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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
录了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以
来超过400万册中国古籍由于种
种原因流散海外。

阿里巴巴达摩院、四川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日公
布，他们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教会
了AI识别中国古籍，将它们以数
字化的形式接回故土，置于网络
公益平台，向所有人开放。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汉典重
光”，意为让失落的珍贵古籍重放
光芒。“汉典重光”以97.5%的准
确率，识别了20万页古籍，覆盖3
万多字的古籍字典。

现代科技照亮中国
古籍“回家”之路

中国古籍拥有非常庞大且复
杂的知识体系，包括甲骨简牍、敦
煌遗书、宋元善本、明清精椠、拓
本舆图、少数民族文献等等。所涉
及的范围也是极其广泛，有应对
自然灾害、流行疫病、经济波动、
政治斗争、外交危机、气候变迁等

的经验，有战争、瘟疫、地震、洪涝
灾害、病虫害等方面的经验总结，
还有医疗、中药、养生、家具、服
饰、饮食文化等生活经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
图书馆是全美三大东亚图书馆之
一，90万册藏书里四成都是中文
书，还有不少甲骨文和拓片。第一
次到这儿的中国学者总感觉在穿
越历史的“虫洞”，这些古籍不能
运回中国，那就用数字化手段让
古籍的内容“回家”。

2019年，阿里巴巴和四川大
学提出“数字化回归”设想，四川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果与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力牵线搭
桥，沟通北美、欧洲、日韩等地藏
书机构，最后获得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支持，达成共识，将伯克利
东亚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逐步
数字化。

前所未有的挑战

据王果介绍，“汉典重光”的
分工非常明确——采集侧把纸质
书变为影印版，数字化生产侧把

影印版变为文字版，应用侧为文
字版增加检索、字典和知识图谱
等研学系统。东亚图书馆完成第
一个环节后，四川大学将和达摩
院共同完成另外两个步骤。其中，
四川大学将提供一切非计算层面
的专业支持，并与达摩院的机器
视觉实验室合作，共同开发古籍
AI技术。

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共 20万
页，包含40余种珍贵宋元善本。刚
开始大家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但
实际一上手才知道难度有多大。

首先是中国古籍的载体很多，
纸、布、竹子、木头、甲骨、石碑……
几乎所有能用的载体都被古人留
了字，不同载体上面的字识别起来
差别非常大。年代久远的纸张大多
残缺不全，上面还布满斑点，而且
排列非常复杂。古人喜欢从上到
下，从右到左，还非常喜欢在上面
做批注。

字迹的精美也成了负担。隶
书、楷书、草书、行书都漂亮，但也
真难认。大部分字还是手写的，不
但两个人写的同一个字不一样，
同一个人写的同一个字也差别很

大，很多字还有不同写法。
团队原有的OCR（图像文字

识别）的识别准确率只有40%，这
显然是不够的，较早涉足古籍识
别的Google Books（谷歌图书）
针对的都是英文古籍，对中文也
不适用。

大量创造性和创新
性的辛勤劳动

没有前车可鉴，只能自己来
了。“这就像教小朋友识字，确实
难，但也有简单的部分，我们就由
易到难慢慢做。”王果说。

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成果，包
含着中国学者大量创造性和创新
性的辛勤劳动。

达摩院的古籍识别算法，用
AI替代人工，大幅压缩了专家标
注工作量。在机器为主进行识别
的97.5%的内容中，约有1%（1万
字左右）需要专家录入；机器不能
识别的余下2.5%（2.5万字）的文
字，全部交给专家做后期标注。相
比人工专家录入，百万字书籍的
数字化工作量从1000天降低到

了35天，效率比人工专家录入方
案提升近30倍。这种古籍识别算
法，为中华古籍的回归提供了另
一种可行可期的思路。

非计算机层面的工作也非常
重要，四川大学专门组织了30多
个历史系学生来做标注，这很耗
神，眼力、脑力缺一不可，但这个
过程没法省略，就像学生要学习，
算法也要迭代，“只有数据够多够
好，机器才能搞定”。

这是一件非常难但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古籍识别的挑战巨大，
但大家还是想通过技术让古籍活
起来，用科技守护文明。

据了解，达摩院、四川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
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将继续
投入人力、物力，扩大古籍数字化
回归的数量，让所有蒙尘的古籍
重焕新生。

达摩院院长张建锋表示，阿
里计划将这套技术工具连同古籍
数字化平台一并捐赠，交由权威
公共机构长期运营，最终将成为
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供大众检
索学习。 （新华社童芳）

