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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在汉语文古籍数字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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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对古籍和古籍元数据的定义和范围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我国古籍元数据标准建设的现状，在比较MARC格式和

基于DC的元数据格式的基础上，认为DC元数据更能适应网络环境，应当成为古籍数字化建设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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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我国现存的古籍数量约有13万种，1000万

册以上，［ 1 ］ 为了更好地整理和利用这批数量巨大的珍

贵历史文献，各大图书馆和收藏机构均立足馆藏，致力

于古籍数字化建设。

1 古籍和古籍元数据

古籍是指l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具有中国

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 2 ］但在实际工作中，对民国年间

乃至1949年以后产生的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文

献，图书馆多将其与古籍一起统称为线装书或古旧书，

在收藏和编目时不作严格的区分。因此，在确定古籍元

数据的著录范围时，只将1912年作为古籍历史分期的

概念，［ 3 ］以装帧形式和内容特征作为主要分类标准，既

包括产生于1912年以前的汉语文典籍，也包括民国年

间甚至1949年以后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订

形式并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

元数据通常被定义为关于数据的数据，其目的在

于提供一个中间级别的描述，人们据此就可以确定孰

为其想要浏览或检索的信息包，而无需检索大量不相

关的全文文本。［ 4 ］古籍元数据可以简单定义为，描述的

信息对象为古籍的元数据。

根据各自的不同作用，古籍元数据被分为三种类

型：描述性元数据、管理性元数据、应用性元数据。［ 5 ］传

统的MARC格式，其实也是一种描述性元数据；而DC元

数据以及基于DC的其他数据格式，是网络环境下应用

最为广泛的一种元数据标准。下面将从两方面，对我国

古籍元数据标准的建设情况进行梳理。

2 我国古籍元数据标准建设现状

2.1 MARC机读目录格式

（1）中国国家图书馆《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

用手册》

国家图书馆自1999年开始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

经过论证，选择CNMARC格式作为描述信息对象的标

准，编制了《古籍机读目录格式字段表》，该表规定了古

籍机读目录所使用的字段、子字段及其记载各项古籍

书目信息的格式。2001年10月，为了适应实际工作的需

要，国家图书馆在对古籍机读目录格式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制定了《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将

其作为规范文件，指导该馆的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迄

今为止，国图共完成了30余万条的古籍书目数据，［ 6 ］并

在2003年初完成了全部普通古籍回溯书目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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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进入该馆馆藏书目数据库系统，供用户通过网

络访问。
国图古籍机读目录格式的著录规则完全按照国家

标准《古籍著录规则》执行。考虑到字库原因，以及与馆

内外其他文献类型书目数据库统一合库的问题，著录

用文字采用了规范的简体字。［ 7 ］该格式的主要特点有：

（1）和普通图书机读目录尽量保持一致。（2）遵循完整

本著录原则，古籍完整本的特征著录在140或193、200、

205、215、305、306、307等字段。没有完整本时 （如没有

全本），参照完整本的书目著录进行手头古籍复本的编

目。（3）区别复本的标准是古籍写刻成书时已有的版本

特征，与成书后在流传收藏过程中形成的版本特征，如

藏书章、圈点、残缺等无关。复本统一著录为一个数据，

不同的题跋者在316字段说明。（4）连接字段的处理，启

用4字段，使用该字段的各个子字段反映丛书子目、合

刻、合订等复杂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图格式是CNMARC在古籍编目上的一

次尝试，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保持了与图书馆现有书

目系统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却忽

视了对古籍著录特殊性的要求，［ 8 ］如在2字段的著录中

部分规定就未能符合客观著录的要求。
（2）CALIS古籍联合目录———《CALIS古籍联机合作

编目规则》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古籍数字

化建设始于2001年。2001年10月14～16日，在北京大学

召开的“CALIS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研讨会”，揭开

了CALIS古籍联合目录系统建设的序幕。在元数据建设

方面，CALIS选用了国家图书馆《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

格式》（2001年6月版）为蓝本，组织部分高校古籍编目

骨干编写《CALIS古籍联机合作编目规则》。经过一系列

的完善和修改，《CALIS古籍联机合作编目规则》于2003

年定稿。［ 9 ］同年12月中旬，CALIS古籍联合目录系统正

式启动。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用户已经可以通过

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访问成员馆提供的数据。
CALIS古籍机读目录以国图格式为蓝本，相对于国

