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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FRBR和BIBFRAME的最新进展：

2013年ALA年会参会笔记

摘要：笔者参加了今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2013年ALA年会（ALA Annual Conference 2013）。文章根

据笔者所参加的关于RDA、FRBR和BIBFRAME的相关会场的讨论，以及会场上所提到的研究进展，对上

述三个领域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动态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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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DA

作为对编目规则AACR2的替代品，自2005年RDA
开始编制以来，它就一直吸引着世界范围内编目社区的

关注。2010年，国会图书馆正式发布了RDA工具包[1]，

随后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公开测试[2]。在2011年6月，美

国RDA测试协调委员会（U.S. RDA Tes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公布了测试报告，建议美国的三家图书馆

不早于2013年3月30日开始正式采用RDA[3]。随后以美

国国会图书馆为首的主要编目机构相继决

定从2013年3月31日起开始推行RDA。

本次年会是R DA正式推行之后的第

一次A L A年会，因而年会的内容和议程

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转换日的相关工

作组织的。通过在ALA年会官方网站①上

的“会议日程区”检索关键词“R DA”，

一共检索到23个会议内容。其中包括两

次需要额外付费的会前会、两个海报展示

（poster session）、七个讨论和兴趣小组

（discussion/interest group）活动、两个委

员会会议（committee meeting）等。

其中R DA更新论坛（R DA Up d a t e 
Forum）更是ALA年会上关于RDA内容的

重中之重。在这个会场上，来自R DA主要

的相关机构——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LC）、OCLC、联合编目项目（Program for 
Corporative Cataloging，PCC）、RDA开发联合指导委

员会（Joint Steering Committee，JSC），以及ALA出

版社（ALA Publishing）——的主讲人，介绍在各自机

构中过去半年里RDA的进展。对于所有RDA政策制定

的机构来说，维护RDA运行和更新，帮助RDA的使用

者顺利实现转换都是其工作的重点。以下部分将围绕

着这次更新论坛的主要内容进行展开，附议RDA在过

去一段时间相关的进展。

内容来源为2013年ALA上所有和RDA有关的会场的内容描述，

制作工具为Wordle.net②。

图1 本次ALA年会RDA相关会场的标签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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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DA转换日

在2012年3月，国会图书馆 [4]和PCC [5]确认将在

2013年3月31日起完全执行RDA规则：这意味着从这

天起，这两家机构新生产的书目数据和NACO名称

规范数据将完全遵照RDA规则的要求。随后，大英图

书馆（British Library）、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Library & Archives Canada）、澳大利亚国家图书

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德国国家图书馆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以及美国国家农业图

书馆（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也都宣布在同一

时间实现向RDA的转换[4,6]。

而根据RDA工具包官方网站上提供的信息，除了

上述国家级编目机构之外，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National Library of Board of Singapore）、新西兰国

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荷兰

皇家图书馆（KoninklijkeBibliotheek）、菲律宾国家图

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the Philippines）、苏格兰国

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以及芬兰国

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Finland）也分别计划在

2013年到2015年起开始推行RDA[7]。

1.2 相关参与者的政策：以OCLC和PCC为
例

OCLC在2013年3月31日（也就是R DA转换日当

天）公布了最新的RDA政策声明（OCLC RDA Policy 
Statement），规定了OCLC面对RDA转换日所采取的

政策。政策规定，OCLC的成员图书馆将可以自由使用

AACR2或者RDA，OCLC在当前不会对规则的转换的

时间进行任何硬性的规定。WorldCat将继续扮演“主书

目记录数据库”（master record database）的作用，这

意味着在WorldCat中，对于一种编目语言的一个载体

表现，OCLC只允许出现一条记录。

除此之外，这个政策以及最新版本的O C L C 
macrobook③和MARC格式手册④对WorldCat所接受

的RDA/MARC记录的格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及

时根据RDA和MARC最新的修订作出了调整。同时，

OCLC正在对AACR2的遗产数据进行批量转换，这种

转换意图要“平衡WorldCat数据库作为目录，以及作为

数据数据仓储的双重作用”[8]。

下辖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PCC也对RDA的实行进

行了积极的推动。对于其负责维护的NACO名称规范

文档，PCC规定从转换日开始，所有新的LC/NACO名

称规范记录，以及所有对现有记录的更新都必须遵守

RDA的规则[9]。

同时，PCC也在通过其下属的各个任务小组持续

在RDA的修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2012年
10月最后更新的《PCC RDA任务小组状态》文档，截至

