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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建设研究∗

———以CADAL成员馆特藏资源库平台项目实践为例

□杨峰　陈雅迪　梁栋　王懿松

　　摘要　为了提高图书馆特藏资源库建设的普及程度,助力新时期图书馆特藏资源的利用与

揭示,针对当前图书馆特藏资源库建设的痛点难点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与 CADAL管理中

心合作,实施了“CADAL成员馆特藏资源库平台建设”项目.项目建设的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

布平台,为图书馆提供了多种特藏资源一站式管理与发布的本土化解决方案,满足了各机构对不

同类型资源进行多样化、个性化配置的需求,探索了一条节约开发成本、加快推进特藏资源库建

设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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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时代资源同质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促使图

书馆高度重视建设和发展体现自身特色的特藏资

源.为了有效发挥特藏资源的学科支撑与文化载体

作用,数字化的特藏资源库建设成为推动特藏资源

利用、揭示特藏资源价值、提升图书馆资源影响力的

有效手段.然而,传统的特藏资源库建设模式面临

建设成本高、软件通用性差、开放性不足等问题,造
成了信息孤岛、重复建设、运维复杂等弊端,难以满

足和适应当前图书馆对特藏资源的转化利用、价值

挖掘与开放共享的需求.因此,寻找一种多类型特

藏资源一体化管理、多特藏资源库一站式发布、特藏

价值多元化揭示、特藏资源馆际互联互通的通用型

特藏资源库建设路径,无疑对助力新时期图书馆特

藏资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２　特藏资源库建设相关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保护和利用特藏资源,我国

高校图书馆先后建设了专门的古籍特藏阅览室[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受时空限制的数字化资源

访问方式给特藏资源的利用带来了新契机[２].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率先提出

“２０００年政策目标”,拉开“馆藏精华”的特藏数字化

序幕[３].同一时期,特藏资源库建设也日益受到我

国高校图书馆的关注,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开始进

行本地化特藏资源库的建设[４].１９９７年,“中国国

家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启动,标志着我国数字

图书馆建设的开始[５].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背景下,
特藏资源库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例如,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AcademicLibrary&InＧ
formationSystem,CALIS)三期专题特色库项目,
共有２４２个特藏资源库建成并验收合格[６].而数字

人文、智慧服务、开放互联加速了图书馆的服务转

型,特藏资源库的功能也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保

存、书目检索,向着内容建设、知识服务迈进.例如,
以“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７]、“唐宋文学编年地

图”[８]等为代表的数字人文特藏资源库,通过应用知

识图谱、可视化、数据标注等技术,更加深入地揭示

了特藏资源的知识关联,为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更

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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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图书馆已建成了众多具有学科特色、
地方特色、类型特色等的特藏数据库,但当前我国图

书馆特藏资源库建设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我国特藏资源库建设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

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图书馆已经将数字人文技术应

用到特藏资源库建设之中,并与数字学术服务有机

结合,但仍有很多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库建设停留在

基本的书目检索服务阶段,甚至有大量图书馆至今

尚未开展特藏资源库建设.例如,２０２１年大学数字

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AcademicDigitalAsＧ
sociativeLibrary,CADAL)面向成员馆的特藏资源

