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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馆藏文献数字化具有保护原始文献、提高信息服务效率、利于科学研究等重要作用。

拟实施的数字化工程可分为利于提高存取功能的、有助于文献保护的、便于馆藏利用的、可为其

他馆藏提供背景的等等类型。不同类型工程的数字化文献类型也不同。馆藏文献数字化应当

考虑其是否利于资源建设、市场效益大小、是否符合标准化要求 ,以及是否利于加强管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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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文献的数字化是信息资源建设的一部分 ,它

可以丰富虚拟图书馆信息资源 ,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发

展。馆藏文献数字化涉及到馆藏文献的价值确定 ,文

献的形体特征 ,当前与今后的用户需求 ,转换技术的

确定、格式选择 ,怎样描述、传送与归档 ,以及怎样与其

他数字化成果产生联系等许多方面。哈佛大学学者

对馆藏文献的数字化决策提出了 8 个问题。他们认

为这些问题中只要一个问题的回答是“no”,就得考虑

取消馆藏文献数字化的提议。这些问题是 [1 ] :

(1)拟数字化文献是否具有足够的实质性价值 ,

以保证数字化工程效益 ;

(2)该文献数字化后是否可明显地提高存取率 ;

(3)该数字化工程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 ;

(4)数字化拷贝满足了确定的需要吗 ;

(5)数字拷贝的传送符合版权法或得到特许吗 ;

(6)当前技术产生的高质量图像是否可满足我

们的要求 ;

(7)有足够的经费与充分的技术力量支持吗 ;

(8)当地的信息基础结构是否充分 ,可以支持数

字文献的传送吗。

可见馆藏文献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少

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为了指导本国文献的数字化

转换工作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指导方案 ,学者们也针

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笔者在对这类文献与研究

报告研读后 ,提出了自己对馆藏文献数字化原则与

方法的思考。

1 　馆藏文献数字化的意义
111 　馆藏文献数字化可以降低原件丢失与损坏的

风险

纸质脆化的文献、发黄退色照片等文献 ,均可以

通过转换成数字文献来对原件进行限制性使用。避

免或减少用户直接使用原件 ,将原件存放在适宜保存

的环境中 ,达到既保护了原件 ,又便于利用的目的。

对于一些珍贵文献 ,利用其数字化拷贝提供利用 ,可

减少或避免原件丢失机会 ,并扩大其利用的范围。

112 　受到损伤的原始文献 ,其数字拷贝可以补偿原

件的作用

数字化可以用某种方法增强原始文献信息 ,或

通过消除文献上外来的污迹、斑痕等改善、恢复原始

　　3 　本文为武汉大学重大科研项目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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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信息。馆藏文献数字化还可以解决纸张脆化

的文献利用问题 ,例如 ,将脆化资料的碎片在扫描仪

上拼好 ,通过扫描仪形成原件的数字化拷贝 ,使原来

无法利用的脆化文件可以被用户存取。

113 　馆藏文献数字化可以使图书馆更有效率地管

理馆藏与提供服务

馆藏文献数字化拷贝可以支持传统图书馆的多

种需求 ,为开展特色服务创造条件 ;可以较低费用与

风险对馆藏文献进行拷贝与馆际互借等。

114 　馆藏文献数字化可以满足用户对文献的多种

需求

馆藏文献数字化后对存取最为有利 ,它允许用

户对某些文献、某些章节进行快速阅读 ,按需浏览与

保持随机存取 ;它允许用户自己查找、检索、研究与

处理资料 ;它能满足用户共享资源与及时存取资料。

例如 ,转换成文本的文献 ,便于用户以自然语言进行

全文检索与快速存取 ,等等。

115 　数字化的馆藏文献可提高原始文献的利用率

传统文献转换成数字格式后 ,图书馆可以通过

在线陈列 ,充分地向用户介绍馆藏 ,使用户及时发现

自己曾不知道的图书馆资料与有关服务 ,通过扩大

用户对馆藏的知晓程度而促进用户对传统馆藏的利

用。所有的数字化产品都易于导航 ,通过内嵌资料

的链接 ,可增强对原始资料的应用程度与应用范围 ,

使数字化文献比原件更易按需浏览并保持随机存

取 ,因而提高了原始资料的利用率。

116 　文献数字化可以产生对原件可靠而功能性更

强的数字资料 ,可以支持新型研究或扩大研究对象

文献数字化后的影像可以支持长达几分钟的定

格观察 ,使我们可以利用软件放大功能在屏幕上仔

细地鉴别图片 ,这使得极小的可视资源图像 (如照

片、图形、图画)能被浏览开发。

某些图像还可以在高解像力下仔细观察 ,以利

于比较、鉴别。例如 ,手稿字迹鉴别过去极为困难 ,

如今手稿扫描并经图像数字放大后 ,使文字研究者

可以在屏上更仔细地考察作者笔迹。扫描后的手

稿 ,经图像放大后 ,甚至可以分辨出打字时文字的重

叠部分。

117 　更便于有偿服务

馆藏文献数字化后 ,可刻录到光盘上自用或商

业发行 ,或是制作网络版放在服务器上供远程检索

服务。通过电子商务系统 ,便于在线有偿服务与订

购。

2 　馆藏文献数字化工程与拟数字化的文献

类型
211 　利于提高存取功能的数字化工程

该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期望通过馆藏文献的数字

化 ,提高对原始文献的利用。该工程的拟数字化文

献有以下类型 :

