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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数字人文发展策略探析

□石志松∗

　　摘要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发布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２LIBER发展战

略:研究型图书馆在数字化时代推动知识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了“通过完善与开发数字技能和

服务,将图书馆打造成数字文化遗产与数字人文的枢纽”的战略目标,并专门成立了数字人文与

数字文化遗产(DH&DCH)工作组.文章介绍了LIBER的数字人文发展策略,总结了其战略规

划、组织架构、工作计划、实践探索和交流合作等方面的经验,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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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数字人文(DigitalHumanities,DH)逐
渐发展成为图书馆服务创新和服务拓展的一个新热

点.追寻数字人文的发展轨迹,其最早源于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的人文计算,是在新兴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

术支撑下为开展人文学科研究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

领域[１].２００１年,数字人文这个概念首次被正式提

出,遂成为图书馆实践的一个新方向[２].据CenterＧ
Net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９月,全球数字人文中心

已有２００家[３],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欧美地区,而且很

多数字人文中心是依托图书馆而建立的.我国数字

人文研究起步较晚,除了２０１１年成立的武汉大学数

字人文中心外[４],直到２０１６年后才陆续出现新的数

字人文机构或团队,例如２０１６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数

字人文小组[５],以及２０１７年９月挂牌的南京大学数

字人文研究中心[６].纵观国内外数字人文的发展历

程,可以发现,数字人文的深入发展与图书馆的创新

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数字人文为图书馆提

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图书馆也为数字人文的发展创

造了有利条件,二者形成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良性

互动、共同发展的协同关系.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更是把数字人文作为其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战略规划的

重要战略方向,明确提出“通过完善与开发数字技能

和服务,将图书馆打造成数字文化遗产与数字人文

的枢纽”的目标[７].图书馆协会层面的数字人文发

展战略,对于统筹图书馆系统的优势资源,加强图书

馆网络的深度合作,促进数字人文在图书馆的发展

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２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概况及其发展战略简介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guedesBibliothèques
Européennes de Recherche － Association of
EuropeanResearchLibraries,LIBER)是欧洲研究

型图书馆的主要联络组织,成立于１９７１年,如今会

员单位已达４２０余家,分别来自４０余个国家,包括

国家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的图书

馆.LIBER致力于维护欧洲研究型图书馆及其所

属院校和旗下研究人员的利益,倡导“版权保护”和
“开放获取”(OpenAccess)等相关议题,就欧洲资助

项目开展合作,并在协会年会等活动中进行交流与

学习[８].

２０１７年 １１ 月,LIBER 发 布 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LIBER发展战略:研究型图书馆在数字化时代推动

知识可持续发展»(LIBEREuropeStrategy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Research Libraries Powering Sustainable
KnowledgeintheDigitalAge)报告.该战略将引领

LIBER今后５年的发展方向,在欧洲的行业环境即

将变化之时为LIBER的会员图书馆提供支持,该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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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也将促使LIBER组织内的研究活动达到世界一

流水平[９].
该战略包括五大重点发展领域(“开放获取”

“‘FAIR’型研究数据”“数字技能”“开放参与的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未来文化遗产”)和三大战略方向

(“创新性学术交流”“数字技能和服务”“研究领域基

础设施建设”),如图１所示[１０].其中,“数字技能和

服务”战略包含了LIBER对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

产工作的规划:通过完善与开发数字技能和服务,将
图书馆打造成数字文化遗产与数字人文的枢纽.为

此,LIBER专门成立了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

(DigitalHumanities& DigitalCulturalHeritage,

DH&DCH)工作组,以推进欧洲研究型图书馆开展

数字人文相关工作.

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LIBER发展战略架构

３　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DH&DCH)工作组

LIBER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DH&DCH)
工作组的前身是成立于２０１７年７月的数字人文工

作组(DigitalHumanitiesWorkingGroup),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工作组扩张了管辖范围,将数字文化遗产纳入

其中[１１].DH&DCH工作组是LIBER“数字技能和

服务”战略的一部分,而“数字技能和服务”又是

LIBER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柱之一.

