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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博物、档案数字信息资源共建思考

朱学芳

（国家信息资源基地（南京）、南京大学数字化信息集成实验室、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多媒体信息处理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论述图书、博物、档案数字信息资源的共同特征、相同的数字多媒体信息集成、多媒体信息处理与管理

技术需要以及现有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情况，并针对图书、博物、档案数字信息资源共建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重点

探讨图书、博物、档案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工作的发展对策，旨在进一步拓宽数字信息资源的共建领域，更好地为社会

大众尤其是农村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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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mmon feature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library, museum and 
archives, the similar integration techniques to be used in them and the same methods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necessary for their information co-construc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was also described. The author proposed considerations about digital information 
co-construction for digital library, museum and archives. The proposals are useful for the similar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construction, which would be gradually shared by our society, especially those rural communities and 
minorities far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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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书、博物、档案（以下简称“图博档”）都

与社会文化信息资源紧密相关，且它们的信息资源

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例如一些珍贵的图书古籍，其

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记录的信息内容又

具有不少档案信息特性；再如一些文物上的铭文，

其含有大量的档案信息等。图博档的信息资源都具

有重要的应用、研究与典藏价值，应该受到社会公

众的广泛关注。图博档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共同

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图博档三者信息资源具有的

许多共同特点构成了共建合作的基础。它们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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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挑战，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前景。随着现

