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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编目：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胡小菁

摘　 要　 近十年来，文献编目领域从理论模型、标准规范到实践应用，均发生了自机读目录问世以来的最大变化。

这个变化与关联数据技术的应用直接相关，可以概括为从数字化到数据化，也就是书目数据由机器可读走向机器

可操作，进而融入互联网全球数据库。 在此过程中，编目界经历了观念上的重要变更（从记录到数据），厘清了混

淆的概念（实体及其名称与描述），重新对书目数据建模，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践。 其中，作为应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据基础设施在数据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 １。 参考文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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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 世纪，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

Ｍａｒｃｕｍ 在 ２００４ 年所作报告“编目的未来” ［１］ 为

重要标志，编目工作发生了自机读目录（ＭＡＲＣ）
问世以来最大的变化，笔者曾总结为四大发展

趋势，即编目格式简单化、编目外包普遍化、数
据来源多样化及联合目录本地化［２］ 。 十年后回

头再看，这四个方面仍反映国际编目工作的发

展方向，联合目录本地化更是以基于云的图书

馆自动化系统的方式产生着显著影响。 但是，
这个总结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不足：没有触及

编目工作最底层的书目数据格式。 编目的彻底

变革必然涉及书目数据格式，这需要理论指导、
标准支撑。 而在当时，本世纪最重要的编目标

准规范都还没有发布：或尚在研制中，如《资源

描述与检索》（ＲＤＡ）；或还未酝酿，如《国际图联

图书馆参考模型》 （ ＩＦＬＡ⁃ＬＲＭ，简称 ＬＲＭ）和书

目框架（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书目数据格式的变革，则
以 ２００２ 年 Ｔｅｎｎａｎｔ “ ＭＡＲＣ 必须死” 一文为象

征［３］ ，而真正的标志则是 ２００８ 年瑞典国家图书

馆率先以关联数据发布其联合目录 Ｌｉｂｒｉｓ［４］ 。
随后前述编目领域的指导性文件和主要标准陆

续问世，编目理念正经历着根本性变化，与之相

应的编目工作必将随之而变。 这种变化，可以

概括为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数字化是广为大家熟知的概念，指将信息

转为计算机可读的数字格式的过程［５］ 。 图书馆

界从 １９６０ 年代就开始了图书馆目录的计算机可

读过程，其成果机读目录（ＭＡＲＣ）成为信息数字

化的先行者，ＭＡＲＣ 格式用于书目信息及相关的

规范信息等，至今已逾半个世纪。 数据化即把

信息变为数据，“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

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 ［６］ 。 数据化实践有很长

历史，但此概念直到 ２０１３ 年才由迈尔－舍恩伯

格和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总结提出，
所谓“可制表”指对信息进行结构化标识，让数

据从不可能的地方提取出来。 如《大数据时代》
所述，“数据代表着对某件事物的描述，数据可

以记录、分析和重组” ［６］ 。 机读目录作为结构化

数据，既是数字化成果，也天然具有数据化属

性，不仅记录书目、规范等信息，也可用以进行

一定的量化分析。 但因为受 ＭＡＲＣ 格式限制，
书目信息以“记录”形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机
读目录中的单个“数据”不具有重组能力，因而

离真正的数据化还有不小的距离。
为摆脱 ＭＡＲＣ 格式的束缚，国际图书馆学

界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中选择了关联数据，力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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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使图书馆的书目数据由机器可读（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ｅａｄａｂｌｅ）走向机器可操作或可执行（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ｃ⁃
ｔｉｏｎａｂｌｅ），从而融入互联网全球数据库。 关联数

据 ２００６ 年由 Ｔｉｍ 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 提出，是一种在万

维网（Ｗｅｂ） 上发布结构化数据的方法，以便通

过语义查询将其相互链接并变得更有用，不仅

为人类读者提供网页阅读，而且可由计算机通

过自动读取方式共享信息［７］ 。 关联数据是适合

书目信息数据化的技术，其在书目信息或编目

领域的应用，经历了转换现有书目数据、以关联

数据形式发布的最初尝试，最终确定从底层书

目数据制作开始改变。 虽然前行过程中也曾伴

随一些质疑甚至否定，但目前图书馆编目领域

的关联数据应用经历了开发、试验，正面临实践

推广的最后阶段，书目信息的数据化成为可见

的发展方向。

１　 记录与数据

一直以来，图书馆目录基本以条目为单位，
一件在编文献（如一本或一套书）对应一个条目

或书 目 著 录 （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在

ＭＡＲＣ 格式中就是一条“记录”。 ＭＡＲＣ（ ２７０９
格式）以记录为基本单位，记录是不可分割的整

体，一条记录中保存书目数据内容的“数据区”，
只在有“头标区”以及“目次区”配合使用的情况

下才有意义。 对于书目信息，数据化的要求，就
是由“记录”细化到记录中包含的“数据”或书目

数据，此处书目数据指“描述并提供对书目资源

检索的数据元素” ［８］ 。

１．１　 从记录到数据

数据（或数据元素）原本存在于记录中。 在

编目领域，关注点从记录到数据的转变，发生在

２１ 世纪的前十年，在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 “功能需

求”系列概念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这种变化。 １９９７ 年发布系列第一种《书目记

录的功能需求》 （ ＦＲＢＲ） 后，ＩＦＬＡ 在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先后准备编制《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与

编号》（ＦＲＡＮＡＲ） 和《主题规范记录的功能需

求》（ＦＲＳＡＲ），从题名可知，３ 个模型的中心都

是“记录”。 但此后确定模型将“着重于数据本

身，不注重如何打包数据” ［９］ 为记录，最终 ２ 个

报告在发布时题名分别改为《规范数据的功能

需求》（ＦＲＡＤ）和《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
（ＦＲＳＡＤ）。

实际应用中，新 ＩＳＳＮ 门户采用基于 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 的应用配置文件，其发布的关联数据以