图格式，CALIS的创新点在于：（1）严格遵守客观著录原

则，凡取自规定信息源以外的信息，或编目员自拟的著

录信息均需置于“”内，并在附注项中加以说明。（2）依

据品种和版本立目。对同品种、同版本的书，仅收录一

条书目记录。通常以先递交的记录为主，收藏复本的成

员馆只需于该记录下添加馆藏信息。（3） 书影提交原

则。［ 10 ］为了便于查重，要求编目员提供原本首卷卷端

原大书影图像一页或其它能客观反映该文献版本信息

的原大书影图像一页。

2.2 基于DC的元数据标准

（1）CDLS子项目———古籍元数据规范

《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CDLS）是

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重点项目，立足于制定

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发展战略与标准规范框架，

建立数字图书馆核心标准规范体系。2002年10月，该项

目启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专门数字对象描

述元数据规范》子项目，古籍同金石拓片也属其中的一

种专门对象。子项目由北京大学 图 书 馆 牵 头，联 合

CALIS管理中心、上海图书馆等8家单位共同完成。2002

年～2004年间，经过了资源分析、标准草案、试验著录、

开放应用及试验等阶段，最终推出了包括古籍元数据

标准在内的推荐报告。［ 11 ］

迄今为止，该项目产生的有关古籍元数据标准的

规范文件包括：《古籍描述元数据规范》（2004.06.07）；

《古籍描述元数据著录规则》（2004.06.07）；《古籍元数

据规范》（2006.11.22）；《古文献系列-资源分析报告（舆

图、古籍、拓片）》（2006.11.22）与《古籍著录规则》（2007.1.19）。

古籍元数据基于DC构建，在吸收了DC核心元素的

基础上加入了部分古籍专门元素而成，共有17个元素，

由核心元素、古文献系列核心元素组成。每个元素由数

量不等元素修饰词，元素编码体系构成。在实际工作

中，如有特别需要，可遵循《专门元数据规范设计指南》
（CDLS-S05-001）中的扩展规则添加本地元素，以满足

收藏机构的特殊要求。［ 12 ］［ 13 ］［ 14 ］

13个核心元素为：资源类型、题名、主要责任者、其

他责任者、日期、出版者、附注、相关资源、主题词、古籍

语种、时空范围、标识符、权限管理；4个古文献类型核

心元素为：版本类别、载体形态、收藏历史、馆藏信息。

古籍元数据的主要特点有：（1）著录层级至版印一

级，版印是指同一书版的不同印次。由于同一书版在流

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删改、剜补等各种变化，且考虑到

书目数据与图像、全文的对应关系，著录时应该以单个

的本子为著录单位。［ 15 ］对于复本，如数据库中已有其

它馆关于该书的记录，则编目馆必须利用现有记录改

填本馆馆址和典藏号以及其他藏本信息，采用套录的

方式提交。（2）丛书与子目：丛书记录可以不著录子目，

子目单独著录，但子目单独著录时必须在“相关文献”

元素中著录所属丛书名。（3）原抄、原刻、原印与影抄、
影刻、翻刻、影印各本均单独著录，但影抄本、影刻本、

翻刻本、影印本应在“相关文献附注”子元素中注明所

依据的底本。（3）合刻书、合印书、合函书、合装书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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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著者的合刻书可采取合并著录的方法外，其他一

般均单独著录。但应在“相关文献”元素中著录相关古

籍的题名。（4）附录、附刻：附录、附刻一般不为之另做

记录。附录如无题名但有卷数，在题名说明文字中著

录；附录如有题名，在“附注”元素位置著录其名。附刻

题名一般均应著录在“相关文献”元素中。［ 16 ］

（2）中科院古籍数据库———DC元数据格式

中科院图书馆于2003年初，开始“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古籍目录网络数据库”建设，在比较了MARC和其他

