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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拓展中医药古籍图像的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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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图像是中医药文献资源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及史料价值。近年

来，基于国内外中医药知识需求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入

开展，我们在中医古籍图像利用与保护方面做了有益

的尝试，挖掘、整合、获取、拓展古人长时间积累的经

验，力争使其发挥出最大学术效用和社会效用。

1 古籍图像的现状分析

中医古籍文献是中国的宝贵财富，由于其承载着

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医学历

史，大多数图书馆对于中医古籍文献还是处于“以藏

为主，以用为辅”的管理模式，这一“重藏轻用”的消极

方法所产生的中医古籍“孤岛现象”，使得大量的古籍

图像信息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阅读群体稀少，利

用率微乎甚微。据统计，中医古籍图像在中医药院校

非常受读者的欢迎，某些具有国际培训交流的团体机

构，对中医古籍图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

2010年lO月中医针灸申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之后，全球使用中医药和针灸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

160个，国际友人需求中医古籍图像资料阅览及拍照

的频次越来越高。他们在多种文献中查找某类图片，

必须使用手工查找方式，一页一页或一本一本查找，效

率很低。其所需图像也只能经拍照复印后才能使用，

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的手工状态。况且，往而复返的多

次拍照或扫描，这无疑加大了对中医古籍纸质文献的

损坏程度。

在专业图书馆内，中医古籍图像的挖掘、整合与利

用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可行性基础工作，但因客观条件

所限，这一基础性工作大都还停留在口头上。国内各

中医药高校与研究所都未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虽然个别部门因教学使用做了一些小的图像资料

库，但基本只是考虑本单位的需求问题。其结果一是

交流层面非常狭小，信息共享和反馈困难；二是图像质

量不够理想，数据的一致性无法保证；三是各自为政无

统一标准，图像收集门类过于单一；四是信息量贫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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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建设，深度利用研究成为空话。而作为传统中医