“ＩＳＳＮ 资源” 为中心， 而不是围绕 “ ＩＳＳＮ 记

录” ［１０］ ，也是着重点从记录到数据的体现。 国

际性的合作编目项目（ ＰＣＣ） 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战略方向》中更直接地将应用关联数据后的状

况称为“无记录环境” ［１１］ 。

１．２　 记录从完整到可选

从关注记录到关注数据的这种变化，也体

现在编目标准最近的更新上。 一直以来，编目

条例、著录规则都强调记录的完整性，著录详简

级次也是评价书目数据质量的重要指标，如《中

国文献编目规则》 ［１２］ 和《英美编目条例（第 ２
版）》（ＡＡＣＲ２）都规定了由简到详的第一、二、三
级著录，就是典型例证。 ＦＲＢＲ 的研发初衷之

一，是在因经济压力需要降低编目成本的环境

下，为合作编目提出基本或核心级记录标准［１３］ ，
也就是“基本级国家书目记录”。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 ＩＳＢＤ） 统一版， 依据

ＦＲＢＲ 的基本级国家书目记录，在“ ＩＳＢＤ 概要”
部分标记了各著录单元的必备状态［１４］ 。

然而，２０１７ 年发布成为 ＩＦＬＡ 标准的《国际

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 （ＬＲＭ），不再有与 ＦＲＢＲ
中“国家书目记录基本需求”对应的内容，并声

称“尽管实体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项

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模型的核心，但在实施中不

需要模型中声明的这些属性和其他关系。 假设

特定应用中因不需要而省略某些属性或关系，
生成的系统仍可被视为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实现” ［１５］ 。

最新编目规则 ＲＤＡ 在 ２０１０ 年发布时仍延

续传统，强调核心元素，也就是一条记录中的必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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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元素。 然而，自 ２０１７ 年起历经一年多修订于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测试版（被称为“新 ＲＤＡ”） 中，
ＲＤＡ 遵循 ＬＲＭ、放弃核心元素概念，也就是说在

规则中所有元素都是可选的，这是“数据化”在

编目规则中的首次体现。 对新 ＲＤＡ 来说，它只

关心每一个数据，甚至数据形式也不强求统一，
可以用不同方式表达，它规定了具有普适性的 ４
种元素记录方法，被称为 ４ 路径（４－ｆｏｌｄ ｐａｔｈ），
即记录非结构化描述、结构化描述、标识符和

ＩＲＩ（国际资源标识符）①。 至于如何选择记录方

法、如何集成数据形成一条“记录”，则由数据制

作机构通过应用配置文件来决定。

１．３　 数据从混同到明确

传统编目规则在关注记录的同时，也注重

对数据元素给予充分揭示。 但在具体应用中，
有时会受制于元数据格式而不能得到明确标

识。 以公认数据元素最丰富的 ＭＡＲＣ 格式为

例，在编目规则中明确的某些数据元素，有可能

会混在同一个子字段中不予区分，典型的如“其

它形态细节” 即 ＭＡＲＣ２１ 的 ３００ ＄ ｂ 子字段或

ＵＮＩＭＡＲＣ 的 ２１５ ＄ ｃ 子字段，包含图书的插图及

其颜色，影音资料的色彩、播放速度、凹槽特征、
有声无声、声道、放映格式，实物的材质等诸多

不同特征的数据。
数据化要求明确区分不同数据元素，给予

不同标识，在元数据格式中必须予以体现。 为

此，ＲＤＡ 依据规则为上述特征注册了不同的元

素，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词表也采用了不同的类和属性，
比如实物不同部位所用材料分别为 ｂａｓ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基底材料）、 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应用材料 ） 和

ｍｏｕｎｔ（底座）等。
上述从关注记录到关注数据的变化，都契

合应用关联数据的背景。 可以说，国际上编目

相关的模型、规则和格式，伴随着近年图书馆相

关领域关联数据应用的探索，在 ２１ 世纪的第 ２
个十年，已经为数据化升级做好了准备。

２　 实体及其名称与描述

书目信息中，绝大部分要作独立处理的数

据元素，在书目记录中都存在，因而其识别与标

记原本并不是问题，或至少不是很大的问题。
无论是书目数据模型 ＬＲＭ 还是编目规则 ＲＤＡ，
虽然整体上与其前身 ＦＲＢＲ 或 ＡＡＣＲ２ 相比变化

很大，但一旦深入到具体的元素，规定做法大多

没有太大变化，完全保留原有做法的也不在少

数，因而也曾有“新瓶装旧酒”之讥。 实际上这

是因为更新模型与规则的主要目的并非改变书

目信息的内容，而是改变书目信息的表示与处

理方式，尽管内容的改变有时也不可避免。
数字化（如书目记录）的主要目的是供人类

阅读使用，而数据化的目的在于让机器处理。
当细化到机器处理层面，原来隐藏在书目记录

中被忽视的“名”与“实”问题，此时就浮上了水

面，需要加以解决。 这些问题涉及名称与实体

的表示，明确区分实体及其名称、实体及其描

述、实体描述以及对描述的描述，是数据化过程

中的重要关注点。

２．１　 名称与实体

所谓实体指任何事物（Ｔｈｉｎｇ）。 人们通常以

名称指代实体，如“鲁迅”指原名为周树人的作

家、“北京”指中国的首都。 但名称与实体不能

混为一谈，比如我认识“鲁迅”（这两个字），但不

认识鲁迅（这个人）。 通常可以用引号括起表示

名称，但也可能不加标识，人类在阅读时也能够

区分名称和实体，但要计算机处理则必须有不

同的标识，明确告诉机器哪个是名称、哪个是实

体，才不会造成机器解析错误。

０５２

① ＩＲＩ 是统一资源标识符 ＵＲＩ 的一般化、可使用非 ＡＳＣＩＩ 字符。 本文按关联数据领域的通常习惯，以 ＵＲＩ
代指 ＵＲＩ 和 ＩＲＩ（引用 ＲＤＡ 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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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 代 ＩＦＬＡ 为 书 目 数 据 建 模 时

