字化与影印出版,加强学科建设与

人才培养[１６],开发古籍数字藏品[１７],但缺少从文化

活化的角度分享古籍活化的实践案例.
“文化活化”作为国家战略,是“四个自信”的重

要实践形式之一,是一种从宏观的角度思考传统文

化具象化路径的建构力量,是一个主动挖掘、发现文

化资源价值,并进行文化价值管理与再创造的过程.
譬如当今成熟的“敦煌舞”流派来源于“敦煌壁画”中
丰富的乐舞形象,是传统文化要素的动态化整合以

及现代化创新开发的生动案例.文化活化涵盖广

阔,古籍活化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通过深入挖掘古籍

资源的时代价值,让古籍中蕴含的传统智慧、文化基

因等文化要素“鲜活”起来,成为具有当代文化传承

价值的资源.对此,古籍资源的要素化分析与管理

是基础.在高校图书馆中,只有把古籍资源的原真

性和独特性与教、学、研等目标深度融合,才能在文

化互动中实现古籍文化要素的活化.拓片作为古籍

的一个类型,集中了文字、书法、石刻、拓印、非遗传

拓技法等多种传统文化基因,具有史料价值、文物价

值、艺术价值,其中每一个文化基因都可被活化运

用.本文从“文化活化”视域切入,以浙江大学(以下

简称浙大)图书馆馆藏拓片活化为例,以点带面,逆
向思考与探索“文化活化”视域下古籍活化的实践路

径,并通过案例呈现提出古籍活化的五种实践路径

以及“４C”策略思考,以期为高校图书馆以古籍活化

增益文化活化提供借鉴参考.

２　浙大图书馆拓片活化实践

２．１　馆藏拓片介绍

金石泛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记事的钟鼎碑碣

之类的物品.拓片是以传拓的方式,从碑刻、铜器等

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状、文字或图画的纸张.传拓技

法可与原石１∶１比例拓制,拓片可真实反映原石细

微之处,是修复与保护文物的重要依据,也可为考古

挖掘、历史研究、文物鉴赏提供最原始的史料.
浙大图书馆古籍收藏[１８]最早可追溯至１８９７年

建立的求是书院,现藏古籍及民国线装书总计１８万

余册,其中善本２０００种、２万余册,«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收录１７５部,居全国高校第二位.２０１３年,浙
大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以下简称碑帖

中心)成立,内设金石碑帖特藏陈列室、古籍修复与

碑帖整理室等,用于学术研讨、文化展览、古籍修复、
交叉学科学术合作等.

拓片是碑帖中心的建设重点,分为新藏和旧藏

两部分.旧藏晚清民国拓片,多为孙氏玉海楼与潘

鉴宗先生所赠,涵盖墓志碑记、雁荡摩崖、乾隆石经、
杭州藏石、名家书法五大类,共２９５种,１５５４张.其

中,汉三老碑、汉中全拓、龙门二十品、龙门百种、«淳
化阁帖»、乾隆石经为个中翘楚,不仅有历史文献价

值,更为艺术瑰宝.新藏从西安、洛阳两地购入拓片

１６批,共１万余种,１２０００余张,以墓志、买地券、镇
墓文等地下材料为主,年代从先秦至清代,其中数量

最多的是唐代墓志拓片.并随拓片获赠唐代“大唐

故梁州参军姚君墓志铭”等墓石数盒.截至２０２２
年,浙大图书馆馆藏拓片１０６８３种,１３９５９张,墓志

原石３０余方.

２．２　馆藏拓片文化价值

浙大图书馆拓片收藏以古籍碑帖研究为基础,
通过整理、修复、收购、捐赠等多种途径,推动资源建

设的同时,也促进研究人员培养及交叉学科融合发

展.拓片文化价值的挖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２．２．１　史料价值

浙大图书馆馆藏拓片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史

籍资料查漏补缺及修正传承.拓片是收集文字保留

记录的重要方式,能从历史原始资料的角度对历史

典籍、人物传记资料提供增补.浙大学者胡可先通

过对馆藏“大历十才子”«耿 墓志»的研究,补充和

订正耿 的名字和生卒年、家世和历官,对于理解其

仕途沉沦、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１９].同时,拓片

也能为考古学提供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
术以及宗教信仰各领域信息.浙大学者杨琼通过对

馆藏«席夔墓志»的研究,发现了唐代文化产生环境

的缩影及唐代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０].

