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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D(G)应用于国内图书馆特藏资源著录标准研究及实践初探

□苗青∗　李彦霖　蔡闻桐　侯茜

　　摘要　特藏资源往往是由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文献所组成,对特藏资源的组织和著录不仅

需要对构成特藏的每一种单一文献进行描述,更需要对特藏的整体及文献间的关系进行揭示.
国内存在仍然以单种/册文献为著录对象、缺少对资源间层级关系的揭示、著录未遵循统一标准

等问题,严重影响到特藏资源的使用,也影响到特藏资源的共享和数据交换.究其原因,主要是

国内尚未形成特藏资源组织和著录的统一标准.文章在调研国内外特藏资源层级著录相关研究

和实践的基础上,从著录标准的角度探讨了在图书馆特藏资源的著录中采用国际档案理事会

(InternationalCouncilonArchives,ICA)颁布的«国际档案著录标准(总则)»(GeneralInternaＧ
tionalStandardArchivalDescription,ISAD(G))作为特藏资源著录标准的可行性,同时辅以复

旦大学图书馆在特藏资源著录上的实践探索以供业界参考.
关键词　特藏　著录标准　ISAD(G)　编目

分类号　G２５４．３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０

　　特藏资源的建设经历了从“藏”到“用”、从“数字

化”到“数据化”的过程,是图书馆不断提高特藏资源

的利用率、最大程度发挥特藏资源价值的过程.特

藏资源数据化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对特藏资源的组

织和揭示.一方面,特藏资源类型多样,涵盖图书、
报纸、档案、图片、手稿、音视频、网络资源等多种文

献类型,著录时难以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描述;另一

方面,特藏资源往往是由大量文献组成的资源集合,
传统的面向单一文献的资源组织方式难以反映某一

特藏专题内资源间的关联关系.此外,因特藏资源

极具价值,在资源描述中,更注重对其来源、流传历

史、特殊标记等信息的揭示.这些都增加了特藏资

源组织和著录的复杂程度.
本文调研了国内外针对特藏资源层级组织和揭

示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从著录标准的角度,探讨了在

国内图书馆特藏资源的组织和描述中采用国际档案

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onArchives,ICA)颁
布的«国际标准档案著录规则(总则)»(GeneralInＧ
ternationalStandardArchivalDescription,ISAD

(G))作为特藏资源内容描述标准的可行性,并辅以

复旦大学图书馆在特藏资源组织和著录上应用

ISAD(G)的实践探索,以供业内参考.

１　国内外特藏资源著录现状

国外图书馆特藏资源著录时多采用档案相关的

标准规范.调研表明“Archives”是国外特藏资源命

名的高频词汇[１],并不仅限于在档案机构内应用.
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剑桥、牛津、诺丁汉等４所大学

图书馆规定特藏编目须符合ISAD(G)的规定,并在

其基础上进行本地化处理[２].杜伦大学图书馆利用

«档案编码著录格式»(EncodedArchivalDescription,

EAD)解决了其对档案和特藏资源进行统一著录的

问题[３].日内瓦档案馆和日内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基于ISAD(G)开展对特藏资源描述的合作[４].图

书馆和档案馆合并最具影响的案例当属加拿大国家

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合并,主持合并的伊恩威

尔逊(IanE．Wilson)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我们

之所以决定合并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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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再也无法解释我们经常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地图属于图书馆还是档案馆?
录音资料呢?”[５].相关研究表明,图书馆和档案馆

合作制定的标准才是最完整的[６],如合并后的加拿

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创建了通用的元数据标准.
国内图书馆在特藏资源建设上已达成共识,但

关于特藏资源的组织和著录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充

分.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主题”为检索途径,
以“特藏”为关键词,来源类别限定为“北大核心”和
“CSSCI”,时间截止到２０２２年,获得相关文献共５４３
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浏览分析,发现图书和档案

领域对特藏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后期,主要聚焦于图

书馆特藏资源建设、地方文献建设等方面;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始关注数字人文技术在特