（ＦＲＢＲ），没有考虑名称问题，只确定了书目、责
任、主题三类实体。 ２１ 世纪为规范数据建模时

（ＦＲＡＤ），由于需要定义规范记录的对象与其所

用名称，区分实体及其多种不同名称成为不可

回避的问题，因而提出了名称（ｎａｍｅ）、标识符和

受控检索点等 ３ 个新实体。 其后在对主题规范

数据建模时（ＦＲＳＡＤ），进一步将主题的名称抽

象为一个单独的实体，为与 ｎａｍｅ 作出区别，采
用拉丁文 ｎｏｍｅｎ 表示。 功能需求模型统一版

ＬＲＭ 在确定模型时，没有选择把名称作为实体

的一个属性，而是沿用 ＦＲＳＡＤ 的做法，把名称

（ｎｏｍｅｎ，或译为“命名”）作为普遍适用的高层实

体，与其他实体并列［１６］ ，如图 １［１５］１７上部所示。

图 １　 Ｎｏｍｅｎ 的两种实体—关系模型

对于“名称”使用属性还是实体，ＬＲＭ 的选

择是考虑到在实体—关系模型中，无法声明属

性间关系，如果名称作为属性（图 １ 下部），则无

法表达多个名称间关系，也无法对名称本身的

特性作进一步揭示。 ＬＲＭ 以 ｎｏｍｅｎ 作为实体

（图 １ 上部），可以为其定义语言、文字、来源等

属性。 ＬＲＭ 将 ｎｏｍｅｎ 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定

义为“称谓”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另外还定义了 ｎｏｍｅｎ
与 ｎｏｍｅｎ 之间的 ３ 种关系，即：等同（两个名称

是同一资源的称谓）、部分（一个名称取自另一

名称的一部分） 和派生（一个名称来自另一名

称）。
以往编目规则中绝大部分是描述元素，要

求提供检索点的情况极其有限，仅题名、责任

者、分类主题等；对文献的出版负有责任的出版

者，一般也不作为检索点［１２］３３３。 定义 ｎｏｍｅｎ 为

实体后，可以使描述与检索点不再那么截然不

同，检索点有可能扩大到所有元素，新 ＲＤＡ 就是

这么做的［１７］ 。 新 ＲＤＡ 根据 ＬＲＭ 新增 ｎｏｍｅｎ 元

素，其定义是：指代 ＲＤＡ 实体的标识，包括名称、
题名、检索点、标识符、分类号和主题标目。

２．２　 字符串与标识符：名称与实体的标识

无论名称还是实体，都需要以一定方式加

以标识。 关联数据建立在资源描述框架（ＲＤＦ）
之上，在 ＲＤＦ 中名称以文字（ ｌｉｔｅｒａｌ） 或字符串

（ｓｔｒｉｎｇ）来表达，而实体或对象作为“资源”，以
ＵＲＩ 标识。 形式上，ＵＲＩ 直接引用，而字符串则

以引号括起表示。
在编目规则中，描述或著录的是字符串（含

实体名称），检索的是资源（实体或对象）。 由于

传统编目规则对名称与实体没有明确区分，实
体也以字符串表达，只不过对其形式有受控要

求，即唯一的规范标目形式或称首选检索点等。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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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化环境中，规范标目形式也不过是一种

字符串，不具有特殊性，只有 ＵＲＩ 才是实体作为

资源的标识。 由于 ＵＲＩ 主要供机器使用，直接

显示可能对人类不太友好，因此可以为资源定

义一个专用属性，作为供人阅读或关键词检索的

标签，如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ｄＴｉｔｌｅ（首选题名）。
通过应用关联数据，编目界的规范控制可以由从

不同的名称形式中选择唯一的规范形式，走向接

受不同机构采用不同 “首选形式” 的实体管

理［１８］ ，如虚拟国际规范档（ＶＩＡＦ）采用的方式。
在 １．２ 节所述新 ＲＤＡ 的 ４ 路径中，非结构

化描述、结构化描述和标识符都属名称，ＩＲＩ 则

表达实体。 某些元素可选择所有 ４ 种方法，如
ａｇｅｎｔ（施事者）；其他元素则可能有若干方法“不

适用”的情况，比如新增的载体表现说明（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系列元素，由于其本身性质

为客观照录或转录，只能选择非结构化描述，采
用被描述资源上的语言形式。

２．３　 真实世界对象及其描述

从资源描述框架（ＲＤＦ） 角度理解，任何谈

论的事物（实体）都是“资源”。 资源有两种，一
种是信息资源，可以电子方式传递；一种是非信

息资源，不能以电子方式传递，包括真实世界对

象或抽象概念、想象中的东西。 书目信息中绝

大部分是非信息资源，除了分类、主题中有一些

概念或想象中的东西外，其他基本上属于真实

世界对象（ＲＷＯ）。
图书馆的规范记录，包含资源（实体）的信

息，如个人的姓名、生卒年、使用语言等，作品的

题名、创作者、创作年代等，也包含制作规范记

录的信息，如编制机构、记录编制与更新日期

等。 前者是对资源本身的描述，后者是对描述

的描述，作为混合记录，本质上是对资源的描

述。 但在实践中，规范记录曾被当作资源本身

的代表，如同 ２．１ 节所述的名称与实体不分。 如

ＭＡＲＣ２１ 的控制子字段 ＄ ０ 规范记录控制号，曾
被作为实体的标识符。 在关联数据应用之后，
这个问题被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ＬＣ）关联数

据因而为 ＲＷＯ 与规范记录设置了不同的 ＵＲＩ，
在规范记录中，ＲＷＯ 显示为“附加信息”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为容纳真实世界对象（ ＲＷＯ），ＭＡＲＣ２１ 在