2012年底共有14个PCC RDA任务组，其中有3个小组

的工作还在进行中[10]。本次RDA更新论坛上，PCC的

现任主席Phil Schreur提到了PCC的几个任务小组在过

去半年里发布的讨论报告，尤其是在非MARC环境下

的规范任务组（Task Group on Authorities in a Non-
MARC Environment）在2013年4月发表的报告[11]。这

些任务组及其报告都可能对RDA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

的影响。

1.3 RDA的升级

RDA以及RDA工具包仍然在处于不断的升级过程

中。今年6月，RDA进行了最新一次的更新。LC的Sally 
Callum在会议上介绍了这次更新的主要变化，除了增

加功能、内容和修改错误之外，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

RDA重新措词的工作全部完成，并且完全体现在了这

次更新中。Sally Callum在RDA更新论坛中提到，当前

RDA文本仍然需要在音乐、法律和档案等领域，根据

这些特殊社区的需求进行比较大的更新。除此之外，因

为RDA的主题部分仍然是未完成的，所以可以想象的是

在未来几年时间里，RDA仍然会有很大的改变。

而RDA工具包在今年5月和7月分别进行了一次更

新，其中包括RDA文本的最新修订，也加入了最新的功

能[12,13]。在今年内，RDA工具包预定在2013年11月进行

下一次重要的更新。RDA出版社的Troy Linker提到，

RDA工具包系统性更新逐渐完成，从今年开始RDA工

具包的更新将实现常规化，预计每年推出一次重要的

更新。

对于RDA的其他版本，在本次年会上Troy Linker
介绍了RDA即将在今年9月推出的新版印刷版和电子

③ http://www.oclc.org/content/dam/oclc/connexion/oclc.mbk
④ http://www.oclc.org/bibformat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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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版。继2011年出版的第一个RDA印刷版之后，新一版

的RDA印刷版预计将在今年9月出版，将包括今年进行

的更新，并且将会从2014年开始每年年中推出新的版

本。RDA电子书版将会支持多种电子书平台。和印刷版

一样，它是一次购买的模式（不会进行版本之上的升

级），从2014年开始每年推出新的版本。

1.4 RDA的翻译、国际化和使用情况

R DA的翻译从2012年开始就在不断开展。根据

RDA的官方消息，ALA出版社已经达成了四种语言的

翻译协议[14]。其中法语和德语的译本已经在今年5月被

整合到在线的RDA工具包中[15,16]。而在今年的RDA更
新论坛上，ALA出版社的Troy Linker也表示西班牙语

的译本也即将被整合到RDA工具包中。而根据RDA工

具包官方网站的信息，ALA的中文译本将不会出现在

在线工具上，而只会出版纸质本[17]。

除了R DA文本本身，R DA培训材料的翻译也是

RDA社区正在积极从事的工作。根据欧洲RDA兴趣小

组在2012年7月发表的报告，法国和德国已经以各自国

家的官方语言发表了RDA的培训材料。另有其他几个

欧洲国家正在准备这些培训材料的翻译[18]。PCC在今

年5年宣布推出免费的西班牙语RDA培训材料，供美国

和美洲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语编目员使用[19]。

除此之外，在 RDA工具包上，除了美国国会图书

馆、大英图书馆和加拿大的泛加拿大RDA编目工作组

（Pan-Canadian Working Group on Cataloguing 
with RDA）以及公布了各自的工作流程（workf low）
之外，ALA出版社的Troy Linker表示，澳大利亚国家

图书馆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RDA工具包上公布其官

方工作流程。

虽然无论是在语种的翻译还是国家级编目机构的

计划上，RDA正在稳步地实现“国际化”，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RDA的普及并没有到达非常乐观的程度。现

