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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中的“云应用”预测*

摘要：文章简要回顾计算模式的发展历史后指出，在云计算环境下图书馆集成系统更适合称为图书馆服

务平台，部署面向服务架构及基于浏览器的界面是当前新软件开发时首选的关键技术。文章最后预测了图书

馆采纳云计算的总体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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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里，我持续关注着

为数不少的新兴技术发展趋势，而

这些技术当中，云计算一直保持着

最好的发展势头，并在根本上改变

着图书馆的技术面貌。窃以为，我

们正处于技术发展曲线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新的技术主流即将到来。

1 一切从大型机开始

在计算模式发展早期，大型机

占据主要地位。大型机的运算能力

来自跟房间一般大小的处理器上，

这些处理器通过没有计算能力的终

端来操作——当然，按照今天的标

准，它们运算能力是极其低下。我

第一次涉足图书馆技术就是在大

型机盛行的年代，当时主要负责构

建和维护范德堡市的图书馆网络终

端，以便用户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利

用NOTIS①系统。但是当时脆弱的

网络需要耐心细致的维护工作，我

还记得以菊花链②结构铺展的同轴

电缆所带来的挑战，电缆通过“奇

怪”的二元同步通信（BISYNC）协

议将终端连接起来，尽管有着惊人

的9600bps数据传输速度，但是任

何节点的失效就可能会导致整个网

络的瘫痪。只是在过去几年里，随

着拉丁美洲最后一个NOTIS系统随

着系统迁移而被抛弃，NOTIS就此

走向了消亡。

图书馆自动化的下一个发展时

期基本遵循相同的计算模式，但采

用了拥有更小的中央处理设备的小

型机。相对于已经成熟的大型机而

言，小型机降低了成本，但在运算

能力上并没有本质变化。实际的计

算工作仍然依赖中央处理器，该中

央处理器带有一个纯文本界面的简

单终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处理

器已经缩小到衣柜般大小。这些小

型机通常运行如Pick、VAX/VMS
或UNIX等操作系统。

2 客户机 /服务器计算
模式推动了个人计算机的发
展

20世纪9 0年代中期，我们迎

来了重大的技术改变：客户端 /服
务器（Cl ient /Ser ver，C/S）计算

模式出现了；而随着对图形用户

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GUI）的支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技术旨

在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个人计算机

* 本文译自BREEDING M. A Cloudy Forecast for Libraries [J]. Computers In Libraries, 2011, 31(7): 32-34，其出版商为Information Today, Inc。本次翻译已征得原作者的许可并保留所有权利（Us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① 译者注：NOTIS是早期的一种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② 译者注：菊花链是早期的一种网络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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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Computers，PC），用于

日常工作处理的PC机数量随之急

剧增加，它们分担了某些运行大型

应用程序的中央服务器的（计算）

负担，如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在这种计算模式中，客户端作

为一种安装在PC机上的软件，其设

计不但提供了友好的用户界面，也

执行一些原本在中央服务器上运行

的处理。久而久之，C/S架构逐渐演

变成更微妙的多层（N-tier）服务架

构，用以更好地区分界面、商业逻

辑、数据库和其他的架构组件。

这种计算模式的影响是喜忧参

半的：对用户而言，它的图形界面比

复杂的纯文本界面更容易理解，但

对专家而言，其键盘工作效率显得

十分低下。C/S架构的应用实际上并

没有节省中央服务器多少工作量，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低成

本不断提升（计算）能力是硬件升

级的必然结果。此外，由于需要不

断更新客户端应用程序，因而也带

来了软件管理的新负担。

图书馆自动化领域的现状，反

映了C/S时代的技术发展。当前发

展成熟且为大家所熟悉的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均是C/S时代的产物，如

SirsiDynix公司的Symphony系统、

Ex Libris公司的Aleph和Voyager
系统、Pola r is  Libra r y Systems
公司的Pola r i s系统、I n nova t ive 
Interfaces公司的Millennium系统、