２．２．２　文物价值

拓片是文物的一种,残损或者遗失的原石拓片,
更是稀世珍本.浙大藏品摩崖类拓片较现有碑文完

整,如馆藏雁荡山晚清民国时期的拓片,其中大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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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石刻已经亡佚或重建,像雁荡“白玉烟”“天开图

画”等摩崖拓本细节明显优于现存碑文.另有“洗心

真境”一张,见于民国«雁荡山志»著录,但已不见于

１９８７年编印的«雁荡山摩崖石刻»一书,推断该碑已

损坏.

２．２．３　艺术价值

因文字能够“正经补史”,拓片上的文字和图案

对研究古代历史与书法演变有重要意义.馆藏有颜

真卿、柳公权、虞世南、徐浩等书法大家的作品,不仅

是艺术品,也是艺术传统的延续和展示.

２．３　馆藏拓片活化实践路径

本文将实践经验总结为以下五大古籍活化路

径,其中,资源整合和数字赋能路径夯实活化之基,
重点关注古籍活化物理资源和数字技术维度的基础

设施建设与创造性转化;教研加持、图博联动、校园

互动路径延展活化之翼,教研加持路径分享了教学

和科研服务中的拓片活化实践,其活化成果正向反

馈给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促成了图

博联动途径的创新发展.校园互动路径介绍了从文

化层面多维服务社区的实践经验.以下论述先介绍

五种古籍活化路径内涵定义,再以拓片活化实践为

例展开说明.

２．３．１　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主要指图书馆立足古籍文化内核,通过

整合馆藏资源、校内资源、学界资源、业界资源,为相关

学科提供文化熏陶环境以及教学、科研、科普等支持.
(１)学术资源整合

浙大古籍部主任韩松涛 老 师 提 出 了 学 术 特

藏[２１]的概念,打破了图书类目的限制,将金石碑帖

图书从考古学、文字学、书法、地方志等图书类目中

抽取集成,形成“金石碑拓特藏”,并以此为核心,作
为后续文献资源的采访重点,以方便用户资源发现

和交叉学科研究.
(２)空间资源共生

碑帖中心具有文化共享空间的功能,成为举办

学术研讨、文物鉴赏、文化交流等活动的热门场所.
文、史、哲学院老师也常借用碑帖中心进行沉浸式授

课、举办读书会、录制慕课等.图书馆通过空间共享

将具有共生关系的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对于克服认

识上的瓶颈、跨越知识孤岛、打通学科间的隔阂、实
现图书馆文化与空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促进

作用.

(３)人才资源联动

为促进学术发展,碑帖中心聚集国内外知名研

究学者,设立学术委员会,建设人才培养基地,发挥

图书馆员在古籍保护、古籍碑帖修复、版本目录学、
数字化等领域的优势.同时,融合浙大院系研究力

量,与文学、史学教授合作,培养碑帖目录、图文考释

方面的人才;与理学、工学、计算机教授合作,探索碑

帖数字化、AI文化另类演绎等新时代文化的衍生研

究;与出版行业合作,形成“学者—图书馆—出版社”
良性生态.

２．３．２　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是古籍保护性活化的一种,将古籍资

源数字化,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古籍展示方式,
常涉及古籍数字化工具研究、古籍 OCR及元数据标

注、古籍数据库建设、古今文化融合等应用.
(１)拓片数据库建设

“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２２]由碑帖中心建设,现
已在线发布浙大图书馆馆藏拓片 ３８００ 余种,近