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媒体的多样性以

及电信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形势

的发展，数字信息资源存储、传输与呈现及应用，

特别是数字信息的共享应用更加方便。图博档信息

资源共享能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资源，提高图博档各

馆的竞争能力，有利于规避网络环境与数字技术带

来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对图博档三者信息资源共

建的研究主要内容是对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共享进

行政策制度的制定、相关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系统

接口设计、信息标准制定、版权保护等研究。对图

博档三者数字信息资源内容进行整合，不仅能够增

加所提供的信息量，而且能够提高传播效果。既有

助于缩小与欧美国家的差距，还切实提高我国各类

文化信息资源服务社会的功能，提升我国城乡信息

化与资源的建设及服务水平。这种跨城乡、区域信

息资源服务，也可以达到逐步缩小基本的公共信息

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的目

的，是文化下乡的另一种直接方式，对我国城乡一

体化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

的意义。

2 共享基础

2.1 数字信息资源形式相同

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包含如下 4 类媒体：数

字文本、数字图片、数字音频和数字视频，是典

型的数字多媒体，且每种媒体类型有许多不同的

存在格式。

（1） 数字文本。文本信息资源不仅包括有关藏

品的文字介绍、背景资料、历史典故、功能价值

等，还包括数字典藏的其他信息，如展览信息、政

策法规等。常用的格式有 txt、doc、pdf、html 等。

（2） 数字图片。这是数字化过程中使用最多的

数字资源形式，常用设备有专业数码相机、高精度

大幅平面扫描仪、高精度平面翻拍仪以及近年来出

现的三维扫描仪等，形成二维和三维图片。常见的

格式有 jpg、bmp、tiff 等。

（3） 数字音频。在数字化过程中将珍贵的历史

录音翻录成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的数字音频文件以及

语音讲解文件。常见的格式有 wav、mp3、rm 等。

（4） 数字视频。在数字典藏过程中的数字视频

包括数字影视资料、视频讲座、库存文物动态展

示、现代展厅的艺术化陈列建设、对外宣传等，摄

影工作针对历史文物、传统习俗等内容制成的数字

视频。另外制作的大量动画演示也是以视频形式存

在的。常见格式有 avi、mov、mpg 等。

2.2 数字信息加工处理技术相同

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建设都需要各类不同的

数字多媒体信息集成，其中信息处理、管理技术互

相渗透，对于图书、博物、档案馆中保存的孤本、

某些珍贵的档案材料、历史资料等馆藏资料的保

护、浏览、查询访问的数字信息资源处理技术方法

也是相同的。在其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中，不但生成

或数字化处理过程相同或相似，就连修复处理过程

也都可以借助计算机利用数字图象复原技术改善文

字图像质量 [2-3]。另外，身份证、指纹、医学图片

等图像档案，各种文献资料中涉及的图片、城建及

房产部门建筑用图 [3] 等需要数字资源存储和检索技

术方法也是相同或类似的。

3 共建进展

（1）欧美国家的共建进展。在图博档数字信息

资源合作共建方面，欧美国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

合作工作并已见成效。设置在全美人文科学基金

（NEH）下的 MLS（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部门）在

Library Grant 中设置了 Library-Museum Collabo-

ration，全力支持图书馆、博物馆之间的合作项目。

1998 年以来，该机构对多达近百项合作项目提供

了活动资金 [4]。在国外已出现的三者数字信息资源

共建的代表性的例子是欧洲虚拟博物馆（Europe-
ana）。它横跨欧洲 27 个成员国，纵跨欧洲 2000 多

年的人文历史，内容涉及文学、历史、艺术、电

影和音乐等多个领域，是集数字图书馆、博物馆

和档案馆为一身的综合性网站，于 2008 年 11 月对

公众开放。Europeana 内容上包含欧洲博物馆、图

书馆、档案馆和视听教学资料四大部分内容。该

网站（http://www.neh.gov）致力于将这 4 类所涵盖

的纵跨整个欧洲文化遗产领域的所有具有代表性

内容进行整合，不仅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且内容丰

富，而且提高了传播效果 [5]。

（2）我国的共建进展。在国内，目前已建成

的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博物馆有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普博览馆、台北故宫博

物院等。我国数字博物馆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

是和国外数字博物馆相比，在藏品资源展示、用

户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展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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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文化精品和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

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提供的“虚拟紫禁城”服务，

可以使公众通过网络体验多种虚拟场景，全面了

解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和建筑，领略我国璀璨的悠

久文化，点击量已经超过上亿次。图博档各自数

字信息标准建设工作进展良好，如科技基础性工

作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

建设”①中制定了数字资源加工标准与操作指南，

而关于档案的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

范》②也是直接服务于数字档案馆数字信息资源建

设工作的，还有《数字博物馆资源建设规范与方

法》③等。总的看来，在我国博物馆、档案馆领域

的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和共享利用方面，均落后于数

字图书馆领域和教育领域。图博档三者信息资源共

建的难度主要体现在：领域不同、协作及其管理

难度大，数字资源开发的机制需要创新 [6]；各个系

统的文献数字资源格式标准不一，不同的描述方

式阻碍了信息的导航和使用；不同部门的文献数

字资源的所有权即版权方面的管理与应用相对不

足，还没有构建一个统一的数字资源开发利用和

传播平台。特别是，一直分开管理的图书馆、博

物馆、档案馆三者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方式，

直接影响到数字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与共享。例

如，图书馆倾向于对书刊个体逐一地进行描述，

档案馆与博物馆擅于使用多级别、多途径的馆藏

描述方法 [1]。

4 共建对策与建议

在图博档各自的信息资源数字化共建方面，

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已经探索、积累了大

量富有成效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值得很好地借鉴

与运用。如“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兼顾各方

利益”“开放性、前瞻性和继承性相结合”“建立完

善的监督、管理、评价机制” [7]。图博档数字信息

资源共建不是三者数字信息资源简单的堆砌，而

是将各种信息资源有机整合，是一项在科学思想

指导下对数字博物馆信息资源进行组织、加工、

存储、处理、有序呈现的工作，并实现对信息资

源内在价值的挖掘。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共建是

一个需要相对长期完善、发展的大工程，需要一

支拥有稳定的技术和良好文化积淀的建设队伍。

它的整体设计路线、软件框架、升级开发需要有

十分好的继承性 [3]。笔者认为，充分汲取已有的数

字信息资源共建成功的管理经验的同时，图博档

数字信息资源共建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4.1 政府主导和各级图档博部门长期计划

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共建是一个涉及全国范

围的工程，需要由主管政府部门统筹规划，从政

策、财政、法规等方面进行指导和控制。同时，

资源共建需要建立在联合制定的标准之上，例如

数据格式、资源分类、编目方法等，这些工作应

该由政府主管部门主持制定。另外，在资源共建

实施阶段，需要主管部门专职统一监督和管理各

数字馆的相关工作，并在技术层面提供统一的培

训、协调指导，主持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升级，监

督各单位的信息资源质量，提高各参与单位有关

人员的业务水平。

作为数字信息资源共建的参与单位应该从服

务科研和服务公众的角度出发，树立主动服务的思

想意识，严格执行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努力提

高本单位信息资源的质量，积极参与。还应该认识

到，该项工程是一项时间跨度很长的工作，需要有

长期不懈努力的思想准备和计划安排。

4.2 数字信息资源共建管理

图博档信息资源数字化共建，需要多部门、

全方位建立有效的制度和管理组织来实施相应的

工作计划，协调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有关非技术问

题，确立相应过程中的管理内容、管理要求、管理

关系以及系统平台管理流程。学者黄长著、霍国庆

针对多个（多类别）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享、共建

① “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CDLS)是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重点项目，主要针对数字图书馆系统的数字资源建设