藏资源数据库建设、资源内容的深度挖掘等方面的

应用,而有关特藏资源组织和著录的研究略显不足.
其中,毛瑞江提出在特藏编目中增加对“流传印记”
的规范著录[７];孙逊等以钱学森图书馆特藏“６２９
袋”为例,探讨了对人物档案多级著录的应用[８];孙
文佳等对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特藏资源的组织现状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１];陈晓亮等[９]和张毅等[１０]均

提到了 Omeka开源平台在支持特藏资源内容组织

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李彦霖等则论述了利用 ArＧ
chivesSpace系统平台对大型特藏资源进行组织和

著录的实践[１１].此外,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２０２１
年２月针对特藏技术应用所作的调查,３６所 A类一

流大学中,图书馆设有独立特藏部门的共有２１家.
针对２１家图书馆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共有１４家

进行了反馈),仅有５家图书馆反馈使用专门的系统

进行特藏资源的组织和揭示,包括 ArchivesSpace、
藏品管理系统、古籍普查平台/OmekaS/DSpace、人
大文库、浙江大学古籍特藏资源发布平台等,绝大部

分图书馆均未能针对特藏资源的特点,应用专门的

著录格式标准,实践中或与采用书刊等同著录,或未

加揭示.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部分图书馆开始重

视特藏资源组织工作,诸多图书馆将语义网、关联数

据技术在特藏资源上加以应用,如上海图书馆的“中
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① 、华东师范大学的“数字方志

集成平台”②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印谱文献虚拟图

书馆”③ 等.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在原始的以单一文献

为著录对象的元数据基础上,抽取数据中的人、地、
时、事、物等实体,通过本体构建进一步挖掘隐藏在实

体间的关联关系,对特藏资源进行了基于实体及其属

性层面更细粒度的组织,但尚未能反映出特藏专题整

理和组织过程中建立的层级结构关系.
总体看来,国内特藏资源的组织主要以单一文

献为著录对象,虽然数字人文技术在特藏资源上的

应用深入挖掘了资源之间基于实体及其属性层面的

关联,但仍然缺少对特藏资源间层级关系以及不同

特藏专题间横向关系的揭示.而从国内较少的对特

藏资源进行多级著录的研究和实践来看,也并未采

用统一的著录标准,这严重影响到特藏资源的使用

效益,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尚未形成特藏资源组织

和著录的统一标准.

２　国内外特藏资源著录相关标准一览

２．１　国外档案和特藏资源著录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
Standardization,ISO)、国际档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on Archives,ICA)、美 国 图 书 馆 协 会

(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ALA)和美国档案

工作者协会(SocietyofAmericanArchivists,SAA)
及其下属分委会或部门等都曾发布档案和特藏资源

著录相关的国际通用标准、指南或指导手册(见表

１).这些标准规范主要涉及档案和特藏资源的组

织、内容描述和元数据编码格式等.
在特藏资源的组织和内容描述上,ISAD(G)被

认为是国际上重要的档案描述通用标准,也是国外

图书馆在特藏资源内容描述方面依据的准则之一,
它从整体上界定了档案特藏资源的组织整理原则和

内容描述大项.后续欧美等主要国家以此为基础制

定了适用于本国的档案和特藏资源组织和著录的标

准规范,如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制定的 DACS和加

拿大的 RAD.此外,在ISAD(G)对档案和特藏资

源内容描述基础上,ISAAR(CPF)成为面向档案和

特藏资源中实体检索点的描述标准.在特藏资源著

① 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网址:https://jiapu．library．sh．cn/＃/．

② 华东师范大学“数字方志集成平台”网址:http://fangzhi．ecnu．edu．cn/．

③ 复旦大学图书馆“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网址:http://yin．fudan．edu．cn/．

９７

ISAD(G)应用于国内图书馆特藏资源著录标准研究及实践初探/苗青,李彦霖,蔡闻桐,侯茜
APreliminaryStudyonApplyingISAD(G)ontheDescriptiveStandardofLibrariesSpecialCollectionsinChina/MiaoQing,LiYanlin,CaiWentong,Ho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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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外特藏资源著录的相关标准和准则

