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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缩微文献里的

经由当代信息技术
的加持，缩微文献的数字
化利用亦有多种方式。

在位于福建省图书
馆四楼西面的缩微文献
阅览室，除了 4 台缩微卷
片阅读机，还有 6 台普通
电脑，5 台可以查阅数字
缩微影像，另一台则可以
进入“福建省图书馆报刊
缩微影像综合查询利用
系统”查阅，该系统是以
1898—1949 年间 23 种民
国报纸的数字缩微影像
为基础建立的。

巫晓萍说，通常有学
术研究需求的专家学者
来查阅缩微文献作为参
考资料。这些经由缩微
文献完整保存且调阅方
便的地方文史资料，为
文化工作者们推动“闽
都文化”传播提供了坚
实的文献支撑。2010 年
5 月央视《走遍中国》栏
目 摄 制 组 来 福 建 拍 摄

“闽都文化”系列片，编
导陈敏就专门来到福建
省 图 书 馆 查 询 相 关 资
料。《华报》《小民报》等
馆藏缩微文献，帮助摄
制组更好地展现千年古
都内涵，讲述更贴近人
心的三坊七巷。

缩微胶片经过扫描
放大后，同样可以还原为
数字影像，乃至直接影印
出版，在保护古籍的基础
上实现文化精华的再利
用。巫晓萍向记者展示
一套《朱子著述宋刻集
成》，一卷胶片足足还原
出一套五本线装簿册，且
印刷质量如原件般清晰，
如同实体版的“压缩文
件”。这样的影印出版方
式不需要再触碰古籍原
件，对脆弱的古籍也是有
效的保护。转化为数字
影像的缩微文献，与一般
的数字资源有着同样丰
富的应用场景。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报纸保存其实是很
有难度的。”巫晓萍说，报纸
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丰富
的社会信息报道和记录，所
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地方文
献。但由于纸质品易损难
存，保存极占空间，很容易丧
失完整性，所以成为缩微文
献制作的重要对象。除此之
外，古籍、民国图书和期刊也
是缩微文献制作的对象。福
建省图书馆所藏缩微文献主

要包括古籍、民国图书、期刊
和报纸等，实现了读者常用
的一些地方缩微文献的数字
化，主要包括《闽报》《江声
报》《福建时报》《福建日报》
等数字缩微文献。自 1995
年建立缩微文献阅览室以
来，福建省图书馆共抢救性
拍摄报纸 100 种、古籍 550
种、民国期刊190种、民国图
书1422种，同时开展征集和
采购缩微文献工作，现有馆
藏缩微文献达 8064 种，共

17003件。
但是，如今庞大的数字

资源库同样转化高效、使用
方便且节约空间。相比之
下，缩微胶片还需要工作人
员一页一页拍摄，一卷一卷
保存在库房，使用时还得通
过仪器才能看清，岂不是舍
简而就繁？

“缩微文献最大的好处
就是：靠谱。”巫晓萍说，就历
史资料的长期保存而言，数
字资源可能遭遇计算机病

毒、保存介质的物理伤害、信
息遭受黑客入侵、硬件环境
有限制等问题。而缩微文献
拍什么就是什么，高度还原，
且在温度 21℃、湿度 50%以
下，聚酯胶片可以至少保存
500年以上，安全可靠，是目
前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珍贵
文献长期保存手段。因此，
我国档案法里还有专门条
款，规定缩微胶片档案和档
案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法庭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林樾的三四百幅木刻
作品，大多发表于《星闽日
报》《前线日报》《大公报》《南
方日报》等报刊文献中。福
建省图书馆在本次展览中将
个中精华一一截取，与省美
术馆的相关馆藏一同呈现给
观众。但民国时期的报刊文
献纸张脆弱，数量甚巨，且历
经半个多世纪，图书馆是如
何将它们完好保存的？利用
缩微技术制成缩微文献在其

中功不可没。
何谓缩微文献？这是

一种用缩微摄影技术把印
刷品或手稿按比例缩小而
产生的文献形式。阅读时，
通过一种类似早期电脑显
示器那样“大脑袋”的光学
投影装置——缩微胶片阅
读器，将缩微胶片上的影像
经投影镜和反射镜投射到
屏幕上进行放大，即可阅读
缩微文献内容。

福建省图书馆文献缩
微部主要承担缩微文献阅
览、制作和珍贵数字资源的
异质备份等工作，据文献缩
微部负责人巫晓萍介绍，通
过一整套专业的缩微设备及
高精度文档扫描设备对文献
进行数字化的保护保存，馆
藏珍贵的文献资料就能收纳
入一盘小小的胶卷中。巫晓
萍向记者展示了 2015年的
《厦门日报》，以每两个月的

报纸缩微为一盘35mm的胶
卷，全年报纸经缩微后不过
轻巧的六卷，保存、携带和使
用更方便和快捷。

据介绍，福建省图书馆
的缩微文献主要有三种类
型——16mm的缩微胶片主
要拍摄民国图书或期刊、
35mm的缩微胶片主要拍摄
古籍报纸，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曾用缩微平片保护保
存馆藏《福建政府公报》等。

近日，由福建省图书馆与福建省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回望——林樾版画作品展”在福建省图书馆
展厅展出。林樾是霞浦籍木刻艺术家与革命烈士，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创作了大量具有深刻讽刺性
和强烈战斗性的作品，本次展品大都是从馆藏数字缩微文献中提取，展览将展出至5月23日。

究竟什么是“缩微文献”？相对其他数字资源，“缩微文献”有何优势？这些藏身图书馆的“缩微文献”，
对推动“闽都文化”传播有何帮助？记者借此契机，到福建省图书馆文献缩微部一探究竟。

珍贵文献收纳进小小胶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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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微文献展现千年古都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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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报纸经缩微后不过轻巧的六卷，保存、
携带和使用更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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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190种、民国图书1422种

缩微文献的数字化利用有多种方式，为
推动“闽都文化”传播提供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