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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方志资料类纂数据库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地方文献组  张  毅  肖  禹 

一、地方志 

地方志，又称方志、志乘，历史悠久，“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

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1。其内容丰富，举凡一地的建

置、沿革、疆域、山川、名胜、物产、气候、人物、文化、教育、民族、风俗、

事件等，无所不包，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地方的百科全书，具有存史、育人、资

政等功能。 

二、地方志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利用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汉文古籍超过 20 万种，地方志约占 5%。面对自古及今、卷

帙浩繁的珍贵方志文献，如何更妥善地保存、管理，便捷地揭示其知识脉络，深

入挖掘其价值内涵，使之在当今的经济文化建设、国民教育、学术研究等领域发

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是摆在时人眼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以整理出版与数据库为主。整理出版以全本影

印居多，影印又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现。如《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以及国图出版社的“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

列丛书等。这些影印丛书部头庞大，造价不菲，多为藏书机构收藏。 

  方志的文献特性决定了从中撷取资料者多，通读全本者相对较少。读者往往

需要披沙拣金，从海量资源中汲取需要的信息。一些学者为便于使用，按照专题

或类别从地方志中辑录相关资料或是编制索引。如《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

汇纂》等。但也存在收录范围有限、刊行数量较少、价格高昂以及整理质量不高

1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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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我国的数字方志建设大约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现主要有图像版、全文版、

图文参照版三种形式。规模较大者如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库、籍古轩“中国

数字方志库”、爱如生“中国方志库”、万方数据公司的“新方志”数据库、超

星数字图书馆的《中国历代方志集（1368-1949）》数据库等。整体而言，地方

志数字化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积累了一定的项目经验，但是广度和深度都

相当有限，难以满足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较大的拓展空

间。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地方志的数字化、

信息化为大势所趋，是当下解决藏与用、编辑与出版、开发与利用等问题的最行

之有效的路径。而地方志同时具备地域性、时代性、系统性、资料性和科学性，

包含丰富的内容信息，与大数据特性非常相似，适合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深

层次的数据加工与标引，建立资源库、知识库。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搭建的专为数字方志打造的历史研究工具

LoGaRt（Local Gazetters Research Tools），是进一步利用、发掘方志数字资源的

优秀案例。在此工具的支持下，近年来学术界已产生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该系统支持学者以关键词形式检索相关信息，通过搭建专题数据库，利用数据库

进行大数据的信息发掘、标签、分类或文本分析。  

三、馆藏古旧方志及研究整理 

国家图书馆藏有大量的古旧地方志特色资源，自 2002 年起陆续进行数字化

建设。“数字方志”库从馆藏中精选出 6868 种地方文献（以地方志为主）进行

数字化，时间跨度上起宋元下至民国，地域范围覆盖全国 33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目前已完成地方文献扫描 300 余万拍，同时完成全文转换 200 余万拍。“中

华古籍资源库”中包含千余部善本方志影像。为便利读者使用与后续开发，需要

进行资源整合，统一著录标准，查漏补缺，完善数据，统筹制定馆藏方志数字化

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国家图书馆为主联合其他单位共同完成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地方

志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演示平台设计”进行了大量方志数字化的基础性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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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包括方志文献特性和数字化特性、方志碎片化理论与方法、方志数字

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方志数字化技术应用研究、方志可视化技术应用研究等。

项目核心成果——方志碎片化理论与方法，可谓为方志数字化、方志资源的开发

利用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基于方志利用的需求，依托雄厚的方志馆藏，借鉴新技术手段及理念，《历

代方志资料类纂数据库》的构想应运而生。通过稳步推进方志通用基础数据建设，

并依据实践总结、形成数据标准，设计、搭建合理的数据库结构和工作平台，逐

步完善方志内容主题词表，构建相对严谨、灵活的数据组织方式，提供用户入口。 

该数据库旨在充分而高效地揭示、激活方志资源，弥补现有方志类数据库在全面、

精确检索等方面的不足，帮助用户加速数据分析、处理，减省时间，节约精力，

进而冲破旧视野，发现新知；同时，改善传统出版对个体使用者造价高、获取不

便、采集信息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可针对传统出版受众有限的问题，在适当时机

推出方志数据定制服务，为研究者及相关人员提供更为便利的工作条件。此外，

简化方志的阅读、利用难度，增加受众群体，传播、推广方志文化，使其更好地

为国家各项事业及公众服务。如有资金注入，搭建此库并投入服务，将是数字人

文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说：“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

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2014

年，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地方志是传承

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要求各级编撰人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2006 年 5 月，为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

地方志资源，充分发挥地方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务院公布了《地方志

工作条例》。方志的利用方向更加明确。 

对方志资源的全方位的挖掘、更科学高效的利用，需求更迫切，技术亦成熟，

需要的是资金的注入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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