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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美国”数字图书馆
——记录美国成长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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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崛起美国”数字图书馆（Making of America Digital Library, MOA）是一个收集美国内战前到重建

时期（1850-1877）社会历史一手资料的数字图书馆项目。馆藏资源涵盖教育、心理、社会、宗教、科学技术和美国历

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是通过数字技术保存的有关美国基础设施发展方面重要原始资料的代表性项目。本文对该图

书馆的建设及现状进行了综合性评析，包括项目概述、资源组织、技术特征、服务特点等，并给出评价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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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崛起美国”数字图书馆(（Making of America 
Digital Library，以下简称MOA）是一个收集美国内

战前到重建时期（1850-1877）社会历史一手资料的数

字图书馆项目，网址是：http://quod.lib.umich.edu/m/
moagrp/[1]。MOA由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共同研

究开发，并得到了安得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资助，是通过数字技术保存以便

于人们使用有关美国基础设施发展方面重要原始资料

的代表性项目。其馆藏资源主要涵盖教育、心理、社会、

宗教、科学技术和美国历史等学科领域，主要任务是集

合科研机构和国家企业等力量开发研究在更大范围内

推广数字资源的筛选、转换、存储、检索和使用的统一

标准和通用协议[2]。

2 数字资源及其组织

2.1 资源范围及种类

MOA数据库资源主要包括图书和期刊两种文献类

型，并以图片和文本为主要存在形式。自1995年项目起

步至今，MOA馆藏中十九世纪版本的图书约10,000本、

期刊文章约5,000篇，资源总量约3,818,000 个页面、

12,000卷图书。

图1 MOA首页

由MOA的主界面（见图1）可知MOA的资源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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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期刊和图书两个数据库中。用户既可以在主界面

通过综合检索获取资源，也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数据

库检索。同时MOA还包含一个资源接入点——密歇根

大学数字图书馆文本资源主页（UMDL Texts Home），
供用户检索使用[3]。

2.2 UMDL Texts

UMDL Texts（见图2）是密歇根大学可供MOA使

用的数字期刊和电子图书资源服务产品，目前包括118
个资源集合，共202,490个文本。UMDL Texts 中的数

字资源是以资源集合形式组织和排序的，用户可以通

过浏览获取资源，或是进入资源集合的二级目录，点

击资源条目链接到达详细资源首页进行检索。此外，

UMDL Texts还提供有密歇根大学数字图书馆产品服

务全部资源的链接（DLPS List of All Collections）。
但需要注意的是，UMDLTexts对资料集合的描述与其

中包含的资源条目并非完全吻合，并且同一资源条目也

有可能出现在多个资料集合中。此外，UMDLTexts的
数字资源有些是需授权使用的，如只限于密歇根大学的

师生和工作人员登录使用。

图2 UMDL Texts Home界面

2.3 资源的搜集

（1）第一阶段

1995年，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开发了一

个主题相关的数字图书馆，即MOA创建的初始阶段。

两所大学合作对美国战前时期到重建时期的社会历史

资料进行筛选和扫描等深度加工。其中密歇根大学筛

选重点在教育、心理、美国历史、社会、科学技术和宗

教等领域的专著，康奈尔大学筛选重点在战前到重建

时期的定期刊物，包括有广泛受众的期刊和特定目标

受众的期刊（如农业）。MOA的初始阶段，馆藏资源有

1,500,000张图片，相当于5,000册原始图书。

（2）第二阶段

1999-2000年间，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历时8个月

制定基准和方针，向用户提供可在线访问的高质量

电子书。这些策略和方法也成为MOA起步阶段的基

础，包括数字资源的验证、描述和记录方法等。约有

2,347,000页内容又加入到MOA中，主要来源于密歇根

大学图书馆布尔储存设备中的一组丰富的候选资料。此

外，他们还转换了1850-1876年间7576卷美国出版公司

出版的英文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

方面的。

（3）第三阶段

在MOA起步阶段后期，又添加了一些 新功能，如

“主题浏览”。2001年，7,500卷图书加入到MOA中；2005
年11月，MOA进行了一次资源更新，并计划后期要进一

步加入有关美国内战和纽约的资源；2007年6月，99卷
有关纽约的文献资料被加入到MOA中。这些书卷的电

子化转换还得到了密歇根大学校友劳伦斯•波特诺伊的

大力支持。

2.4 资源的组织

MOA主要采用元数据技术组织其数量庞大、种类

繁多的馆藏资源，即对数字化对象进行描述，使数据

的基本属性能被揭示；并选用SGML这一标准化编码

语言来描述这些元数据。在图片数据描述上，SGML
不仅清晰地描述了资源属性，还可以实现向前翻页、

向后翻页、分页符和指向包含原始资源全部信息的图

片功能。

此外，为了便于资源检索，MOA采用的本地联

机编目系统是NOTIS，即MOA的MARC记录是基于

USMARC通讯格式的NOTIS。这些记录有着多样化

的来源，包括供应商和OCLC，所以这些标准的使用

反映了它们的出处：pre-AACR1，AACR1和AACR2
（AACR：英美编目条例）。在MOA的编目过程中，也

努力使专著编目条例记录达到现行国家标准，虽然这

其中也不可避免有一些缺失的目录标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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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特征

