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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人类文化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据记载，

从石板上捶拓文字是印刷术的先驱，因此早于印刷术出现的传拓技术也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之

一。金石拓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中国传统文献，它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保存文献、考

证史传、增补遗闻的重要资料。拓片以 1:1 的比例，忠实反映了原物的面貌，在不能接触原

物的情况下，拓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替代原物的作用。拓片的史料等多方面价值已为社会和

学界所认识。 

国家图书馆藏有各类石刻拓片近 3 万种，13 万余件，品种多，质量精，是馆藏中的精

品。经过我馆金石组同志的努力，拓片已编制目录的有 2 万条，已制作书目数据库的有 9700

余条。 

金石拓片这一反映我国历史文化的文献是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中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库。为更加方便于学者的研究，为使金石拓片在互联网上展示原貌，我们制定方案，展开了

数字拓片的工作。按照数字图书馆的技术进行资源组织、加工、存储、检索、传递、保护，

基于互联网为读者提供服务。 

金石拓片资源库按元数据和对象数据制作。在资源库建设初期，我们依循数字图书馆建

设原则，确定了拓片建库原则，在总原则的指导下，资源库建设有章可循，很快将此项工作

开展起来。 

数字图书馆的特点是书目记录与图像、文本的紧密连接，而图像与书目记录应该是一一

对应的关系。在元数据制作方面，我们将元数据的采集视为与每个数字影像、数字对象相关

联并成为藏品开发过程的一部分。按照数字图书馆技术特点，以著录的书目数据为基础，抽

取拓片元数据，在 Dublin Core（简称 DC）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拓片元数据集，实质上是

一个 DC 的扩展集，包括：描述性元数据，结构性元数据和管理性元数据。为了更为全面、

准确地完成元数据加工，金石组编目人员对原有的《金石拓片编目规则》进行修订并更名为

《中文拓片编目规则》，使其更具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在一年多的拓片资源库制

作的基础上制定《中文拓片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现已发行。中文拓片书目数据建立在

CNMARC 基础之上。传统的 MARC 格式，其实也是一种描述性元数据。书目数据记录了拓片的

详细内容，如题名、责任者、刻立年代、刻立地点、书体与行款、数量与尺寸、题跋印记、

关键词、索书号、石刻类名等著录项目。按照数字图书馆的体系结构，为此，我们开发了“拓

片资源整合系统”，解决了 CNMARC 格式向 DC 格式的转换。依据《金石拓片元数据标准》，将



CNMARC 各字段、子字段与 DC 元素建立参照、对照表。运用整合系统，将 CNMARC 形式的记

录转换为 DC 元素后，系统记录 DC 元素的属性以及 CNMARC 与 DC 的核心元素和其它元素的映

射关系。整合系统功能齐全、方便灵活，提供数据格式的批量转换和单个文件上传，用户可

根据工作所需，自由选择。此外，系统具有严格的安全检查，对用户和权限分别控制、管理。

在元数据加工过程中，在拓片著录规则相对统一的情况下，整合系统完成的拓片数据制作支

持 XML 语言，采用 Unicode 字符集，实现异构操作系统的共享，在互联网上提供检索、查询、

浏览使用。 

数字影像的定义为，基于光栅的、具有两维效果以及静态数据象素的矩阵，可用于计算

机使用文件格式的转换，并能在计算机视频显示器上显示。金石拓片对象数据的制作，我们

采取对原拓和拓片出版物影像的捕捉，直接获取数字文件，数字文件如实表现原始对象的影

像信息。拓片影像数字文件分为数字主文件和衍生件。数字主文件是通过专用扫描仪对原文

献影像捕获的直接结果，其主要作用是作为长期的档案记录和用于产生衍生文件，它可以作

为原始对象的代用品。美国加州数字图书馆（CDL）影像藏品标准指出，创建的影像主文件

至少要有 50 年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考虑到文献影像的保存和未来使用的多样性，使用

高精度、高质量捕捉拓片原物。数字衍生件是从数字主文件衍生而来的，用于编辑或增强主

文件到不同格式的转换以及网络表现和传输。拓片衍生件不是用于保存的文件，因为数字主

文件才是用作保存目的的。拓片衍生件包括缩略图、预览图、中分辨率图和高清晰度图，图

像的计算机显示充满计算机显示屏（1024 × 768 象素，标准 PC VGA 分辨率）。衍生件的影

像及其尺寸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文献纸张质地、出版物印刷状况、使用用途、计算机网络

传输等等。衍生件制作使用特定软件完成，在指定参数下，对主文件进行批量转换和压缩。

在衍生件压缩过程中，使用有损压缩进行处理，压缩比选择介定于 1-10 级之间。衍生件的

数字水印制作目的是为了保护金石拓片的网络使用，所以我们为每张拓片添加显示数字水

印，数字水印的添加既不妨碍网上图像的浏览和图像细微部分的观赏，又在一定范围内保护

了国家图书馆的文献版权。 

金石拓片资源库的建设是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项目。目前，我们已完成拓

片元数据制作 6000 余种，影像数据 8000 余幅，资源库已有一定的规模，运用我们的互联网

发布系统，读者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查阅、获取拓片资源。建设金石拓片资源库的意义

是显而易见的，既保护了古文献，也增加了文献的多种表现形式。资源库的建设还在进行当

中，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化单位加入我们的行列，丰富拓片资源库的内容，使更多的读者

可以分享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