３．１　组织架构

DH&DCH工作组成员分为“核心成员”和“团
队成员”.“核心成员”负责协调工作组的各项活动,
其成员包括:两名主席,分别是来自荷兰国家图书馆

的洛特威尔姆斯 (LotteWilms)和柏林洪堡大学

图 书 馆 的 安 迪 亚 斯  德 克 维 茨 (Andreas
Degkwitz)、艺 术 及 人 文 数 字 研 究 基 础 设 施 平 台

(DARIAH)联络人、各个主题团队的负责人以及

LIBER办公室代表.“团队成员”是工作组中属于

某一主题团队的成员,每个主题团队都会提名一位

同事担任团队负责人,进而成为工作组的核心成员.

DH&DCH工作组的四个主题团队及其分工领域如

图２所示:１号团队负责“图书馆员在数字人文领域

的技能提升”,包括:馆藏和元数据的相关知识;工具

和方法的相关知识及软技能;与研究人员合作、参加

课程学习、利用在线资源等.２号团队负责“图书馆

与研究团体的合作”,重点是加强图书馆与各种研究

团体(国家级或国际研究小组、院校研究机构、DAＧ
RIAH或CLARIN平台等)之间的联系,探索可以

借鉴推广的合作模式.３号团队负责“图书馆的角

色定位及认知提升”,目标是让图书馆及其管理者对

数字人文形成认知,并清楚他们在该领域的角色定

位.４号团队负责“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政策

及规范”,主要任务是构建数字人文发展相关的团

队、设施和工作流程等[１２].

３．２　主要职责

DH&DCH工作组主要履行如下职责:(１)确定

邮件联络名单.用于分享数字人文领域最佳和最糟

糕的实践案例,分享内容为名单中各成员撰写的短

篇报告和博客文章.(２)编写常见问题与行情报告.
常见问题是为图书馆员准备的,聚焦于数字化知识

和技术.行情报告会列出简单易学的在线教程,图
书馆员可以针对相关主题进行自学.所有的信息输

入都会收录在Zotero平台的工作组目录下.(３)撰
写报告.概述欧洲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化技术发展状

况 (４)筹办研讨会.LIBER在２０１７年曾举办过一

次研讨会,正在筹划中的２０１９年研讨会计划聚焦于

各图书馆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经验.(５)拟定行动

提案(在资源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此外,工作组还负责搭建与欧洲研究领域基础

设施平台的关系.欧洲拥有一批非常活跃的数字人

文组织和团体.研究人员一起跨界合作,在类似艺

５２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数字人文发展策略探析/石志松

AnalysisonDigitalHumanitiesDevelopmentStrategyoftheAssociationofEuropeanResearchLibraries/ShiZhisong



2
0

1
9

年
第5

期

图２　DH&DCH工作组的四个主题团队及分工领域

术及人文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平台(DARIAH)和公

共语言资源及技术基础设施平台(CLARIN)这样的

研究领域基础设施平台中彼此结识.因此这些平台

提供了联络科学界的天然场所,也是确保图书馆成

为各领域研究伙伴的天然平台.为了实现最有效的

沟通,DARIAH内部也会成立一个相应的对接工作

组.来自不同工作组的成员可加入多个工作组,分
别代表图书馆或者某个研究团体,以此促进各工作

组的联系.此外,LIBER也会举办联合活动,帮助

不同的研究团体在活动中彼此结识,带动工作组成

果的输出和传播[１３].

３．３　工作规划

DH&DCH工作组的目标是搭建一个知识网

络,当成员们彼此了解并拥有沟通平台时,实现这一

目标就变得更加简单了.因此,工作组十分关注欧

洲各国的数字人文活动,并记录参加每项活动的工

作组成员有哪些.此举有助于搭建关系网络,并确

保活动的相关知识在整个工作组中得到传播和普

及.DH&DCH 工作组制定了从２０１７年７月到

２０１９年 ７ 月 的 工 作 规 划,其 主 要 活 动 如 表 １
所示[１４].