古籍信息资源公共管理系统建设的一部分一原版日
文等有关中医古籍图像信息资源的开发，各大高校图

书馆都未涉及到，完全是一个空白。为此，建立全方

位系统、规范、适用的中医古籍图像信息资源数据库

供临床、教学、科研及社会大众群体科普使用迫在

眉睫。

2古籍图像的研究意义

中医古籍是中医药学学术传承与发展的特殊时期

文献。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中医药古籍超过1万种，

若包括不同版本在内，数量可达3万余个。在半个世

纪累积的三次调研中，发现将近半数的古籍已成为孤

本．这些孤本医书中不乏稀世之珍品。如宋元以来历

代精刻之善本、名医手稿、名家批校本、精写本、刻书底

稿、彩绘本草图、经络图、内景图、导引图等，这些宝贵

的历史典籍很大一部分由于保管条件不善而风化、糟

朽、蛀蚀，面临绝本失传的危险。古籍属于不可再生的

文化资源，中医古籍对现代中医药学更具有无可替代

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作为保存中医古籍最多的中国中

医科学院图书馆，目前馆藏古籍中破损程度严重者近

10000册，中等程度破损者约有10000余册，轻度破损

者多达12000余册，三项总计占总馆藏的近一半，形势

非常严峻。针对这一特殊情况，考虑目前的资金使用

额度，我们暂对存世的古籍文献进行全方位的调研、分

析、整合其中的图像，也是对这些珍贵典籍资源加以保

护的一种有效途径。

建立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可以较好地体现古代中

医药领域图像的发展水平与成果记录，是中医古籍图

像考证研究及提要编辑整理之文献深度研究内容之

一。2010年中国针灸申遗的成功，为传统中医药学信

息资源建设构建了新的环境，使得传统中医药学传播

呈网络化趋势发展，随之产生的、为当今备受关注的传

统中医药图像表现与传播形式，往往比其他文献形式

包含更多的信息，且更加直观形象、易读易懂，凸显了

面向公众群体及国际友人需求的中医图谱信息资源建

设与服务的重要性。为此，图书馆在系统构建时，本着

中医古籍图像信息资源特有的独特与实用性原则，将

原本离散的、多元的、异构的、分布的古籍图像信息资

万方数据



·254· WORLD CHINESE MEDICINE May．2012，V01．7，No．3

源通过物理的或逻辑的方式组织为一个整体，解决

“信息孤岛”问题，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

是所有各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实际需求的一个共同目

标，同时也会对社会大众群体的科普传递会产生一定

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对充分揭示、挖掘古籍图像中所

蕴藏的中医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经验，让国际友人更

加直观地掌握中医古籍文献资源，促进中医药创新发

展及走向国际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3古籍图像的深度研究

自2000年始，我所得到了院长基金的资助，完成

了对4300多种孤本医书书目和940种孤本医书文献

的调研。在此基础上，遴选出351种最具抢救价值的

古籍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但由于资

金所限，古籍图像信息资源的研究一直拖到今日也未

付诸实施。为了实现中医药“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

标，提升中医药知识服务能力、改善服务效益的实现方

式，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发

展规划》，到2020年，科学数据共享工程要实现80％

以上的公益性、基础性数据资源面向全社会共享的要

求，我们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为基准，参考北京、上

海等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对上述现存中医古籍图像

进行挖掘、整合与利用研究，通过知识服务流程的有效

运作，使图像集成转化为知识产品，资源共享，实现知

识发现和知识拓展，并探索解决在数字化处理过程中

各环节对古籍再损伤的影响，制定相关数字化保护技

术措施。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3．1 调研范围采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以本课题前

期已做的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调研全国50家图书馆

(重点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公共图书馆和中医药

图书馆)1911年以前的全部中医古籍文献。

3．2收集图像采用国际通用的数字化标准拍照或

扫描图像，根据图像所处书目进行分类整理，并对图像

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撰写图像提要，阐释与评介图像

相关学术内容或历史典故，为研究者深入研究中医古

籍文献，提供指南。

3．3图像著录采用《医学主题词表》(即MeSH词

表)和《中医药学主题词表》进行图像标引。1)编号：

用于检索的顺序流水号，每一学科单独排序。2)来源：

包括书名、副书名，以及说明书名的文字。3)作者：包

括书名的作者、画者、译者等。4)出版：书目版地、版

者、出版年月和版次等。5)印刷：石印、版印、影印等。

6)馆藏：馆藏号，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为准。

3．4数据调研统计现存各图书馆馆藏古籍图像数

量，其中细化到色别(黑白、彩绘)、形式(专册、插页)、

图质(精图、简图、完整、残缺)等；并了解读者获取图

像途径、难易程度(拍照、复印、扫描)、图像需求频次、

利用价值(教学、科研、出版、宣传)等。

3．5系统构建采用中文元数据标准进行编目，制订

索引。对编辑好的图像数据分别归类于中医(中基、

医家、著作、典故等)、中药(本草、矿物、炮制、方剂

等)、针灸(针具、针法、刺法、灸疗等)、经络(经脉、腧

穴等)、骨伤(推拿、按摩、正骨、外治等)、其他(养生、

保健、食疗、药膳等)数据库，经系统整合形成中医古

籍图像数据系统共享平台。

4古籍图像的科技创新

宋元以来历代精刻之善本、名医手稿等医书是国

家宝藏中的“珍品”，重点调研、整合、分析这一时期图

像，挖掘其中之精粹，实现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与文物

价值，对我国中医药医学史图像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中医古籍图像的数字化，提升了其应用基础研

究与应用技术研究水平。特别是结合本所已有的《数

字中医古籍平台一古籍资源数据库》《中医药珍善本

古籍档案管理系统》《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系统》《馆藏

中医古籍目录数据库》《中医药古代文献知识库》《中

医古籍全文数据库》《海外中医古籍联合目录》《海外

回归中医古籍善本集粹》等，丰富了中医古籍文献资

源系统集成创新。

中医古籍文献有着悠久的历史，因其年代久远，许

多线装书籍已变得焦黄、脆碎，部分图像也严重缺乏完

整性，要想还原难度很大。实际操作中无论是拍照、扫

描、复印都会给书籍本身造成损害，目前还没有想出更

好的方法。但是，针对国内外中医药科研人员对古籍

图像还原、逼真的需求，我们深化了对复杂控温条件与

极端边界感光条件下对图像拍照与扫描的操作规律的

认识，利用废弃的实体相似纸型反复实践，找出了相对

较为准确的控温和感光数据，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中

医古籍原著的损坏。

5结语

中医古籍图像数据系统的建立，主要是对我国中

医药古籍文献资源内的图像进行全面筛查，彻底搞清

国内现有中医古籍图像现状及挖掘、整合、考证其中的

精粹；建立机读型数据库，力求做到科学、标准、规范、

检索现代化，实现古籍图像文献资源的再生性保护及

有效利用，资源共享；让科学数据价值最大化，为今后

国内外中医药科研人员了解掌握中医古籍图像资源，

检索相关书目，查找文献，古籍图史研究提供更加便利

的条件。
(2012—03—05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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