一些元数据标准后，直接选择了DC元数据格式作为古

籍著录的标准。截至2004年9月，已完成了8.4万余条数

据的录入，用户可通过中科院图书馆网页进行访问和

检索。并在在2003年6月编制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

籍目录网络数据库著录条例》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

籍目录网络数据库各字段著录解释》。
由于直接吸收了DC的元素构成，中科院古籍元数

据格式分为：题名区、著者区、相关文献区、版本区、统

计区、说明区、丛书名、丛书子目、责任区等9个主要区

段。［ 17 ］每个区段下又设置若干个子字段，达到充分描

述古籍对象特征的要求。

3 MARC和基于DC的元数据标准比较

3.1 信息对象描述能力

MARC是一种信息描述能力非常强大的数据格式，

9大字段块，以及数以千计的子字段，为描述信息对象

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相对于MARC，以DC为代表的元数

据，往往只有十几个核心元素构成，各元素下的子字段

也屈指可数。从表面看来，DC等元数据格式的信息描

述能力要远远弱于MARC格式。但据最新的研究统计，

在MARC格式的书目数据中，80%的书目记录只使用了

36个字段或子字段，国图数据的抽样中多于30个字段

的记录只占0.09%，［ 18 ］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了

MARC繁复的字段格式，且重复严重，而真正对读者有

意义的字段（主要指与内容描述有关的字段）即可供用

户检索利用的字段较少。DC等元数据格式，字段的数

量较少，但实际上对信息对象的描述能力并未降低。

3.2 信息对象描述的完整性

MARC格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分段著录，在描述

中文古籍时，为了适应MARC字段的定义，传统的MARC

格式通常会将一个完整的描述割裂成几个部分进行著

录 ，［ 19 ］ 表1是 笔者 比 较 了CDLS的 古 籍 元 数 据 与CN－

MARC字段后得出的，从表中可以看出，一个基于DC元

数据的元素可能对应不止一个MARC字段，同类型的信

息在不同的子字段里被重复著录，不仅增加了编目人

员的工作量，同时也使用户产生了疑惑，难以在浩繁的

子字段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相对于MARC，基于DC

的元数据采用了分块著录的思想，将同类型的信息全部

集中在一个元素块中，方便了著录，同时也避免了割裂

记录。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在信息对象描述的完整性上，

DC元数据克服了MARC的一些痼疾。由于古籍著录的特

殊性，在流传过程中形态发生的每一点变化，都有可能

成为辨别古籍版本的重要信息，因此要求如实照录原本

上所有细微差别。显然，分块著录的方法更有利用集中

同类信息进行比较判断，更加适应古籍著录的要求。
3.3 对古籍数字化的适应性

目前，数字化是公认的解决古籍收藏与利用矛盾

的最佳途径。古籍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

是古籍数字化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古籍数字化的最终

目标在于，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为用户提供便利的网

络访问环境，满足其研究和利用古籍的需要。为了达到

表1 MARC格式与古籍元数据对照表

元数据名称 对应的 CNMARC 字段 元数据名称 对应的 CNMARC 字段

题名 200、510、512、514、515、517 字段 相关资源 4 ××字段

主要责任者 200（$f）、701、711、721 字段 主题 600-608、610、696

其他责任者 200（$g）、702、712、722 时空范围 660、661

日期 210（$d、$h） 语种 101

出版者 210（$a、$b、$e、$f、$g） 类型 099

版本类别 205 标识符 099

附注 3××字段 馆藏信息 920

载体形态 010（$b）、215 权限 920（$z）

收藏历史 317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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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古籍数字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适应

网络环境；第二是保证与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无缝链接。
在这两个方面，基于DC的元数据标准无疑更具吸引力。

首先，DC元数据本来就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而设计的，

基于先进的网络技术和最通用的XML网络传输语言，

简单易学的数据格式更加便于编目人员的掌握，在简

化编目工作的同时，不仅可以更全面细致地对文献进

行描述，也使用户对中文古籍的检索变得更易于操作。

其次，以版印为著录级别，单本书为著录单位的规定，

更加利于书目数据库与全文数据库一一对应关系的建

立。而MARC格式设计所依赖的是以磁带为主要存储介

质的技术，在目前各种集成系统的技术实现中早已采

用了关系数据库技术，乃至其它更为先进的全文索引、
面向对象技术甚至XML技术的情况下，著录古籍总不

免有“削足适履”之叹。
3.4 数据格式的可扩展性

在扩展性方面，DC和MARC都为编目员预留了扩展

本地记录的空间，编目员可以根据本馆需要，按照规定

增加相应的子字段。由于DC本身只提供了一些描述信

息对象最为基本的属性，使得扩充变得非常简便，就是

在DC元数据15个核心元素的标准框架下，根据古籍文

献的特点而专门制订与之相适应的元数据标准，CDLS

的古籍元数据采用的就是这一做法。经过扩充的元数

据标准，既能和已有标准兼容，同时也满足了收藏馆的

特殊要求，具有较好的可扩充性。而MARC格式虽然也

预留了扩充的空间，但是由于这一格式本身的字段已

经非常复杂了，在此基础上的任何添减，都可能导致系

统实现上的混乱和不兼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MARC格式虽然在

过去的图书馆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网络

技术日新月异，用户对获取数字对象内容及方式的渴

求不断增强的背景下，MARC格式已经显得不堪重负。
因此，在进行古籍数字化建设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后

发优势，借鉴信息产业领域业已成熟的理论和标准，选

择更加适应网络环境的数字技术标准，如DC元数据等，

加快文献信息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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