(1)能满足本馆主要读者需求的文献 ,或转换为

数字拷贝的利用会受到读者广泛支持的文献 ;

(2)具有重要历史或知识内容的款目 ,国家珍善

本 ;

(3)相对说来不太为人了解的馆藏文献 ,通过数

字化达到提高存取功效目的 ;

(4)以某种格式数字化后 ,可能成为新的馆藏 ,

而使其利用率增加 ;

(5)数字化后能使原始文献信息价值增殖的馆

藏文献 ;

(6)数字化后有利于克服传统文献的利用障碍 ,

馆藏文献数字化后可解决用户对某些原件存取的障

碍。如原件幅面过大或易碎而难以以传统方法存取

的文献 ,等等 ;

(7)所有的检索工具都可以考虑数字化 ,特别是

当其数字化后可以明显提高对印刷馆藏或缩微胶片

馆藏存取的检索工具 ,以便于提高原始馆藏利用率。

212 　有助于文献保护的数字化工程

通过馆藏文献数字化 ,减少用户对原件直接利

用而有助于保护馆藏文献的数字化工程 ,这类工程

有以下几类文献可考虑数字化 :

(1)处于不稳定载体上的文献 ;

(2)价值高的文献 ;

(3)利用率高的文献 ;

(4)需修复的文献。

213 　数字化后便于馆藏利用的数字化工程

(1)数字化后容易导航并以数字格式处理的款

目 ;

(2)通过数字化后能增加原始馆藏的使用途径

的款目。

214 　对本馆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化工程

(1)数字化后 ,能满足投资者兴趣 ,具有吸引投

资潜力的文献 ;

(2)通过数字化拷贝进行有偿服务可以产生效

益的文献 ;

(3)该文献数字化后可以提高本馆声望或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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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文献 ;