库建设情况调查发现,在８６所被调研机构中,７０．
９３％的调研对象拥有特藏资源,但其中６８．８５％的图

书馆至今尚未建设特藏资源库,表明当前图书馆特

藏资源库建设的普及程度较低;还有学者对山东[９]、
河南[１０]、东北[１１]、西南[１２]、西北[１３]等地的高校图书

馆特藏数据库的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均发现特藏资

源库建设不均衡现象明显.高昂的软件开发成本制

约了资金和技术水平欠发达地区的特藏资源库建

设[１４],显著影响了我国图书馆特藏资源建设的整体

水平.
(２)特藏资源系统建设分散、重用性不足.传统

的特藏资源库一旦建设完成往往被固化,仅支持特

定格式、特定类型资源的收集和在线访问,其数据、
功能、样式均不可重用,导致图书馆需要对不同类型

的资源分别投入经费开展特藏资源库建设.这种分

散孤立的建设模式,造成了机构间特藏资源的孤岛

现象,不利于资源的共享和利用[１５].不同机构分散

的数据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利于数据的统一发现和

查 重,导 致 同 类 资 源 在 不 同 平 台 的 重 复 建 设

问题[１６].
(３)传统的特藏资源库不利于资源的知识深层

次加工和发现.在数字人文时代,尽管涌现出了不

少优秀的项目成果,但总的数量仍有限,而且已建成

的特藏资源库中能够应用数字人文理念的实践较

少,大多数仍然局限在资源的存储和检索层面[１７],
整体开放程度较低,难以满足日新月异的学术创新

要求.相较于传统的书目数据库,将数字人文技术

应用于特藏资源库平台建设、运维等需要更大的成

本投入,并需要可持续的人力、技术、资金支持[１８],
仅仅依靠个体图书馆实现的难度较大.

总体来看,新形势下高昂的商业软件开发成本

已经成为制约图书馆开展特藏资源库建设的重要因

素.近年来,有学者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可采

用国外图书馆所应用的开源系统[１９],解决软件开发

成本昂贵、特藏资源揭示不足的问题,但国外软件应

用系统的插件、应用场景和交互方式无法适应和满

足本土化的需求,而国内对于通用型特藏资源库的

系统又缺乏成熟的解决方案.同时,特藏资源库建

设面临的普及程度低、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知识揭

示不足等痛点难点问题,不能单靠一个或几个图书

馆来解决,而需要广大图书馆加强合作、共同探索.

３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设计方案

针对当前图书馆开展特藏资源建设面临的痛点

难点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与 CADAL管理中

心合作,实施了“CADAL成员馆特藏资源库平台建

设”项目,旨在探索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建设模式,以
提升特藏资源的利用与揭示水平.

３．１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建设思路

(１)以本土化的通用型特藏资源库解决方案降

低特藏资源库建设成本

针对当前商业化特藏平台成本高昂、制约图书

馆特藏建设普及性的问题,提出通用型特藏资源库

发布平台解决方案.随着新时期CADAL集中优势

力量开展精品化特藏资源库建设[２０],通用型特藏资

源库发布平台将作为特藏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以
技术共享方式,在CADAL管理中心授权下,向成员

馆开放系统源代码,以及安装、部署、使用文档等资

料.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的应用将大大减少

成员馆特藏资源库建设软件开发、部署的投入成本;
同时,基于对成员馆开展的用户调研而设计的系统

功能、用户界面、使用流程,也更适用于我国图书馆

用户的实际需要.
(２)从“单库型”的分散建设向“平台级”统筹建

设转变

传统的特藏资源库建设模式下,由于每个特藏

资源库仅支持特定格式、特定类型资源的收集和在

线访问,数据标准不一、系统封闭,进一步造成资源

分散、信息孤岛等问题.针对该问题,通用型特藏资

源库发布平台为馆员提供了自主建设、快速发布多

个特藏资源库的平台,实现了从“单库型”的分散建

设向“平台级”统筹建设的转变.平台所发布的多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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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并非碎片式的信息孤岛,而是基于底层互联互

通的数据关联方法,实现同平台不同资源之间的数

据关联和一站式检索.为了便于馆际资源的开放共

享,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通过对接 CADAL
开放接口,实现特藏资源与百万册 CADAL图书资

源共享集成;此外,平台支持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

(InternationalImageInteroperabilityFramework,

IIIF),基于IIIF框架下的资源传输接口,可与其他

使用IIIF技术的数字化特藏项目互联互通,实现对

开放特藏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提高数字特藏资源的

传播和利用效果.
(３)增强资源揭示能力、助力数字学术服务

传统的特藏资源库主要专注于资源的存储和检

索,资源往往是被动等待用户发现,容易造成特色资

源上下文信息的丢失,对特色资源的背景、意义、内

涵的揭示不足,不利于吸引用户发现资源的价值所

在,影响了特藏资源的服务效果.为了增强资源的

揭示能力,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通过应用

IIIF技术、三维模型、全景视图等技术,为特藏资源

研究提供更为精细的研究视角,助力资源的解释性

分析;通过跨媒介叙事手段开展数字策展,提升资源

的主动揭示程度,体现特藏资源的知识服务价值.