２０１７ 年新增控制子字段 ＄ １，以区别于记录规范

记录控制号和标准号的子字段 ＄ ０［１９］ 。 尽管随

着关联数据在编目实践中应用加速，ＭＡＲＣ２１ 预

计会逐渐被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取代，但 ＭＡＲＣ２１ 与关

联数据相关的修订从未停止。 这类修订，可视

为 ＭＡＲＣ２１ 的数据化改造。 ＭＡＲＣ２１ 持续修订

的主要原因，一是在转向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过程中

还需要多次进行与 ＭＡＲＣ２１ 之间的双向转换，
二是预计在很长时期内还会有机构继续使用

ＭＡＲＣ２１。

３　 数据化建模

编目相关元数据标准可分为 ４ 类，即数据结

构标准、数据内容标准、数据取值标准和数据交

换标准［２０］ 。 ＭＡＲＣ 或都柏林核心等属于结构标

准，编目规则属于内容标准，分类法、主题词表、
名称规范档等属于取值标准，２７０９ 格式或 ＸＭＬ
等属于交换标准。 在 ＲＤＦ 中，结构标准和取值

标准都被称为词表（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后者也称取值

词表；前者使用 ＲＤＦＳ（ ＲＤＦ 模式） 定义时也称

ＲＤＦ 词表，使用 ＯＷＬ（Ｗｅｂ 本体语言）定义时也

称本体，但有时也并不严格区分。 本文对结构

标准通称“ＲＤＦ 词表”或简称“词表”，取值标准

称“取值词表”。
在从记录到数据的变革中，数据内容标准

变化是一方面，数据结构标准转变是相伴的另

一方面。 如前引《大数据时代》所称，“数据代表

着对某件事物的描述” ［６］ 。 应用关联数据，首先

要确定模型和词表的设计，即确定如何描述事

物，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确定需要哪些类（Ｃｌａｓｓ），
以及与之相应的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是用对象属性

还是数据类型属性。

３．１　 类与属性

关联数据中，数据的最小单元即语句（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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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包含对资源的一个基本描述或称 ＳＰＯ 三

元组，即主体、谓词、客体。 需要定义主体与客

体的类型或类，以及谓词或属性，从而构成词

表，用于描述资源。
如 ＦＲＡＤ 最终报告所称，“将某一事物定义

为一项属性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是设计概念模

型的关键” ［９］７。 ２．１ 节所引 ＬＲＭ 对于 ｎｏｍｅｎ 作

为实体的考虑，也涉及建模时对属性与关系的

选择。
ＲＤＡ 本属编目规则，但对其定义的元素提

供配套的 ＲＤＡ 注册（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ｄａ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ｆｏ ／ ），期望可以作为关联数据词表使用（以下称

ＲＤＡ 词表）。 ＲＤＡ 遵循 ＬＲＭ 概念模型，ＲＤＡ 词

表也基本沿用 ＬＲＭ 的 １１ 个类，只在集体施事者

下增加了 ２ 个下位类：家族和团体。 与此同时，
ＲＤＡ 词表定义了一千多个属性，属性与类的数

量完全不成比例。 这是相对传统的做法。
新兴词表通常会定义更多的类，如美国国

会图书馆（ＬＣ）编制的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模型与词表在 ２０１４ 年最初发布时设置了 ５４ 个

类、２７０ 多个属性［２１］ ，属性与类数量比约为 ５：１。
２０１６ 年发布 ２．０ 版，对先前版本做了大刀阔斧的

修订，类增加到 １７５ 个，属性则减少至不足 ２００
个。 虽然也有少量类重新定义为属性，但扩展

定义了大量的类，包括属性重新定义为类和增

加与属性对应的类［２２］ ，这使得属性与类的数量

比几乎接近 １ ∶ １。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这种变化，是
基于如下认识，即对于机器处理而言，用类相比

属性有 ３ 个优点： 可重用、 易查 询、 可 柔 性

降级［２３］ 。
ＰＣＣ 的子项目 “ 合作连续出版物项目”

（ＣＯＮＳＥＲ），在完成 ＲＤＡ 元素到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映

射表后提交报告，进一步提出从机器可执行性

角度，希望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能够将连续出版物的首

末期编号和年代也定义为 ＵＲＩ［２４］ 。 未来或许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还会进一步增加类的数量。
在实践上，开发中的图书馆服务平台 Ｆｏｌｉｏ，

有一个元数据模型 Ｃｏｄｅｘ［２５］ ，用来集成图书馆

收藏的各种资源的异构元数据，目前只设计了 ５

个对象（类），即实例、单件、馆藏包（ Ｐａｃｋａｇｅ）、
馆藏地和收录范围（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其中把“收录范

围”设计为类，这是在馆藏层面与 ＣＯＮＳＥＲ 上述

建议相似的设计。

３．２　 对象属性与数据类型属性

ＲＤＦ 三元组即“主体 谓词 客体”，其中谓词

即属性，基本形式可以举例如下：
１） ＜作品 Ａ＞＜作者＞＜作者 ＵＲＩ＞
２） ＜载体表现 Ａ＞＜题名＞ “ＡＢＣ”
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客体为“对象” （使

用 ＵＲＩ），后者的客体为字符串（用引号括起）。
两种属性分别称为对象属性和数据类型属性。
在实体—关系模型如 ＬＲＭ 中，前者为实体间关

系，后者为实体的属性或特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定义

对象属性或关系，也意味着需要定义更多的类。
但在实际应用中，会有一定的灵活性。

以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为例，对象属性原本要求客

体为“对象”即属于某个类，但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 没

有对所有对象属性都做出严格的定义。 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 ２． ０ 没 有 采 用 严 格 定 义 的 定 义 域

（Ｄｏｍａｉｎ） 和值域 （ Ｒａｎｇｅ），而是分别采用 “用

于”和“期望值”对主体和客体的使用做出规定。
这样做的理由是更灵活，既不必因需要用于多

个类而构造专有类，同时也方便使用其他命名

空间中定义的资源［２６］ 。
以 ＲＤＡ 为例，ＲＤＡ 认为 ＬＲＭ 允许属性和

关系互换使用，这支持 ＲＤＡ 对所有元素采用 ４
种记录方法，即非结构化、结构化描述、标识符

和 ＩＲＩ，其中前 ３ 个用于属性，最后 １ 个用于关

系。 “这些发展将扩展 ＲＤＡ 覆盖的元数据抓取

场景的范围，从印刷或手写目录卡片，到机器转

录、规范控制、关系和关联数据” ［２７］ 。
如 ３．１ 节所见，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与 ＲＤＡ 词表在

