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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普及，
互联网贷款业务迅速崛起，并改变了传
统金融行业的格局。然而，与其伴随而
来的，是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

某日下午，一中年男客户行色匆忙
地来到宁波中行某支行，要求解锁手机
银行，称“需要在一小时内完成转账”。

原来，客户接到一个自称某银行业
务员的电话，对方称正在推广一款贷款
产品，承诺即刻下载该 APP 并转账
18000元，即可返还60000元。客户正
想将老房子重新装修，恰巧急需资金，
被这通电话所吸引，马上按对方要求进

行了手机银行转账操作。但因密码输
入错误次数过多，导致手机银行被锁而
无法转账，故前来支行要求办理手机银
行解锁。

听完客户叙述，大堂经理高度警
惕，立即与客户口中的“业务员”通话核
实，询问对方所在网点和工号。对方在
电话中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十分可疑。
为进一步核查信息的真实性，大堂经理
拨打该银行客服电话，确认该行并未发
行客户所说的产品。由此，大堂经理更
加确定客户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
阻止客户向该账户转账。

这个案例展示了互联网贷款业务
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在互联网贷款
时代，尽管贷款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但金融诈骗也随之猖獗，并以各种形式
出现。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个
人信息泄露的漏洞，针对不明真相的用
户进行诈骗。

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市民朋友们
务必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警惕各类虚
假平台，在办理贷款业务时要审慎阅读
合同条款，核实借款信息，并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定期查看自己的贷款账户，
保护好各类密码的安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温馨提醒，不可盲目轻信不明客服、
链接、电话、邮件信息，谨防诈骗。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范宸欣 张敏光 蒋天宙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远离互联网贷款诈骗

12月5日，天一阁连线意大利马拉特斯塔图书馆，就藏书楼的数
字化进程开展了一场“云端对话”。这是继去年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三
大家族藏书楼首次“云端聚首”后，天一阁与马拉特斯塔图书馆的第二
次线上对话。

今年，“宁波天一阁虚拟现实文旅体验平台”打造科技与文化融
合的新一代数字孪生博物馆典型样本，成功入选工信部等五部门联
合公布的2023年度虚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名单，成为“浙江唯一”。
数字化让博物馆里的古籍文物突破时空限制，“云上藏书楼”的建设
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本期 Tianyi Talk 中，双方数字化负责人围绕各自的馆藏特
色、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项目等，解锁数字化时代的“云上藏书楼”，
畅谈在数字化中的守护传承，共同探讨未来交流与发展。

两大藏书楼展开第二次线上对话。

据天一阁博物院信息网络部主
任黄刚介绍，“天一阁是亚洲唯一具
有45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连续发
展，从未中断重建，至今仍保持原貌
原样的家族图书馆。天一阁‘阁主’
范钦（1506-1585）的藏书理念是厚
古及今、经世致用。他特别青睐当代
文献资料，重视各种实录、政书、方
志、科举录、诗文集等文献的重要性，
为后人留下了一座珍贵独特的历史
文献宝库。”黄刚还介绍，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许多收藏家目睹天一阁的
藏书事业已初复旧观，深感私藏不如
公藏，因此纷纷把藏书以及碑帖、字
画、器物等捐赠给天一阁。天一阁馆
藏日益充盈，新旧交相辉映，真正体
现了“典藏华章传盛世，播惠四海泽
中外”。

相较于天一阁的古籍馆藏特色，
创建于15世纪的意大利马拉特斯塔
图书馆，馆藏特点有所不同。该馆技
术主管保罗·赞菲尼（Paolo Zanfi-
ni）介绍，马拉特斯塔图书馆的馆藏

文献庞大且复杂，除了有从15世纪
羊皮卷手抄稿到现代的印刷书籍，还
有丰富的摄影作品、档案文件、版画
以及地图等不同的类型。

面对不同类型的馆藏，天一阁藏
书楼与马拉特斯塔图书馆彼此分享
了数字化管理的理念与做法。黄刚
介绍，目前，基于国内最先进的数字化
设备，天一阁的古籍数字化过程主要
可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以及数据
成果利用三大阶段。从古籍分类检
查，根据古籍的年代、内容、形式等因
素建立详细的采集目录，到对图形数
据进行进一步的校对和修正，使其最
大程度接近原图，比如对于刻本数据，
会将页面拼接成筒子页的形式，以符
合古籍的最初形态，再到将所有的数
据成果都导入数据库中，供阅读、整
理、研究、出版、展览等各种用途，这样
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古籍数字化
过程，其中的关键步骤仍需要专业的
数据库管理和维护人员来进行操作，
以确保数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随后，双方就馆藏数字化管理、
数字化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互动问
答。“专业进行数字化管理的人员有
多少？”“数字化软件是属于公共的
或是自主开发？”“对不同类型的数
字 化 馆 藏 数 据 会 如 何 进 行 检
索？”……两大古老藏书楼亲切交
流、互通有无，为“云上藏书楼”的建
设提供了前沿的理念指引与数字化
技术支撑，让彼此在持续的数字化
变革中加速前行。

保罗表示，天一阁数字化管理的

经验和创新非常值得学习，有效的数
字化管理对一个图书馆的发展而言
有着巨大潜力，因为这可以帮助图书
馆“走出去”，让更多公众认识并了解
图书馆。对话的最后，双方希望进一
步加强交流，开展更深入的探讨。

据悉，这是天一阁博物院国际藏
书文化交流节目Tianyi Talk的第八
期。接下来，天一阁还将继续推出
Tianyi Talk系列节目，带领大家打
开窗户看世界。

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王旭

解锁

双方就数字化管理和技术开展互动问答

天一阁:形成系统的古籍数字化过程

保罗认为，整个数字化过程的核
心是将简单的数据转变成数据文化资
源，同时也提到了数字化管理任务的
复杂性。目前，马拉特斯塔图书馆需
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馆藏提供各种设备
工具以及数字化支持，而这往往是小
型图书机构难以负担的。他们也认识
到数字化并不仅仅是展示图片，还需
要对原有文本有深刻理解，所以管理
人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需要选择适当的数字化程序
与技术，让不同类型的实体馆藏在数
字化界面上的呈现能最大限度接近文
献原貌。

“马拉特斯塔手稿的开放目录”
是马拉特斯塔图书馆曾经的一大数
字化项目，该项目为馆内所有15世纪
的手稿进行了数字化建档，并面向所
有读者开放。

据保罗介绍，遗憾的是该项目提
供的图像分辨率较低，并不能最大程
度体现文献原貌。近几年，马拉特斯
塔图书馆为此进行了许多努力，比如
建立了一套数字化工作流程，并参与
了多项国家（地区）的数字化项目，助
力将数据文献纳入共享的大型数据
库，方便公众通过数字目录访问查询
马拉特斯塔图书馆丰富的摄影档案
等文献遗产。

近期，他们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
数字化项目，即参与了意大利古代手
稿的国家普查，为意大利整个国家数
据库的建立提供现有的馆藏手稿信
息。

明年，在意大利的整体计划框架
下，还会将所有图书馆的期刊遗产数
字化，预测将会形成超过30万张增强
现实（AR）形式的图像文件。

马拉特斯塔图书馆：将数据转变成文化资源

天一阁与马拉特斯塔图书馆
再次对话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