预计于２０１９年７月完成的“欧洲数字人文发展

状况”报告是工作组最终的实物成果,旨在为战略计

划接下来(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活动提供反馈.通过

这份报告,工作组可以明确仍需关注的领域,以达到

LIBER设定的目标.工作组的另一项成果是通过

馆际相互合作、与大学院校合作以及与研究团体合

作而建立的知识网络.这可能是工作组对欧洲数字

人文发展做出的最宝贵的贡献,因为这意味着图书

馆员可以找到观念、想法和愿景相似的同行,可以讨

论各自的活动,共同面对和克服各种挑战,并在数字

人文工作中互相支持.
表１　DH&DCH工作组工作规划

序号 活动 成果输出 截止时间

１ 推荐３本必读读物(发表的文章、博客文章、书籍) 每个团队形成一篇列出３本读物的博客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２ 推荐３份操作教程 每个“技能搭建”团队形成一篇列出３份教程的博客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３ 指出你所在图书馆面临的３项挑战并加以描述 每个团队形成一篇关于３项挑战的博客 ２０１８－０２－０１

４ 工作组会议 关系网络搭建与探讨 ２０１８－０４

５ 指出你所在图书馆拥有的３个优势并加以描述 每个团队形成一篇关于３个优势的博客 ２０１８－０４－０１

６
对其中一项优势或挑战进行展开,形成一篇使用案例

博客

在Zenodo平台上收集使用案例,并撰写一篇总结性博

客文章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７ 团队成果总结 每个团队形成一篇本年度团队报告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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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 成果输出 截止时间

８ LIBER２０１８研讨会 生成“欧洲数字人文发展状况”报告的纲要 ２０１８－０７

９
更新３本必读读物的推荐清单(发表的文章、博客文章、

书籍)
每个团队形成一篇列出３本读物的博客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１０ 更新３份操作教程的推荐清单 每个团队形成一篇列出３份教程的博客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１１ 为欧洲数字人文调查问卷列出至少３个问题 收集有关欧洲数字人文发展状况的问题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１２ 核心工作组:为欧洲数字人文发展状况开展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１３ 采集LIBER成员的意见信息 采集调查结果 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１４ 将调查成果整理成报告 每个团队撰写一篇博客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１５
LIBER２０１９研讨会

———展示“欧洲数字人文发展状况”报告
汇报“欧洲数字人文发展状况” ２０１９－０７

４　DH&DCH工作组的数字人文工作与实践

４．１　数字人文阅读清单

DH&DCH工作组的一项任务是为那些对数字

人文感兴趣的图书馆收集文献.工作组的四个主题

团队,分别负责各自相关主题的论文、文章及报告等

文献的收集工作,并形成一份数字人文推荐阅读清

单,如表２所示[１５－１８].
“政策与管理”主题的文献,重点关注数字人文

值得研究型图书馆关注的原因以及将数字人文整合

融入这些机构日常实践中的各种方法,旨在分享并

充分利用这些经验、挑战、技巧和见解,以支持欧洲

的研究型图书馆采纳和发展数字人文.“图书馆与

研究团体之间的合作”主题的文献,主要关注于“图
书馆如何发掘数字人文研究群体? 如何让‘他们’找
到‘我们’? 这些联系该如何推进和发展?”等问题.
“数字人文技能培养”主题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图书馆提供数字人文服务需要哪些技能;图书

馆工作人员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图书馆的角色定

位”主题的文献,探讨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学科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是提

供建议和指导吗? 是提供支持数字人文活动的服务

吗? 还是完全成为数字人文活动的正式合作伙伴?
表２　数字人文阅读清单

主题 序号 标题 作者/编者

主题１
政策与

管理

１ 没有所谓的“数字人文” 埃里克威斯科特(EricWeiskott)

