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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生数据库各子库介绍 

1.红色中华•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1931年 12月 11日在江西瑞金创

刊，初名红色中华，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自第 50号起改为中国共产

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

关报，主要编辑人为周以栗、瞿秋白等。在瑞金时期共出 240号，另有 7期特

刊。1934 年 10月 3 日因长征开始暂时休刊，1935年 11月 25日在陕北瓦窑堡

复刊，1937 年 1月 25日停刊。1937年 1月 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向

仲华、李初梨主持编辑。1937年 9月 9日，新中华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政府机关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8 年 12月 25日新中华报停刊， 

1939年 2月 7日新中华报刷新版创刊，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之

一。1941 年 5月 15 日终刊，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解放日报。 

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数据库收录现存自 1931年 12月 11日创刊至 1941年 5

月 15日终刊共 687 号，采用原报影印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化技术制作，影

像精度在 300DPI以上，录文包括全部新闻、副刊和广告；三窗点选式全图页

面，影像和录文逐页对照，时间与区位自由切换。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

完备的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全文检索和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总计影像

3,027页，录文 920 万字，数据总量 5G。 

  本数据库由历史学系经费采购。 

 

2. 历代别集库 

历代别集库是专门收录历代个人著作集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由

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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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个人著作集，包括汇集个人全部著作的全集和选收个人部分著作的选

集，其内容多数为诗、文、词、曲等文学作品，兼收奏议、论说、书信、语录

等杂著，也有附载作者专著者。不但是中国古典文学之总汇、代表中国古典文

学之成就，并且记录和反映著作者个人以及所处时代之历史、社会、思想、文

化等各方面情况，是研究著作者个人以及中国历史与文化之重要依据。 

历代别集库分为明前编、明代编、清前期编、清后期编，共收录上起周秦

下至清末历代个人著作集，含骚赋集、诗文集、词曲集及其选本、注本和评本

10,000种；另有附编，收录历代诗文、词曲总集及其注本 1,000种和诗文评

1,000种，总计 12,000 种。采用宋元明清及民国各级善本 12,000个，以爱如

生独有之数字再造技术制作，还原式页面，左图右文逐页对照，眉批、夹注、

图表、标记等无障碍录入和非嵌入式显示。总计全文超过 20亿字，影像超过

1,500万页，数据总量超过 5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

台，可进行毫秒级快速海量全文检索和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堪称文化之宝

山，学海之慈航。 

现开通使用清前期编（清乾嘉以前别集 2,000种）、清后期编（清道咸以

后别集 2,000种）。 

  本数据库由历史学系经费采购。 

 

3.明清实录 

明清实录是汇辑《明实录》和《清实录》的大型数字古籍丛书。由北京大

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 

实录作为中国历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篇，由于保存大量的原始资料，而

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最早见于南朝梁周兴嗣所撰《梁皇帝实录》，自唐

以后，每一帝崩，继嗣者必敕史臣撰修其实录，沿为定制。至清末光绪朝，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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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所修实录已达 116 部。惜乎绝大多数均已亡佚，完整保存至今者仅明清二代

实录。 

明清实录所收《明实录》，包括明代官修的太祖至熹宗的十三朝实录，以

及后人补辑的崇祯朝实录，凡 14种 2，923 卷；所收《清实录》，包括清代官

修 4，433 卷。二者合计共 27种，7，356卷。皆据通行钞本，制成数码化全

文，逐页对照原版影像，并配备全文检索系统和研读功能平台，实现从检索、

浏览到下载、打印的一体化作业，极便使用。 

 

4.《申报》数据库 

《申报》数据库由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制作。 

 收录内容： 

《申报》上海版自 1872年 4月 30日创刊至 1949年 4月 19日终刊共

26845号； 

《申报》汉口版自 1938年 1月 15日发刊至 1938年 7月 31日停刊共 198

号； 

《申报》香港版自 1938年 3月 1日发刊至 1939年 7月 10日停刊共 489

号，总计 3种 27532 号。  

总计影像超过 42万页、全文超过 20亿字、数据总量 300G。采用爱如生独

创的点选式全景页面，左文右图逐页对照，极便查阅。 

检索系统： 

1.分类检索：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 

2.条目检索：期号检索、时间检索、篇目检索、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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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文检索：全库全文检索、指定期号全文检索、当前页内全文检索 