３．２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框架设计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系统架构如图１所

示,平台提供了多类型特藏资源一体化管理、多特藏

资源库一站式发布、特藏价值多元化揭示、馆际特藏

资源互联互通的解决方案.区别于传统的特藏资源

库建设方式,成员馆部署的平台支持一站式发布多

个特藏资源库,管理多类型、格式的特藏资源,提供

数据定义、功能配置、样式管理方面的个性化设置.

图１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系统架构

　　(１)特藏数据一体化管理、多特藏资源库一站式

发布

基于统一的数据仓储进行特藏资源管理,通用

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可实现对特藏资源的灵活组

织,有效解决特藏资源库之间的数据孤岛问题.系

统后台为馆员提供了对特藏资源库配置和发布的自

定义权限,支持自由定义的模型创建、数据抽取、数
据聚合和数据连通功能,实现对多特藏资源及全文

对象的一站式管理.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所发布的多个特藏

资源库并非碎片式的数据孤岛,采用基于底层互联

互通的数据关联方法,可轻松实现特藏数据的向上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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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向下抽取、内部互联、外部互通.馆员可将多

个特藏资源库的内容向上聚合,实现多特藏资源库

的一站式检索;也可从特藏资源库任意字段向下抽

取,抓取特定主题、类别下的资源,建立一个重点推

荐的专题子库;平台内部的资源互通,可在编辑专栏

介绍、数字策展的同时,抓取特藏资源库中的资源,
生成“推荐阅读列表”,使读者快速发现被推荐资源,
提升特藏的转化与利用效率;全文对象资源不局限

于本地的资源,馆员可添加来自外部开放获取资源

的访问地址,实现多源全文资源在详情页的聚合

呈现.
(２)多模态全文对象的阅读支持

在全文对象管理方面,系统充分考虑到多样化

的全文格式,包括文档型文件、图片型文件、音视频

多媒体类型文件等,有效解决了传统特藏资源库对

文件格式支持不足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平台的数

字学术服务能力,系统借助IIIF技术,支持图像描

述、图像标注、语义关联等操作;同时借助“数字孪

生”技术,增加全景视图、三维模型等管理、访问与交

互功能,增强对特藏资源场景化的知识表达.
(３)可重用功能组件支持个性化内容建设

传统的特藏资源库一旦建设完成,其页面的内

容均被固化,在需求变化时,难以进行动态调整,因
而无法适应不同的特藏资源库建设的需要.为了增

强特藏资源库的可重用性,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

平台基于对用户调研获得的共性需求,根据用户需

求的核心功能及资源揭示的多种方式构建通用型系

统的功能内核,在特藏资源的资源检索、分类导航、
专题组建和代表性资源推荐方面提供充分的自由

度,使馆员能够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根据需要创建

最适合本馆特藏揭示效果的资源库平台.
在资源检索方面,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

支持可自由定制的搜索框,开放检索项、分面搜索、
排序项、展示字段的自定义设置,因此,在建设特藏

资源平台时,馆员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及本馆特藏

资源特点等,灵活定制资源检索方式及检索结果显

示方式,提供资源统一检索及高级检索功能,实现资

源的精准定位与呈现,满足用户对于特藏资源的全

站式检索需求.
在分类导航方面,馆员可在资源统一检索的基

础上,进一步对资源进行细化组织与分类揭示,创建

多级分类目录树及特藏资源自定义的分类结构,提

供全方位、多层次、细粒度的资源分类概览,为用户

提供分类导航.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发

布平台,在提供多途径统一检索的同时,将特藏资源

细分为古籍资源、实物资源、当代资源、民国时期资

源、外文资源等并提供相应的分类导航,不同用户可

通过分类导航有选择性地浏览、检索感兴趣的某类

特藏资源.
在图书馆建立的特藏资源库中,往往包含具有

主题共性的资源.例如,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

古籍资源中包含一批江南制造局编译丛书;在民国

时期资源中,包含民国高等教育史料等.为了能够

将这些具有主题共性的资源进行聚合,满足图书馆

专题资源及门户建设需求,平台提供了数据组织标

引的功能,馆员可以为资源打上特定“标签”,筛选、
组合特藏资源,不需要重新进行数据录入即可组建

专题.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聚合不同类型的资源,
形成某一专题资源,让读者在专题特藏资源中轻松漫