２ 数字化学术的去中心化和中心的重塑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数字研究和学术办公室

３ 特别报道:图书馆里的数字人文
斯图 尔 特  瓦 纳 (StewartVarner),帕 特 里 夏  赫 斯 威

(PatriciaHswe)

４ 图书馆里的强心剂:学术研究的发展之路 贝萨妮诺维斯基(BethanyNowviskie)

主题２
图书馆与

研究团体

之间的

合作

５
人文学科中的数字化:与贝萨妮诺维斯基(Bethany

Nowviskie)的访谈
梅利莎丁斯曼(MelissaDinsman)

６ 传播新的图书馆角色以实现数字化学术:一篇综述文章 约翰考克斯(JohnCox)

７ 没有半途而废:克服在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的共同挑战 米里亚姆波斯纳(MiriamPosner)

８ 图书馆里的数字人文不是一项服务 特雷弗穆尼奥斯(TrevorMunoz)

９
共同发展:在图书馆和数字人文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

关系

迈卡范德格里夫特(MicahVandegrift),斯图尔特瓦纳

(StewartVarner)

１０ 数字人文能力建设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应用研究中心(ECAR)工作组

１１ 研究型图书馆和数字人文工具 英国研究图书馆协会(RLUK)

１２ 图书馆内部/图书馆本身的数字人文
凯特琳克里斯蒂安兰姆(CaitlinChristian－Lamb),萨拉

波特文(SarahPotvin),托马斯帕迪利亚(ThomasPadilla)

１３ 图书馆驻馆研究员项目的互惠利益 弗吉尼娅威尔逊(VirginiaWilson)

１４ 数字人文:图书馆能提供什么? 丽贝卡王(RebekahWong)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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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序号 标题 作者/编者

主题２
图书馆与研

究团体之间

的合作

１５ 特别报道:图书馆里的数字人文
斯图 尔 特  瓦 纳 (StewartVarner),帕 特 里 夏  赫 斯 威

(PatriciaHswe)

１６ 未来的研究型图书馆员:数据科学家和合作研究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主题３
数字人文

技能培养

１７ 图书馆员编程项目:通过实例学习人文学科中的数字化 安德洛墨达耶尔顿(AndromedaYelton)

１８
利用 OpenRefine为 Wikimedia批 量 上 传 工 具 创 建

XML记录
诺拉麦格雷戈(NoraMcGregor)

１９
数字人文诊所———引导荷兰的图书馆员进入数字人文

领域

洛特 维 尔 姆 斯 (Lotte Wilms),米 希 尔  科 克 (Michiel

Cock),本卡姆班杰(BenCompanjen)

２０ 编程史学家项目 编程史学家(ProgrammingHistorian)网站

２１ 图书馆木工项目:什么是图书馆木工项目? 图书馆木工(LIBRARYCARPENTRY)网站

２２ 英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化学术培训计划 英国国家图书馆

主题４
图书馆的

角色定位

２３ 图书馆内部/图书馆本身的数字人文
凯特琳克里斯蒂安兰姆(CaitlinChristian－Lamb),萨拉

波特文(SarahPotvin),托马斯帕迪利亚(ThomasPadilla)

２４
研究型图书馆在创建、归档、综合管理和保存数字人文

工具方面的作用
克里斯蒂娜卡姆波斯尼(ChristinaKamposiori)

２５ 发展数字化学术:高校图书馆的新兴实践
艾莉森麦肯齐(AlisonMackenzie),琳赛马 丁(Lindsey

Martin)

２６ 支持数字化学术 里克穆里根(RikkMulligan)

２７ 图书馆里的数字人文不是一项服务 特雷弗穆尼奥斯(TrevorMunoz)

２８
不要半途而废:克服在图书馆内开展数字人文的共同

挑战
米里亚姆波斯纳(MiriamPosner)

