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抖音集团“识典古籍”数字化平台

◆ 上线时间：2022年10月

◆ 参选类别：年度最佳AI应用工具



“识典古籍”研发背景

• 中国是世界上古籍典藏最丰富的国家，据统计现存古籍20余万种。

• 要把古籍蕴含的思想和智慧传承下去，不仅要对古籍实体进行保护，也应该为古籍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便捷条件。

• 但目前，我国大量古籍分散收藏在各个图书馆或收录于不同的数据库，获取难度大，并且难以进行高效检索、

关联阅读和深度挖掘与利用。

• 同时，由于古籍的表述方式和现代语言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古词语和语法结构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导致

古籍研究难度大、大众理解难等情况，影响了古籍在现代传播。



“识典古籍”研发背景

• 基于以上情况，抖音集团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研

发能力，与北京大学合作，打造免费开放、智能的“

识典古籍”数字化平台（www.shidianguji.com）。

• 识典古籍平台首页

• 平台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让大众可以打破时空限

制，在线上获取古籍内容，高效、便捷、无门槛地开

展研究、检索和阅读，也可以依托平台，开展古籍数

字化整理。

http://www.shidianguji.com/


“识典古籍”的底座支撑技术

• OCR：识别出古籍图片影像上的文字

• 自然语言处理(NLP)：用于句读、分段、实体识别、标题识别、古文分词等

• 大语言模型：用于白话文翻译、古籍研究智能助手、实体关系提取等

• WebGL 3D展示技术：通过3D古籍模型还原古籍原貌，提供真实流畅的古籍阅读体验



“识典古籍”功能介绍

识典古籍阅读平台 识典古籍整理平台

识典古籍Web版
功能丰富的智能化研究工具 手机适配、今日头条“古籍”频道

随时随地查阅古籍

免费、开放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协作化古籍整理平台

识典古籍：免费、智能、开放的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平台

“识典古籍”平台包括以阅读研究为目的的阅读平台，以及以古籍整理为目的的整理平台，均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平台从2022年4月启动建设，于2022年10月上线，之后持续不断丰富资源、更新产品能力。



“识典古籍”阅读平台功能

忠于底本，文字可定位原图

常见古籍提供文白对照

切换注疏；繁简体字或底本原字

图文对照、繁简转换、文白对照



“识典古籍”阅读平台功能

针对重点古籍做了命名实体识别，古籍中的人名、地

名、时间、职官、书名都以下划线的方式标记出来。

点击实体，便会对应到识典百科中，能够让人们进一

步了解这些不熟悉的专名，达到增强阅读的效果。

阅读中遇到疑难字词，选中就会弹出《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和
《说文解字注》的相关词典数据，帮助人们理解词义。

字典释义、实体百科



“识典古籍”阅读平台功能

当遇到一些不太理解的语句，可
以唤起AI问答助手进行解答

可对整篇古籍原文做总结，
或者对任何与古籍相关的
内容进行提问

还可以询问与该篇古籍相关的其他文本。AI助手
会生成相关内容，点击生成的链接，将直接跳转
对应古籍页面

AI问答



“识典古籍”阅读平台功能

对于部分史籍，点击「实体关系图」全局

俯视古籍人物、地点关系

实体来自原文中实体标记；

使用豆包大语言模型自动提

取文中实体关系

提供跳转到原文段落的链接：

来自古籍原文、回到古籍原文

可视化时空关系展示



“识典古籍”整理平台功能

包含文字识别、文字精校、文字校勘等文字录入

检校环节；上传古籍后，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

择不同流程；可添加多个用户协作。

整理平台运用OCR、自动标点、自动分段、自动校勘、

命名实体识别、自动翻译等人工智能技术。

全部技术和功能免费开放，最终生成一个可开放共享的

古籍文本，并发布在阅读平台中。

文字识别、自动标点、自动翻译、多人协作等

识典古籍整理平台具有可多人协作、覆盖古籍整理全流程、智能化等特点。平台整合了古籍文字识别(OCR)、自动标点、自

动命名实体识别、自动翻译等人工智能工具，以及配套的协作校对工具等，其中OCR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6%至97%。