与服务，制定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发展战略与标准规范框架等，建立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开放建设与开放应用机制，促进我国数

字图书馆发展。 项目一期从2002年10月开始，到2005年9月结束。有关成果见网站http:// cdls.nstl.gov.cn/。项目二期从2006年开始。

②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由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承担该标准的制定工作，2002年完成。可参见网

站http://www.saac.gov.cn。

③ 《数字博物馆资源建设规范与方法》是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大学数字博物馆共享平台与规范标准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

综合性地叙述了大学人文艺术类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著录规范，提供了规范的采集指标体系，介绍了博物馆藏品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软件的设置原理和操作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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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强调提出 “确立分层次共享模式”，在建设流

程上避免“强求划一”[7]。另外，不但需要认识层

面上提高，还要健全的组织机制保障，以克服“狭

隘的部门意识、行业意识、地区意识、小团体意识

等思维定式” [7]。“然后再通过自己的信息资源共享

实践，循序渐进地影响周围的人们和环境，最终完

成人类的信息资源共享大业”[7]。这些都是图书馆

数字信息资源共建管理的原则、经验总结和有益建

议，不仅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具有积极意

义，而且对图博档这种更大规模的数字信息资源共

建也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4.3 加强图博档有关单位的分工协作

加强实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有关协作

单位沟通与交流；注重实施图博档三者的一体化复

合性人才培训，加强人才的交流与协作；实现有关

协作单位之间分工协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流程；跟

踪国际和国内有关计算机、数据传输、网络、多媒

体、多文种处理、数据加工、文献保护系统等多种

新技术的发展，抓好主要计算机系列局域网、广域

网联网技术利用的研究与实施；制订网络融合环境

下的信息服务 [8-11] 对图书、博物、档案数字资源共

建所需信息人员的技术培训计划等。

4.4 进一步做好标准和规范建设工作

图博档数字信息标准主要包括分类编码标

准、文物信息指标（著录规范）和影像采集、数据

交换、元数据以及数据存储、数据质量维护、数据

安全等项标准和规范，是实现数字图书馆、博物

馆、档案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安全

保障的基本前提，大致上可以分为信息化技术标准

和文博业务的信息标准两大类别。目前，数据描述

格式、压缩存储、信息传输等信息化方面的标准较

为成熟，可以参照或直接采用相关成果，如新西兰

大学的经验和做法 [12]，并参考国外的相关标准，

如 W3C 有关建议 [13]。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适

合图博档三类业务的数字信息标准建设尚未开展，

相互间存在差异。显然，联合制定统一标准势必对

将来的信息共享和整合传播产生积极影响 [14]。

4.5 充分保护图博档共建数字资源的知识产权

在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共建过程中，对数据

生产者开发的一些数据库及其他软件，如果其满足

申请专利所必须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条件，

可以申请专利保护。专利保护可以比著作权更有效

地保护开发者的合法权益。

在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共建过程中，还需要

充分考虑原始著作权保护需求，例如用户在对原始

藏品资源、演示视频、专业研究三类资料数字化上

传的时候，需要对相应资源的原始著作权相关内容

进行著录，为后续共享利用做好著作权声明。当发

生某些著作权侵权纠纷时，有些著作权人由于法律

知识、精力、经济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不能及时有

效维权。所以共建单位需要参考我国已经建立的著

作权管理制度，在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平台中

需要设置相应的 “版权受理”模块，对著作权纠纷

进行统一受理和相关指导、管理 [15]。严格控制复

制、打印和不同部门、不同设备间传播的权限，保

证数字内容的传播主权牢牢掌握在建设单位手中。

关于统一的数字资源开发利用和传播平台建设，将

另作文探讨。

5 结论

图博档数字信息具有资源数量众多、民族文

化内涵丰富、方便快捷，特别是远程获取方便等优

势，已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社会信息资源，具

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不仅可以供城市居民使用，而

且可以供文化信息资源贫乏的广大农村居民以及边

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应用。这对提高农民素质和

农村信息化及整个农村文明水平具有实际意义。另

外，对于文化信息资源国际交流、展示我国历史文

化、扩大我国影响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图博档虽

然分属不同行业、领域，其数字信息资源共建过程

十分繁杂而浏览、下载等使用极其方便，维权管理

难度较大，但是，只要紧跟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

充分汲取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及管理的成功经验，充

分采取组织管理机制、制度、法规等保障措施，充

分考虑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的特点，积极运用信息

技术来加强数字信息资源保护、建设和传播利用，

就能达到既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又能顺利建设、

健康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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