在即便在美国，仍然有大量的图书馆还没有开始使用

RDA。以本人所在的纽约州中部为例，根据之前内部的

调查，本地区85%的图书馆还没有开始使用RDA。

在本次年会的R DA更新论坛上，A LA出版社的

Troy Linker提到在过去一年里，RDA工具包的订阅数

量增长了169%，同时页面访问量增长了475%，但都低

于ALA出版社的预期。现在RDA工具包仍然在处于运

营亏损的状态中。但是Troy Linker期待随着越来越多

的图书馆在未来两年开始采用RDA，RDA工具包能够

在2015年达到收支平衡。

1.5 RDA的主题

RDA的主题部分（包括RDA第12-26章、23章以

及33-37章）仍然处于空缺的状态。本次年会的RDA更
新小组上，JSC已经卸任的主席John Attig提及了代表

ALA立场的ALCTS/CaMMS主题分析委员会正在对

RDA中的主题进行的讨论。这份讨论论文（discussion 
paper）在2013年7月11日被最后修订。

在这份论文中，LC认为它将会继续向JSC提供基

本的指导，以及LC认识到多种主题系统将会继续共

同存在并且得到使用。在上述两个假定之上，ALA的

ALCTS/CaMMS主题分析委员会对RDA中主题部分提

出了13点建议。其内容包括：

•  A L A建议R DA的主题部分采用F R S A D的

“Thema-Nomen”模型，而不是FRBR的第三组实体，因

为这样做能够让RDA保持最大程度的灵活，来容纳不

同的主题系统。在这样的模型上，ALA建议RDA使用

单一的“主题”实体（来取代FRSAD中的“Thema”
的概念），而把“主题名称”（取代了F R SA D中的

“Nomen”的概念）作为“主题”的一个属性。这两个

新的概念将继承两个被它们所取代的概念在FRSAD中

的属性，于是RDA将第一次定义属性的属性。

• 因为在主题的部分用单一概念取代了FRBR第三

组实体里的四个概念，ALA建议删除现在R DA中给

主题预留的所有章节，根据新定义的实体重新建立

章节。

•  A L A建议F R BR评估小组（F R BR  R e v i e w 
Group）开始开发主题中“作品的形式和类型”的扩展，

以改变FRSAD中只关注作品知识属性（aboutness）的

状况。

• ALA建议用最概括的方式定义不同“主题”实体

之间的关系，以便保持最大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主

题系统[20]。

这份讨论论文是ALA对于R DA中的主题这个尚

未解决的问题的最新表态。以LC和JSC之间的密切关

系，虽然这个问题仍然还在前期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可

以期待这份论文中提及的方向将会对RDA未来的走向

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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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BR

RDA的设计根据的是FRBR和FRAD模型。而且

正如上文所及，我们可以期待FRSAD模型未来也会

被整合到RDA中。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编目研究者和

编目员现在开始对F R BR模型本身提出了越来越多

的质疑。以本次年会为例，年会上的FR BR兴趣小组

的标题是“爱FRBR但是离开它”（Loving & Leaving 
FRBR）[21]。这个会场的主持人提到了Karen Coyle的
“FRBR蛋糕”的评论。在这篇文章里，Karen Coyle认
为FRBR的WEMI的分层大大限制了图书馆数据的灵活

度；意识到书目数据中存在不同的概念层次不等于我们

需要在书目数据中放进完整的这些概念，因为单个系

统往往只需要一个概念的一部分的信息[22]。

在这个意义上，最新提出的BIBFR AME模型毫

无疑问是FRBR的简化版，它用“作品”和“实例”两

个层次取代了FR BR模型中的四个层次。但是即便如

此，正如Karen Coyle在另一篇博客文章中所指出的，

从FRBR第一组实体的角度出发，FRBR、BIBFRAME
和Schema.org之间的相互映射是非常困难的[23]。David 
Weinberger则通过介绍他参加LODLAM会议的体验，

谈到了图书馆数据模型（即便是BIBFR AME）过于

“以图书馆为中心”，难以被网络社区所利用[24]。

除了第一组实体过于严格之外，编目员D a v i d 
B i g wo o d也曾经质疑F R B R模型以实体关系模型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作为基础，但是这种数

据库模型已经有长达25年的历史，它是否能够让图书

馆的数据在未来仍然保持相关性 [25]。而正如Pat r ick 
Le Boeuf在他为《编目和分类季刊》（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第50卷的FRBR专题所写的

序言中所提到的，FRBR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个模

型过于简单了。由于上面的种种原因，在这篇文章的结

尾Patrick Le Boeuf提出了“FRBR已死”的宣言[26]。

虽然有上述诸多的批评，但是如下文所及，OCLC
等机构依然在努力让隐藏在RDA记录中的FRBR模型

和未来的关联数据模型相结合。因而这个模型在未来

一段时间的发展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3 BIBFRAME

随着BI B F R A M E项目的逐渐开展，它成为今

年A LA年会上另一个重要的议题。一如去年的A LA
年会，今年年会继续开设了BI BF R A M E更新论坛

（BIBFRAME Update Forum）来总结过去半年间

BIBFRAME的进展。

3.1 Schema.org书目扩展小组

2 01 2年 6月起，O C L C通过在Wo r l d c a t增加

Schema.org的标记来发布关联数据[27]。2012年9月，各

方共同参与成立了Schema.org书目扩展小组（Schema 
Bib Extend Community Group）⑤，这个小组得到

了W 3 C的赞助，现任主席是O C L C的技术布道者

Richard Wallis。这个小组的目标是，根据下述Carol 
Jean Godby的报告所指出，在BIBFRAME和Schema.
org之间建立桥梁，“让Schema.org更好地适应图书

馆数据”[28]。

今年6月，OCLC发表了“BIBFRAME和Schema.
org书目扩展模型的关系”的工作论文，执笔者为OCLC
的Carol Jean Godby。在今年的BIBFRAME更新论坛

