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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地方志（旧方志）资源库建库缘起 

地方志，也称为“方志”，“志”就是“记”，是记录、记载、记述的意思。顾名思义，

“地方志”就是一个地方从古到今，从自然到社会方方面面情况的总揽。它由地方政府组织

专门人员，按照统一体例编写而成，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具有

特色的馆藏。特别是我馆所藏 1949 年以前编纂的地方志（简称旧方志），不论质量还是数

量均居海内外各藏书单位之首。对于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保护、

推介、利用好。采用数字化的形式，整理、加工旧方志资源，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有效途径。

由于旧方志是我馆特色馆藏且不存在版权问题，所以我们准备先制作中国地方志（旧方志）

资源库（本文以下简称方志资源库）。 

方志资源库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模式，是建库之初首先遇到的问题。国家图书馆资源库的

发展历程伴随着图书馆发展的脚步，也经历了从传统馆藏资源——馆藏资源数字化——数字

图书馆资源库发展三部曲。我馆现在已有的数据库，大多是将传统馆藏经过数字化处理生成

的。方志资源库如采用原有的思路，即是把志书平行地转换成数字化内容，那我们最终实现

的仅是把纸质志书转换成电子志书。就载体形态来说，志书数字化使其发生了质的飞跃，但

就内容而言，它仅是形式的变化。而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资源的迅速扩大，

越来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选择信息、使用信息的行为和方式。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已不满足于

以文献为单位，而是希望通过简单、快捷的方式检索到所需文献中的具体事件、数据、结论

等知识单元，同时将所需知识单元和与其相关的信息进行整合，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

信息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方志资源，多角度、多侧面地深入揭示方志内涵，依据信息时

代人们的信息需求特点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技术保证，达到知识创新的目标，方志

资源库的建库模式应定位在数字图书馆的平台上。在此，先论述图书馆数字化和数字图书馆

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它几个基本概念。  

二、方志资源库的几个基本概念 

1．图书馆数字化：传统图书馆馆藏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和加工，为用户提供服务，这

个过程就叫图书馆数字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例如：八十年代后期我

们就在 M150 机上编制“国家书目”，九十年代前期我们开始编制的地方志书目数据库及以后

编辑的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数据库，直到目前我们还在做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以及我们将

要建的地方志资源库中的全文影像库等都属于图书馆资源数字化的范畴。其工作对象和结果

仅限于传统资源本身，或者说它只是一种载体形式的转换（由纸制品转化成电子出版物）。 

2．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是把传统图书馆的功能由信息的查询和图书资料的借阅扩

展到知识服务的新阶段。其中两个关键的技术是信息资源的整合和知识的创新。前者就是要

依据统一标准，将相互关联的信息资源重新组合并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标引，强调重组后的信



息资源的良序化和关联性，而后者突出的是知识的增值与创新。如果把前一过程比做物理学

中物质所发生的“物理变化”的话，则知识创新所引发的就是物质的“化学变化”。即通过

分解、重组，形成了新的信息知识网络，较原来的传统信息资源在功能、用途等方面都发生

了质的变化。对此许多专家、学者都有严谨的描述和解释，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通俗一

点儿说，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1）信息资源数字化：数字图书馆内的所有信息资源都经过数字化处理。 

（2）服务手段网络化：它借助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传播知识（例如

互联网、卫星传递等），突破了馆舍的时空局限，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所需信息，是不局

限于图书馆场馆的。 

（3）资源实体虚拟化：它是基于互联网的多维知识网络，突破了传统载体的限制，延

伸、拓展了传统图书馆馆藏外延。它不仅提供传统的基于印刷介质的服务，还可通过跨库检

索，对数字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提供重组后的信息服务。因而，它是对馆藏资源的再开发。

例如：“昭陵”和“玄武门之变”分别是景观和事件对象资源，它们都与“李世民”相关联，

分别收藏在景观库和事件库中，但重组在一个页面里，以视频、音频、图像等多媒体手段展

现在用户面前。 

（4）检索方式良序化：依据统一规范即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对数字信息资源进行科学

的分类和标引，达到对数字信息处理的良序化（相当于书刊采访到馆后先编目），保证了分

散的数字资源经重组后提供给用户精确的检索，检索效率很高。这一点有别于一般的网络搜

索引擎。网络搜索引擎是通过网络机器人自动搜索并生成相关的著录信息，存入数据库中供

检索之用，其检索系统由于采用自动标引，检索后的网上信息还需要人工识别处理，检索效

率太低。 

（5）信息利用共享化：由于数字化图书馆内的信息资源的加工、发布都依据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所以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3．元数据：传统图书馆流程中重要的一步工作就是图书、期刊的编目，便于用户查找。

数字图书馆中的数字资源同样需要编目。元数据就是为了满足数字资源的编目需要应运而生

的，它是数字图书馆编目的新格式，是一种有效的信息资源组织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描述