The Library Corporat ion公司的

Library Solution系统以及VTLS公
司的Virtua系统等。

在全球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

大环境中，产品周期往往超过信息

技术发展趋势周期。一些图书馆自

动化产品已经证明了，它们能够在

广义的技术架构周期中获得发展。

例如Sy mphony、Mil len n iu m和

Aleph，其原始版本能追溯到小型

机和基于字符终端的时代，但现在

都被重新设计以适应C/S模式。

3 云计算正冉冉兴起

近 年来，一连串新兴 技 术

开始取代C / S计算模式。在基于

“云”的基础设施上，部署面向服

务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
itectures，SOA）以及基于浏览器的

用户界面，是现在新软件开发时首

选的关键技术。C/S计算模式已经

落伍了，我们不一定要利用本地计

算机来处理海量数据处理，全球分

布式的处理和存储基础设施提供了

另一种的解决方案，它们也可以提

供大规模计算能力。既然每个人都

已经习惯了Web界面（即基于浏览

器的用户界面），C/S模式的软件图

形界面就不一定提供了最直观的操

作方式。在几乎到处可以访问因特

网的今天，对轻便地接入互联网的

需求远远比榨取图形用户环境的剩

余价值要重要得多。

云计算根本上重塑了技术景

观，表现出与大约20年前C/S计算

取代大型机计算时相同的改变轨

迹。这种计算模式抛开了本地服

务器或复杂桌面客户端软件，而

是通过基于Web的界面或轻量级

应用程序来提供服务。这些新技

术服务充分利用了高度虚拟组件

（virtualized components）所提供

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之所以称

为“虚拟”，是因为这些组件通常分

布在不同物理位置的大规模数据中

心中。

在 这 种 计 算 模 式 之下，技

术产品都会采用“软件即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的
形式，而Sa aS的两大特点是基于

Web的应用程序和外部提供的基

础设施。SaaS市场上有着各种不同

的商业使用模式，例如免费的带广

告版本，或者先免费试用再付费

使用优质版本，或是通过每月固定

费率来订购，或是根据资源使用情

况来计费。多数情况下，是多个组

织或个人通过共享软件的单一事例

（instance）的方式使用SaaS。这

种多租户（multi-tenant）模式允许

提供者在一个高度可扩展的平台上

为所有客户提供服务，软件更新和

改进都可以在该平台上一次性地完

成。使用这种服务的不同个人或机

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配置软

件，例如定制自己的品牌、颜色方

案和导航控制，并根据本地需要来

设置功能偏好和规则。因为服务提

供商负责软件的改进、升级和打补

丁，用户将从繁重的软件维护中解

放出来。

大多数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开始

尝试在其在线目录和其他服务里，

用基于浏览器的界面去取代图形界

面的客户端——这是放弃C/S架构

第一步。由于用户在远程访问图书

馆资源时，无需下载和安装图形界

面的在线目录应用程序，所以基于

浏览器的界面迅速成为面向读者的

图书馆服务系统的标准方法。

尽管基于Web的用户界面已出

现，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核心

C/S架构依然存在。图书馆工作人

员在操作他们的自动化系统时，仍

在继续使用基于Wi ndows、Mac 
OS，或跨平台Java应用程序的图形

客户端。在Windows或者Mac OS
环境中运行的图形客户端采用了复

杂的用户界面控件（user interface 
controls），以便为用户提供复杂功

能来处理数据输入和包含多个离

散任务的复杂工作流程。在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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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早期，简单的基于Web表单

（Form）的特性非常适合用户搜索

等简单任务，但是对需要馆员有效

支持的复杂任务来说，它多少显得

有些不合时宜，因而图形客户端在

这一方面依然有竞争力。

4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
云计算时代

我们正在进入图书馆自动化

历史新时代，这个时代以新的支撑

技术为特征。这些新技术包括云计

算、完全基于Web的系统、SOA架

构，以及其他实现图书馆现实功能

需求的新方法。

图书馆应用云计算的第一个

阶段，是大量图书馆开始使用厂商

提供的托管服务。云计算的主要原

则之一就是把计算机基础设施的

本地管理转移到外部供应商。越

来越多的图书馆使用ILS厂商提供

的全方位托管服务，图书馆无需购

买和维护本地设备，只需每月或每

年支付一定的服务费。虽然人们喜

欢给这些托管服务贴上一个新的

标签——SaaS，但这里所用的系

统大部分依然是传统的C/S架构，

而不是多租户共用单事例的B/S架
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服务建立

在完善、实用且熟悉的应用基础之

上，给厂商和图书馆带来了同样的

效率。

近年来推出的图书馆自动化

产品充分地融入了当前的架构和

技术，设计之初就是按照多租户

的Sa aS模式来交付的。这一系列

的新系统包括Ex Libris的Alma、
OCLC的Web级管理服务、Kual i
基金会的K u a l i  O L E、S e r i a l s 
Solut ions最近发布的Web级管理