类或实体认定上有很大差异。 不过这并不影响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与作为内容标准的 ＲＤＡ 共用。 事实

上 ＬＣ 编目用的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编辑器中，各录入项

的提示标签就是 ＲＤＡ 元素或条款号［２８］ 。 对使

用 ＲＤＡ 规则的编目员来说，无需了解 ＲＤＡ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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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被定义为类还是属性、对象属性还是数据

类型属性，只需按本地应用配置文件的要求，在
４ 种记录方法中选择使用一种或多种即可，三元

组的表达由计算机软件在后台处理。

４　 数据化实践

以书目模型、编目规则、ＲＤＦ 词表为代表的

元数据标准规范，为图书馆目录的数据化实践

做了很好的准备。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关联数

据探索也在图书馆目录、规范库的关联数据发

布上率先进行。 自 ２００８ 年瑞典全国联合目录

Ｌｉｂｒｉｓ 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以来，ＯＣＬＣ、匈牙利

国家图书馆等不少机构采用不同词表分别进行

了发布尝试。 另外 ＬＣ 的 ｉｄ． ｌｏｃ． ｇｏｖ、 ＯＣＬＣ 的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作品、虚拟国际规范档 （ ＶＩＡＦ）、ＲＤＡ
取值词表等，更多地作为数据基础设施，与其他

外部数据源如 ＤＢＰｅｄｉａ、Ｗｉｋｉｄａｔａ 等一起，为近年

书目信息的关联数据实践打下应用与数据

基础。

４．１　 编目试验与实施

在转换现有图书馆目录发布为关联数据之

后，先行者们开始考虑从源头开始，将整个编目

转向基于关联数据的工作流程。 经过近十年探

索，欧美一些国家的关联数据编目工作流程的

实施已经或即将开启。
美国国会图书馆（ＬＣ）２０１１ 年启动“书目框

架转变行动”，准备放弃 ＭＡＲＣ 格式。 此后 ＬＣ
持续进行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开发［２９］ ，开展了多轮试

验。 ①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由多个图书馆参与早期实

验，２０１３ 年发布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词表。 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阶段试验（Ｐｉｌｏｔ １），采用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编辑器作为编目界面，实时查询 ＬＣ 规范库，用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词表取代 ＭＡＲＣ 进行原始编目；
２０１６ 年发布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词表 ２．０ 版，２０１７ 年把

ＬＣ 所有馆藏目录和规范目录由 ＭＡＲＣ 转换至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作为编目来源库。 ③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第 ２ 阶段试验，采用更新后的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编

辑器，增加参加试验的编目员，在真实的 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 编目环境中对多种文献类型进行原始

编目。 ④ ２０１９ 年正进行扩展试 验， 解 决 由

ＭＡＲＣ 切换到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编目的各种问题，其
中包括进行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到 ＭＡＲＣ 的反向转

换［３０］ ，为的是在 ＬＣ 完全转向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编目

后，可以继续为那些暂时没有转向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图书馆提供 ＭＡＲＣ 数据。

在 ２００８ 年率先发布全国联合目录为关联数

据的瑞典国家图书馆（ ＫＢ），继续走在实施前

列。 ２０１２ 年，ＫＢ 启动基于关联数据的 ＬｉｂｒｉｓＸＬ
项目，用以取代基于 ＭＡＲＣ２１ 的 Ｖｏｙａｇｅｒ 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的核心编目部分。 ＬｉｂｒｉｓＸＬ 系统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启用，采用基于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 的

ＫＢＶ 词表，成为首个实际使用的基于关联数据

的系统［３１］ 。
美国高校配合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开发，开展了多

项关联数据研究，影响较大的有加州大学戴维

斯校区的“编目再发明：未来图书馆运作模式”，
２０１７ 年发布最终报告《ＢＩＢＦＬＯＷ 路标》 ［３２］ 。 项

目进行了转变编目工作流程的试验，涉及套录

和原编，特别针对连续出版物和规范记录。 最

终报告总结了从 ＭＡＲＣ 生态系统中的关联数据

（为 ＭＡＲＣ 批插入 ＵＲＩ）到原生关联数据生态系

统（关联数据原生编目）的二阶段路径。
另一持续时间更长的是 ＬＤ４ 系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ｄ４ｌ．ｏｒｇ ／ ），共 ４ 个项目，由安德鲁·梅隆基

金提供资助，承担机构为斯坦福、哈佛、康奈尔

等美 国 著 名 高 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首 个 项 目

ＬＤ４Ｌ（图书馆关联数据） 为初步探索。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两个项目 ＬＤ４Ｐ （ 关联数据生产） 和

ＬＤ４Ｐ－Ｌａｂ（关联数据生产实验室）进入实践，包
括开发工具、探索工作流程、针对不同特藏资源

对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词表进行扩展。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项

目 ＬＤ４Ｐ ２ 副标题“实施之路”，终级目标是实现

以关联数据来描述图书馆资源，已招募十多所

图书馆作为合伙人，与 ＰＣＣ、ＬＣ 协作，准备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开始在云编辑环境中生成关联

数据［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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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数据实施离不开厂商、尤其是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和书目数据供应商的支持。 ＬＣ 在每

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冬夏两次年会上，都会举

办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更新论坛，邀请包括厂商在内的

实践者分享他们与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相关的工作，其
中最富有成效的厂商当属意大利编目外包商

