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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实体信息资源组织的两大发展路径

王松林

摘摇 要摇 随着搜索引擎的日益学术化,图书馆非但没有对互联网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书目控制,而且其实体信息

资源的组织也有被搜索引擎资源组织所替代的趋势。 针对搜索引擎资源组织的优缺点,提出图书馆实体信息资

源的两大发展路径———章节化组织和 FRBR 化组织。 前者可以解决网络阅读“短、平、快冶的问题,后者则可解决

检全率尤其是检准率的问题。 图 1。 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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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As the search engine gradually becomes academic熏 library has not effectively taken bibliographic control of
the networked information resource. Instead熏 there is a trend that its phys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organization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search engine蒺s resource organization. Considering the merits and drawbacks of the search engine蒺s resource
organization熏 the author proposes two ways and means of the library蒺s phys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organization熏 which are
piece鄄analytical organization and FRBR穴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雪 organization. The first deals
with the problems of being short熏 easy鄄understanding and quick in the networked reading熏 and the second addresses the
problems of recall ratio熏 and especially of precision ratio. 1 fig. 1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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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信息资源可分实体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

源两大类,如果说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是搜

索引擎的强项,那么对实体信息资源的组织则

是图书馆的强项。 如同现在搜索引擎力图将实

体信息资源组织纳入自己的范围一样,图书馆

最初也曾想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进行书目控

制,并在 1997 年创办了网络编目的专业期刊

《因特网编目杂志》 ( Journal of Internet Catalo鄄
ging) [1] 。 但随着搜索引擎的日益学术化,图书

馆非但没有对互联网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书目

控制,其实体信息资源的组织也逐渐被搜索引

擎资源组织所替代。 因此,如何利用现有技术

来组织实体信息资源,以扬搜索引擎之长而避

其之短,就成为图书馆人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

题。 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图书馆人的

进一步思考。

1摇 扬搜索引擎之长,使实体信息资源组

织章节化

从 1999 年到 2008 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发布了五次调查结果。 其中,第四次调查统计

结果表明:纸书阅读率 6 年来持续走低,而网络

阅读率 6 年间却增长了 6. 5 倍[2] ;而最近一次调

查统计结果则表明:网络阅读率已以 36. 5% 的

比率首次超过了 34. 7%的图书阅读率[3] 。 2007
年,OCLC 的成员调查报告《网络世界的共享、隐
私和信任》数据显示,与 2005 年相比,现今用户

使用搜索引擎的比例由 71% 上升至 90% ,使用

网上书店的比例由 50% 上升至 55% ,只有图书

馆网站的使用比例由 30%下降至 20% [4] 。 另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第 2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08 年底,我国互联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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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率已达 22. 6% (首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 21.
9% ),网民人数已达 2. 98 亿(其中 2. 7 亿人使

用宽带上网),未来还有增长的趋势。 因此,图
书馆需要研究阅读及网络阅读的特点并找到适

合网络阅读的实体信息资源组织方法。

1. 1摇 阅读及网络阅读的特点

从读者主体看,读者分生活读者、学习读者

和工作读者三类;从阅读取向看,阅读分资讯阅

读、修养阅读和愉悦阅读三种。 其中,最广泛的

读者群不是文学读者,而是文章读者。 因为生

活、学习和工作中的读物绝大多数是实用文章

(新闻文、应用文、教科书、学术文等),即使是消

闲性、学习性、专业性文学阅读,也伴随着大约

一半的文章阅读(文学评论、文学史等)。 概言

之,文章读者的实用阅读是国民阅读的主流,更
是人类阅读的主体[5] 。

世界上的书,主要是具有千百年历史的纸

本书(p鄄book)和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电子书( e鄄
book)。 当印刷文本被大量转换成视觉文本、电
子文本时,国民阅读便进入了读图时代和读网

