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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马面裙、高科技布料、智能玩具……

进博会上“江苏造”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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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3.2米，重388公斤

蓝鳍“金枪鱼王”现身进博会

一键通晓千年文脉，在线查阅古籍有多方便？现代快报记者了
解到，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将于2024年底正式发布。目
前，该古籍发布平台共计上传5035部，24644册。此外，“江苏省古
籍存藏目录检索”与“南图馆藏新印丛书综合目录”两大目录数据库
让目录检索更便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5000余部古籍在线可查
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年底发布

光感纱线

江河湖海香皂江苏首发首秀产品发布会现场

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 网络截图

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鸣 任雨
风）11月 6日，纪念江苏省文联成
立70周年座谈会在南京召开。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缨出席
并讲话。

徐缨代表省委、省委宣传部，
向省文联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
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她
指出，70年来，省文联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团结带领全省广大文艺工
作者，坚守艺术理想，勇担使命，接
续奋斗，共同创造了江苏文艺事业

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徐缨指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
征程上，江苏肩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
予的“走在前、做示范”的光荣使命，
这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
广阔舞台，更需要文艺激发和凝聚
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全
省文联系统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
文化思想，强化思想引领、把牢工作
导向、弘扬德艺双馨、坚持守正创新，
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

党走，奋力创作更多无愧时代的优秀
文艺作品，培育壮大堪当历史重任的
文艺人才队伍，更好推动文联工作
高质量发展。全省文艺工作者要以
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饱满的
创作激情，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为繁
荣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宣读了中国文联发来的
贺信。孙晓云、周京新、李晓旭、陈
政、施政等5位文艺工作者代表作
交流发言。

纪念江苏省文联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

专题文献数据库可查
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介绍，江

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可查
的古籍中，包含500部“清人文集
数据库”和140部“稀见方志数据
库”。《清人文集》是研究清代文献
的重要基础，也是反映清代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依
据；《稀见方志》主要收录了国内
较为罕见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对
每种文献做了至少深入序、跋等
四层级的标引，方便使用者按各
字段检阅相关内容。细颗粒度化
检索字段与古籍信息，提供如“四
部分类”“版本类别”“朝代分布”

“馆藏分布”等类型化检阅项，满
足使用者更广泛的个性化检索需
求。

如何使用这个古籍数字资源
平台？在电脑端打开“南京图书
馆”官网，点开“数字资源”，选择

“自建资源：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
集成平台”，登录平台；在主页上
点击搜索即可找到自己需要的古
籍资料，也可通过高级检索的方
式对一些线索模糊的资料进行精
准搜索，能选择不同的资料来源，
并支持多种检索方式，如标题、责
任者、出版者、出版发行者等，也
可以在原图阅读模式下进行画
线、做笔记、添加书签等操作。

数字化让目录检索更便利
依托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

成平台，南图还建设了“江苏省古
籍存藏目录检索”与“南图馆藏新
印丛书综合目录”两大目录数据
库，数字化让目录检索更便利。

“江苏省古籍存藏目录检索”
是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
中《江苏文库·书目编》之《江苏典
藏志》的成果转化，南图承担的
《江苏典藏志·经部》已正式出版，
以其为数据基础制作电子检索目
录（其他部类将在整理出版后陆
续加入），提供公共的免费检索服
务。该数据库不仅实现了全省古
籍的通检，还能以类、主题等为检
索关键，为相应的各类大型图书
馆编纂、影印出版等提供原始数
据与基础保障。

“南图馆藏新印丛书综合目
录”是全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建

设的影印本子目检索平台，它依
托南图所有馆藏的历史文献影印
本，为大型历史文献影印丛书编
制子目，其著录方式均依照古籍、
民国原本图书的著录规则，完整
体现影印本价值。在此基础上，
数据库以免费、开放、融合为原
则，一方面积极开放给读者使用，
另一方面不断补充新进数据、融
合全省数据，在古籍保护与利用
上具有独特价值。

智能化古籍解读值得期待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江苏省

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的定位既
面向专家学者，也可以满足更广
泛的大众需求。对于专家学者而
言，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古籍资源
和专业的检索功能，有助于他们
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对于大众
来说，平台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和
了解古籍。