识典古籍整理平台的推出，方便了有古籍整理需求的机构、学者和个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和多人分工协作的方式提高古籍整

理效率，这将带动更多古籍被数字化，促进古籍知识普惠。



“识典古籍”整理平台功能

上传图片后，OCR技术可以将古籍图像的文本进行识别。

对于OCR不确定的字，会有颜色标记，以行对齐的方式，

便于定位这些有问题的文字、参照底本修改。

自动实体识别可以对人名、地名、书名、时间和职官进行标记。
这些实体可以人工再进行修改，找出其中的错误或缺漏。

识别到的实体信息，也可以与百科词条相对应。

整理功能示例



“识典古籍”运营数据及所获荣誉

识典古籍

• 入选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2“年度十大公益创意”》

• 入选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主办的《e起向善•数字公益”“网络正能量”2022年度项目》

• 入选中国计算机学会《2023年度技术公益案例集》

• 入选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2024互联网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估报告》优秀实践案例

已免费公开6800余种古籍（截止2024年8月）

累计有超过8706万人次通过网页版、今日头条古籍频道等访问识典古籍平台

每月超过240万用户通过“识典古籍”各渠道查阅古籍



“识典古籍”古籍数字化案例——《永乐大典》

• 2023年2月，《永乐大典》中40册在“识典古籍”平台上线，让大典有了数字居所，大众也可以通过“识典古籍”平台免

费阅读这部珍贵典籍。

《永乐大典》上线“识典古籍”平台 用户可以进行繁简转换、高清底本对照、查看
引文等，高效顺畅地读懂大典内容

对重点内容进行知识标引示范，降低了内容理解门槛

•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共22877卷，11095册，保存了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

艺术、史地、哲学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是中华典籍瑰宝。如今《永乐大典》副本仅有400余册存世，分布在8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 册。



“识典古籍”古籍数字化案例——《永乐大典》

• 《永乐大典》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其引述之丰，全书引用了我国明初以前七八千种图书。因此，不少失传的古

书都是从大典中进行辑录而重现于世。明朝至今，已有上千种古籍（含方志）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 同时，为了实现沉浸式体验，“识典古籍”平台还通过Web 3D、光影还原等交互技术对《永乐大典》原貌进行还原，让

用户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触摸”大典。

在《永乐大典》数据库“缀玉”

板块，用户只要点击或检索大典

引用的书籍名称，即可将对应书

目的内容找出来

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水经注》

为例，只要检索“水经注”，

即可找到此次公开的40册《永

乐大典》中引用的《水经注》

全部内容
《永乐大典》3D展示



媒体、专家报道和评价

•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字节跳动联手北大研发古籍数字化平台，利用智能技术加速中华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向全社会

提供公益化服务。科技创新正在让万千古籍重返“青春期”。

• 光明网报道，以“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为研发基地构建的古籍数字化平台，让古籍能够以文本的

形态加以检索、关联阅读和深度挖掘与利用。这样的“工具箱”打开，已是在纸面上开启了一场“凿空之旅”。

•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六百多年前，中国两千名文化精英耗费五年心力，编写了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百年的动荡中，

这部大书流离失所。现在，存世的40册《永乐大典》终于结束了多舛的命运，更令人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登录网站

，以图文对照的方式，一览大典风采，还可以体验字韵索引，查阅内容，宝典有了数字居所。

•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从事东巴古籍文献抢救及翻译整理等工作已有数十年时间，她表示：“东巴文史诗

《创世纪》知识库在“中华古籍资源库”“识典古籍”平台上线非常有实践意义，其将古老的文化进行解读并转化为数

字产品，呈现方式也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尤其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和阅读习惯，能够更好地传播与传承我们古老的民

族文化。”

*点击链接可查看具体内容

https://mp.weixin.qq.com/s/LP4bbwVnw6hqQm_hf0kzPQ
https://guancha.gmw.cn/2022-03/28/content_35612801.htm
https://mp.weixin.qq.com/s/RcSE6USgareLICVFWHtIgw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24-01/30/content_34406.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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