５０００张,录入公开发表的历代墓志资料６３００余条,
补足墓志图像３０００余张.同时,数据库开通“个人

书房”“个人上传拓片”“发布评论”等功能,充分运用

群体智慧,挖掘与补充墓志潜在的文化内涵,记录研

究轨迹,交流研究成果.
(２)文物数字化技术研究

诸如石壁、泥壁、甲骨、竹木、象牙等浅刻文物,
游走于二维与三维之间,它们近乎二维平面,却拥有

稍具刻度的纹理,以至于高 DPI平面扫描仪也无法

再现其全貌.反射变换成像(ReflectanceTransforＧ
mationImaging,RTI)技术可拍摄文物丰富细节,是
潜刻文物的最佳数字化方式.拍摄文物照片时,相
机和被摄物固定,相同的光源从不同角度照射同一

被摄物,每一个光位获得一张照片.经过 RTI的数

学方法,被摄物几十张二维照片中每个像素的三维

信息被提取出来,进而交互式地重塑 RTI图像[２３].
早在２０１５年,浙大图书馆及CADAL项目管理中心

派研究人员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 RTI
技术的交流与学习,搭建了“２．５维浅刻扫描中心”,
并进一步对 RTI搭建环境、光源运用、扫描方式及

核心算法进行一系列改革与创新.目前,浙大图书

馆已经基本掌握 RTI技术在小型浅刻文物上的运

用,同时开始向扫描石刻等大型实物的方向发展.
(３)“AI＋艺术”活化应用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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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拓片上原始碑文或图案反映了古代书法、
绘画和雕刻的艺术风格和技法演变,对于研究古代

文字、书法及展示古代文化的魅力有重要价值.浙

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运用馆藏拓片资源,研发

了国内首款小型智能数控篆刻机,只需不到３０分

钟,即可刻制自己姓名的浙大“求是印”,是馆藏拓片

资源艺术传承活化的生动演绎.

２．３．３　教研加持

教研加持主要指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术

信息资源聚集地的功能,架起图书馆古籍与专业学

科之间的桥梁,通过古籍文化研究、嵌入式课程、精
品出版、典籍文化主题沙龙等活动,为传承中华文

明、活化校园文化、培养古籍后备人才提供支持.
(１)与教学的双向互动

在拓片活化中,将拓片文化内涵融入到教学活

动中,通过教学讲解、实践探索、创意表达,使学生全

方位了解拓片相关知识,实现馆藏拓片创造性活化.
比如:浙大“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将课堂移到图书

馆拓片收藏中心.在知识讲授阶段,图书馆老师结

合馆藏拓片实物给同学们展示甲骨、青铜器、摩崖、
碑刻、造像、石经、塔铭等内容,并重点阐述拓片的研

究价值.实践操作阶段,古籍修复老师讲授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拓的技巧,并进行上纸、敲打、上墨、
取片等实操训练.嵌入式教学,将古籍文化中理性

知识与感性体验相结合,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此外,古籍修复中心与学院合作,推出“物理与社会

服务”“古籍保护体验”等劳育共建课程.
(２)与科研的双向促进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拓片涉及了广泛的学科领

域,包括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科研人员可通过

研究深入挖掘馆藏拓片文化内涵,并与相关学科领

域结合和对话.浙大图书馆馆藏拓片为衍生文化研

究比如“中华礼藏”“宋润文化”“AI＋艺术篆刻”提
供了研究史料,实现了拓片活化与当代社会的融合.
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以展览和学术分享讲座等形式

回馈给图书馆,助力学生成长.

２．３．４　图博联动

图博联动主要指同属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主体机

构的图书馆与博物馆,可扬各馆之长,在特藏资源建

设、融合服务、资金筹集、宣传推广等方面实现价值

共创.浙大图书馆和本校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已合作

多年,并取得一定成效[２４].此处重点从文化活化的

角度陈述展览相关的融合服务.
对于碑帖特藏,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浙大

图书馆共同主办过两场大型展览.“金石不朽:书
写、复制与文化衍生”展览(以下简称金石不朽),共
展出金石拓本、金石图书与金石学者的信札手稿百

余件,配合以古代铜镜、简牍、砖瓦、碑刻、墓志等实

物,全面展示了拓本这一承载古代文明的独特形式;
“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

片展”(以下简称昨夜星辰)分为三个主题,以挂框、
卷轴、无框画、折页等多种形式呈现,多角度展现了

藏品的书法价值、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两个展览

都进行了云端观展服务.
(１)展艺结合

非遗是“活态”存在的文化遗产,在上述“实物教

学”与“展览教学”静态展览中,图书馆安排穿插了传

拓技艺的授课与体验,使观展过程动静结合、活态互

动,让观众亲眼、亲手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同时激励大家研究、保护与传承古籍经典.