陈军表示，将进一深入挖掘内
容、提升用户体验，加强统筹协调
与资源共享，推动古籍活化利用，
使古籍更好地走近大众。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对古籍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和
挖掘，提取关键信息，为用户提供
更精准、有价值的检索结果和知
识服务。开发智能化的古籍解读
功能，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古籍
中的生僻字词、典故、文化背景
等。

设计简洁、易用的数字化平台
界面，提供清晰的导航和搜索功
能，方便不同年龄段和技术水平
的用户使用。增加互动功能，如
用户评论、讨论区、在线交流等，
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与分享。开
发移动应用程序，让用户能够随
时随地访问古籍数字化资源。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牵头，将
研究制定资源共享和平台共建方
案，打破各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
促进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广泛共享
和有效利用，共同推动古籍数字
化工作。

此外，平台将鼓励用户参与古
籍的二次创作，并提供展示和分
享的平台；与教育领域深度结合，
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古籍
数字化教材和课程，培养下一代
对古籍的兴趣和认知。

11月6日下午，江苏首发首秀
产品发布会在第七届进博会人文
交流展区举办，13家老字号及一批
高新科技品牌企业展示了一批新
产品、新技艺。南京云锦申遗 15
周年纪念款“龙凤呈祥马面裙”，可
以闻到江苏江河湖海气味的香皂，
还有能感应温度的布料……这些
新品潮品不仅集中展示了技术革
新、产品升级、跨界融合的创新成
果，而且符合消费升级趋势和高质
量发展要求。通过进博会这个平
台，面向世界讲述江苏品牌故事、
传递江苏开放强音。

今年是南京云锦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
成功 15周年，南京云锦研究所带
来了《国韵瑰宝》系列艺术品《龙吟
献瑞》《万世昌隆》。同一系列的
《金蟒招财》，前不久在2024“中国
南京周”期间被法国第一夫人收

藏。此外，还有一条 15周年纪念
款的织金妆花龙凤呈祥马面裙，惊
艳现场观众。今年 10月，这条裙
子被选送至卢浮宫，参与中法艺术
沙龙，让中国匠心和云锦文化走向
了世界。

在当今文化多元、科技飞速发
展的时代，文创已日益成为品牌丰
富文化内涵、实现差异化竞争、推
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都
说水韵江苏，你知道江苏的江河湖
海是什么气味的？南京肥皂与江苏
省美术馆联名的“水韵江苏 江河湖
海”香氛肥皂，以长江、运河、太湖、
东海为灵感，融入水域周边典型植
物、作物的气味。品牌负责人黄勇
介绍，长江皂可以闻到长江流域雨
花茶与板蓝根的清新，运河皂闻起
来是南粳米浆与绣球花味儿的，太
湖皂则是碧螺春与珍珠粉，东海皂
充满了海藻与海盐的气息。

如同江苏的双面绣一样，江苏
也是双面的，一面是深厚久远的传
统文化，一面是锐意进取的创新创
造。首秀现场，一批江苏“智”造的
企业也带来了高科技产品。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新

的智能毛绒玩具，解决了毛绒玩具
智能化的关键技术难题，通过语言
模型赋能毛绒玩具产品，使其真正
具备跟人类自由聊天交流的能力。

来自南通的罗化芯显示科技
开发（江苏）有限公司是国家认定
的专利密集型企业代表，带来自主
研发的罗画超屏系列产品，产品采
用全倒装芯片级封装工艺，攻克高
精度转移技术、超小尺寸焊接技术
以及广色域全色显示技术，实现

“超高清显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

有限公司带来了光响应智能成衣，
苏州伯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新
品AS系列变色镜片等新品，追觅
科技的最新款的扫拖机器人、高速
吹风机等，现场也吸引了许多参观
者关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益 尹翼星/文

顾炜 顾闻/摄

11月6日上午，进博会食品与农产品
展馆，一条来自大西洋海域的蓝鳍金枪鱼
王现场测量“身高体重”，它的重量创历届
进博会蓝鳍金枪鱼之最。蓝鳍金枪鱼素
有“海中软黄金”之称，身价不菲。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益 尹翼星/文
顾炜 顾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