时代,因此,国民阅读率的统计应该包括读电子

书的网民。 归纳起来,网络阅读的主要特点是

“短、平、快冶。 所谓“短冶,是指网络阅读的文章

短小精悍;所谓“平冶,是指网络阅读的文章浅显

易懂;所谓“快冶,是指网络阅读的文章获取快

捷。 而这其中,又以“短冶最为突出,因为短小精

悍的网络文章比较适应人们现今生活、工作的

快节奏,也符合在现今的信息海洋中获取知识

的需求[6] 。

1. 2摇 实体信息资源组织的章节化

面对如今网民喜爱短小精悍的文章阅读,
图书馆又该如何进一步进行载体表现层面上的

实体信息资源组织呢? 笔者认为,图书馆在对

实体信息资源进行组织时,可参照国家图书馆

的做法,在建了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后再对它

们建立一个中文图书目次信息数据库,但是更

加提倡像亚马逊的书内搜索(Search Inside)以

及 Google、读秀知识库等检索系统那样,在将书

作了整体描述后再对其章节进行组织。

对书的章节进行组织,其实就是将书“打

碎冶后进行组织的一种方法。 而将书“打碎冶组

织将利用 CNMARC 中的 327 内容附注字段及其

相应的检索字段。 原来 CNMARC 的 327 字段第

二个指示符未定义,第一个指示符定义为“完整

程度指示符冶(即赋“0冶表示内容附注不完整,赋
“1冶表示内容附注完整),其唯一一个可重复的

$ a 子字段记录附注内容(即章节信息)。 由此

看来,原来 CNMARC 中的 327 字段简单等同于

其 464 单册分析字段[7] 。
在《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中,

CNMARC 的 327 内容附注字段除了保留其第一

个指示符的定义外,另外还将其第二个指示符

定义为“结构指示符冶 (即赋“#冶表示非结构式

附注,赋“1冶表示结构式附注)。 其次,如果内容

附注是非结构式的,全部附注文字均记入可重

复的 $ a 子字段;如果内容附注为结构式的,全
部附注文字则分别记入可重复的 $ a(最高一层

章节)、 $ b(一级子章节)、 $ c(二级子章节)、
$ d(三级子章节)、 $ e(四级子章节)、 $ f(五级

子章节)、 $ g(六级子章节)、 $ h(七级子章节)
和 $ i(八级子章节)子字段,以及 $ p(页码)和

$ z(其他信息)子字段。 可见,现在 CNMARC 中

的 327 内容附注字段要比其 464 单册分析字段

更具层次感,也更能满足读者对图书章节的组

织要求[8] 。
CNMARC 的 327 内容附注字段,无论在单馆

计算机编目还是在联机联合编目中,各馆过去普

遍都不重视,更不要说那些已将编目业务外包出

去的图书馆了。 但在不断变化的信息和技术环

境下,图书馆若要有效地支撑其实体信息资源的

管理与访问,必须要向亚马逊的书内搜索以及

Google、读秀知识库等检索系统学习,否则会因全

文搜索的检索效果越来越差而落伍。 除此之外,
Google 另一想法是要为数字图书馆资源建立高

水平的逐词索引(word鄄by鄄word index,即以文献全

文的所有有效词作为索引标目并注明其出处)。
与人工索引相比,Google 的逐词索引更加深入,
可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值得寻找的信息,并使社会

上的信息原子极快地发生裂变。 这些动向都需

引起图书馆人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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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避搜索引擎之短,使实体信息资源组