性、结构性、管理性。就描述性而言，我们以前用的卡片目录，现在用的 MARC 格式都属于

元数据的范畴。但元数据又比卡片目录、MARC 格式具有更强大的描述能力。而元数据所具

有的结构性（揭示资源的内部结构）和管理性（规定运行环境、数字版本、收费情况等）使

它能更全面的反映了数字文档的各个方面，为数字资源的保存和利用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 

4．资源库：经过专业人员组织、加工、整合而成的符合数字图书馆规范的资源的集合。

它具有数字图书馆的基本特征。资源库是完全网络化的，具有强大的检索平台和丰富的检索

途径。一般资源库都包括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丰富的多媒体资料，对各种媒体都具

有良好的支持。各种专题知识资源库组成了数字图书馆的物质基础。资源库的建设不可能一

蹴而就，它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不断更新，动态地更新内容。由于资源库的信息资源

使用统一的加工、发布标准（例如元数据标准），可吸收各信息资源优势单位参与共建，形



成系列知识库群，使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被公众共享。 

三、方志资源库的结构和内容 

下面介绍“方志资源库”的结构设计。中国数字地方志资源库由一个全文影像库，一个

OCR 数据库和八个专题子库组成。 

全文影像库：就是将国图分馆所藏的 1949 年前编纂刊行约 6000 余种地方志书进行全文

扫描，即志书的数字化处理，全文影像库内的数字化资源并没有改变原有的信息组织，它只

是对纸质志书的载体形式进行了一次平面转移，即将纸质旧志通过数字化处理（扫描），变

成可在网上阅读的电子书。在全文影像库用户除了阅读原书，还可以做多幅影像的比较即版

本校勘。（最多 4 幅图像同时显示）。  

OCR 数据库：OCR 是英文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的缩写，意为“光学字符识

别”，也可简称为文字识别，通俗地说就是计算机认字，是一种文字自动输入方法。它通过

扫描仪获取纸张上的文字图像信息，再和计算机配合，经 OCR 软件将图像数据进行运算分类

后，将图像数据转换成计算机内码，并按规定格式存储在文本文件中。它的作用是将全文影

像库中的志书影像转换成文本格式再进行切词标引，按设计要求规定标引到志书中的“标

目”。这样在 OCR 数据库中，用户不但可以阅读到旧志的原文，还可以对志书进行全文检索，

也可进行精确到“标目”的词组检索。同时在 OCR 数据库中，用户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个性

化处理，例如添加标记、注释，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进行编辑、复制，对不同版本的影像进

行多屏幕比较研究等。 

以上两个库内容的外延都没有超出志书提供的内容。而只是将原书载体形式做了转换，

以电子图书的形式显现。 

八个专题子库： 

八个子库的建库原则是以原书内容为基础，按照元数据标准进行规范化处理，多角度、

多途径地丰富、补充、扩展原书内容，将原来分散或不完整的方志信息集合起来，形成地方

志知识网络。八个专题资源库彼此相连，并且都与全文影像库和 OCR 库相连接，专题资源库

的检索条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个检索条件组配，进行复合检索。在专题资源库，用户

根据需要，从一个知识点入手检索，就可以方便、快捷地跳转到全文影像库、OCR 库或不同

的专题资源库，检索到与入口知识点相关的各种信息，从而为用户节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最大限度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地名资源库 

地名资源库的建设分为两步：首先建立志书名称中涉及到的方志地名资源库，其次再逐

步扩大地名收录范围，成为更大规模的中国地名资源库。地名库中的规范地名是依据 2002

年国家行政区划表及有关规则进行规范处理后的地名。客观地名则取自志书卷端题名。地名

异名包括客观地名的又名、别名、俗称、简称等。规范地名与客观地名相互参见，地名异名

见客观地名。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入口词。该库的基本内容包括：规范地名、客观地名、客