(4)具有吸引或促进其他数字化活动开展的数

字化工程。

215 　为其他馆藏提供背景的数字化工作

涉及同一主题而分藏在不同图书馆的传统馆

藏 ,由于处于不同地理位置而难以用传统方法对其

进行系统研究的馆藏可考虑数字化。分藏不同地区

的相关资料 ,每个馆应分工合作地对自己所收藏的

部分文献进行数字化。例如 ,分工合作地扫描同一

主题的照片或分藏不同地区的连续出版物等。

216 　受资助的馆藏数字化工程

由投资者对自己感兴趣的馆藏进行数字化投资

的馆藏数字化工程。

3 　馆藏文献数字化应考虑的问题
馆藏文献数字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 ,它涉

及到许多环节 ,例如 :选择/ 准备、转换/ 编目、存储/

处理、传送与长期维护等 ,这众多环节都是环环相

扣 ,相互影响的。以上环节若不加以全面考虑 ,或仅

仅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因素 ,例如仅侧重考虑用户

需求或过多考虑当前技术能力等而忽略其他相关因

素 ,都可能危及转换后的数字馆藏的长期使用问题。

哈佛大学的 D. Hazen 认为馆藏文献数字化必须

至少考虑 20 个方面的问题 ,它将这 20 个问题排列于

表 1[2 ] 。

这 20 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

311 　文献资源建设

馆藏文献数字化之前必须看其是否有利于馆藏

建设。如果目标读者群不支持使用该文献资源 ,就

不值得对其进行数字化了。另外必须考虑的问题

是 ,该馆藏的数字化是否与本馆的馆藏建设政策一

致 ,该款目的数字化对当地或国家的数字文献资源

建设是否有帮助 ,甚至应当考虑对国际数字图书馆

建设是否有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数字化对象选择

时应参考其他馆与国际上已有的回溯资源数字化规

划 ,制定数字化对象的选择策略 ,使本馆的数字化工

程与国家、甚至国际数字图书馆建设相衔接。笔者

认为 ,要做到这一点国家有必要组建数字化指导委

员会 ,对已有的与正在制定的回溯资源数字化工程

进行指导与协调 ,使之利于国家与国际的数字图书

馆资源建设 ,避免重复开发与有目的地开发。

312 　效益

馆藏文献数字化还要考虑到市场效益。D. Hazen

表 1 　馆藏文献数字化必须考虑的问题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评
　
估

存 在 用
户 支 持
吗

地方馆
藏政策
是什么

它有利
于国家
与国际
的利益
吗

类似数
字化产
品是否
在他处
已有

目的是
什么 ?
仅为了
保护馆
藏吗

收
　
益

数 字 化
可 否 减
少 对 原
件 使 用
或 有 利
于存取

原文献
的知识
内容是
否得到
了增强

易于导
航吗

与其他
不同类
的馆藏
链接了
吗

是否有
利于对
已损坏
的原件
的利用

标
　
准

是 否 遵
循 了 适
当标准

原件有
适用的
硬件平
台支持
吗

软件是
否易得
并易于
使用

元数据
是否符
合已有
的标准

归档保
存的要
求是什
么

管
理
问
题

有 足 够
的 资 金
吗

版权与
授权问
题解决
了吗

本单位
有足够
的技术
专业力
量吗

有商界
合作者
吗

所取得
的效益
与支出
是否平
衡 , 合
理吗

提出馆藏文献数字化工程必须考虑的第二大因素是

是否有效益。他通过 5 个方面的问题来检查数字化

工程是否给图书馆带来效益 ,并认为只有以上 5 个

方面均可受益 ,该数字化工程才是成功的。

313 　标准化

第三个应当考虑的因素是标准化 ,尽管标准

也在不断地随技术进步而改变 ,但它必定可以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用户对该数字化产品的广泛

存取 ,还可为今后数字产品的技术迁移带来便利。

在标准化问题上 ,模数转换必须考虑 :模数转换所

使用的标准是国际标准还是国家标准 ;产生的数

字化资源可否得到各种硬件平台支持 ;用于递送

该数字化产品的软件可否容易得到 ;元数据是否

符合已有的国际标准 ,如都柏林元数据标准 ;以及

是否考虑到了今后硬件、软件与数据迁移的安全 ,

是否满足了数字信息归档管理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等。

314 　管理

要使回溯资源的数字化达到所需目的与要求 ,

必须对有关的管理因素进行认真思考。数字化需要

充分的投资 ,如果有基金资助 ,还必须使数字化产品

满足资助部门的要求。数字化工程还必须对拟数字

化文献的版权情况有充分了解 ,因为版权所有者可

以控制该文献的发布权 ,不支持图书馆免费存取其

作品。与版权所有者蹉商是要付出费用的 ,因而在数

—44—

第 27 卷第 135 期

Vol. 27. No. 135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THE JOURNAL OF THE L 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1 年 9 月

Sep , 2001



表 2 　模数转换的程序与问题

步　　骤 涉及问题

拟数字化对象的

选择

↓

文献价值 ;版权 ;原件状况与完整

性 ;数据丢失后 ,原件可否再扫描 ;

文献被数字化的范围 (局部或全

部) 。

按需组织信息内容

方案制定 (如文档

页面图像或可检

索的文本数据库)

↓

适当的文件格式与存储媒体选择。

数字化前的

原件准备

↓

保留原件吗 ? (建议保留) 原件完整

性与强度检查。

品质检查

↓

需要具有可接受的长期保存质量要

求 ;如果由第 3 方提供技术服务 ,是

否有文档说明与质量担保。

最终的索引与目标

↓

资源开发的元数据 ,管理元数据与

数字拷贝的保存。

将数据装填进

计算机

↓　　　

制作适当的备份拷贝。建议制作 4

个拷贝 ,至少有 2 个是分开保存在

不同地理位置。

执行归档与保存

策略 ,或传送到

保存部门

格式、存储媒体、文档、转换程序均

应标准化 ;母文件与备份的存储 ;媒

体更新以及对付技术淘汰的策略。

字化过程中 ,还必须考虑存取政策与控制措施、费用

机制与付帐程序等。受版权保护的文献 ,可使用口

令、直接付费、权限控制等措施控制使用 ;对不必控

制使用的回溯文献数字化产品 ,则可以对阅读、下载

与打印以不同价格对不同用户以不同规定加以管

理。

在管理问题上还必须考虑 ,模数转换的费用是

否可与取得的效益相平衡 ,以证明该项馆藏的数字

化是合理的。费用/ 效益评价是十分困难的 ,但又是

极为必要的。据有关资料介绍 :十余年来 ,国家已投

入 10 亿元制作了近千个数据库 ,但据统计 ,真正有市

场价值的只百余个 ,能提供商品服务的数据库不到

10 %。大多数是年年靠财政上的不断输血来维

持[3 ] 。

以上仅仅是从宏观上对馆藏文献数字工程加以

考虑 ,在实际操作中 ,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更细 ,表 2

是数字化处理中必须考虑的有关问题。

由上可见 ,馆藏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十分复杂的。

数字文献形成后 ,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既取决于

拟数字化对象的选择 ,也取决于数字化处理过程的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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