解决方案（Web-scale management 

Services）和Innovative Interfaces
公司的Sierra和其他一些还未发布

的产品，目前这些产品处在不同的

开发阶段。其他的产品预计在最近

一两年内进入实用阶段，截止至

2011年7月，作为技术的“早期采

用者”，有超过32家图书馆选择了

OCLC的Web级管理服务。

新一代的产品更适于被称为

图书馆服务平台而不是图书馆集

成系统，这源于传统图书馆在过

去十几年中不断融合电子和数字

内容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这些

最近发布或推出的系统采用了独

特的方式，试图摆脱ILS系统固有

的、以印刷型资源为中心的工作流

程。为了弥补核心ILS系统的功能

缺陷，许多图书馆安装了一系列的

辅助产品，例如链接解析器、电子

资源管理系统、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和管理各种不同类型资料的仓储

平台。这些新产品的目的是通过设

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平台来处理

所有不同形式的内容，以简化图书

馆操作。

除了这些核心的图书馆自动化

产品外，我们还看到了资源发现服

务产品，例如Summon、WorldCat 
Local、EBSCO Discovery Service
和Biblio Commons，以及参考工

具，例如已充分体现了这些原则的

Springshare LibGuides。

5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
未来日渐明朗

图书馆技术产品的新潮流正

在慢慢行进。我们现在处于产品和

技术周期的起始阶段，这次周期将

会完结于下一个十年。新型产品的

升级更新可能有点慢，图书馆往往

会继续使用它们的自动化产品直到

剩余价值被榨干的那一刻。据我观

察，仅仅有一小部分图书馆能够作

为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积极参与到

产品周期中。在产品开发和部署周

期内，当产品已经成熟且对图书馆

带来的风险降到某个阈值的时候，

大部分图书馆就会随后跟进。

当改变的浪潮最终接近尾声的

时候，其结果不仅体现在已部署的

新产品的形式上，还体现在图书馆

使用新技术的方式上。我们能够期

望，那时的SaaS将会作为新的模式

而立足，本地安装的应用软件将会

减少。当图书馆到了需要迁移老化

的遗留自动化系统和替换馆内服务

器时，许多图书馆已经选择采用由

开发商托管的新形式，而不是在馆

内继续管理下一代软硬件。相对于

服务器和系统操作的管理、自动化

系统维护等常规任务，图书馆可以

为他们的技术员工安排更多战略性

的活动。

我并没有期待彻底的改变。在

变革过程中，甚至很久以后，即使

大多数图书馆最终采用SaaS方式

提供服务以满足核心的自动化和服

务传递需求，相信我们也还能找到

继续在使用本地部署系统的图书

馆。

观察图书馆自动化下一个阶段

的形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许多

新产品似乎在一开始放眼这个新阶

段。当部分产品还在跃跃欲试的时

候，一些产品已经处在领先位置。

不过，在下一个十年的竞争中，成

功将更依赖于产品和技术的优势

和吸引力，而不是起跑时的“爆发

力”。虽然在多种新兴的自动化产

品和服务面前，图书馆可以有截然

不同的选择，但毋庸置疑的是，这

些新产品和服务将引领图书馆逐步

走入云计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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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首都图书馆联盟囊括110家 

国图首图率先实现通借

今后，市民在图书馆借书看书将更方便。昨天，首都图书馆联盟正式成立，并推出十项惠民举措，市民今后有

望仅凭一张读者卡，在全市60家图书馆通借通还，还可以实时收看其他图书馆举办的讲座转播等。

昨天上午，110余家图书馆自愿联合发起成立“首都图书馆联盟”，成员包括国家图书馆、党校系统图书馆、科

研院所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医院、部队、中小学图书馆和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等。联盟成立后，将推出十项

惠民措施。包括首都图书馆及下属各区县图书馆和部分街道图书馆在内的60家图书馆，读者凭借“一卡通”将逐步

实现同城通借通还，所借的图书可以就近还书。国家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之间将率先实现读者证相互认证，读者

凭一个证件，可以在两个馆内借书。

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

今后，北京市各高等院校图书馆将逐步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通过办理借阅证，读者将共享高校图书资源。北京

大学图书馆馆长、联盟副主席朱强在成立大会上说，高校图书馆并不是与社会隔绝的，以前只是有条件地接待部分

社会读者；加入联盟后，高校图书馆将把接待社会读者的服务进一步制度化，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逐步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

成为第6大文化联盟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参加了成立仪式，他表示，北京是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最多、体量最大、设

施最好、管理服务水平最高的城市，首都图书馆联盟是继剧院、博物馆、影院等5大文化联盟之后成立的又一个文

化联盟，联盟要实现服务、信息、资源等方面共享，创新服务模式，实现“一馆办证、各馆通用，一卡通借阅、就近

还书，一馆藏书、各馆共享，一馆讲座、各馆转播”等，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图书馆。北京市将全力支持图书馆联盟的

发展，帮助联盟各成员单位做大做强，为联盟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3-13/3738217.shtml，查询日期：2012-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