２９
共同发展:在图书馆和数字人文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

关系

迈卡范德格里夫特(MicahVandegrift),斯图尔特瓦纳

(StewartVarner)

３０ 奠定基础:高校图书馆中的数字人文 约翰怀特(JohnWhite),希瑟吉尔伯特(HeatherGilbert)

４．２　数字人文十大挑战及回应

２０１２年８月,米里亚姆波斯纳(MiriamPosＧ
ner)提出一个问题:“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工作存在

哪些挑战?”随后,他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发表发表了题为

“不要半途而废:克服在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工作的

共同挑战”的文章.对于从事数字人文工作的图书

馆员来说,这已成为他们经常阅读的入门文献.

DH&DCH工作组成立之后,也对图书馆开展数字

人文工作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列举了他们认为

最主要的挑战,并与波斯纳提出的十大挑战进行了

对比.如表３所示,列出了波斯纳描述的数字人文

十大挑战,以及 DH&DCH 工作组对这些挑战的

回应[１９].

表３　数字人文十大挑战及回应

波斯纳提出的挑战 DH&DCH工作组的回应

挑战１:“培训机会不足”

我们拥有大量提供相关辅导和培训的机会,例如图书馆木工项目、编程史学家项目等,但我们很难找到/

获得在数字人文领域继续专业化发展所必需的时间.此外,最重要的是所有图书馆员工都要了解数字人

文的存在,并知道图书馆内从事数字人文工作的是哪些人,以此确保问题出现时能交给正确的人来解决.

在这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挑战

挑战２:“对图书馆员构想的倡议

缺乏支持”

这一挑战并没有出现在我们列出的挑战清单中.可以假设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吗? 我们对此表示

怀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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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提出的挑战 DH&DCH工作组的回应

挑战３:“任务太多,时间太少”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会向想要强化数字人文研究与服务的图书馆建议,配备专门从事数字人文工

作的员工,包括图书馆员和软件工程师

挑战４:“缺乏调动适当资源的权

力”

我们的成员并没有提到这一挑战.我们希望可以假设这个问题在过去６年间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图书

馆已经决定,数字人文应作为其服务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为此划拨了预算

挑战５:“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灵活

性”

技术上的挑战从来都没那么容易解决,这在我们的成员馆中仍然存在.这些挑战包括无法轻松获取数字

资源,以及数字化版权保护的问题.我们仍然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挑战６:“缺乏动机”
图书馆应该把自己定位成研究过程中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动机就不单是提供研究上的协助和服务,而

是亲自参与实际的研究工作

挑战７:“与研究人员合作的复杂

性”

与他人合作总是富有挑战性的,而在你不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时与他人合作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图书馆

应清楚自己在数字人文项目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明确自身的愿景和希望,并与员工和同行对此进行清

晰地沟通.这样就可以更加便捷地建立起合作关系网络,以便与研究人员、计算机科学家等其他专业人

员合作

挑战８:“过于谨慎”
这一项挑战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清单中.６年后的今天,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确实更敢于冒险了,或

者已经认定数字人文是他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尽管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该如何实施).

挑战９:“努力的扩散”
很不幸,这是仍然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沉浸在各自熟悉的环境中.图书馆可以成为克服

这一挑战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可以在各个部门、院系和机构之间进行联络

挑战１０:“缺乏真正的制度承诺” 我们的工作组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存在这一问题

４．３　数字人文微型调查

DH&DCH工 作 组 正 在 筹 备 一 份 针 对 整 个

LIBER组织的调查,以便对欧洲研究型图书馆的数

字人文领域形成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工作组一直都

在通过多种方式为这份调查征求各方意见,其中就

包括对LIBER成员馆进行的一次微型调查.这项

调查是在２０１８年４月至７月进行的,共收到２２份

答卷.这项调查并没有全面展现图书馆在这一领域

所做的工作,但为更大规模的调查提供了组织方法,
以下是该微型调查的主要结果[２０].

