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首家！这个“数字国学馆”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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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数字技术早已浸透我们生活，越来越多的文化场馆

主动拥抱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平台。 

走进内蒙古卓资县数字国学馆，只见枫木色的木制桌椅整齐摆放，

书桌上四五支长短不一的毛笔垂挂于笔架，由先秦到《清史稿》组成

的巨型竹简悬挂于穹顶……清雅的氛围、古朴的陈列，仿佛坐上了时

光穿梭机，迈进了古香古色的明清时代。 

 

 

 

数字国学馆全面收集和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绵长的厚重历史文

化，纳入传统国学与民间文艺，包含经史子集等 100 亿汉字量资源，



覆盖从先秦到《清史稿》，以及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等，总体量比《四

库全书》更为丰富。 

为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的特点，数字国学馆以数字技术为手段，

将高科技信息终端、显示设备与国学环境有机结合，打造出一个新型

育人空间，让沉睡在古老书籍里的国学经典“活”起来、“动”起来。 

 

 

 

“卓资县数字国学馆是全区首家、全国第 7 家运用数字技术的国

学馆。数字国学馆成立于 2021 年，由中关村教育基金会捐建，主要

服务的是中小学学生，还有不同年龄段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群，馆

内共有数字项目和实体项目 2 大部分。”卓资县数字国学馆馆长刘晓

东望着眼前的国学馆满是喜爱。 

从门口继续往里走，一块巨大的纳米黑板牢牢镶嵌在墙壁上，触

屏、写毛笔字、观看国学短视频等功能一应俱全；黑板旁边有 3D 动



感单车，骑上单车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古代的一景一物；不远处还有孩

子们最喜爱的触屏数字漫画“唐诗三百首”、国学数据检索“国学宝

典”……数字化运用在国学馆的每一个角落，巧妙设计、精心布置的

场馆使人沉浸其中。 

 

 

 

数字国学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以内容建设为手段，着

力提升文化供给质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全面收集和展示了我国的

历史文化，有机融合了各类数字文化体验项目，在充分展现我国文化

底蕴的同时，提供了较丰富的教育途径。 

每个走进数字国学馆的读者，不仅被古香古色的阅读环境所吸引，

更感叹这里科技感满满的数字化设备。卓资县北完小学 5年级学生刘

睿是数字国学馆里的“常客”，他最喜欢这里的“勇闯国学塔”：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不仅好玩，还可以学到很多国学知识。” 



数字国学馆还开设了“国学大讲堂”“国学公开课”等课程，让

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都能接触到、学习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截至 2022 年底，数字国学馆共举办“国学大讲堂”20 余场，各

类活动 24 次，接待 2000余人。 

 

 

 

在数字化应用的一帧帧图像中，可以看到卓资县政府为广大干部

群众、中小学生等群体打造集学习、娱乐、运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阵地，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阵地的责任与担当。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国学馆、图书馆等众多文化场馆则是城

市重要的文化支点。 

“数字国学馆的建成是卓资县推进‘十四五’规划，实施文化强

县战略的又一可喜举措，是卓资县文联推进大众化传统文化教育与国

学经典传承相结合的又一载体。”采访最后，刘晓东向记者尽情展望

着数字国学馆的发展蓝图，“让全县机关干部、广大群众、学校师生、



国学工作者爱好者更好的亲近经典，感受文明，培养礼仪，了解民俗，

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国学智慧，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潜

移默化中使国学学习践行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进而擦亮卓资县

中华诗词之乡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