4.高级检索：逻辑检索、多次检索、关联检索 

《申报》数据库拥有完备的工作平台，可轻松实现阅读、编辑、下载、打

印的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 

 

5.晚晴民国大报库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是汇辑晚清民国期间著名大型报纸的巨型原文影像

版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收录自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中华民国三十八

年（1949 年）七十余年间，存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史料价值高的大型报纸

共计 20 种，包括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

庸报，北京晨报、京报，南京新民报，国民党办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扫荡

报，共产党办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民营神州日报、世界

日报，以及日系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总约 20万个期号。从不同立场、不同

视角和不同层次，全面反映十九世纪后半叶、二十世纪前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

近代史，忠实保存近百年间中国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依据原报胶卷或权威影本制作，内容基本完整，扫

描精度在 300DPI以上；经过严密核查，纠正空号、错页和乱简，并全文录入刊

名、期号、出版时间和地点、版页、栏目、标题、作者等。总计影像约 300万

页、录文约 3亿字，数据总量约 2TB。采用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化技术设计，双

窗点选式全图页面，时间与区位自由切换，阅读与检索同屏操作。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检索功能强大，检索范围：可设定全库检索、跨报

检索、单报检索，检索项目：可选择时间检索、期号检索、版页检索、主题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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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作者检索；检索方式：可实现精确检索、模糊检索、关联检索。检索速率

均为毫秒，检索结果以红点标明于报纸影像，极便查阅。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研读功能完备，可逐页阅读、放大阅读、全屏阅

读，也可添加批注、添加书签、下载打印，并提供时间期号速查、常用字典等

辅助工具，帮助使用者一站式完成整理研究作业。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分为两批出版，现开通首批 8种大报（大公报、顺

天时报、益世报、晨报晨钟报、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 

 

6.中国方志库 

中国方志库是专门性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主要收录历代地方志类著作，由

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

心开发制作。 

地方志类著作，包括全国地理总志（如方與志、一统志等），各地方志

（如省通志、府州志、县志等），各类专志（如山川志、边防志、都城志、宫

殿志、村镇志、里巷志、园林志、寺观志、书院志等），各种杂志（如乡土

志、物产志、风俗志、考古志、游历志等），以及外志（如环球志、一国志、

多国志等），所记大至一国一省一州一府，小至一村一镇一城一关，举凡历史

沿革、地理形势、行政建置、财赋收入、物产资源、人文景观、灾异祸乱、乡

土风俗、靡不详尽。至今从事地区开发和学术研究，仍须从中提取丰富的信

息。 

中国方志库网罗广博，共收录汉魏至民国历代地方志类著作 1万种。每种

皆据善本制成保留原书所有信息（包括图、表、标记等在内）的数码全文，逐

页对照原版影像。总计全文超过 20亿字，影像超过 1千万页，数据总量约

35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可进行快速海量检索和全

电子化的整理研究作业，堪称地方志类著作数字化的空前巨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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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库初集，所收为各地方志即省通志、府州志、县志

等 2千种。 

 

7.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国基本古籍库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的历代典籍一万余种，每种均提

供一个通行版本的全文信息和一至两个重要版本的原文图像。 

 

8.中国近代报刊库 

中国近代报刊库是精选晚清和民国期间重要报刊类出版物的全文检索版大

型历史文献数据库，分为大报编（收录大型报纸）和要刊编（收录重要期

刊），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

作。 

中国近代报刊库（要刊）以“影响范围广、存续时间长、史料价值高”为

遴选标准，从现存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万种期

刊类出版物中，精选出 1,000种重要期刊，包括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

刊、季刊、半年刊、年刊、不定期刊等出版形式，共约 100,000个期号，内容

广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如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对于了解和