(２)展研结合

“金石不朽”展览是浙大薛龙春教授带领学生充

分利用图书馆与艺博馆馆藏资源,策划的一次带有

教学实践性质的展览.“昨夜星辰”是胡可先教授

«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研究成果的集中呈

现.策展过程就是一场教学与研究实践,图书馆和

博物馆以特藏赋予了学术新的材料和增长点,与此

同时,特藏的价值得以充分挖掘与展示.
(３)展创结合

图书馆与博物馆联动配套服务设施,实现文化

资源、文创产品、受众推广等价值共创,助推馆藏文

化从“殿堂”走入“日常”.碑帖中心将历年展览的门

票汇集成一套精美书签,以及依据拓片资料制作的

“如是我闻”文创手账本,深受师生欢迎.

２．３．５　校园互动

校园互动主要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层

面古籍活化应用.当代大学生群体结构趋向多元

化,思维独立又追求个性.古籍的“高冷”特质与高

校学生追求新意的性格特点相去甚远.高互动性,
是激发受众兴趣的重要手段,浙大图书馆探索了以

下四种聚焦古籍活化的校园互动方式.
(１)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以挖掘古籍物质、非物质、显性、隐性

以及本身衍生文化元素为主要内容,为受众提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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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串烧”体验.比如:“茶档心画”展出传统文人艺

术家刘栋先生茶、纸、书法精品共计３０余幅,茶文化

与金石书法的巧妙融合,给予观者有别于传统书法

作品的视觉体验及更为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此后

的讲座、研讨、学子书缘等活动,来自书、茶、艺三界

人士,以笔墨、茶艺为媒介,与学子们交流人文观点,
分享艺术人生.此茶纸书法全新的古籍艺术分享形

式,已从单个门类的文化艺术研究本身,扩大到中国

传统文人的风雅形貌与精神气质再现体验.
(２)娱乐互动

娱乐互动以受众娱乐体验为目标,在文化娱乐

中感受馆藏古籍的文化感染力.浙大图书馆古籍馆

老师将拓片文化带入观成实验学校“观成风雅宋”活
动中,让学生在体验宋代品茗、插花、焚香、挂画诸种

雅趣之际,沉浸式了解馆藏拓片的书法、文学与历史

价值.图书馆通过“宝藏评选”“图书馆探宝”等活动

向读者云端展示“深闺”中的馆藏,从古籍珍本、名人

手稿、民国画像,到石刻拓片、镇墓文原石、金石拓

本,乃至藏书印章、藏书票都可化身文创产品,让古

籍以当代学生喜爱的方式活化.随着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元宇宙等科技助力,未来古籍文化活化互动

将向着虚实结合、人文互动、智能互联的沉浸式方向

发展.
(３)情感互动

情感互动以提供受众情绪价值为诉求,通过满

足用户情感体验来实现古籍中的文化传递.比如:
在开学季,浙大图书馆抓住大学生陌生好奇情感推

出“古籍修复师”之古籍传拓体验、古籍装帧体验等

与“古籍馆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活动;在清明怀旧时

节,推出“生命如花,睹物思人”常见墓志纹饰推文;
在新年来临之际,抓住喜庆情绪,开展“门神送福,福
到万家”门神巡展活动;在毕业季,抓住怀旧情绪,推
出“那些年我们经历过的古籍”等有奖知识竞答

活动.
(４)教育互动

教育互动以传授知识、答疑解惑为目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拓技艺是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最重要

的文献复制手段之一.传拓可将金石碑文的内容和

形态通过拓印方式转移到纸上,实现对金石文化的

保存与传承.通过传拓体验活动,可以向公众传递

非遗文化价值观念,促进文化多样性的认知和尊重.
古籍馆员将此非遗技艺转化为“墓志拓印实操体验”

课程,以清代原石为椎拓对象,使学生从实操互动中

亲身体验文物到文化的转化,以及历史与文字传承

的智慧.