织 FRBR 化

使用搜索引擎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
即每次搜索的结果少则数十上百条、多则数千

上万条,其有用信息常被无用信息所淹没。 而

随着实体信息资源的增长,图书馆的 OPAC 书目

检索也有这种日益“搜索引擎化冶的趋势,即搜

索的结果有时也会成百上千,常常使检索者感

到无所适从。 如用国家图书馆的 OPAC:淤输入

检索词“曹雪芹冶,设定作者检索,命中记录竟有

584 条之多;设定所有字段检索,命中记录竟有

734 条之多;于输入检索词“红楼梦 + 石头记 +
金玉缘冶,设定题名检索,命中记录竟有 1955 条

之多;盂输入检索词“红楼梦 + 曹雪芹冶,设定所

有字段检索,命中记录竟有 562 条之多;榆输入

检索词“红楼梦冶,设定主题检索,命中记录竟有

1201 条之多;设定题名检索,命中记录竟有 2124
条之多;设定所有字段检索,命中记录更是高达

2279 条之多[9] 。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曹雪芹

身后唯一留世的作品,如果曹雪芹像英国文学

家哈代那样是位多产作家并被译为多个语种,
那各馆 OPAC 书目显示又该呈现一种什么情景?
上个世纪末,国际图联颁布的 FR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inal re鄄
port,书目记录功能需求) [10] ,可以化解上述馆

藏书目数据库日益“搜索引擎化冶的趋势。

2. 1摇 FRBR 的主要内容

FRBR 既不是一个新的 ISBD,也不是一部

编目规则,而是一个实体 - 关系模型(以下简称

“FRBR 模型冶) [11] 。 FRBR 模型的最核心部分是

定义了一系列与图书馆目录相关的事物类别

(实体)、从属于每个类别的特征(属性),以及可

能存在于各种类别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与图书

馆目录相关的实体定义为三组,其中,第一组实

体包含从属于文献的四个受编实体,从内容到

载体分别为作品 (Work)、内容表达 ( Expres鄄
sion)、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和单件( Item);
FRBR 模型定义的第二组实体是能创造一个作

品,实现一个内容表达,产生或订购一个载体表

现,修改或处理一个单件的个人(Person)和团体

(Corporate body);FRBR 模型定义的第三组实体

是用于反映一个作品的主题实体。 除了以上

一、二组实体外,另外主要使用的实体是概念

(Concept)、物体(Object)、事件(Event)和地点

(Place)。
以上 FRBR 模型中的每一个实体都由一系

列的“属性冶 表征,如作品的属性有作品题名

(Title of the work)、作品形式(Form of work)、作
品日期(Date of the work)、其他识别特征(Other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预期的结果(Intend鄄
ed termination)、预期的受众( Intended audience)
和作品的背景(Context for the work)等;个人的

属性有个人名称 ( Name of person)、日期信息

(Dates of person)、个人头衔(Title of person)和

其他相关标识(Other design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等。 其次,第一组实体(作品、内容表

达、载体表现和单件) 之间的关系是 “结构关

系冶;第二组实体(个人和团体)和第一组的任何

实体之间的关系是“责任关系冶;FRBR 模型中的

任何实体与独立实体“作品冶之间的关系是“主
题关系冶。 此外,FRBR 模型的实体之间还存在

一些更加“微妙冶的关系,比如两个不同作品间

或同一个作品的两个不同内容表达间的“整 /部
关系冶(整 /部关系也存在于两个不同载体表现

之间或同一载体表现的两个不同单件之间),两
个不同作品间或相同作品的两个不同内容表达

间的“智力关系冶,以及两个不同载体表现、同一

载体表现的两个不同单件、或一个载体表现与

另一个不同的载体表现的单件之间的“再生关

系冶。

2. 2摇 FRBR 的实现方式

如上所述,FRBR 仅是一个实体 - 关系模

型,而不是一个数据模型。 因为 FRBR 为每个实

体所定义的属性在很多情况下都太一般化,以
致于如果不加提炼就无法将它像一般的模型那

样实现。 例如题名可以有不同的性质,尽管

FRBR为作品、内容表达和载体表现这三个实体

的每一个实体都定义了一个题名属性,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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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题名概念冶的分类还不足以覆盖实际的需要