上，她介绍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份报告试图分别

为FRBR和BIBFRAME模型与Schema.org之间建立

映射，前面两个图书馆模型更加专门地面向书目数据，

范围小但是更加具体；后者则面向所有的网络资源，范

围广但是更加宽泛。映射的目标是更好地使用Schema.
org这个流行的网络本体来标记图书馆的数据，并且本

着“最小致力原则”，尽可能避免制定额外的图书馆词

汇表。而积极参与网络标准的制定，能够让图书馆社区

在更大的社区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避免图

书馆标准开发的时候进行重复的建设。

对于FRBR模型的第一组实体来说，OCLC提出的

解决方法是重复使用schema:CreativeWork配以不同

其他的属性来表示FRBR第一组实体的不同层次；使用

hasInstance and isInstanceOf来连接WEMI的四个实体；

并且使用rdf:type来表述不同层次实体的类型。作者承

认，在当下FRBR的Expression实体仍然没办法很好地使

用这个模型来表述，但是这个模型基本上能够通过以下

方式解决FRBR第一组实体中的其他三个实体：

• FRBR作品：schema:CreativeWork with no co-
occurring schema:Product

•  F R BR载体表现：s che m a:Cr e a t iveWork  + 
schema:ProductModel

⑤ http://www.w3.org/community/schemabib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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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BR单件：schema:CreativeWork + schema:
IndividualProduct

BIBFRAME和Schema.org的FRBR的原则基本相

似，因为BIBFRAME比起FRBR要更加简单，所以实现

也更为容易[28]。

但是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后，K a r e n  C o y l e在
BIBFRAME邮件列表上对这份报告提出了质疑，她认

为本报告只代表了小组里OCLC成员的观点，虽然这是

一种很重要的观点，但是并不能看作是小组的共识。比

如报告中提到的对于FRBR和Schema.org的映射，小组

中有很多人（包括Karen Coyle本人）都并不认为这应当

是小组的目标。而对于BIBFRAME和Schema.org的映

射，小组目前达成的共识也远比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少得

多[29]。这或许说明BIBFRAME书目扩展项目虽然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而且有OCLC这样积极的实践者，但是

它未来的路仍然十分漫长。

3.2  BIBFR A ME的两个案例：VTLS和
Colorado College

VTLS是最早拥抱书目数据FRBR化和关联数据

化的厂商之一。分别早在20 03年和20 0 4年，它们就

开发了FRBR化的目录和支持FRBR数据模型的系统
[30,31]。而在BIBFRAME推出之后，该公司又开始了依据

BIBFRAME的研发。该公司在2012年宣布推出的Open 
Skies图书馆服务平台，则以BIBFRAME和关联数据作

为其卖点之一[32]。

在本次BIBFR AME更新论坛上，该公司的CEO 
VinodChachra介绍了VTLS公司对BIBFRAME研发的

最新进展。在报告中VinodChach ra提到该公司的产

品能够同时支持M A RC和BI BFR A M E/ X M L等不

同模型 /结构，但是这样做的一个挑战就是不同的资

源该如何判别重复。而对于BI BF R A M E的执行来

说，他提到了该公司之前推行FRBR和ISAD的经验，认

为因为FRBR模型过于严格，因而ISAD模型的经验对

于BIBFRAME更有借鉴意义。他还介绍了尚未推出的

堪萨斯城公共图书馆（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的
关联数据项目，用户可以在网页上浏览该图书馆内特藏

之间资源的关系。

在本次BIBFRAME更新论坛上介绍的另外一个

案例是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使用Redis系
统对BIBFRAME所进行的实验。从2011年开始，图书

馆相机使用了Redis系统（底层使用的是NoSQL技术来

承载书目和操作信息），并且开始涉及国会图书馆启动

的BIBFRAME项目。图书馆从2012年开始，开始使用

本地的系统对FRBR和BIBFRAME模型进行了一系列

的实验。该图书馆开发的BIBFRAME Redis数据仓库

（BIBFRAME RedisDatastore）被开源发表在Github
网站上⑥。

当前BIBFRAME Redis数据仓库共有超过20万
个实体的信息（包括图书、多媒体资源、手稿等资源，

但也包括BIBFRAME和RDA中的“实例”、“个人”和

“组织”等实体）。因为Redis的灵活性，图书馆可以轻

松地把BIBFRAME的实体关联到RDA、Schema.org
以及使用其他规则的元数据上。当前系统中主要包括

MARC、MODS以及古登堡计划电子书三种数据，其中

后者使用的是RDF的数据，它们在系统中都被消化为

BIBFRAME的实体，并且使用前端的发现系统⑦来呈

现[33,34]。

4 结语

RDA和BIBFRAME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

图书馆编目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笔者希望今年ALA
年会上的内容，以及其他有关的进展能够对国内从业者

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⑥ https://github.com/jermnelson/BIBFRAME-Datastore
⑦ http://tuttdemo.coloradocollege.edu/apps/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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