Ｃａｓａｌｉｎｉ Ｌｉｂｒｉ 和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商＠ Ｃｕｌｔ。 它

们是欧美很多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项目背后的支持厂

商，与十多家北美研究图书馆合作开发的

ＳＨＡＲＥ ＶＤＥ 环境，以外部来源 ＵＲＩ 强化 ＭＡＲＣ
记录（记录于子字段 ＄ ０ 或 ＄ １），将 １ 亿条书目

和规范记录转换为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 后发布，并支

持数 据 自 动 更 新［３４］ 。 ＬＤ４Ｐ ２ 项 目 也 采 用

ＳＨＡＲＥ ＶＤＥ 环境，作为图书馆合作生成关联数

据的支撑平台。

４．２　 关联数据消费

在批 评 ＭＡＲＣ 格 式 封 闭 时， 曾 有 人 把

ＭＡＲＣ 数据库比喻为与互联网隔离的“谷仓”。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尝试以关联数据发布信

息，这些采用词表各异的书目数据，是否形成了

新的相互隔离的谷仓再度成为话题。 不同词表

间映射还相对简单，只需做一次，问题更大的是

数据本身。 书目信息如 ＭＡＲＣ 记录中的数据，
如果只是转换为字符串，仍然是供人阅读、至多

供人检索，只有作为对象、有 ＵＲＩ，才能供机器利

用、具有关联性、可重用。 如果只是单纯地发布

为关联数据，从让图书馆目录（ＯＰＡＣ）更容易为

用户获取角度看，其效果未必好于做过搜索引

擎优化（ＳＥＯ）的基于 ＭＡＲＣ 记录的 ＯＰＡＣ。 无

论从用户体验还是数据关联角度，消费已有数

据是关联数据实践中相当重要的工作，这就需

要进行相同实体判定，找到匹配的已有关联数

据实体，采用或关联其 ＵＲＩ，即所谓的发布对象

的调和与解析（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实际上，这也是实用的关联数据项目的基

础，前述各种关联数据应用及研究均关注并致

力于处理这个问题。 如 Ｃａｓａｌｉｎｉ 介绍其 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 项目，以 ＭＡＲＣ 数据转换为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发布，其第一个步骤即用 ＵＲＩ 强化 ＭＡＲＣ 记录，
作为项目的中心任务，需要做实体识别、调和和

数据强化［３５］ 。
ＬＣ 在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第 ２ 阶段试验中关注到

ＭＡＲＣ 记录中出版社缺少规范控制问题，重复出

现率颇高的出版社（在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中属于“提供

者”），在转换为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后造成大量匿名资

源、空节点，既无法重用，也影响未来系统运行

效率。 ＬＣ 因此试验建立“提供者词表” 为其提

供 ＵＲＩ，从而改善转换后数据的可重用性，提高

系统性能［３６］ 。 这是在缺少 ＵＲＩ 资源的情况下，
自建关联数据基础设施并加以利用的举措。

基于安德鲁·梅隆基金系列课题的 ＬＤ４ 社

群，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成立了一个开放参与的调和

工作组 （ ＬＤ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组目

标是为文化遗产机构 （ ＧＬＡＭ 即美术馆、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的资源元数据的调和与解

析，总结匹配算法、工作流程、工具和功能需

求［３７］ 。 工作组认为调和与解析相关工作，在实

际应用中可能不只是匹配一种情况，因此公开

征集用例、功能需求、当前服务、工作流程等，截
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共征集并评估了 ５１ 个用例，比如：
＃７６跨语言匹配，＃７０ 运行优化，＃６８ 使用本体，
＃３９断言两个实体不同。

为配 合 ＵＲＩ 强 化 ＭＡＲＣ 记 录 的 工 作，
ＭＡＲＣ２１ 格式进行了数据化改造。 除 ２．３ 节介

绍的更新和增加控制子字段 ＄ ０ 和 ＄ １，还有一

个变化是新增 ７５８ 字段资源标识符，用于书目记

录描述的资源（即载体表现对应的作品或内容

表达的 ＵＲＩ）及相关资源（包括相关作品、内容

表达和载体表现等）。 “ＭＡＲＣ 修订建议 ２０１７－
０９”称，扩大 ＭＡＲＣ 支持关联数据标识符，是图

书馆将关联数据构建到元数据生产过程的迁移

路径的一部分；将书目描述与适当的作品或其他

资源实体相关联，是将 ＭＡＲＣ 书目数据转换为关

联数据的主要挑战；记录 ＭＡＲＣ 记录中相关资源

的 ＵＲＩ，使得当 ＭＡＲＣ 记录转换为关联数据表示

时，ＵＲＩ 可以作为对象包含在 ＲＤＦ 语句中；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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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Ｉ 可用的情况下，非 ＵＲＩ 标识符对于正确的数

据调和（实体解析）仍然是有价值的［３８］ 。

４．３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新技术的应用推广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不是“与时俱进”的理念问题。 一项技术，如果

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图书馆的运营，如提高工作效

率或拓展新的服务，是无法得到广泛应用的。 当

年 ＭＡＲＣ 的成功，就基于细致的成本分析［３９］ 。
如 ４．２ 节所述，消费已有关联数据资源是应

用中的重要工作，也是充分体现关联数据应用

价值、费用效益的良好途径。 这些促进数据共

享和消费的数字基础设施，就是数据基础设

施［４０］ 。 如同水电煤等公共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

施是数据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服务和设施。 图书

馆界需要借助已经发布的资源，消费其他领域提

供的关联开放数据（Ｌｉｎｋｅ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ＬＯＤ），同
时本身应该并且也可以有所贡献，参与到建设关

联数据基础设施中去。 双赢才能有持续性。
图书馆界的早期实践已经发布了一些具有

ＵＲＩ 的取值词表。 本领域探索关联数据的先行

者之一 ＬＣ，没有首先选择把馆藏目录发布为关

联数据，而是提供关联数据服务（ ｉｄ．ｌｏｃ．ｇｏｖ），发
布可供更大范围利用的名称规范库、主题词表、
小型专用叙词表、各种代码表等。 这些取值词

表和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词表一起，成为图书馆关联数

据应用的数据基础设施。 ＲＤＡ 的数十个参考取

值词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ｄａ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ｉｎｆｏ ／ ｔｅｒｍＬｉｓｔ ／ ）也

