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

与研究中心、北京字节跳动公益

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联

合举办“北京大学《儒藏》数字化

项目启动仪式”，北京字节跳动

公益基金会向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赠 2500万元，用于支持
北京大学开展《儒藏》编纂与研

究工作。与此同时，项目还将通

过“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推

进《儒藏》数字化工程。未来，相

关成果将在“识典古籍”平台上

线，并向社会开放。

北大《儒藏》是重大学术文

化项目，未来将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

想文化著述的总汇，不论是从历

史还是文化传承角度来说都具

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因此，此次

捐赠也引发了行业密切关注。

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儒藏》编

纂与研究中心主任王博表示，

“下一步，我们特别强调要把重

点放在《儒藏》的数字化整理方

案，更方便让有兴趣的读者使

用，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

求，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都有

一种基础性的塑造力量。”

在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张羽看来，《儒藏》工程

中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可以在人

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被解决和

提效的。“我们将根据《儒藏》整

理的需求，进一步优化识典古籍

产品功能，让专家们可以更加高

效便捷地开展工作。未来《儒藏》

的相关成果也将陆续在识典古

籍阅读端上线，实现全民共享，

让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能够

被更多人便捷检索和阅读。”

一项持续多年的事业

据介绍，《儒藏》工程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地系统整

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

性文化建设工程。2003年，“《儒
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由教育部

批准立项，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汤一介担任项目首席专家，北京

大学联合国内外几十家高校和

科研机构共同承担。2004 年 6
月，“《儒藏》精华本”被列为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 2004年度重大项
目；同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

与研究中心成立，负责组织实施

《儒藏》的整理编纂工作。

《儒藏》工程分两部实施，即

《儒藏》“精华编”与《儒藏》全本。

其中，先期成果《儒藏》“精华编”

收录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

和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510种，以
及韩、日、越三国历史上用汉文

著述的儒学文献 160 种，编为
339册。

目前，《儒藏》“精华编”中国

部分 510 种 282 册全部整理完
成，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总字数近 2 亿，中、韩、日、越四
国近百所高校近 500 位学者参
与。全本《儒藏》计划收书 3000
余种（含“精华编”），总字数约

10亿，将基本囊括中、韩、日、越
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

2023 年 4 月，全本《儒藏》编纂
启动，重点推进《儒藏》文献的数

字化整理、智能化利用和网络化

传播。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工程将

使中国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

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然而，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

的工程被不容易，其中一些基础

性的工作，如校勘、标点、语义辨

析等，耗费了专家学者们大量时

间和精力。实际上，在项目前期，

北京大学方面也曾尝试开展古

籍数字化尝试，但由于当时相关

技术尚不成熟，《儒藏》工程编纂

工作仍面临很多挑战。

幸运的是，在人工智能技术

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数字化工

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古籍保护

数字化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据介绍，经过两年多的发

展，“识典古籍”平台已经具有版

式识别、自动标点、结构整理、校

勘等涉及古籍整理的全流程整

理功能。《儒藏》的整理者将相关

文献的影像上传平台后，由人工

智能进行初步整理，专业人员进

行校对及做出更有深度的学术

判断，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专家在

基础性工作上投入的精力。同

时，“识典古籍”平台还开发了协

作整理的功能，支持以团队的形

式开展工作。

“识典古籍”产品负责人王

宇告诉记者，古籍保护与文化

传承一直是字节跳动公益重点

关注的领域。在他看来，古籍保

护项目并不同于其他公益项

目，其更需要沉下心来，回归公

益本身。“企业要做好公益项

目，需要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

同时也要关注社会需求。我们

的优势在于技术，在于产品开

发，以及浓厚的公益文化氛围。

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

2022 年上线到现在，我们根据
用户反馈和新的需求，不断对

平台功能进行优化。”

以科技赋能公益

事实上，在此次捐赠之前，

字节跳动公益在古籍保护及数

字化方面已开展了数年探索。

2021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字节跳动公益联合开展

“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

项目”，在古籍保护、古籍科研、

古籍数字化、人才培养、古籍活

化与利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字节跳动首批捐赠 1000 万元，
设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

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定向资

助中华珍贵古籍修复和专业人

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项

目，其中重点包括《永乐大典》

“湖”字册等国家珍贵典籍和特

藏文献。

2022年 3月，字节跳动向北
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捐赠，全

面支持“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
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的工作。字