标准类型 发布机构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年)

内
容
标
准

国际档案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

onArchives,ICA)

«国际标准档案著录规则(总则)第二版»(GeneralInternational

StandardArchivalDescriptionＧSecondedition,ISAD(G))①
２０００

«团体机构、个人和家族档案规范记录国际标准(第二版)»(InternaＧ

tionalStandardArchivalAuthorityRecordforCorporateBodies,

PersonsandFamilies,Secondedition,ISAAR(CPF))②

２００４

«(文件制作者)职能著录的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Standardfor

DescribingFunctions,ISDF)③
２００７

«(对)档案保存机构(进行)著录的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Standard

forDescribingInstitutionswithArchivalHoldings,ISDIAH)④
２００８

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ofAmerＧ

icanArchivists,SAA)

«档案内容著录标准(第二版)»(DescribingArchives:AContent

StandardＧSecondedition,DACS)⑤
２０１３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NationalArchives

ofCanada),加拿大档案理事会档案著

录委员会(CanadianCommitteeonArＧ

chival Description of the Canadian

CouncilofArchives)

«档案著录准则»(RulesforArchivalDescription,RAD)⑥ ２００８

格
式
标
准

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ofAmerＧ

icanArchivists,SAA)、格拉迪斯  克

里布尔德尔马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

金会,荷兰国家档案馆、贝内克稀有书

籍和手稿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人文科

学先进技术研究所和 OCLC研究部合

作开发

«档案编码著录格式»(EncodedArchivalDescription,EAD)⑦ ２０１５

由理查德萨利(RichardSzary)、温蒂

达芙(WendyDuff)和丹尼尔皮蒂

(DanielPitti)发起、由艾米利亚－罗马

涅大区的IBC(文化和自然艺术遗产研

究所)、博洛尼亚大档案馆、OCLC研究

部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共同制定,目

前由SAA和柏林国家图书馆合作维护

«档案 编 码 背 景 信 息 著 录 规 范:个 人、团 体 和 家 族»(Encoded

ArchivalContextＧCorporateBodies,Persons,andFamilies,EACＧ

CPF)⑧

２０１１

录用元数据编码格式标准方面,EAD 以ISAD(G)
为原则,可以详细记录特藏专题的层级信息;EACＧ

CPF则以ISAAR(CPF)为原则,提供了对实体检索

点著录用的元数据编码格式.

０８

ISAD(G)应用于国内图书馆特藏资源著录标准研究及实践初探/苗青,李彦霖,蔡闻桐,侯茜
　　　APreliminaryStudyonApplyingISAD(G)ontheDescriptiveStandardofLibrariesSpecialCollectionsinChina/MiaoQing,LiYanlin,CaiWentong,HouXi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ISAD(G)网址:https://www．ica．org/en/isadgＧgeneralＧinternationalＧstandardＧarchivalＧdescriptionＧsecondＧedition．
ISAAR(CPF)网址:https://www．ica．org/en/isaarＧcpfＧinternationalＧstandardＧarchivalＧauthorityＧrecordＧcorporateＧbodiesＧpersonsＧandＧ

familiesＧ２nd．
ISDF网址:https://www．ica．org/en/isdfＧinternationalＧstandardＧdescribingＧfunctions．
ISDIAH 网址:https://www．ica．org/en/isdiahＧinternationalＧstandardＧdescribingＧinstitutionsＧarchivalＧholdings．
DACS网址:https://www２．archivists．org/groups/technicalＧsubcommitteeＧonＧdescribingＧarchivesＧaＧcontentＧstandardＧdacs/describingＧ

archivesＧaＧcontentＧstandardＧdacsＧsecondＧ．
RAD网址:http://www．cdncouncilarchives．ca/archdesrules．html．
EAD 网 址:https://www２．archivists．org/groups/technicalＧsubcommitteeＧonＧencodedＧarchivalＧstandardsＧtsＧeas/encodedＧarchivalＧdeＧ

scriptionＧead．
EACＧCPF网址:https://www２．archivists．org/node/２３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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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国内文献信息资源著录标准