具有同样作用。 ＰＣＣ 的 ＭＡＲＣ 中 ＵＲＩ 工作组编

制了《创制和获取 ＵＲＩ：常用词表和参考源指

南》 ［４１］ ，收录本领域及互联网上其他可用数据

集，帮助图书馆目录消费关联数据。
为争取所在机构的支持，全面转向关联数

据，ＬＤ４Ｐ 和 ＬＤ４Ｐ－Ｌａｂ 项目选择可以通过外部

数据强化内容的特藏资源入手开展实验，以突

显关联数据的优势。 同时他们利用项目资助开

发了 ５ 个词表，大多为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扩展，包括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ｏ、艺术与珍稀资料扩展（ Ａｒｔ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ＲＭ）、 地理空间和地图资源本体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ＧＣＲＯ）、ＬＤ４Ｌ 电影本体和演奏音乐本体（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 Ｍｕｓｉｃ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ＭＯ），为各类特藏资源

应用关联数据提供可选词表［４２］ ，加入数据基础

设施中。
欧洲国家也积极加入。 如丹麦通过应用

ＲＤＡ 走向关联数据的 ４ 个步骤中［４３］ ，国家规范

档建设是关键一步。 国家规范档创建、维护和

共享跨图书馆界的规范记录和标识符，包含作

品和内容表达的书目规范记录，包含个人和团

体的非书目规范记录，也可扩展包含其他实体

类，并集成到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和 ＶＩＡＦ。

５　 结语

综上所述，文献编目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

观念更新，在最近十年中已经从理论跨进到实

践。 通过关联数据在图书馆书目数据相关领域

的应用，欧美各国正进入数据化的实际应用阶

段。 如 ＰＣＣ 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战略方向》 中所

言，现在是时候超越关联数据相关理论层面的

知识和技能，进入实施阶段［１１］ 。
国内本领域相关研究并不缺乏，也有一些

实际应用发布，最突出的是上海图书馆开放数

据平台（ 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 ｃｎ），公开发布上图数字

人文项目所用的基础知识库、文献知识库和本

体词表等。 尽管如此，与中文资源相关的数据

基础设施仍然严重不足。 关联数据应用强调数

据复用，因此并不需要完全重做一套，尤其是

ＲＤＦ 词表，可以通过应用配置文件复用已有词

表；取值词表中也有很多代码值不受语言影响，
宜直接采用现有词表，如广受青睐的 ＲＤＡ 参考

取值词表。 但主题词、分类号，词间差异大、体
系不同，更适合自己建立。 名称和题名规范档

如不能加入国际合作，也宜通过调和与解析，建
立与 ＶＩＡＦ、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ＩＳＮＩ）和 Ｗｉｋｉ⁃
ｄａｔａ 等通用资源之间的关联。 建立自己的关联

数据基础设施，是我国加入编目数据化潮流的

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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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ＲＹ．ｐｄｆ？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１＆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 ＝ １５０７２０９４９３０００＆ａｐｉ ＝ ｖ２．

［１１］ ＰＣＣ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２ － ２３ ）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ａｂａ ／ ｐｃｃ ／ ａｂｏｕｔ ／ ＰＣ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ｐｄｆ．

［１２］ 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 ［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５：５－６．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２００５：５－６．）

［１３］ 国际图联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研究组．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最终报告［ ＥＢ ／ ＯＬ］． 王绍平，等，译．［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 ｆｒｂｒ ／ ｆｒｂｒ⁃ｚｈ． ｐｄｆ． （ ＩＦ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ＥＢ ／ ＯＬ ］． Ｗａｎｇ

Ｓａｏ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 ｆｒｂｒ ／ ｆｒｂｒ⁃ｚｈ．ｐｄｆ．）

［１４］ ＩＦＬＡ．ＩＳＢ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 ｉｓｂｄ ／ ｉｓｂｄ⁃ｃｏｎｓ＿２０１１０３２１．ｐｄｆ．

［１５］ Ｒｉｖａ Ｐ， Ｌｅ Ｂœｕｆ Ｐ， Žｕｍｅｒ Ｍ． ＩＦＬ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 ｆｒｂｒ － ｌｒｍ ／ ｉｆｌａ － ｌｒｍ － ａｕｇｕｓｔ － ２０１７＿

０５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一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１

ｒｅｖ２０１７１２．ｐｄｆ．

［１６］ 编目精灵．ＩＦＬＡ 图书馆参考模型中的 Ｎｏｍｅｎ 实体（附 ＬＲＭ 成为 ＩＦＬＡ 标准）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５）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ｎｅｔ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１１０９４９．ｈｔｍｌ．（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Ｎｏｍｅｎ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ＩＦＬＡ－ＬＲＭ［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ｎｅｔ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１１０９４９．ｈｔｍｌ．）

［１７］ Ｇｌｅｎｎａｎ Ｋ．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Ｃ ／ ＯＬ］． Ｐｒ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ＬＡ Ｍｉｄｗｉｎｔｅ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ｎｖ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ｄａ⁃ｒｓｃ．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ｌ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２０ｎａｍｅｓ％２０ａｎｄ％２０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ｐｏｉｎｔｓ．ｐｄｆ．

［１８］ 胡小菁．规范控制：从名称选择到实体管理［Ｊ］ ．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８（１）：２－７． （Ｈ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ｆｒｏ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ａｍｅ ｔｏ ｅｎｔ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８（１）：２－７．）

［１９］ ＭＡＲ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ｓｕｂｆｉｅｌｄｓ ＄０ ａｎｄ ＄１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Ｕ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Ｃ ２１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５－１６）［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 ／ ｍａｒｃ ／ ｍａｃ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０８．ｈｔｍｌ．

［２０］ Ｚｅｎｇ Ｍ Ｌ， Ｑｉｎ Ｊ．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Ｍ］． Ｎｅａｌ⁃Ｓｃｈｕ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８：１５．

［２１］ 编目精灵．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ｏｒｇ 的类与属性发布［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７）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 ｎｅｔ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４０１２７２３０６１９．ｈｔｍｌ（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ｏｒｇ ｉｓｓｕｅｄ［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１－２７）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ｎｅｔ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４０１２７２３０６１９．ｈｔｍｌ．）