和目前在用的题名类型。
FRBR 既然不是一个数据模型,那它又是如

何被“实现冶的呢? 最好的情况是基于它设计一

个中间数据模型,最差的情况是就将它错当成

一个数据模型。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不是将一

个现存的格式映射到 FRBR 上,就是将 FRBR 映

射到一个新的格式上;后者将直接影响现存的

机读目录格式,而前者则直接影响现存的 OPAC
检索界面。 由于在短时期内改变现存机读目录

格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国外的研究之前大都

放在将一个现存的格式映射到 FRBR 上[11] ,其
原理就像剥笋那样将一个作品的内容表达、载
体表现和单件层层进行剥离,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基于 FRBR 模型的检索

基于 FRBR 模型的分面检索结果,其结构层

次鲜明,可以显示各书目记录间的关联性,且便

于读者 /用户辨别和理解检索结果中的各实体

间的关系,从而大大节省了其检索时间与精力。
前述《红楼梦》若基于 FRBR 模型来检索,其结

果肯定不会一次出现上述成百上千条记录。 当

然,这种前台整合的显示需要后台信息资源组

织的配合。 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在内容表

达和 /或载体表现的数据记录上增加 004 和 990
字段。 其中,004 字段用来链接内容表达和 /或
作品记录,990 字段则用来反映本记录的实体类

型(即作品、内容表达或载体表现)。
笔者认为,将一个现存的格式映射到 FRBR

上来的做法是种被动做法、权宜之计,而将 FR鄄
BR 映射到一个新的格式上来的做法才是一种

主动进取、长效之计[12] 。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

采用将 FRBR 映射到一个新的格式上来的呼声

越来越高,并进一步影响到对编目条例和机读

目录的修改[13] 。 因为现存的编目条例和机读目

录格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 FRBR 结构化或层次

化的信息组织要求,尤其还都缺乏对内容表达

的记录基础[14] 。

3摇 结语

为扬搜索引擎之长、解决网络阅读“短、平、
快冶的问题,图书馆可利用机读目录对实体信息

资源进行章节化组织;为避搜索引擎之短、解决

检全率尤其是检准率的问题,图书馆可利用机

读目录对实体信息资源进行 FRBR 化组织。 虽

然机读目录目前在 OPAC 上检索不成问题,但这

种存贮在特定数据库中的机读目录数据目前还

无法被搜索引擎搜索和索引。 为此,图书馆还

需不断优化软硬件设备,加强网站建设,或将书

目记录交付给搜索引擎,以方便读者 /用户从搜

索引擎上获取,从而增加图书馆网站的访问量。
如 OCLC 的 Open WorldCat 就计划将其书目数据

送给 Google 和 Yahoo,使习惯利用搜索引擎检索

书目信息的用户成为自己潜在的用户。 2006 年

5 月 23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与百度签定了独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即北京大学图书馆将其图

书书目数据授权给百度,使读者 /用户可以通过

百度来检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目。 技术

力量较弱的图书馆,甚至可以考虑将自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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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记录以博客等形式让网络蜘蛛自动抓取。 如

此,读者 /用户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来检索和利

用图书馆的书目数据。 加上以 Google 为代表的

搜索引擎均以相关度排序,图书馆的书目数据

在搜索结果中肯定排序靠前。 此外,不靠搜索

引擎而主动将机读目录数据 XML 化放在网上发

布,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但是,无论是前面一

种被动方式,还是后面一种主动方式,如果图书

馆的实体信息资源组织与其数字图书馆资源的

建设结合起来,那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随着信息资源普遍可

获得性的程度提高在不断下降[15] 。 现在,
Google 等搜索引擎又开始独领风骚,图书馆更需

考虑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 以往搜索引

擎的信息组织对象一般是普通的网页,这对图

书馆不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今有些搜索引擎已

经转向学术搜索领域,并用自己的先进技术与

其他信息机构进行合作,这使图书馆真正到了

“狼来了冶的时代。 一旦 Google 等搜索引擎可以

担负起图书馆的使命———组织世界文献信息,
那图书馆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 图

书馆的正确做法是在感到危机的同时,积极考

虑扬长避短,真正做到“与狼共舞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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