我这一代农村出生的人，谁
的童年里没有过胡豆的相伴呢？
立夏以后，家乡的房前屋后、田间
垄边，胡豆随处可见，豆荚开始变
得肚子鼓鼓，和那些淡紫色的花
儿一起娇羞地藏在豆叶下。

胡豆的花果期很长，差不多
能横跨4、5、6三个月。这段时间，
胡豆就成了我们饭桌上的常客。
每每黄昏时，我们兄妹仨就在母
亲吩咐下结伴去摘豆。摘颗粒饱
满而又不涩嘴的胡豆，对于我们
这些从小跟着父母干农活的孩童
们来说，自有一套“秘诀”，即一观
二捏三摘法：首先，把豆秆从上往
下观之，靠近根部的往往更熟，荚
大饱满；锁定对象，用手指轻捏豆
荚，手感饱胀且蚕豆之间空隙紧
密者可以下手；采豆时，左手扶住
豆秆，右手掌心握住豆荚，拇指和
食指捏住豆荚根部，朝着豆荚生
长的反方向顺手一拉，豆荚便落
入掌中。剥开豆荚，将青胡豆朝嘴
里一扔，脆生生、甜丝丝的。

回家后，一家人围坐剥豆，母
亲生火做饭，当晚的菜便是腌菜

烧青胡豆。腌菜烧青胡豆是一个
很家常的菜。等火把锅烧得热热
的，就放油，再放点儿姜末炒香，
把剥了荚的胡豆和一些切得碎
碎的腌菜一起放下去，放一点点
盐——因为腌菜是咸的，翻炒几
下，放点水焖一下，等水差不多干
了，就起锅。有时客人来，就要精
细些，剥豆时还要把皮也撕去。

而对于我们兄妹仨来说，来上
几串胡豆做的项链、手镯当然是最
爱了！我们在一盘翠绿碧嫩的胡豆
中挑挑拣拣，将粒大饱满、翠绿似
玉的蚕豆用棉线挨个串起，和着腌
菜烧青蚕豆一起煮。一熟，未至凉
透，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戴上蚕豆项
链、手镯。顾不上好好吃完晚饭，就
和伙伴们一起疯玩去了。我们跳着
橡皮筋，蚕豆项链在脖子上打着节
奏，跳累了时就停下来，从项链上
随手摘取一粒放入嘴中。小秋的胡
豆项链由于煮得太熟，才蹦跳几下
便“大珠小珠落玉盘”了。于是，大
伙儿将小秋的项链先吃完。接下
来，小秋就吃起了“百家豆”，你的
项链上拽一颗，她的项链上扯一
粒，胡豆的糯香和着欢乐的笑声在
橡皮筋上一起弹跳着……

又到胡豆飘香的时节，浓浓
的香味里有经年的岁月，我将儿
时玩乐的场景、母亲烹煮忙碌的
身影、农民们的勤劳纯朴一一串
起，如童年时串起胡豆项链、手镯
一样，挂在心上珍藏……

科技守护文明：中国古籍“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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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红色经典
浇筑坚定初心
望舒

红色经典记录着党的光辉历
史，承载着红色革命传统。今年是
建党 100 周年，回顾我党百年峥嵘
岁月，唯有不忘初心，才方得始终。
当前，各地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展
开，精心组织党史主题出版物的出
版发行，党员干部、各行各业的人
们要想在这场时代大考中交出一
份合格的答卷，就要学好用好红色
经典和重大主题读物，在阅读红色
经典中汲取文化养分和精神力量；
用红色“初心”浇筑我们的“责任
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弘扬担
当精神，爱岗敬业，扎扎实实做好
每一件事，用平凡和敬业锤炼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实实在在
的成绩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验。

读史使人明智，鉴以往而知未
来。阅读一本红色经典图书，也是
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历史不该
走远，尤其要引导新一代年轻人通
过阅读红色经典，坚定信念信仰，
传承红色基因，始终同党和人民站
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红色
经典中蕴含着共产党人的红色初
心，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
载体。开展阅读红色经典主题活
动，有助于广大师生与经典为伴、
以党史为鉴，在阅读体验中激发信
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相传。

多出版红色刊物具有时代意义
和重要作用。红色出版物的出版和
保存是新中国诞生不可遗忘的历史
记忆。抗日战争时期，红色出版物曾
是成为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
人、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和平年
代，红色出版物是传承红色基因、凝
聚民心、增强文化自信、汲取向上奋
斗力量的不竭源泉。没有源就没有
流，要从源头提供可让市民学习的
红色读物，有条件的地方或书城还
可通过打造红色阅读角，引导民众
在寻常阅读中体悟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