［２２］ 编目精灵．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类的变化［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５－ ２２） ［２０１９－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 ｎｅｔ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６０５０２２２０７５４．ｈｔｍｌ．（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５－２２）［２０１９－０２－

２０］．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ｗｉｚａｒｄ．ｎｅｔ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１６０５０２２２０７５４．ｈｔｍｌ．）

［２３］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 ＲＤ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ｄｏｃｓ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

ｒｄ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２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ＣＣ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ｔａｓｋ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 ＣＳＲ ｔｏ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ｇｒｏｕｐ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ａｂａ ／ ｐｃｃ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ＴａｓｋＧｒｏｕｐｓ ／ ＣＳＲ⁃ＰＤＦ ／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Ｎ⁃

ＳＥＲＴｏＰＣＣ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ＴａｓｋＧｒｏｕｐ．ｐｄｆ．

［２５］ Ｔｈｅ ｃｏｄｅｘ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 ｆｏｌｉｏ．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ｖｉｅｗｐａｇｅ． 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ｇｅＩｄ

＝ １４１５３９３．

［２６］ Ｄｅｎｅｎｂｅｒｇ Ｒ． Ｒｅ：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１－２７）［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ｓｔｓｅｒｖ．ｌｏｃ．ｇｏｖ ／

ｃｇｉ－ｂｉｎ ／ ｗａ？Ａ２ ＝ ｉｎｄ１７０１＆Ｌ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Ｐ ＝ ４５８０６．

［２７］ ＲＤＡ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ｉｔｔｅ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ＲＭ ｉｎ ＲＤ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３）［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ｒｄａ⁃ｒｓｃ．ｏｒｇ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ＲＭｉｎＲＤＡ．

［２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ｈｅｎ 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ｅｄｉｔｏｒ［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１７）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ｓａｌｉｎｉ．ｉｔ ／ ＥＢＷ２０１８ ／ ｗｅｂ＿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ｈｅｎ＿１．ｐｄｆ．

［２９］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

［３０］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ｎｅｗｓ ／ ｓｏｕｒｃｅ ／ ａｌａｍｗ２０１９－ｌｃ－ｍｃｃａｌｌｕｍ．ｐｐｔｘ．

［３１］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ｉｓ ＸＬ：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８）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ｓａｌｉｎｉ．ｉｔ ／ ＥＢＷ２０１８ ／ ｗｅｂ＿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２．ｐｄｆ．

［３２］ Ｓｍｉｔｈ Ｍ， Ｓｔａｈｍｅｒ Ｃ Ｇ， Ｌｉ Ｘｉａｏｌｉ， ｅｔ ａｌ．ＢＩＢＦＬＯＷ： 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３－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ｂｆｌｏ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ｃｄａｖｉｓ．ｅｄｕ ／ ｒｏａｄｍａ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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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菁：文献编目：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Ｈ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ａｔａ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９

［３３］ ＬＤ４Ｐ ２．Ｃｏｈｏ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 Ｏｃｔ １５， ２０１８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 ｄｕｒａｓｐａｃｅ． ｏｒｇ ／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ＬＤ４Ｐ２ ／ Ｃｏｈｏｒ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３１％２Ｃ＋Ｏｃｔ＋１５％２Ｃ＋２０１８．

［３４］ Ｐｏｓｓｅｍａｔｏ Ｔ．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 ｔｏ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ＶＤ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ｇｏｖ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ｎｅｗｓ ／ ｐｄｆ ／ ｓｈａｒｅ⁃ｖｄｅ⁃ａｌａａｌ２０１８．ｐｄｆ．

［３５］ Ｐｏｓｓｅｍａｔｏ Ｔ．Ｔｈ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 ｔｏ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ｓａｌｉｎｉ．ｉｔ ／ ＥＢＷ２０１８ ／ ｗｅｂ＿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ｏｓｓｅｍａｔｏ＿１．ｐｄｆ．

［３６］ Ｆｏｒｄ Ｋ．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ｌａｎｋ ｎ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ｈ ｍｙ！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ｇｏｖ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ｎｅｗｓ ／ ｓｏｕｒｃｅ ／ ａｌａｍｗ２０１９－ｌｃ－ｆｏｒｄ．ｐｐｔｘ．

［３７］ ＬＤ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 ／ ＬＤ４ ／ ｌｄ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ｃｏｎ ／ ｂｌｏｂ ／ ｍａｓｔｅｒ ／ 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ｍｄ．

［３８］ ＭＡＲ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ＮＯ．２０１７－０９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ｇｏｖ ／ ｍａｒｃ ／ ｍａｃ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０９．

ｈｔｍｌ．

［３９］ 胡小菁， 李恺． ＭＡＲＣ 四十年的发展及其未来［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３６（２）：８３－８９．（Ｈ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Ｌｉ

Ｋａｉ． ＭＡＲＣ：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３６（２）：

８３－８９．）

［４０］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ｍ．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Ｄａｔ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ＵＲＩｓ ｉｎ ＭＡＲＣ．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ｒｉ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 ／ ａｂａ ／ ｐｃｃ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ＴａｓｋＧｒｏｕｐｓ ／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ｏｂｔａｉｎ＿ＵＲＩ＿ｇｕｉｄｅ．ｐｄｆ．

［４２］ ＬＤ４Ｐ ｏｕｔｐｕｔ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ｄｕｒａｓｐａｃｅ．ｏｒｇ ／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ＬＤ４Ｐ ／ ＬＤ４Ｐ＋Ｏｕｔｐｕｔｓ．

［４３］ Ｌｉｎｄｈａｒｄ Ｌ Ｊ．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ａｎ ＲＤＡ⁃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 ｄｎｂ． ｄｅ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１２５４３３００８ ／ ２０１７０９ ＿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 Ｔａｌｋ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

Ｌｉｎｄｈａｒｄ．ｐｄｆ？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１＆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 ＝ １５０７２０９４２８０００＆ａｐｉ ＝ ｖ２．

胡小菁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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