研究近代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近代报刊库（要刊）所收 1,000种重要期刊，各据原刊或影本，采用

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化技术制作，三窗点选式页面，影像和录文逐页对照，时间

和区位自由切换。总计全文约 50亿字，影像约 1,000万页，数据总量 500G。

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全文检索和一站式

整理研究作业，使千种纷纭散乱之期刊、百年风雷激荡之历史，如指诸掌。 

中国近代报刊库（要刊）分为 10辑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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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收录点石斋画报、新青年等重要期刊 100种，共 6,876个期号。 

第二辑收录东方杂志、故宫周刊等重要期刊 100种，共 3,826个期号。 

第三辑收录禹贡、良友画报等重要期刊 100种，共 4,277个期号。 

  本数据库由历史学系经费采购。 

 

9.中国类书库 

中国类书库是专门性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主要收录历代编撰的类书。由北

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

心开发制作。 

类书乃“博采群书，分类纂辑”而成，其内容，或综括百科，或专精一

事；其采书，或移录全文，或摘引片段；其纂辑，或分门别类，或隶韵繫字。

总之，以博取约观、便于寻览为旨归，与现代工具书之百科全书或单科全书相

似。由于所含信息量巨大，且所采书多后世亡佚无存者，因而具有特别的学术

价值。 

中国类书库收录魏晋以来直至清末民初的类书近 800部，包括最早的类书

皇览，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文化奇珍永乐大典和稀世秘笈明代日用类书

等，现存类书网罗殆尽。每书皆取首刊母本或晚出精刻精钞本为底本，制成保

留原书所有信息（包括图、表、标记等在内）的数码全文，逐页对照原版影

像。总计全文约 8亿字，影像约 300万页。数据总量约 200G；同时配备强大的

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快速海量检索和全电子化的整理研

究作业，实为类书数字化的总结性成果。 

 

10.中国谱牒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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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谱牒库是专门收录历代谱牒类典籍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由

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谱牒类典籍，包括家谱（含宗谱、族谱、世谱、家谱、家乘等）、年谱

（含年谱、年表、纪年、行实、自述等）、仕谱（含科举录、题名录、同年

录、搢绅录、百官录等）、日谱（含日记、日录、日谱、日札等），所记或为

一姓一家之浮沉荣辱，或为一府一衙之仕宦迁黜，或为一人一生之成败进退，

或为一日一时之行事心得，无不折射出国家民族之盛衰与社会历史之变迁，而

其真确翔实更有过于他书，极具研究价值。 

中国谱牒库分为家谱编、年谱编、仕谱编、日谱编，共收录宋元明清历代

家谱 5,000 余种，年谱 1,200余种，仕谱 3,000 余种，日谱 500余种，合计 1

万种。每种皆据善本，采用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作，还原式页面，左

图右文逐页对照，眉批、夹注、图表、标记等无障碍录入和非嵌入式显示。总

计全文超过 10亿字，影像超过 1千万页，数据总量约 350G。同时配备检索系

统和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全文检索和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为综览历代谱

牒并提取其中丰富信息、进行计量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谱牒库分为五集。初集收录家谱、年谱、搢绅录、日记 2000 种，第二

集收录历代科举录 13000件 2000种。 

 

11.中国俗文库 

中国俗文库是专门收录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献的全文检索版

大型古籍数据库。 

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献，指千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俗文学作品与

俗文字史料，诸如善书、宝卷、小说、戏曲、鼓书、弹词、歌谣、俗谚等。它

们作为俗文化的代表，不但与雅文化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而且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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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雅文化所缺乏的下层社会生活和基层民众心理的丰富信息，是研究中国社会

史、生活史、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中国俗文库所收历代俗文学作品与俗文字史料等，每种皆据善本，采用爱

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作，还原式页面，左图右文逐页对照，眉批、夹

注、图表、标记等无障碍录入和非嵌入式显示。中国俗文库（初集）收录有：

历代善书、宝卷、戏曲、小说及说唱等共 2000 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