阅读是受益终生的事业，学习党
史如是。号召全民一起品读红色经
典，重温流淌在红色经典作品血脉中
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思想风貌，以
读书交流促大众阅读，以红色经典促
党性修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
定文化自信，将红色经典蕴涵的精神
力量一代代传承弘扬下去。

新华社郑州5月21日电（记
者 桂娟 史林静）中国考古界酝酿
多年的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工作，5
月 20日在河南商丘老南关古城
启动，该项目旨在发掘深埋在黄
河泥沙之下、春秋五霸之一宋襄
公曾经居住的宋国都城，揭示历
史上因黄河泛滥形成的奇特“新
城叠旧城”现象。

见证 3000 年历代兴衰的宋
国故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遗址上层层叠压着宋国故
城、汉代梁园城、隋唐睢阳城、隋
唐宋州城、宋代应天府城、明代归
德城等古城，洪积层下还有可能
掩埋着商人及其祖先遗迹，呈现
出“新城叠旧城”的地下奇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陈星灿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此次发掘不仅为了揭示春秋时代
的宋国故城城址面貌，还希望发
现更古老的商代和可能的先商时
期城址，揭开商丘地区夏商古代
文化的神秘面纱。

商丘是殷商之源，1994年，已

故著名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
组建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豫东地区
进行科学探索，发现了周代重要诸
侯国宋国的都城遗址，城址面积达
10.5平方公里，初步探明其外城城
墙走向、具体位置及长度。

时隔20多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联合启动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
目，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南方科技
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出任领队。

“此次发掘的目标是找到宋
国故城的城墙基槽、城内古地面，
以研究古城的始建年代和史上的
历次改修年代。”唐际根说，此次
考古将利用磁力、电阻、地震波等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参考其他东
周城布局规律，寻找宫殿、宗庙等
大型建筑遗迹，探索城内布局。

“我们将尝试以当下最先进
的科技手段，确立这一地区的古
地貌和古环境，展示剧烈环境变
化之下，先人反复建城的生存奋
斗史。”唐际根说。

浙江：文化旅游消费季
彰显红色引领

新华社杭州5月 21日电（记
者 冯源）上海、嘉兴 、吉安、瑞金、遵
义、延安、石家庄，七地的红色文旅
资源将连珠成串，连线成面，共同打
造“红旅中国·壮美山河”的红色旅
游城市联合线路。这是记者从5月
21日在浙江嘉兴开幕的“2021嘉兴
红船文化旅游节”暨“2021浙江省
文化旅游消费季”上获悉的。

据了解，本届嘉兴红船文化旅
游节将举办红色文旅创意市集、长
三角一体化文化旅游合作大会、“百
年风华·心游嘉兴”等采风系列活
动。而浙江省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则
以“五彩消费·美好生活”为主题，举
办“浙里红——逐梦新时代”“生态
绿——乐游新乡村”“活力橙——酷
玩新潮流”“畅想蓝——云享新体
验”“品质金——爱尚新生活”等五
个板块系列活动。

其中，“浙里红——逐梦新时
代”板块将以建党 100 周年为契
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充分挖掘
各地的红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炼
红色精神内涵，依托文博场馆、景
区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发
布浙江全省红色旅游产品及惠民
惠企政策，举办一系列红色文化和
旅游的主题活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记者 王思北）由中国文联主
办，“雪域新篇——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美术摄影展”5
月 21 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
幕，中国文艺界代表和巴拿马驻
华大使甘林等外国驻华使节约
100人出席开幕式。展览共展出
美术和摄影作品86件，以新世
纪创作的西藏题材精品力作为
主，展现了西藏的大美风光、人
文风貌和时代风尚。

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陶
勤表示，青藏高原是中国美术家
的灵感富矿，西藏题材的创新创
作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份宝
贵财富。中国美协始终支持少数
民族主题的创作展示、人才培养
和交流合作，愿意同各国友好人
士一道，介绍和展现“美丽西藏”

“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
“摄影是记录当下、反映现

实的艺术，此次展出的一幅幅新
老照片见证了70年来西藏发生

的人间奇迹。”中国摄协分党组
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说，中
国摄协将进一步团结广大摄影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更
好肩负起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
像的使命与责任。

据悉，本次展览是中国文
艺界喜迎建党百年活动之一，
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美协、中
国摄协和西藏文联共同承办。
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
至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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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启动
“城叠城”之谜有望揭示

86件精品美术摄影作品展现雪域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