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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资源知识组织方法研究

摘要：多年来，我国方志数字化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本文对传统方志数字化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

合大数据时代和社会需求，提出方志文献库和专题库建设具体建议，最后基于本体知识组织理论，探讨方志专

题库的知识组织方式，以提高我国方志资源的组织、管理和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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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是富有特色的重要知识资源。汉唐以来，志

书编修代代相因，从未断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尚存

于世的历代志书超过8 200种，约占现存中华古籍总量

的1/12。一般说，这些志书被学界统称为旧方志或旧志，

以与中华人民共国成立后编纂的方志相区别。后者一般

称为新方志，或新志。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科

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新方志编纂的扩展也出现了不

断加速的趋势。迄今，新志总数已超过7万种，远超历代

旧志总和。新方志品种齐全，数量众多，系统完备，方

志文献的“功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资治”“教化”

和“存史”三个方面，而是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必不

可少的国情和地情资源宝库，能够促进历史学、社会

学、法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1]。

基于本体论的知识组织理论近年来影响力不断扩

大，为方志资源的知识组织提供了新方法。随着信息

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社会知识总量以指数速度不断膨

胀。知识在促进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同时，本身也需要进

行有序化揭示和服务。以本体论为代表的知识组织的

研究和应用，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因此，以本体

论为指导进行知识组织，有助于推动方志数字化建设

向纵深发展。

1 方志数字化建设主体分析

方志数字化工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加速开展。目

前，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取得了显著成绩，而

且很多中小城市的成果也很突出。同时，不仅东部和南

部经济发达地区方志数字化日益扩展，而且西北、西南

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方志数字化的整体面貌也日新月

异。全国各地推动方志数字化的主要建设力量，大体可

以分为以下几类。

1.1 公共图书馆

其包括国家级和省市县三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拥有的地方志资源十分丰富。如国家图书馆以及北京、

上海、天津、陕西、湖北、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级图书

馆，由于其历史悠久，资金比较充足，因而方志数字化

进展较快。此外，一些地区级图书馆和市县级图书馆也

在积极推进方志数字化。江苏省成绩较为突出，省内昆

山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常熟图书馆、吴江图书馆等地

方图书馆都对馆藏地方志的纸质资源进行了数字化处

理，并以全文影像提供网络共享服务，方便读者浏览或

下载。

1.2 大学和科研机构图书馆

这是方志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

各类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图书馆。这些大学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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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不仅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且人力财力较为雄

厚，方志数字化进展迅速，成绩突出。

1.3 电子信息资源开发公司

如万方、超星、同方等公司技术先进，背后有充足

的资金支持，积极和各类方志收藏机构建立固定的多方

面合作关系，能够迅速地完成大型电子信息项目开发，

因而也成为方志数字化近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4 省市方志机构

近十余年，一些省市的方志机构在当地政府的积极

支持下，不断努力推进省（市）情信息网建设。目前，已有

20多个省、市、自治区正在开展省（市）情数据库和网

络建设。其中不少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已经建成并且开

放了网络数据库，如广东、山东、黑龙江、吉林、福建、安

徽、浙江、内蒙古、四川等。省（市）情信息网是一种新

的方志资源数字化形式，其网络和数据库的建立和维

护，一般由当地方志机构主持。省（市）情信息网的内容

一般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生

活等方面，信息规模一般以亿字计算。

2 方志数字化知识组织模式与方法

方志数字化资源建设，可以付诸应用的产品涉及诸

多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即全文影像库、全文

文本库和书目库。

2.1 全文影像库

全文影像库是数字方志的基础库。它采用彩色数

字扫描技术对方志进行处理，能够以图像方式再现方

志原貌。全文影像库能够忠实地长期保存原始档案，同

时能够快速传播，便于使用。

2.2 全文文本库

其形成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将方志纸质

资源通过人工录入形成可以编辑的数字文件；二是对

方志全文影像文件进行机器识别从而形成可以编辑的

数字文件。全文文本库的优点包括三个方面：①实现对

方志内容的全文检索。检索，即寻找可用的内容，是方志

数字化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只

有文本库才可以应用各种数字手段进行快速查找，如

按字或词实现快速查询。②支持内容标引。只有可以编

辑的文本才可以进行标引，从而实现与其他数字产品的

关联查询。③方便版本校勘。只有经过识别的文本，才

可以采用相关技术对不同版本方志进行校勘。

2.3 书目库

它是将方志资源目录使用多种方法单独提出，独

立建库。数字文件目录与纸质文件目录具有同等效用，

而前者在使用、传播等方面都较后者具有明显优势。

3 方志数字资源专题构建

国内方志数字资源的建设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相关各界经常提到

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外，主要表现在方志产品种类开发不

平衡。一些重要的产品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无论从理

论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际需要看，还有另外两

大类应当受到关注。

3.1 相关文献库

该库主要收入各类方志的相关评论，如人物研究、

名胜古迹考证、事件述评等。它是加深方志信息理解的

重要源泉。作为数字方志的一个关联库，它可以起到扩

大视野、拓展知识的作用。迄今为止，相关文献库的开

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3.2 专题库

它是指经过整理合并将方志资源中某一类内容综

合成一个独立的专门库，以满足特定对象对特定内容

的需求。专题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检索率，缩短有用资料

的查询时间。然而，专题库的构建以及检索都需要多向

交叉的网络技术支持，而传统的信息组织方式不能满

足这方面的要求。由于这一原因，专题库的建设长期处

于停滞状态，很多方面尚属空白。而完整的专题库体系

则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地名库。该库内容包括旧地名、新地名、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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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沿革、与其他相关地名的关系以及相互的影响和

