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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韩春平所著的《敦煌学数字化问题研究》一方面为从事敦煌学数字化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提供
参考和建议，另一方面也为指导、资助本项工作的政府部门、基金组织等各相关机构提供参考和建议
，借以推动敦煌学数字化工作的发展。
为敦煌学界提供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并为进一步探索敦煌学数字化相关问题奠定基础，借以推动本
领域的后续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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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平  甘肃漳县人，副研究馆员，现就职于兰州大学图书馆，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发表论文
十余篇，参与科技部项目一项，主持国家级、校级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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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敦煌学数字化的意义　　在以上分析中，已经在多处地方不同程度地涉及敦煌学数字化的意
义。
鉴于上述叙述过于分散，这里再加以汇集总结，以见其概况。
数字化对敦煌学而言有着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敦煌学的发展和繁荣　　一般来说，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需要具备四项条件，分
别是：有力的学术资源保障、高效的文献检索、畅通的学术交流渠道和研究成果发布渠道，其中学术
资源的保障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科研工作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其科研工作初期常常需要把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花费在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之中，同时在已有成果无法共享或无法充分共享的情况下，许多
工作难免需要重复进行。
就敦煌学而言，情况则更为严重。
截至目前的许多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做多种文献的整理工作，或者需要首先在文献整理方面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于重复的成果自是不计其数。
这些都严重迟滞了研究工作的进度。
在数字化环境下，人们固然不能轻视文献学基本功力的锻炼，但是像以往那种投人大量时间和精力、
重复进行学术资料搜集和整理的无谓付出，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旦研究人员从繁重的学术资料搜集和整理中得到解放，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研
究工作之中。
特别是由于网络可以在瞬间把数字成果传递到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样借助少数人艰苦、复杂的前期劳
动，可以让所有科研工作者共享其劳动成果，实现研究的高起点，这对于有着庞杂而又分散的学术资
源，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重视的敦煌学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当所有的学术资源经过数字平台的集约和整合之后，还会在原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形
成新的学术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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