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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明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与CALIS

摘要：笔者作为CALIS三期近15年建设的参与者，分析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难度，给出了CALIS项目建

设的初衷、形成的效益以及CALIS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指出了CALIS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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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馆人几十年的梦

想与追求。

早在1957年，国务院曾制订过《全国图书协调方

案》，作为国家向科学进军的一项后勤保障措施，其主

要内容就是高等学校、科学院、公共图书馆等各系统

之间的图书文献协调共享[1]。之所以未能实现，从大了

说，当然是进军科学战略自身的夭折，仗都不打了，何

需后勤？从小了说，手工条件下文献资源共享的操作实

在是太困难了。

首先是共知难题，包括what和where。编制书目是

图书馆人的看家本领之一，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通报

馆藏。编制方法早期是排卡片，后来用计算机。在网络

时代之前，不管是卡片编排还是机器编排，书目的传播

手段只能是印刷和邮寄，图书馆人费时费力编出来的书

目，且不说是否符合用户的需要，起码到用户手里已经

过时。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以科技期刊目次等科技文

献为内容的书目产品。文科的书目，特别是文科图书的

书目，传播时效比较长，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比

如古籍联合目录。

手工条件下文献资源共享的第二个难题是物流。

在复印机普及之前，馆际互借只能取非返还模式。凡互

借，求借的对象必定是稀有的、贵重的书刊，谁也不会

为二三角钱的图书去做馆际互借（今天的年轻人可能

难以相信，当年的中文图书真的就这么便宜。1980年前

后我买的一套历史小丛书，每册定价一角钱左右，作者

可都是名家）。可越是贵重的图书，图书馆就越舍不得

互借出去，虽说那时的人民邮政比较受人民信任，可自

家的宝贝一去几个月，还难免在邮袋里摔打得鼻青脸

肿，搁谁也会担心的；再说了，大部分宝贝都没有复本，

咱自己的用户也得用不是？外文期刊本馆的用户都不能

外借，当然更不互借。

所以，我父亲那一代的，在北京以外特别是在偏远

的三线地区工作的科技工作者，经常有一项重要的出差

任务是“查资料”。坐六七十个小时以上的火车（有时事

急或领导心情好，也批准坐飞机。那时昆明到北京的单

程飞机票111元，相当于2个工程师的月薪。折算下来，

今天CALIS云南省中心到北京来开一次会，成本要低

得多），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或各

部委的情报所去查文献，抄下来，背回去。这就是那个

年代的“文献资源共享”。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图书馆界重新重视文献资

源共享，小打小闹地做过一些，主要是同城的共享，发

放通用借书证什么的，顶多是图书馆的同志骑着自行车

跑一趟。大规模成功的共建共享实践却是“逼上梁山”

的结果。1990年代前期，外文图书期刊年年涨价，高校

图书馆的经费年年紧缩，“剪刀差”越来越大。图书馆

先是“压书保刊”，很多学校几乎不买外文图书；紧接

着是“含泪砍刊，刀刀见血，步步惊心”。据图工委的统

计，1996年订100种以上外文期刊的高校，全国不超过

50家[2]。在严峻的形势下，高校图书馆被迫进行了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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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采购协调。大约是从1992年开始，每年春天图工

委期刊委员会都要开一次外刊订购协调会。协调对象是

“高价刊”（那时候2万元就算高价刊了），工作形式很

原始——由复旦大学秦邦廉老师逐一唱刊名、刊号，有

订购意向的图书馆报名确认后，其他图书馆可以考虑

放弃；遇到家家都想下刀子的刊，协调组先游说高校的

几个大馆勉为其难，高校实在维持不起的，会后再去协

调国家图书馆保下来。协调会开到最后，协调组的几位

每每声嘶力竭，很有几分悲壮。悲壮的成果是高校图书

馆作为一个整体，背靠国家图书馆，保住了尽可能多的

外刊品种，为共享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996年，北京大学向教

育部提出了建设文献保障体系的初步建议。北大建议

的基本思路，可以回溯到1987年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

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提出的整体化建设目标，包

括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3]。会后图工委还进行过一系列

调查研究。北大图书馆不仅积极参与了上述工作，而且

将其完善为可具体实施的这样一个文献保障体系建设

方案。1997年教育部做“211工程”的顶层设计时，吸收

了北大的建议，再经过广泛、充分的可行性研究，最终

确定在“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中，纳入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即CALIS，并于1998年立项建设。此后