步,同时也为图书馆专题资源及门户建设提供功能支

撑,图书馆可利用专题组建功能,建设各类专题数据

库和专题资源门户.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

发布平台在对资源进行信息组织与主题标引的基础

上,建设了俞茂宏教授捐赠藏品专题、江南制造局编

译丛书特藏专题、民国高等教育史料专题等资源库.
相较于其他特藏资源,图书馆具有代表性的特

藏资源往往需要更详尽、多方位地展示,针对传统特

藏资源库对背景知识、意义与价值揭示不足的问题,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提供了数字策展、图文

介绍、资源推荐的方法,使馆员可以运用自身专业知

识,为读者呈现代表性特藏资源背后的上下文信息,
用展板故事、专栏文章、再生文献等多种方式突出展

示特藏资源的内涵.例如,图书馆将本馆收藏的红

色资源作为代表性资源进行揭示时,除对红色资源

实拍照片进行展示外,可添加对每一张图片的详细

介绍,同时向读者推荐与之相关的更多红色资源,吸
引读者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发现资源的魅力,助力特

藏资源的利用与推广.
总体来看,资源检索、分类导航、专题组建、代表

性资源推荐是一组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功能,分别

侧重于搜索发现、分类概览、主题关联、价值揭示的

四个层面.其中,资源检索是对用户输入关键词进

行响应,满足用户对资源全站式精准检索与结果呈

现的发现需求;分类导航通过馆员预先整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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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为用户提供了特藏资源整体面貌的分类概览,
帮助用户快速定位特定分类下的资源内容;专题组

建是从父级资源库中将特定主题或领域的特藏资源

进行整合聚类,形成专题子库,满足图书馆专题资源

的建设需求,使读者对特定细分领域、学科、主题的

知识获取更加系统化和高效化;代表性资源推荐是

侧重于馆藏精华的价值呈现,该模块不是对推荐资

源的简单罗列,而是在推荐一组资源的同时,提供大

量图文并茂的解释性材料,帮助读者了解资源的特

色和价值.馆员可根据需求与特藏资源特点,选择、
组合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提供的上述功能,
创建并发布本馆的资源库.

馆员所发布的各个资源库界面风格并非千篇一

律,而是通过具有扩展性的视图设计,体现不同特藏

资源系统的特色风格.为满足用户对前端界面的差

异性需求,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在视图设计

上,在视图模板、富文本编辑、组件重构方面提供开

放功能,让馆员可以通过自定义的方式为每个特藏

资源库设置符合资源特色的外观和样式,生成彰显

特色、风格迥异的特藏资源库.

４　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应用案例

自２０２１年项目启动以来,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

布平台已成功应用于“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发布平台”项目,实
现了古籍、民国书刊、写本文献、影像、音频等多类型

特藏资源的管理与揭示.下面以“西安交通大学图

书馆特藏资源发布平台”为例(见图２),说明通用型

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的应用方法和建设效果.

４．１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发布平台结构

百年发展历程中,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积累了

一批珍贵的文献,其中包含南洋公学藏书楼时期国

学经典及众多校友、学者、社会机构所赠图书.特藏

资源的种类包括古籍、民国时期文献、当代资源、外
文资源、实物特藏等多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特

藏资源,一方面需要建立适用于自身特点的元数据

著录标准,在资源揭示时突出特藏资源的特色,另一

方面又需要能够兼容不同标准的资源发现路径,便
于资源的统一发现与利用,这要求对资源进行一站

式的管理与发布.通过应用CADAL通用型特藏资

源库发布平台,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以一站

式服务为基础,以专题资源为特色,以数字技术为牵

引,以知识服务为导向的多元化智慧特藏服务体系.

图２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发布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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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兼容并包、特色突出的多专题一站式服务

依托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的数据仓储,
对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特藏、民国时期文献、
当代特藏、外文特藏、实物特藏分别建立数据著录标

准,将各类别资源的共有字段映射到统一检索项中,
实现从资源检索首页一次性检索可同时返回多类型

特藏资源搜索结果的资源发现.该设计既可支持不

同类别特藏拥有独特的元数据标准,又能降低用户

进行信息检索的难度,避免数据分散造成的信息孤

岛问题,为读者提供检索、浏览、阅读、标记、分享、引
用等的一站式服务功能.

