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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中的 

古籍书影拍摄相关规范与样例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扫描的古籍书影效果最好，没有扫描设备的单位使用相机拍摄书影。 

※古籍书影拍摄与一般摄影原理相同，但由于古籍本身的特殊形制和特点，需要

注意一些项目。 

※为了各馆在今后的古籍申报中拍出更好的书影，现根据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申报过程中各单位书影拍摄情况，草拟此样例。 

一、相机本身 

※拍摄古籍书影所需相机一般来说是分辨率（像素）越高越好，当然，普通相机

也能拍出较为合适的书影。推荐使用单反相机。单反数码相机指的是单镜头反光

数码相机，即 Digital 数码、Single 单独、Lens 镜头、Reflex 反光的英文缩写 DSLR。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单反数码相机品牌有：佳能、尼康、宾得、富士等。 

※拍摄前请将相机的图片设置为最大尺寸，书影用原始格式的保存。 

关于书影保存，请注意： 

（一）如用扫描仪扫描，扫描时，请将分辨率设置为 300dpi 以上，图像保存

为 TIFF 格式。 

（二）如用数码相机拍摄： 

1．拍照时，请设置为最大尺寸。 

2．如果相机支持拍摄 RAW（原始）格式，请使用 RAW 格式。如果无法拍

摄 RAW 格式，可使用 TIFF 格式。如果无法拍摄 TIFF 格式，可使用 JPG 格式。 

※分辨率是用于度量位图图像内数据量多少的一个参数。通常表示成 ppi（每英

寸像素 Pixel per inch）和 dpi（每英寸点）。 Ppi 和 dpi（每英寸点数）经常都会

出现混用现象。从技术角度说，“像素”（P）只存在于计算机显示领域，而“点”

（d）只出现于打印或印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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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前请取消时间日期设置，不要在书影上显示时间日期。 

 

（此书影由于留下时间日期，如果做图录就不能使用，需要重新拍摄） 

二、书影拍摄 

书影拍摄最为关键。以下为古籍书影拍摄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书叶选择 

※尽量选择卷端、牌记、序跋、圈点批校、钤印等最能说明此书的特点、可以帮

助判断古籍版本、古籍定级的书页。 

※需要拍摄首卷卷端书影，如无首卷卷端，可顺延至下卷卷端。 

※由于申报名录的特殊性，在选择卷端时，应尽量多选择几个卷端拍摄，因为

很多古籍可能存在抄配、修板等各种复杂情况，为了相互比对，更好地断定是

否为同一版本需要多几幅卷端书影。 

※拍摄的书叶一般用单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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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跋叶，合格）                  （卷尾 题跋 钤印，合格）  

       

（卷端，合格）                    （卷端，合格） 

※一般需要拍摄总共四张以上的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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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叶摆放 

※将要拍摄的古籍平整地摆放在水平桌面或者专门的拍摄支架上。 

※书要放平，如果书比较厚可以用镇纸（或玻璃）之类的工具先使之平整，然后

再拍摄。镇纸不能出现的拍摄的书影页。书叶不能起伏不平，不能变形。 

※不要用手压住书叶，也不可用夹子之类的东西夹住书叶。 

※不要将书叶卷折。 

※除了为表示其特殊装帧形式的古籍而拍摄其外观者，一般不需要把一本书，或

若干书摆在一起做一个造型。 

※请勿在书叶上直接放置色标卡和标尺，以免影响书影大小。如果实在需要的话，

色标卡和标尺应与书页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压在书页上。 

       

（书叶不平整，不合格）               （书叶歪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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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未将书叶放平，不合格） 

   

（不需要造型，不合格）               （书叶天头有其他物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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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书影）           （合格书影。注意：此图为后补版，

还须拍其原版叶） 

3 拍摄背景 

※拍摄书叶时最好使用白色或者米黄色宣纸做背景。不要直接放在支架或桌面拍

摄，不要用深色的绒布做背景。 

          

（背景颜色深，且有造型，不合格）                （书叶直接放在桌面上，不合格） 



古籍书影拍摄相关规范与样例 

 

 7 / 11 
 

         

（合格书影）                                    （合格书影） 

4 光线 

※拍摄时光线要均匀。 

5 对焦 

※拍摄中心点应对准书叶中心。 

※拍摄时，相机和书叶应保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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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6 取景  

※画面要完整，整个书页的天头、地脚、左右边页都要拍下来。不可切掉。 

※书影应该完整体现书页全貌，而不仅仅是只拍版框内的东西。 

※书叶应尽可能充满画面，不需要留太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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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拍左边书叶即可，不合格）          （裁掉天头地角，不合格） 

 

（空白太多，书叶未充满画面，不合格） 

 

其他 

※拍摄图像要清晰，不能虚。 



古籍书影拍摄相关规范与样例 

 

 10 / 11 
 

          

（此书影放大到 100%，非常清楚，合格）   （此书影放大到 100%效果，很模糊，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三、书影命名 

※书影拍摄之后，需做命名，不要以相机原有文件名直接提交。也不要直接用数



古籍书影拍摄相关规范与样例 

 

 11 / 11 
 

字命名。 

※命名格式为：书名卷数 版本朝代 部位（如卷一卷端、序跋等） 收藏单位。 

例：05042 楚辞二卷 明 集 南京图书馆（数字编号可根据各单位需要编制） 

※不要将本单位所有书影放在一个文件夹中，最好每部书单独做一个文件夹。 

※不要将书影直接粘贴在 word 申报书中。 

四、书影制作 

※为了书影的美观，可以做一定的处理（如裁剪），但不要调整图片本身的颜色、

属性等项目。 

※如果要进行裁剪，应保留书叶的完整性。 

※书影应为彩色。 

     

（黑白书影，且裁剪过多，不合格）             （黑白书影，且裁剪过多，不合格） 

※一般不需要将书影本身的格式另存为 JPEG 格式，如果要更改的话，最好存为

TIFF 格式。 

※看图和编辑书影软件推荐使用 ACDSee、IrfanView、Photoshop 等。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2009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