2003年、2009年CALIS再次、三次在“211工程”中立

项，到2012年三期工程验收时，CALIS已打造成“国内

综合服务能力最强、可获取文献最全、面向各级高等院

校教学科研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分布式中国高等教

育数字图书馆”[4]。

今天，CALIS的服务项目与服务能力已经远远不

是传统图书馆所能够比拟的，也不是我这半个外行能

够简要综述的。仅就我比较熟悉的面向最终用户的资

源查找和原文获取服务而言，CALIS已建成了可检索

量近亿册（篇）文献的e读学术资源搜索引擎，包括11
万种期刊的8074万篇论文目次（含126个外文期刊全文

库和11个外文期刊文摘库中的期刊论文）、304万种外

文图书、214万篇外文学术论文、678万种中文图书、240
万篇中文学术论文、63万册（件）中文古籍、300余万册

（件、篇）特色资源等。这些资源不仅可以通过e读平台

检索，而且可以直接转到e得所提供的电子原文下载、

文献传递、馆际互借、即付即用（Pay Per View）、电子

书租借等多种方式获取全文服务[4]。

CALIS的成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者，赶上了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大好时机。除

国家项目如“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开工，新世纪

以来各高校自己拿到的事业费、科研费、开收的学费

也是翻了又翻。图书馆虽说还远没到富得流油的地

步，但国外的大数据库公司早几年可确实把中国的高

校图书馆当成了富矿，推销数据库的白黄人等络绎不

绝。共建共享虽然目的是为了省钱，但没有钱却是万万

办不成的。CALIS一期的时候，大家都还不富裕，听说

有钱，都扒拉着小算盘看自家能分多少，生怕北大几家

给截流了；二期、三期就不同了，都知道多拿钱就要多

干活，再说也看不上CALIS的那点儿小钱（三期CALIS
拿到2.1亿经费，若分给2000多家图书馆，平均每家不

过10万8万，可不就是小钱嘛）。但小钱集中起来能办大

事，当年盯得最紧的那些馆，今天都在乐呵呵地参与

CALIS的共建或共享。

地利者，依托CERNET进入了全国的、全球的信

息高速公路。今天的共享已经由非返还式占了绝对主

流，只要合理利用，只要不侵犯知识产权，即索即

得，天涯若比邻。共知更加简单，CALIS的CCC产品

容纳几万种现刊的目次，每周更新，配上馆藏数据，免

费给大家使用；中文图书的联合目录，日新月异，千里

之外的图书馆买了新书，只要编了目这边就能查到。现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又飘起了计算云，外行如我未免觉着

缥缈，却实实在在地看见，CALIS三期，很多省中心已

经更愿意把服务器托管在全国技术中心，通过网络完

成本省系统的运转，自家的机房、人工等等都省了。

人和者，几百家高校图书馆，几千位图书馆员（或

许不止）通力合作，携手共建，当然北京大学更是功

不可没，投入十几个编制，兼职馆员算不清。常人心目

中，图书馆员是最轻松的职业之一，如果有人看到北大

谢琴芳老师抓紧短短的机场候机时间打开计算机埋头

苦干，遇到武大周明华老师披星戴月上下班，他们一定

猜不出这些疲惫的美女是咱们数字图书馆的干将。十五

年过去，为CALIS工作的同志已经换了几茬，但CALIS
合作共建、无私奉献的传统没有变。

CALIS遇到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CALIS的一至三期，均采用项目机制进行建

设，这带来三个主要问题。问题一，过渡期很长，建设

期很短。问题二与问题一息息相关，就是经费。立项前

没钱愁死，立项后花钱累死。问题三是管理机制。作为

建设项目，CALIS管理中心在项目验收后理应关闭；可

作为服务系统，管理中心又必须持续运作，保障服务。

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详述。一、二、三期验收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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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 and Resource Co-constructing and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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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都曾建议，将CALIS转成经常性项目，其运维经费

和建设经费纳入国家的年度财政预算。听说有关部门

正在努力，希望尽快实现。

其二，知识产权的束缚。一般老百姓都认为，数字

图书馆嘛，点进去，应该什么书都能看。高校师生别看

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知识产权的概念有的也不怎

么样。到CALIS看书不像进书店，就有点失望，微词难

免。其实CALIS何尝不愿意将所有的文献都摆在明面

儿上随便看，但手脚都捆着呢。外国的数据库都有版权

规定ABC，十分严格；中国的数据库限制略少一点，但

咱的数字出版也忒落后了。后者倒是CALIS的机遇。希

望CALIS尽快完善自己的电子支付平台，主动促成中国的

数字出版发行，让中文新书在CALIS上从e读到畅读。

在职业生涯的后半程，我很荣幸参与了CALIS三
期15年的建设。在个人生命的后半程，希望看到CALIS
辉煌的第二个15年，第三个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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