为了避免特藏资源库建设的“全而不精、多而不

细、特藏不特”等问题,在五个大类资源库的基础上,
应用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的专题聚合功能,
围绕特定的主题类型建立专题子库:专题子库与父

级库共享一致性的基础数据规范,无须重复录入;馆
员可以通过数据字段扩展给资源“打标签”,通过聚

合特定字段下的相同“标签”实现资源的缀合.目前

已建设的专题包括“江南制造局专题库”“民国高等

教育史料专题库”“俞茂宏教授捐赠藏品库”等子库.

４．３　基于知识地图的资源导航服务

如果仅依靠传统的关键词搜索方式提供资源发

现服务,容易造成信息过载带来的知识迷航问题.
为了能为读者提供精准的信息资源导航,由学科馆

员进行知识标注和关系组织,针对不同类型的特藏

资源自定义数据模型,通过线状、网状、树状等结构

进行知识化组织和可视化表达,并嵌入特藏资源平

台的导航服务中.
例如,根据“民国高等教育史料专题库”资源的

时间分布,梳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资源,以“线状”的
时间轴方式进行资源导航,便于读者从时间尺度分

析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对中文、英文资源分别

进行分词、聚类,提取代表性关键词,按资源类别建

立推荐搜索词表,在检索框下方轮播展现搜索提示,
引导读者发现代表性资源;根据标题分词聚类,在分

面导航栏形成“网状”知识词云图,便于知识探究下

的深度搜索;根据类、属关系创建五级文档目录树结

构,应用于资源检索分面导航栏中,通过可交互的多

层级“树状”分类,实现精细化的分类概览,例如对于

古籍类型资源,采用“四部分类法”创建多层级分类.
所创建的资源分类目录树结构不仅可以用于分面导

航栏下的二次搜索,还可依据根目录下的首层节点

在平台和专题库首页创建分类访问入口.对于实物

类型特藏,通过对藏品颜色进行主成分聚类分析,在
分面导航中建立“调色板”索引,便于读者发现相似

颜色的实物资源.

４．４　基于数字技术的跨媒介叙事服务

在百年历史积淀下,图书馆收藏了一批非数字

化实物类型资源.对于这些实物类型资料,其数字

化方式并不仅局限于照片等二维影像,还可利用通

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提供的多媒体、三维模型、
全景对象的全文展现方式,通过跨媒介叙事的方式

对资源背后的文化、故事、底蕴进行深度呈现,为读

者提供沉浸式体验.例如,对俞茂宏教授捐赠的笔

筒藏品,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拍摄实物藏品在多个视

角下的旋转视频,通过提取每帧照片重叠信息,自动

构建藏品的三维模型,运用于专题特藏的展览模块

中,可为读者提供任意角度拖拽、旋转、放大等交互

功能,形成虚实交融的沉浸式体验;在“百年风华红

色文献展”的数字展板中,利用IIIF技术的标注功

能,将资源的全文链接地址嵌入图像标注框中,使读

者在观看经典红色文献的推荐图文后,直接访问特

藏资源的数字全文.以数字技术驱动特藏资源的价

值传播,为馆员提供了跨媒介叙事、数字策展的舞

台,从而有效提升了对图书馆特藏资源的转化与

利用.

５　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台的建

设思路,解决了传统特藏资源库扩展性低、灵活性

差、资源内涵揭示不足的问题.通用型特藏资源库

发布平台的建设,为广大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库建设

提供了一种快速批量的实施路径,创新了特藏资源

共建共享的模式.
本研究主要针对图书馆的共性需求进行分析,

建设满足广大图书馆核心需求的特藏资源库平台,
下一步在重视核心功能完善的同时,将在平台可视

化展示、页面布局、主题色切换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提供更丰富的功能模板.未来还将根据图书馆的需

求调研反馈,进一步优化通用型特藏资源库发布平

台的功能设计,支持更多开源系统的开放数据对接,
以满足未来图书馆特藏资源库建设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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