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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时代的产业需要在信息技术基础结构与文化内容基础结构的双轨上发展。目前 ,

我国主要的文化资源收藏馆所还处在各自为政的管理体系 ,阻碍了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这

是内容基础结构建设的一大障碍。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馆三者的资源只有在一个共同的框架

内为用户提供服务 ,才能够求得共同发展。参考文献 3。

关键词　文化资源　内容基础结构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　资源整合

分类号　G253

ABSTRACT　Industr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hould be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along th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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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是技术与文化联姻的时代 ,信息时代

的产业需要在信息技术基础结构与文化内容基础结

构的双轨上发展 ,二者不可或缺。

信息技术基础结构是网络与数字化的传输轨

道。经过十几年的建设 ,我国的技术基础结构已初

具规模 ,为我国信息产业建设提供了保障。内容基

础结构的建设 ,近几年才刚刚起步 ,许多文化资源的

集中地 (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 都正在将大量

馆藏转换为数字形态 ,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超越时

空的服务 ,这些为中华文化资源的共享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但这只能是内容建设的第一步。

内容基础结构与技术基础结构一样 ,是为用户

获取信息提供整合的平台。创建一个理想的内容基

础结构 ,读者就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深层次的、一体

化的信息资源服务。但是 ,目前我国的文化资源管

理还存在一个问题 :主要的文化资源收藏馆所还处

于各自为政的管理体系 ,阻碍了信息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 ,这是内容基础结构建设的一大障碍。

1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禁锢了内容基础结构的建设

目前 ,我国民族文化资源主要分散于图书馆、档

案馆与博物馆等多个文化资源收藏系统 ,同一系统

有不同的隶属关系。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使

系统间难以相互合作。由此造成资源布局不合理 ,

甚至重复建设 ,资源难以共享。

111 　各自为政的管理阻碍了信息资源的整合

资源的创建、管理与利用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

文化资源内容在生命周期内的选择是相互依赖的 ,其

所做出的选择 ,有可能阻碍或促进信息的正确流向 ,

或使信息失去灵活成分 ,或失去适应环境的能力。用

户存取文化资源信息的所有操作都是在一定的描述

环境与一定配置的网络内进行的。文化资源拥有单

位具有不同的管理环境 ,对文化资源的信息价值也有

不同的理解 ,因此在文化资源的生命周期内可能出现

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将使得同类资源可能处于不同的

生命周期 ,而在知识服务网络上无法整合。

112 　多头服务体系阻碍了资源的整合

数字信息的流动性使其能够被分享、被重复使

用与被分析 ,能够被改装、拷贝以及用新的方式重新

组合。网络空间也可为用户提供集合的、筛选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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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的多种服务 ,这些都从技术上为人类整合信息

提供了可行工具。但再好的技术如果失去科学合理

的管理作为支撑 ,也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目前 ,我国

文化资源网络欠协调的发展 ,正是限制中华文化资

源整合的瓶颈。

这些年来 ,为满足用户的需求 ,各文化资源保存

部门都在不断地将本馆馆藏数字化并与网络联为一

体 ,试图通过馆藏的数字化产物在交互的数字环境

中创建一个革命性的知识服务网络来满足用户对信

息的获取。然而 ,共享的网络空间需要一种全新的

工作方式 ,即相互合作 ,使服务器集合起来以支持数

据的流动 ,满足用户的需求 ,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内容

基础结构。但我国不同系统的信息服务网络林立 ,

没有合作协调成为一个整体 ,无法发挥网络对资源

的整合作用。障碍后果主要表现如下 :

(1)缺乏允许内容共享与传送要求的界面。文

化资源拥有部门采用各自开发的网络系统独立地为

用户提供服务 ,迫使用户为了查全所需信息必须跨

越多个不同的界面 ,对付以不同设计条件形成的各

异的用户环境 ,给信息的查全制造了人为阻碍。

(2) 不同技术环境形成的文化资源难以共享。

这些不同系统的文化资源 ,在不同的计算机环境中

创建 ,有的还有多重链接 ,甚至内部结构也十分复

杂 ,这使得不同系统的信息交互常常难以进行。

(3)不同的描述方式阻碍了信息的导航。长期

分开管理的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已经形成了不

同的管理方式 ,这也直接影响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例如 ,图书馆倾向于对书刊个体逐一地进行描述 ,档