3.1 界面设计

MOA检索主页以白色为基调，简洁清新。所有的

功能布局直观便捷，一目了然。主要功能模块包括：资

源库主要内容简介，资源库更新动态，图书和期刊综合

检索框和“其它检索”链接，资源库最近的更新时间和

总量介绍，相关功能链接（包括“MOA图书”、“MOA期

刊”、“关于MOA”、“帮助”和UMDL Texts Home）。

3.2 扫描技术

MOA进行资源数字化加工的首要技术工作就是纸

质文献资源的扫描。MOA的扫描技术流程包括将需要

扫描的易损图书按照其老化程度、装订损坏程度进行

划分，然后按照600dpi的分辨率，采用CCITT组4压缩

成TIFF格式的图片。考虑到需要采用多样化格式保存

这些资料，MOA还将这些TIFF图片用无酸纸打印出来

装订存档。另外，由于诸多单个用户不支持TIFF格式图

片，MOA还将扫描的图像转换成GIF格式提供给用户

使用，并将TIFF格式图片存储和制成硬拷盘，以备在线

版本出现问题时的不时之需。

3.3 转化技术

MOA项目最主要的技术工作是页面图像向文字文

本的转化，这个过程保证了文献资源全文检索的实现。

MOA使用施乐公司的ScanWorx进行资源转换，采用光

学字符识别技术（OCR）以实现页面图像和文字文本的

一对一转换，并且这个过程是全自动的，几乎不需要人

工干预。同时，由于ScanWorx存在着不能提供最佳水平

的自动化和不具备保留单个页面必要信息的功能，MOA
又引入Perl5来开发一系列的脚本：①创建基于目录结构

和命名规则的脚本来保留单个页面的必要信息；②管理

ScanWorx处理这些脚本；③提供出错信息，以便工作人员

可以识别需要重新扫描的问题文本，或是进行人工干预。这

两项技术的联合使用，保障了MOA资源转换的准确度。

3.4 资源的保存和检索技术

MOA使用“即时”保存图像格式，即MOATIFF格

式的图片在转换过程中就直接复制到磁盘保存，并且

使用CCITT组4压缩，不会损坏图片的分辨率和图像

质量。

MOA的检索技术主要是CGI脚本，它拓展了来源

于HTI的模板，管理来自表格的信息，并解决了使用开

放文本搜索引擎面临的检索语言的问题。同时，CGI还
进行数据分类和显示屏幕上用户观看的检索结果。

4 服务特点

4.1 用户类型及权限

从MOA的建立和资源库内容的介绍中可以看出，

MOA的目标用户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①专业用户。主要包括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特别是

从事美国南北战争到重建时期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研究

的相关专业人员。这些用户可以充分利用MOA的各种

数据资源及其多种版本进行研究和工作。

②教育用户。主要包括学校教师及学生，特别是

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师生。这些用户可以利用

MOA的资料辅助教学和拓展学习。

③普通用户，即大众。MOA面向所有人开放其馆藏

资源，任何对美国1850-1877年历史感兴趣的用户均可

登录网站浏览、检索和下载感兴趣的相关资料和数据。

MOA的资源涵盖教育、心理、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侧

重于社会科学，易于理解和掌握，适合普通用户兴趣阅

读和参考阅读。

MOA数据库大部分资源的使用没有任何权限限

制，用户无需登陆注册就可以直接浏览、检索和全文下

载数据库中的资源[5]。

4.2 服务方式

（1）浏览服务

浏览服务，即用户通过简单的浏览页面获取资源的

服务，这是MOA后期新加入的服务功能。MOA的图书

数据库向用户提供了“标题”、“作者”、“主题”三种

途径的浏览服务，用户根据需要直接浏览按照字母顺

序排列的资源“标题”、“作者”或“主题”，即可找到

所需资源。期刊数据库除了提供上述三种途径的浏览

外，还可以按“卷数”和“发行”浏览。用户既可以在图

书和期刊联合浏览页面浏览资源，也可以在图书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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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单独浏览页面浏览资源。此外，MOA的UMDL Texts 
Home还向用户提供了“资源集合”浏览，即按照首字母

排序的资源集合目录进行资源浏览。

（2）检索服务

MOA向用户提供了多种检索方式，可以简单划分

为综合检索和多选择检索。MOA在首页为用户提供了

一个十分醒目的检索框，在此可进行初步的简单检索；

点击这个检索框下方的“其它检索”就进入到MOA的

多选择检索页面（如图3），包括基本项检索、布尔检

索、相似检索、书目检索和历史检索。不同类型的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检索方式。例如，初级用户可

