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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创新。可以期待和想象的是，这些创新融合了世界文化，又具有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

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战略问题，需要尽早布局，主导发展。要进行全国的联合，要

动用最先进的科技，要组织最前沿的科研。中国文化固有的优势，尤其是在思维、情感、审美、

道德、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之处，可能会通过高度的数字化而得到充分的展现。目前基本的、核心

的、重要的古籍都有了相对准确的数据库，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但是量还不够大，挖掘还不够深入，尤其是这些成果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的，建设新的文化的意义等还没有充分发掘。

第三，古籍数字化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标准规范体系。包括数据采集、处理、存储、传输等

各个环节的标准规范。这将确保古籍数字化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古籍资源的共

享和利用。这是规则由谁制定、未来话语权在谁手里的重大问题。

总之，古籍数字化的未来充满希望，也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籍数字化将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将极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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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优秀传统文化璀璨夺目。文化繁荣与文化自信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先进

性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

华民族的根与魂。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为抓手，运用数智技

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厚沉淀，弘扬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是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数字化已成主基调。在数字中国建设、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化大数据、“数据要素 X 文化旅

游”行动计划等强有力的推动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数字文化创新与传播呈现蓬勃发展。

数智赋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所谓数智赋能，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大算力）、大模型为三大

核心要素，通过技术组合创新，实现“数字化—数据化—知识化—智慧化”的逐步递进。与人工

智能角度不同，数智赋能的认知侧重是以数据为核心，强调数据要素价值。数字化只是手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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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才是根本。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解决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等数据治理问题。

数字化是手段，数据化是载体，知识化是内涵。重视文化数据大基础，更要重视文化知识富

关联。文化大数据推动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规模量级，文化数据资源体系是激活

文化数据要素价值的保障，文化沉淀的知识脉络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

数据底座解决跨文化机构异构多源数据互联互通问题，知识中台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的体系化、关联化、图谱化、网络化等问题。数据成体系，不等于知识成体系。数据入表、数据

入湖是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文化基因与文化内涵的解释需要上升到知识化的层面。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景呈现，在复用已有数字化成果与建成的数据库基础上，关联形成中华文化

数据库，其核心工作应是围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中台建设。“中台”的概念最早由阿里巴

巴集团提出，流行于数字化企业转型。中台建设是一种精细化的架构思维，通过解耦的模块化方

式，解决后台技术系统与前台业务服务之间的衔接、响应与调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中台建设需要树立大文化遗产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化

特征，加强文物、古籍文献、档案、遗址与非遗等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互动与融合研究，

促进各类型文化记忆机构的协同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中台建设需要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记忆机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守护者和传承者。一直以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记忆机构肩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责任，在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建设与知识服务中具备专门优势。不同文化记忆

机构虽有文化载体类型的处理差异，但古籍文献、档案、文物等都体现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文脉相通是知识中台建设可行性的重要保障之一。

数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组织方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中台的核心是知识

组织系统，具体任务包括标签、目录、索引、规范文档、主题词表、本体等的设计、文化资源检

索与发现工具的开发、文化知识图谱的生成等，目的是揭示文化数据资源中的知识体系与知识脉

络。现有各类文化遗产相关名录、名册、清单、图录等众多，运用关联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

智能体等新技术手段，专注于新形态的目录与索引等检索类工具的开发、维护与关联，是文化记

忆机构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中台也为文化大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的语义

训练数据，架起文化资源拥有者、技术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三者可控与可信的中介桥梁。

知识化向下对接数据化，向上通往智慧化。知识中台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提供智能化的知

识服务，以实现文化知识传播与服务的智慧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数字化古籍与文物、数字

人、数字藏品、线上线下混合沉浸式体验、虚拟游戏等多元形式进行阐释，展现出令人振奋的创

新手段，实现了诸如数藏乾坤、数说文化的新叙事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

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在技术主导、数据泛化的时代，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中台正当其时。文化数字化是复

杂的系统工程，自下而上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底座、知识中台与智慧服务等五层。知识中台

作为其中重要的平台层，其建设需要可持续性、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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