案馆与博物馆喜欢使用多级别、多途径的馆藏描述

方法。种类各异的描述方法给信息的导航、揭示与

对文化内容的选择造成了阻碍。

(4)难以预知用户的习性与需求。文化信息资

源的整合必须建立在对用户需求与使用习性的了解

上 ,否则无法建立整合的内容平台。然而 ,当前的多

头服务系统阻碍了人们对用户信息需求的了解 ,也

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以上情况是造成我国文化信息资源难以整合的

重要缺憾 ,即我国每个文化资源拥有部门都可以通

过网络为用户提供属于本部门的有价值的馆藏资

源 ,却不能与更多的不属于本部门拥有的相关文化

资源无缝地相互联合工作 ,或相互依赖地为用户提

供经过整合的文化资源服务。例如 ,我们至今还不

能在同一个目录下为用户提供同一主题的完整信

息。这意味着用户要获得有效的、完整的检索结果 ,

必须做很多的工作 ,同时 ,也增加了网上信息资源管

理的难度 ,例如得有多个的证明系统保证数据的真

实性与完整性 ,确保资源的价值。

用户对资源整合的需求 ,迫使文化资源拥有部

门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框架内配置资源 ,通力合作联

合起来打造世界上最大的中文信息平台的内容基础

结构 ,以带动我国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2 　合作的基础

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是收藏我国民族文化

资源的主要部门 ,它们有许多共同点与互补点 ,这是

合作的基础与动力。

(1)具有共同的利益。文化资源只有使用 ,其价

值才能体现出来。把本系统所拥有的文化资源释放

到网络空间 ,让不同的文化资源相互影响 ,才能吸引

更多的用户进行创造性的使用。要实现这一点 ,只

有对馆藏文化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 ,并跨系统、跨

部门地实现一体化服务。

(2)具有共同的兴趣。我国的图书馆、档案馆与

博物馆都在向网络空间发展 ,而且工作重心均从关

注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 ,关注文化内容的创建者与

用户利益的传统管理方式 ,转移到注重以更加直接

的方法支持文化内容的利用与创建上。图书馆、档

案馆与博物馆都在设法扩大自己的用户群体 ;都在

制定管理策略 ,以管理物理的、数字化的以及以数字

技术直接产生的文化资源 ,并使它们成为中华文化

资源的一个整体 ;都在研究如何将以数字方式产生

的文档与人工制品整合为同一的文化资源 ,并通过

整理与组织使它们便于存取等。

(3)面临共同的挑战。当网络遍及人们生活时 ,

技术发展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 ,使服务的提供、运

行的模式、用户的习性都发生了改变 ,许多不可预知

的挑战在不断凸现。例如 ,数字的流动性 ,其最大问

题是需要支持控制与信赖关系 ,当资源的可获取性

在数字环境中得到了加强 ,就需要有能力去控制对

敏感信息的获取 ,需要保障数字信息的真实与完整。

然而 ,当前的控制技术落后于信息的获取技术 ,这使

得网络信息资源的提供者面临着管理的挑战。又

如 ,数字资源可能产生于某些环境的组合 ,如果管理

策略不恰当或缺乏提供背景、出处等确定的文档 ,数

据产生后就有可能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这些与技

术融合很深的管理问题都是三者面临的挑战。只有

合作 ,才能提高应付挑战的能力。

(4)具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当网络遍及人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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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时 ,信息资源服务的运行模式、服务的提供、用户