以使用“基本检索”进行简单的限定词检索，而较为高

级的用户可以使用相似性检索、书目检索和布尔检索进

行较为专业和复杂的检索。

图3  MOA的多选择检索页面

（3）收藏服务

MOA向用户提供“书包（bookbag）”收藏功能，

即用户如需收藏、保存所需资料的检索结果页面或目录

以便下次使用，则可点击检索结果详细列表中“add to 
bookbag”选项，将这些记录保存到“bookbag”中，下

次使用时只需要点开“bookbag”按钮查看即可，当然

这需要用户先在MOA进行账户注册。

5 项目发展与维护

一直以来，MOA致力于提高OCR的准确率, 即使

用“高级OCR”（高级识别技术的一个软件包，使用5
台OCR引擎提高图文识别准确率）对部分或全部文本

进行再加工。基于对分页和文本结构的关注，MOA会

在文本转化的完成阶段，选择性的插入“高级OCR”技

术。随着更加精确OCR技术的植入，也使得MOA的检

索工具更加有效。

进一步拓展MOA的规模以及使之融入其它主要研

究型图书馆等工作和计划都在进行中。数字图书馆联

盟的代表机构也已经准许将开发MOA作为多机构合作

建立分布式数字图书馆的一个范例。目前，MOA资源

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得到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

资助，将会继续增加MOA的资源量，并建立在线文件

系统。

● 密歇根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MOA资源将进一步

整合。

● 人文科学文本行动（T he Hu ma n i t ie s  Tex t 
Initiative）作为密歇根大学数字图书馆产品服务的一

部分，将会承接OCR的校对工作和基于用户需求的精

确标注工作。同时，人文科学文本行动将会陆续编

码诗歌资源到MOA中，作为数据库中美国诗歌项目

的补充。

●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将会把数字转化技术引入到

其易损书目保护工程中。随着这些资料的转化，更多新

的内容将会加入到MOA中。

未来，MOA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机构的资助和与更

多机构合作，以便可以为MOA加入更多重要内容[6]。

6 评价与建议

MOA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馆藏资源丰富、质量较高。MOA是研究美国

从南北战争到重建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佳数字资

源，并且其包含的欧洲各国历史以及著名作家的经典著

作也非常之多，如英国湖畔派诗人的全集、休谟的英国

史（6卷本）、基佐的法国文明史（8卷本）等等。同时，

MOA遵循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较高的技术标准，这保障

了其资源库的高质量。199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委

员会就曾参照MOA电子化了10卷《园与森林》杂志。

（2）检索效率高。首先，MOA的检索简便易用。例

如，用户键入“Kickapoos”一词进行检索，结果列表就

会显示在页面上，也就是说用户通常只需要点击两次就

可以检索到包含检索词的扫描页。其次，MOA检索方

法多样，根据不同水平用户需求提供有基本项检索、布

尔检索、相似检索、书目检索和历史检索。并且，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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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检索结果排序功能，用户可以按照标题、作者、日

期以及使用频率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

（3）资源易获取和使用。首先，MOA没有过多

的权限门槛，普通用户不需要注册和登陆就可以获取

MOA的大部分资源；其次，MOA中所收图书的作者

都是至今已故70年以上，不涉及版权保护问题；再有，

MOA拥有密歇根大学数字图书馆延伸服务（DLXS）这

个强大的后台支撑系统，MOA中的资源获取和阅读不

需要任何特殊的浏览器或阅读器，可提供TIFF图片、

PDT和TXT文本格式供用户使用。

同时，MOA有以下几个方面亟待改进和提高：

（1）资源更新不及时。通过MOA首页介绍可以看

到，MOA在2007年更新以后，至今没有更新过，资源的

更新频率较低。虽然MOA中的数据并不是时效性很强

的资源，但是资源的定期更新和扩充完善还是十分必

要的。可考虑开放存取，实现公众开放上传资源，这样

能获取更多宝贵资源充实其馆藏。

（2）资源下载速度较慢。尽管MOA数据库可以全

文下载图书或期刊，并可以将图片转换成文本或PDF格
式，但是这些过程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若有用户不愿意

付出这个时间成本，那MOA资源的使用率会大打折扣。

（3）用户服务略显单薄。除了浏览、检索和简单的

收藏这些基础功能外，没有参考咨询、互动服务等其它

基础服务，更没有自己的特色服务。

（4）MOA数字资源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错

率。使用OCR技术进行资源转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

的差错率，特别是对一些破损页、褪色页、艺术字以及

字体歪斜的页面进行转换差错率更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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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of America Digital Library——Documenting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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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king of America (MOA) is a digital library of primary sources in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antebellum period through reconstruction. The 
collection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the subject areas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American history, sociology, relig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represents “a 
major collaborative endeavor to preserve and make accessible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a significant body of primary sources related to development of the U.S. 
infrastructure.” The paper made an extended review on the digital library's construction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including project background, resources organization, 
technological structures and service feature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we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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