节跳动依托在 OCR（光学字符
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

等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以及

互联网产品设计与研发优势，研

发古籍数字化平台，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加速中华古籍资源的数

字化建设，探索借助人工智能提

高古籍修复、整理工作效率。

2022年 10月，由该实验室
研发的古籍数字化平台———“识

典古籍”平台上线，进一步提高

了古籍数字化进程。截至目前，

“识典古籍”阅读端已经上线超

过 1 万部古籍，并提供图文对
照、分词检索、实体百科等功能。

此外，为进一步解决用户“找不

到”“不会用”等问题，“识典古

籍”平台还上线了古籍智能助

手。当遇到不懂的古文时，用户

可以点击“问 AI”，就能够看到这
句话的翻译，还可以让智能助手

总结古文的主要内容，提出可供

参考的研究问题。

2023年 7月，故宫博物院与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

合作启动“古籍保护与活化公益

项目”。此次合作为期三年，致力

于开展抢救性保护及资源转化

利用。合作首年，由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

项基金捐赠首批资金，用于筹建

故宫古籍科技实验室，进行古籍

修复、古籍数字化、雕版预防性

保护、专题展览及出版等项目，

用公益力量推动古籍保护和活

化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系列动作，让我们看到

了以科技赋能公益的巨大潜力。

除了古籍修复和数字化，字

节跳动在古籍活化传播方面也

做了很多积极探索。如，依托抖

音、今日头条、番茄小说等平

台，联合创作者、图书馆活化古

籍，让古籍以更加轻松、鲜活的

方式走向大众；通过游戏、VR
等形式创新古籍体验场景；通过

古籍公开课、古籍纪录片等方

式，用现代的语言讲述古籍里的

知识……目前，每天有 3000多万
人在抖音观看古籍内容。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古籍约

有 20 万个品种，从 1949 年到
2019 年共修复整理出版近 3.8
万种，而修复整理现存的全部古

籍可能需要 300多年时间。字节
跳动古籍项目运营负责人陈景

收说，“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很

多问题，如果没有资源壁垒，通

过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可能在

数年内就能够完成全部古籍的

数字化工作。从这个层面来看，

用技术手段造福社会就是最大

的公益。”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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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捐赠 2500万元
助力北京大学叶儒藏曳数字化项目

12月 10日，北京高途公益
基金会宣布成立。该基金会由

高途教育科技集团（以下简称

“高途”）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向东发起，注册资本
800万元，资金来自陈向东个人
捐赠。

据介绍，在陈向东带领和

引导下，高途不断探索公益慈

善事业，尤其关注资源匮乏地

区的教育发展，十年来公司累

计捐资超亿元。陈向东表示，

“过去，我希望别人说我是个好

老师，而现在我又多了一个身

份———北京高途公益基金会发

起人。我时常在想到底什么是

公益，我想如果能把教育做好，

把我们的产品做好、把服务做

好、把学生放在心坎上，帮助孩

子实现理想和梦想，那就是最

大的公益。我们希望通过成立

北京高途公益基金会，携手更

多人，用爱让这个寒冬不再寒

冷，让我们自己和孩子的前行

之路有更多的光。”

北京高途公益基金会以

“成为美好创造者”为愿景，以

“用爱点亮”为使命，专注解决

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实际难题，

依托先进科技与优质资源，用

爱心点燃希望之光，照亮慈善

事业的未来之路。其业务范围

涵盖资助困难学生就学、资助

困难学校改善基础设施及教学

条件、资助困难家庭改善生活，

以及救助因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

造成损害的人群。

现场，北京高途公益基金

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助力

“强师工程”，携手打造具有前

瞻性、科学性的乡村教育提质

增效公益项目。同时，双方还积

极关注乡村教师成长，通过建

立乡村教师培训工作坊等形

式，提供科学教育思维、教学能

力提升、科学教育资源、心理知

识培养、支教共建等公益服务。

此外，双方还将衔接两岸及境

外高校资源，帮助定向师范生、

乡村教师走出去，开拓视野。

关注资源匮乏地区的教育发展

北京高途公益基金会宣布成立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北京大学叶儒藏曳数字化项目启动仪式

北京高途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