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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档案数字化建设与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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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的进步、相关政策制度的支持及孔府档

案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和使命，促成

了孔府档案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有前期准备，又有数据采集中的扫描、质检和修复，又

要注重保护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在数字化扫描的

基础上，开展出版、学术研讨、著录等工作，这不仅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保护了档案实体，还

改变了档案管理的模式，有利于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价

值与传播功效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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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有敦煌文书，东有孔府档案。孔府档案是人类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明嘉靖十三年 （1534） 始，1948年

止，历时400余年，不仅是孔子后裔历代传承的历史见

证，其记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宗族等

多方面情况，更为研究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提供了珍贵

史料。

长期以来，孔府档案一直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状

态。但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个人

和机构开始关注、重视孔府档案的价值。由于纸质材料的

易损性，加之文物保护需要，孔府档案并不适合对外公开

查阅，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孔府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应

运而生。

1 孔府档案数字化建设契机

1.1 科技的进步为档案数字化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

技术支撑

随着计算机等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

会进入信息时代，各行各业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

新的机遇和挑战，档案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便是数字化建

设。可以说，孔府档案数字化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也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2 相关政策制度为档案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制

度保障

为完成新形势赋予档案工作的新任务，“十五”到

“十三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实施的4个全国档案事

业发展五年计划和《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 《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等，都提出加快

传统档案数字化，并在第十八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中

国将打造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战略目标”，我国的档案数

字化建设正式开启。不仅如此，为科学规范地开展档案数

字化工作，国家档案局先后制定了《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

规范》等若干档案行业标准，用来指导纸质档案数字化相

关工作。总之，国家制度层面的大力推进，为孔府档案数

字化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极大促进了传统档案的数字

化进程。

1.3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孔府档案数字化

的责任和使命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既不

是全盘摒弃，也不是照单全收，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政治

层面，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

高。孔府档案的内容和特点，决定了它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献价值、学术价值，但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客观属性

又限制了它传播和利用的范围。孔府档案作为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和研究对象，其数字化建设势在必行，特别是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时发出了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对孔府档案的数字化建设起

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2 孔府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实施

档案数字化是指运用计算机技术、扫描技术、OCR技

术、摄影技术、多媒体技术、图像图形处理技术、存储技

术等先进技术手段，对传统纸质等载体档案进行数字化处

理而形成新型档案信息形态，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以数

字形式进行存储、保护，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连接和传播

的过程。

2.1 确保档案安全

档案加工人员均签订了“孔府档案数字化扫描保密协

议”，不得将手机、U盘、相机等违禁物品带入数字化加工

场内，不得通过手抄、拍照、口传等方式泄露档案信息，

并制定了“档案扫描规范”“档案质检规范”“岗位职责

及规范”等若干规章制度，对档案数字化全过程实行严格

监督和管理，保障档案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

2.2 前期准备工作

档案数字化加工主要包括出库、移交、拆卷、排序、

标注页码、图像扫描、图像质检、图像存储、档案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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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卷等众多步骤，其中扫描前进行的工作称为前期准备工

作。孔府档案的数字化采取档案业务人员与专业档案数字

化服务公司合作的模式开展，前者主要负责档案出库、移

交、扫描现场监督和业务指导及档案原件核查、归卷等工

作，后者在数字化加工前要对档案进行拆卷、排序、标注

页码、目录登记、填写流程单等。前期准备工作是整个档

案数字化扫描的基础工作，也是关键环节，只有前期工作

做实做细，才能保证信息采集顺利开展。

2.3 数字化信息采集

数字化信息采集包含图像扫描和质检两大环节，这是

档案数字化的核心部分。档案扫描工作流程主要是：领

档，签出任务，扫描，数据上传，还档。扫描时依照编写

的页码逐页顺序扫描，单页超过A3须进行拼接或用上拍照

扫描，扫描过程中确保档案不乱序、不损坏、不歪斜、不

漏扫，四周留白。扫描过程中分辨率的高低关系到数字化

后对文件进行编辑、数字转换的质量，分辨率越高，扫描

图像转换成的文字就越清晰。孔府档案扫描采用真彩

300DPI彩色模式，能够达到仿真副件效果。

2.4 数字化与档案修复

在数字化过程中发现，由于孔府档案年代久远，加之

一些时期内保管不善，有些档案发生了破损、缺失、虫

蚀、酸化等病害，所以在扫描过程中要及时与科技保护部

门沟通，采用绿色通道，优先对档案进行保护性修复，保

障扫描质量和工作进度。

2.5 数字化信息存储

孔府档案数字化信息拥有在线、离线两套存储系统，

在线状态下保存于服务器中，服务器高速的CPU运算能力、

长时间的可靠运行、强大的I/O外部数据吞吐能力以及良

好的扩展性，可以保障在线数据的传输和运转。根据国家

档案局发布的《电子档案存储用可录类蓝光光盘（BD-R）

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的相关规定，离线状态刻盘后保存

于蓝光光盘库中，采用TIFF和PDF两种存储格式。

3 孔府档案数字化建设阶段性成果

孔府档案数字化共扫描档案9021卷，约30万件，93万

个画幅，折合A4纸191万个画幅。以此为基础，发挥数字

化信息优势，进行了一系列开发研究。

3.1 书籍出版

书籍作为传统媒介传播方式之一，在学术领域、大众

传播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启动孔府档案相关

书籍出版工作，《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孔

府珍藏·档案卷》分别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9月完成出版。

3.2 举办学术研讨会

2018年11月“新时代·新史料·新视角———孔府档案整

理、出版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相关领域领导及专家

学者就孔府档案的整理、出版与研究进行了激烈讨论，起

到了很好的宣传展示效果。

3.3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参加“发展中的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精选八

件明、清、民国时期的数字档案作为宣传海报，直观阐述

中国记忆在世界记忆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积极寻

求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3.4 进行档案著录

随着档案数字化的推进，为方便检索，在原有案卷级

目录的基础上，逐级分解子目录，开展文件级目录著录工

作。这虽然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却能增加检索的准确

性，充分发挥档案信息资源优势。

4 孔府档案数字化建设的价值体现

4.1 改变档案管理模式

从传统的、单一的库房管理，延伸到实体档案和数字档

案的双重管理。这不仅是管理模式的改变，更是一种工作理

念的改变，这种改变对档案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

仅要熟悉库房档案，而且要对计算机操作、查询、数据库应

用有较好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档案利用服务质量。

4.2 保护档案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

孔府档案绝大部分内容为手写，且载体多为宣纸，历

史上虽采取过裱修、装订等保护措施，毕竟历史悠久，每

一次的打开、复位都是对档案实体的一种伤害，且查阅过

程中若防护不当，口水、汗渍都会对档案造成二次污染和

破坏。数字化后，档案信息可从电脑上查阅，实体档案便

可长期保存于恒温恒湿的库房中，这对文物来说是最好的

保存环境。蓝光光盘库是目前最为安全的数字化存储系

统，且数字化信息便于异地异质备份，是应对突发社会事

件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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