４．３．１　数字人文活动的组织和开展

在２２家参与调查的图书馆中,有８家开展数字

人文活动的时间不满１年,半数图书馆开展数字人

文活动的时间是１~５年,只有３家图书馆已经将某

一项数字人文活动坚持开展了５年以上.参与调查

的图书馆中,１３家图书馆拥有专门的团队(２~５人)
负责数字人文工作,其中６家还另有６~１０人的团

队密切跟进并提供协作;１６家图书馆将举办数字人

文活动视为工作任务的一部分,而其他６家图书馆

则将其视为一种临时性活动.从预算来看,超过半

数的图书馆为数字人文活动提供了专项资金,而有

９家图书馆是在没有任何专门预算的情况下开展

活动.

４．３．２　数字化馆藏资源

调查中描述的活动各不相同,但所有图书馆都

在使用具有多样化授权许可的数字化馆藏资源.这

些图书馆使用的馆藏资源既包括他们拥有授权许可

的馆藏资源,也包括他们自行数字化或自行整理的

馆藏资源.图书馆自行创建的数字化馆藏资源最受

欢迎.至于授权许可,人们明显偏好那些拥有“知识

共享协议”(CCＧlicense)或属于公共域的可公开获取

型馆藏资源.

４．３．３　合作方式

数字人文是一个适合进行合作研究的领域,工
作组在调查中要求参与者告知他们是如何找到合作

的研究人员的,以及这些研究人员正在从事哪些活

动.调查显示,很多图书馆都在与他们早前已经结

识的人一起合作.然而,当问及研究人员对图书馆

内的数字人文活动有何了解时,大多数图书馆都说

“他们对此有所了解”,或者“他们知道图书馆在该领

域有所作为,但不确定具体做了什么”.参与调查的

２２家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合作中主要参与的工作包

括提供数字化馆藏资源的访问渠道、技能培训和咨

询服务等.

４．３．４　技能培养

调查也询问了有关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数字人文

９２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数字人文发展策略探析/石志松

AnalysisonDigitalHumanitiesDevelopmentStrategyoftheAssociationofEuropeanResearchLibraries/ShiZhisong



2
0

1
9

年
第5

期

技能及培训情况,其中１６家图书馆表示缺少编程或

工具这样的硬技能,３家图书馆表示缺少诸如沟通

和项目管理这样的软技能.有半数图书馆为图书馆

员提供了培训,例如图书馆木工项目.这些活动通

常是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的,或者属于个人发展项目,
只有两个图书馆表示这类培训活动属于整个图书馆

培训方案的一部分.其他未提供培训的图书馆表

示,没有培训项目是因为缺乏资金预算.

５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数字人文发展策略带来的

启示

虽然LIBER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工作组

成立只有１年多的时间,但其系统化的战略规划、严
密的组织架构、细致的工作计划、扎实的实践和探索

以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图书馆领域数字人

文实践的标杆.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数字人文发展

策略引领了图书馆协会主导图书馆数字人文发展与

合作的新潮流,营造了开放、共享、良性发展的数字

人文发展生态,值得国内外同行学习借鉴.

５．１　系统化的战略规划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发布的«２０１８~２０２２LIBER发展

战略:研究型图书馆在数字化时代推动知识可持续

发展»报告,把“数字技能和服务”列为三大战略方向

之一,明确了LIBER对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工

作的规划:通过完善与开发数字技能和服务,将图书

馆打造成数字文化遗产与数字人文的枢纽.LIBER
的这份５年战略规划,把各个图书馆各自为政的自

发性的数字人文探索,上升为图书馆协会的战略纲

要,并在战略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分解和落实.这为

欧洲的研究型图书馆数字人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并提供了数字人文合作发展所必需的制度保障、沟
通网络和合作平台.