３　实践成效与思考

３．１　实践成效

２０１８年,浙大图书馆正式推出“我在浙大修古

籍”系列体验活动,将馆藏古籍引入校园传统文化集

市,成为一张浙江大学的文化名片.随后,在２０２０
年,借助融媒体平台,“我在浙大修古籍”系列视频开

播,赋古籍以鲜活的生命,传递传统文化的内涵.图

书馆与学院合作,融教、学、研于一体,推出“墨洒书

香绘‘非遗’———湿拓手工体验”“惟学沙龙:古籍装

帧与雕版印刷”“图书馆古籍装帧体验”等活动,受到

师生乃至学界的广泛好评.古籍文献修复工作坊荣

获２０２３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最佳品牌奖”.“古籍保

护体验”劳育共建课程传承典籍的同时,培养了一批

热爱传统文化的学生志愿者,在２０２３年浙江大学首

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荣获“十佳提名奖”.图书

馆也孕育出一支工匠团队,潜心研究古籍保护与保

存[２５],“浙教工匠”[２６]称号是对图书馆文化“匠人”的
最好肯定.

３．２　实践思考

如前所述,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古籍的传承不是

简单的接收,也不是陈列或纪念性的存储,而是一种

动态机制,古籍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平行空

间动态存在,与高校实践中的教育、科研、社会活动

发生对话.笔者结合浙江大学图书馆实践,将古籍

活化总结为连接(Connection)、合作(Cooperation)、
创造(Creation)、建设(Construction)“４C”策略.

３．２．１　连接

充分运用高校研究优势,建立古籍资源与其相

关艺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间的连接,比如:上
文“教研加持”路径下,古籍活化进程与教学科研双

向促进,可以让古籍活化在文化层面更加综合与丰

富;借助数字人文力量,挖掘古籍文化内涵,建立精

准小数据集,形成古籍特藏间甚至文化内涵数据间

的连接,实现古籍传承性活化;在资源整合路径下,
发挥高校图书馆资源和空间优势,形成线上线下双

向引流,建立与受众之间的超级连接,推动高校师

生、研究者、职能部门及价值共创团体成为古籍活化

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最后,要与国家需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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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需求、学院需求建立连接,形成双向奔赴的良性互

动局面.

３．２．２　合作

古籍活化推广可采用借船出海策略,与成熟平

台合作,比如:借助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通用特藏平台[２７],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北
京大学、抖音集团共建的“古籍智慧图书馆”[２８]项

目,在有限的成本下增加馆藏曝光率;合作不仅仅限

于“图博联动”,更可与高校研究者、价值共创团体

(展览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党委宣传部等职

能部门、学生社团合作,在获得业务价值的同时,完
成古籍活化使命;积极推动古籍“数字赋能”,借助众

包平台和大众力量,实现古籍数字化、语义标注以及

知识图谱建构.通过报告、评奖等方式在国内外图

书馆界会议上交流,比如:国际图联(IFLA)、环太平

洋研究图书馆联盟(PRRLA)、中国图书馆学会、美
国图书馆协会(ALA)、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CAＧ
LA)等年会都有相关议题讨论,实现古籍活化内外

营销.

３．２．３　创造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而创造是第一

动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给古籍整理修复带来

了颠覆性的变革,创新驱动的发展观需要重视科学

技术这一生产力,进而在古籍活化的过程和展现形

式上带来更高效、更智能、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比如:传统的古籍 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与 AI
技术结合,用专用设备对古籍纸本扫一扫,古籍上的

内容就会自动录入计算机,并可通过后台大数据进

行重点文本精确校对,古籍文化知识整理重构,并以

知识库的形式,借助融媒体平台按照读者需求提供

沉浸式展示.图书馆古籍创造性活化要激活“数据”
和“人”的力量,数字技术促使古籍实现数字化孪生,
打破学科的壁垒,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融媒体平台可

创新古籍现代文化表达形式,人的创造性思维可赋

予古籍人文温度,更好的驱动技术、传播文化.