观地名的异名、地名隶属关系、地名沿用时间（朝代）、地名简介（沿革、变迁情况）、地名

文化（相关人物、事件、景点和插图名称等）、周边地名、所辖地名、影像原文和 OCR 原文



等。 

人物资源库 

包括出现在方志人物、选举、职官等篇目中的有传记资料的人物，按照元数据标准进行

规范处理，规范人名与又名（别名、笔名、室名等）之间建立相互参照关系，用户可从被传

人物的任一名字入口检索所需人物信息。人物资源库基本内容包括：规范人名、又名（别名、

笔名、室名、字、号等）、性别、籍贯（出生地）、民族、生卒年、主要活动年代、人物关键

词、分类。通过链接相关信息（相关人物、地名、事件、插图、景点、文献等）和影像原文

及 OCR 原文，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地描述被传人物。 

事件资源库 

事件资源库收录了志书大事记篇或杂记中记载的重大事件。内容包括灾祥、战事等。依

据元数据标准，对事件资源进行规范著录、标引。事件资源库基本内容包括：事件名称、发

生时间、地点、事件简介、分类、关键词、相关信息（相关人物、事件、地名、作品、景点、

志书、文献等）、影像原文、OCR 原文和出处等。 

作品资源库 

该库收录了方志艺文志、经籍志、人物志中记载的诗词、游记、散文、墓铭志等作品，

依据元数据标准进行规范著录、标引。它与相关文献资源库的区别在于作品库的内容一定出

自志书，所做的补充和扩展都是为了保证志书中作品的完整性而进行的。例如：《武功县志》

上有关于骆宾王的记载，而艺文志中他的诗文作品收集的又不全，这时为了保证有关骆宾王

诗文作品在作品库中的完整性，可以从其他途径进行补充和完善。但所有补充的内容必须是

骆宾王的作品。 

作品库内容包括：作品题名、作者、作品出处、出版情况(包括出版者、出版地、出版

日期) 、现存版本、发表时间或历史时期、关键词、分类、原文（图片资料、视频、音频资

料）等、作品出处、提要和制作信息，并增加了相关地名、人物、事件、景点、插图、研究

文献、影像原文和 OCR 原文链接，使作品资源库内容更丰富、充实。 

插图资源库 

插图资源库将志书中的舆地、器物、肖像、景观和营造等类插图，依据元数据标准进行

规范著录、标引，建立插图资源库。该库内容包括：插图代码、名称、版框尺寸、出处、关

键词、分类、相关链接（包括相关人物、地名、事件、景点、文化民俗、研究文献等）、图

像信息（包括图像格式、图像文件大小、尺寸、分辨率和色彩深度等）。用户可通过插图名

称、关键词、分类号等途径，检索到志书插图并能自动连接到同一志书的其他插图。还可以

通过“原图”、“原文”按钮或输入 URL 网址与全文影像库、OCR 库链接。 

景观资源库 

该库将方志中记载的名胜景观，依据元数据标准进行规范著录、标引，建立景观名称和

它的又名之间的相互参见关系，并在该库中增加了景观图片、视频、音频资料，相关人物、

事件、作品、地名和研究文献等信息，使景观内容更丰富、充实。该库内容包括：景点名称、

位置、景观介绍（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分类、关键词、景观文化（包括相关人



物、事件、作品、地名、研究文献等）、周边景观、下层景观并可以链接到影像原文或 OCR

原文。 

目次资源库 

    该库记载国家图书馆志书收藏信息。依据元数据标准，对志书题名和志书中的卷次篇目

进行规范处理。通过该库用户不但可以检索到志书书目，还可以对书中的卷次篇目进行检索。

目次资源库的基本内容有：志书名称，目次名，版本项、载体形态、相关信息（地名、人物、

事件）等。 

相关文献资源库 

收录后人对志书、志书版本、志书内容（相关人物、事件、地名等）的评论、研究、考

证论文、论著，依元数据标准进行著录、标引。该库基本内容有：文献名称、作者信息（责

任描述、工作单位）、原文、分类、关键词、文献发表时间、发表刊报、相关链接（包括相

关事件、人物、作品、志书、地名、插图、文献）、影像原文、OCR 原文等。 

全文影像库、OCR 数据库和八个专题子库相互关联，互为依托，构成数字方志资源库的

主体。 

四、方志资源库的建库进程及展望 

我们在对馆藏情况（包括方志数量、质量、版本等）进行认真分析、调研后，就方志资

源库的结构、规范、收录范围、工作进度、共建共享等问题反复论证、规划，在此基础上，

我们推出了方志资源库演示版，并在 2002 年 7 月召开的《北京国际数字化公众信息服务与

技术展览会》上进行了展览和演示，得到了与会各级领导和专家及观众的关注和肯定。现在

我们已经开始了全文影像库的建设，到 2002 年底，计划完成 330 万页旧志的全文扫描，同

时，对 7 月推出的演示系统进行完善，从明年开始着手制作与之配套的 OCR 数据库及地名、

人物、事件、作品等八个规范化的专题子库。方志资源库完全建成后，应包括本馆所藏 6000

余种地方志（旧方志）及其相关信息资源。此外，我们还设想待今后条件许可继续扩大收录

范围，一方面希望联合全国地方志（旧志）收藏单位，参与我们方志资源库的建设，另一方

面将吸收我馆普通古籍中所藏的各种专业志资源，丰富其内容，将其建设成为更广大意义上

的中国地方志（旧志）资源库。 

通过上面叙述，可以看到作为数字图书馆重要物质基础的方志资源库是一个多维的方志

信息资源网络。它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是需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做好的，但同时这又是一件造福后人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工作，值得我们为它去努力。 

国图特色鲜明的馆藏为开展数字方志资源库建设提供了资源保证，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已

经开展起来的二次文献开发和数据库建设为资源库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业已形成的图书

馆自动化和服务网络为资源库建设提供了技术和手段保证，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支熟悉馆

藏、熟悉古籍的专业人员队伍，依靠着这些优势，国家图书馆方志资源库的建设一定会有一

个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