变化情况等。

（2）人物库。该库应收录方志中人物、选举、职官

等类目中含有传记资料的人物。人物库的主要内容包括

人物的本名、室名别号、更名、性别、生卒年、主要活动

时代、民族、籍贯以及主要成就、贡献等。

（3）艺文库。该库收录艺术、文化方面的实物、作

品、器物等。

（4）遗迹库。该库主要记载一个地区的名胜古迹，

是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些名胜古迹的废置、变

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人文的发展轨迹。遗迹库

应包括方志中“八景”“十景”等所有历史文化内容。

（5）图集库。图，是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情况

下，用文字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图则可以口诵其词、目明

其像。缺乏图像载体，描绘一个地区自然与社会历史全

貌，难以十全十美。图库建设，势在必行。其内容应包

括疆域、分野、山川、江河、湖泊、城池、公署、坊都、学

宫等各个方面。

（6）自然灾害库。它包括方志中涉及的如地震、洪

灾、旱灾、虫灾、雪灾、风灾等所有各类灾害的发生、发

展以及应对措施等各方面的信息，对于今天的防灾救

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综上，加强专题库建设，势在必行。方志数字化欲

求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构建分门别类的综合性专题数

据库方面有所突破，而不能再局限于或满足于单种方志

的数字化。方志的最大优势在于以地区为中心汇集资

料系统。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同类资料，集合起来，就

实现了内容体系的比较，便于相关类别的研究。

4 方志专题库知识本体揭示与应用

方志数字化领域日益认识到当前流行的以主题标

引和分类标引为基础的信息组织深度的不足，无法满

足专题库对内容标引的建设需要。基于本体论的知识

组织为破解相关文献库和专题库技术难题指明了方

向[2]。相关文献库和专题库，特别是后者，是方志资源

中某类知识的集合。它可以实现知识的有效获取，直接

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

4.1 本体原型

本体论原是一个哲学概念，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

和规律的学说，后来被数字技术学界借用。本体论强调

特定领域中的本质概念，也强调这些本质概念之间的

关联。当前学界一般认为，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

述，本体论的最终目标是精确地表示那些隐含的信息，

使它们可被软件系统使用和共享。

本体是一个关于某些主题的、层次清晰的规范说明，

它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的形式化的知识表示体系。作为

一种有效表示概念层次结构和语义的理论和方法，本体

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管理领域，并

且被成功应用于构建新的智能组织和检索系统。由于本

体具有良好的概念层次和对逻辑推理的支持，基于本体

的知识组织和检索是基于知识的、语义的匹配，在查全

率和查准率方面能够获得较好的结果[3]。近年来，本体

理论的发展和逐步成熟为基于复杂检索技术的方志数字

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4.2 本体论知识组织的实现

成型的本体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其概念、关系

和软件均可根据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更新。其建立过程

大体如下。

本体语义关系包括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属中关

系、交叉关系、全异关系等。这与分类法和主题表有一

定类似，但远为简洁和灵活，可以根据需要增减。具体

步骤如下：

（1）确立目标，划定范围。这是建立本体系统的第

一步。一般说，领域越大，应用越广，所建系统就越庞

大、越复杂，难度也就越高。

（2）本体分析。即定义本体所有术语的意义及其

之间的关系，该步骤需要有关领域的各方面专家参与，

探讨越深入，所建本体就有可能越完善。

（3）本体表示。一般用语义模型表示本体。

（4）本体系统检验。一个好的本体系统应当在清

晰、一致、完整、可扩展性等方面均能符合要求。清晰性

指本体中的术语无歧义的定义；一致性指术语之间关系

逻辑上应一致；完整性指本体中的概念及其关系应是完

整的，应尽量包含该领域内所有概念；可扩展性则指本

体应该能够随着该领域的发展而不断加入新的概念。

4.3 基于本体论的知识检索与应用

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在构建和检索方面的优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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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够满足以方志专题库建设为主要标志的方志数字

化的进一步发展的多方面复杂要求，从而趋向于成为

在当前技术环境下方志数字化发展的近期方向。

5 结语

中国的方志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是世界文化的

一部分。进入21世纪后，方志文化再创辉煌，它将肩负着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伟大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

述。通过本体理论，可以进一步完善方志数字化资源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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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组织与服务方式，推动我国方志资源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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