的习性都在改变 ,资源整合后的重新配置以及一些

难以预见性的问题 ,都需要人们共同的沟通与交流 ,

都是大家需要研究的领域。例如 ,在传统的定义中 ,

馆藏是通过配置、排列统一的收藏品。在网络环境

中 ,是否还需要人为地配置馆藏 ,如果不需要 ,那馆

藏的开发意味着什么 ;如果需要 ,控制其组合的原则

又是什么 ? 人们需要在什么地方集中资源以组配馆

藏 ,需要什么管理构架与技术支撑来保证它们的连

续运行 ? 如何建立跨领域的馆藏 ,在不同的传统管

理惯例中 ,如何组合这类资源 ,等等。

网络环境的用户需求 ,使人们开始感到当前管

理文化资源的独立服务体系是资源整合的桎梏 ,但

究竟如何改进 ,在数字空间里如何创建一个合作的

同盟或虚拟机构 ,特别是当学习、娱乐、文化、公务活

动等发展了 ,图书馆、博物馆与档案馆的内涵与管理

模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

图书馆、博物馆与档案馆是有合作基础的 ,三者

的资源只有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为用户提供服务 ,

才能够求得共同的发展。在网络环境中 ,合作、互

补、共享与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共同的目标是合作

的基础 ,互补是合作的重要环境 ,合作可以为人们带

来信息的共享、经验的共享 ,在共享中才能真正达到

整合中华文化资源并使之再现辉煌的目的 ,同时经

验的共享可以使大家提高竞争能力 ,迎战网络环境

与数字技术带来的不可以预知的风险。

3 　数字图书馆工程应当成为整合中华文化资源的平台

不久前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启动。数字图书

馆并非狭义上的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 ,它是国家的

数据中心 ,应当是覆盖我国各个行业的信息资源库。

笔者认为 ,数字图书馆工程就是整合中华文化资源

的最好平台。然而 ,在该平台设计之初却忽视广泛

的文化资源背景的建设。主要表现在 :第一 ,中国数

字图书馆工程资源指导委员是对跨系统、跨行业的

信息资源库建设起指导作用的龙头 ,因而应当由拥

有我国文化遗产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或专家参加。

因为他们对收藏在我国的各类文化资源十分了解 ,

能够对各方面资源的全面组织、整合和择优利用提

出合理方案 ,以保证我国文化资源整合的广度、深度

与精度 ,使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有序 ,使中华民族文

化资源在网上形成无缝的整合。遗憾的是 ,目前该

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尚未有非图书馆行业的其他代表

参加。第二 ,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定格太窄。数字

图书馆工程的启动为中华文化资源提供了整合的平

台。为支持这一平台工作的协调 ,国家图书馆建议 ,

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组织下 ,本着

“资源共享、联合建设、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自愿参

加”的原则 ,建立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 ,为各文献资

源拥有单位的直接加入提供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

会。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应当说是图书馆、档案馆

与博物馆相互协调、整合资源的最好处所。然而 ,遗

憾的是 ,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被定格为“以国家图书

馆为核心单位 ,联盟伙伴主要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

图书馆、研究所、情报机构等相关资源拥有单位”。

尽管已经有 60 余家单位加盟 ,但却没有档案馆或博

物馆。作为为文化资源拥有单位提供合作的组织 ,

如此狭窄地定义盟员范围 ,势必直接影响到资源共

享与数字图书馆内容建设所涵盖的范围。

2001 年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指南中 ,

提出建设两大资源库 :全国联合书目数据库与国情

资料库。笔者认为 ,全国联合书目数据库的确重要 ,

但如果能够纳入档案馆与博物馆相关的馆藏目录 ,

形成全国中文文化资源目录数据库 ,更能够体现国

家资源库的实力。实际上 ,档案馆与博物馆都有前

期工作成果。例如 ,国家档案局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

建立全国民国档案目录库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期工

程 ,按照国家档案局制定的行业标准进行著录、标引

以及数据交换。第二期工程结束 ,将拥有 1400 万条

目录数据。如果国家数字图书馆在资源库的建设

中 ,考虑到以上问题 ,发挥龙头作用 ,将馆藏目录整

合为一 ,岂不更有利于本国丰厚的文化遗产的整合。

要整合中华文化资源 ,必须以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

为平台。要使中国数字图书馆真正成为国家数据中

心 ,使中华文化重塑辉煌 ,中国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

设从初期就要注意涵盖的广度 ,特别应当考虑对图

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的文化资源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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