３．２．４　建设

此处涉及内容和机制两方面内容.内容层面可

发挥图书馆文献收集与组织的长项,善用高校研究

与教育资源,建设精而专的古籍特藏小数据集,实现

古籍保护和修复性活化;机制层面需加强古籍保护

与修复研究、相关硬软件设施平台建设,组建高水平

古籍修复推广人才队伍,加强教育培训,建立完善的

合作协同机制,对相关标准规范章程进行梳理.通

过不断迭代更新,为古籍活化传承提供更好的条件

和环境.

４　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化活化的宏观视角可深入挖掘

古籍鲜活的现代内涵,高等院校拥有丰富的古籍资

源、科研资源和教育资源,具备实施“古籍活化”的天

然优势.高校图书馆更应把握文化内核,充分发挥

文化育人的功能,挖掘馆藏、打造平台、连接内外、夯
实基础,善于运用科技的力量,助力古籍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善于借助融媒体平台,加大中华文

化传播力度,更应激活利益相关方的主观能动性,形
成内外合力,守正创新,探索古籍活化可持续发展道

路.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之血脉,文化自信是民族

自信之源,本文以具体的拓片活化微观案例视角逆

向探索文化活化视域下古籍活化的实践路径,期望

能为同行提供新的思路及参考,共同推进我国高校

图书馆古籍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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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thePracticePathofActivatingAncientBooksinUniversityLibraries
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Activation”

—ACaseoftheRubbingsActivationin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
HelenF．Xue　HanSongtao　HuangChen

Abstract:Inthepursuitofbuildinga“culturalpowerhouse”,theactivationofancientbookshaveeＧ
mergedasasignificanttaskinpreservingandutilizingculturalheritage．Inthisarticle,weintroducea
novelmodelforthedisclosureofspecialcollections,aimingtopromotetherevitalizationofancientbooks
throughculturalactivation．Basedonthepracticeofrubbingactivationat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we
outlinefivepracticalapproachesand“fourC”strategicconsiderationsforancientbooksactivationinuniverＧ
sitylibrariesinordertoofferfreshinsightsfortherevitalizationofancientbooks．

Keywords:CulturalActivation;ActivatingAncientBooks;Rubbings;UniversityLibrary;Library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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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rentStatus,Issues,andOptimizationofGovernmentProcurement
ContractsforPaperResourcesin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

—BasedontheAnalysisofContractAnnouncementInformationfrom
theChinaGovernmentProcurementNetwork

XiangJiali

Abstract:Atotalof４７９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announcementand４０２originalcontract
textsforpaperresourceswerecollectedandsortedfromthe “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AnＧ
nouncementSystem”oftheChinagovernmentprocurementnetworkin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Ｇ
braries．Throughstatisticalandtextualanalysis,thispaperprovidesacomprehensiveanalysisofgovernＧ
mentprocurementcontractsforpaperresourcesindouble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Itexaminestheoverall
situationandkeytermsofthesecontracts,identifiesexistingproblems,andincorporatesthelatestlaws,
regulations,andbusinesspractices．ItpresentsseveraloptimizationsuggestionsforthestandardizedmanＧ
agementof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forpaperresourcesinuniversitylibrariesinChina．These
suggestionsinclude:standardizingtheprocessofsigningandannouncingcontractinformation,avoidingthe
indiscriminateapplicationofcontractmodeltext,strengtheningthecompliancereviewofcontractamount/
priceterms,refiningproductqualityservicestandardsandbreachofcontractliabilityterms,clearlystipuＧ
latingsettlementandpaymentterms,andrefiningtheperformanceacceptanceterms．Thesesuggestions
aimtoprovideausefulreferenceforimprovingthemanagementof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inuＧ
niversitylibrarie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ies;PaperResources;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Analysisof
theCurrentSituation;Problem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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