５．２　严密的组织架构

作为数字人文战略的关键配套措施,LIBER于

２０１７年７月成立了数字人文工作组,并于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扩张了管辖范围,将数字文化遗产纳入其中,
改称为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DH&DCH)工作

组.DH&DCH工作组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其成

员包括:两名主席、DARIAH联络人、各个主题团队

的负责人以及LIBER办公室代表.DH&DCH 工

作组的四个主题团队分别负责“图书馆员在数字人

文领域的技能提升”“图书馆与研究团体的合作”“图

书馆的角色定位及认知提升”和“图书馆在数字人文

领域的政策及规范”四个方面的工作.这种严密的

组织架构,明确的团队分工,解决了目前图书馆发展

数字人文普遍存在的部门职责不清、专职人员缺乏、
保障资源不足等问题.这种职业化、专业化的数字

人文发展思路,是图书馆发展数字人文的长远之路.

５．３　细致的工作计划

DH&DCH工作组成立伊始,就制定了从２０１７
年７月到２０１９年７月的工作规划,详细列出了主要

的数字人文活动、成果输出形式以及完成的时间点.
这种战略计划的细致分解,大大增强了战略实施的

可执行性和进度的可控性,对于很多图书馆都存在

的规划与实施脱节、进度可控性差、项目成果模糊等

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该工作计划中定期举研讨

会的举措,对于５年规划这种长期性计划来说尤为

重要,可以凭借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及时发现问题、修
正问题,从而保证规划的稳步推进.

５．４　扎实的实践和探索

DH&DCH工作组成立以后,在数字人文领域

做了一系列实践和探索,例如数字人文阅读清单的

整理、对 波 斯 纳 数 字 人 文 十 大 挑 战 的 回 应 以 及

LIBER内部数字人文的微型调查等.这些工作重

点关注数字人文技能的培养、图书馆及图书馆员的

角色定位、图书馆数字人文实践的现状及问题等方

面,为DH&DCH 工作组后续的工作摸清了方向.
这种 渐 进 式 的、扎 实 的 实 践 和 探 索,展 现 了

DH&DCH工作组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也是发展新

兴事物和新兴业态的可靠方法.

５．５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特点,决定了交流与合作始

终是数字人文研究和发展的核心话题之一.LIBER
数字人文战略的制定,其初衷就是利用图书馆协会

的网 络 和 平 台,促 进 数 字 人 文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DH&DCH工作组的组织架构,更是把DARIAH联

络人包含在内,以便于工作组与人文数字研究基础

设施平台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合作机构和研究人员

的沟通和交流.LIBER借助图书馆协会的知识网

络、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实现了广泛的交流与合

作,营造了开放、共享、良性发展的数字人文发展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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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凭借其系统化的战略规

划、严密的组织架构、细致的工作计划、扎实的实践

和探索以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数字人文发展策

略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已成为图书馆领域数字人

文实践的标杆,引领了图书馆协会主导图书馆界数

字人文发展与合作的新潮流.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的数字人文发展策略,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以充分

利用图书馆协会的知识网络、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
实现图书馆数字人文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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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DigitalHumanitiesDevelopmentStrategyof
theAssociationofEuropeanResearchLibraries

ShiZhisong

Abstract:TheAssociationofEuropeanResearchLibraries(LIBER)releasedthe“LIBEREurope
Strategy２０１８－２０２２:ResearchLibrariesPoweringSustainableKnowledgeintheDigitalAge”reportin
November２０１７,proposing“positioninglibrariesasahubfordigitalculturalheritageanddigitalhumanities
bystrengtheninganddevelopingDigitalSkills&Services”,andhasestablishedtheDigitalHumanities&
DigitalCulturalHeritage(DH&DCH)workinggroup．ThispaperintroducesLIBERsdigitalhumanities
developmentstrategy,andsummarizesitsexperienceinstrategicplanning,organizationalstructure,workＧ
ingplan,bestpracticesandcommunicationandcooperationfor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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