笔者梳理了国内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中与文献

信息资源著录有关的标准(见表２),以及档案著录

和描述的相关标准(见表３).可以看出,标准多以

单一文献类型为描述对象,与国外特藏资源的著录

相比,缺少对特藏资源著录层级的明确规定.马寅

源对我国档案多级著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剖

析,指出我国档案著录实践中全宗、类别、案卷、文件

４个层级的著录是确实存在的,但却不能直观表现

出来,原因之一是没有统一的针对全宗和类别的著

录标准导致的[１２].因此,无论是国内图书馆领域还

是档案领域,都尚未在顶层建立针对特藏资源的组

织和著录标准,影响了资源的交换和共享.

表２　国内图书馆文献组织与揭示相关标准

标准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归口单位

国家标准

GB/T３１２１９．２－２０１４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 第２部分:文本资源

GB/T３１２１９．３－２０１４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 第３部分:图像资源

GB/T３１２１９．４－２０１４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 第４部分:音频资源

GB/T３１２１９．５－２０１４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 第５部分:视频资源

GB/T３３２８６－２０１６ 中国机读书目格式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３８９)

GB/T３７９２－２０２１ 信息与文献 资源描述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委员会

(SAC/TC４)

行业标准

WH/T５０－２０１２ 网络资源元数据规范

WH/T５１－２０１２ 图像元数据规范

WH/T５２－２０１２ 管理元数据规范

WH/T６２－２０１４ 音频资源元数据规范

WH/T６３－２０１４ 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

WH/T６４－２０１４ 电子连续性资源元数据规范

WH/T６５－２０１４ 电子图书元数据规范

WH/T６６－２０１４ 古籍元数据规范

WH/T６７－２０１４ 期刊论文元数据规范

WH/T６８－２０１４ 学位论文元数据规范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３８９)

３　ISAD(G)概述

３．１　ISAD(G)的内容结构

ISAD(G)是由国际档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onArchives,ICA)制定的、国际通用的档

案和特藏资源组织和著录依据的国际标准.标准设

置了７大著录项、２６个著录元素(见表４),其中６个

元素在国际数据交换中被列为必备元素,包括:参考

代码(ReferenceCode)、题名(Title)、责任者(CreaＧ
tor)、日期(Date(s))、著录单位的载体形态信息

(ExtentoftheUnitofDescription)和 著 录 级 别

(LevelofDescription).

３．２　ISAD(G)的核心特征:多级著录

ISAD(G)的核心思想即其提出的多级著录的概

念及在多级著录的实践中所要遵循的四项规则.

ISAD(G)将“多级著录”定义为“如果全宗作为一个整

体被著录,它应该出现在一条记录中,用著录元素来揭

示.如果部分内容的著录是必要的,可以适当使用相

关元素对其单独著录.因此得到的所有记录的汇总,
以层次结构的形式相关联.图１代表了全宗及其需要

被著录的分支[１３](３６).这样规范化的目的及这样著录的

技术被称为多级著录”[１３](１２).具体规则如下[１３](１２):
(１)从总体到细节著录.全宗级著录时,将

全宗作为一个整体描述.在其下一层级则将这

个子层级所包含的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描述.进

而揭示整个信息组织结构之间部分和整体的关

系,描述信息随着层级的深入而细化.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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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国内档案著录相关标准一览表①

标准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国家标准
GB/T２０１６３－２００６ 中国档案机读目录格式

GB/T２６１６３．１－２０１０ 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 文件元数据 第１部分:原则

行业标准

DA/T１８－１９９９ 档案著录规则

DA/T５１－２０１４ 电影艺术档案著录规则

DA/T８－１９９４ 明清档案著录细则

DA/T２３－２０００ 地质资料档案著录细则

DA_T２０．１－１９９９ 民国档案目录中心数据采集标准 民国档案著录细则

DA_T１７．２－１９９５ 全国革命历史档案数据采集标准 革命历史资料著录细则

DA_T１７．１－１９９５ 全国革命历史档案数据采集标准 革命历史档案著录细则

DA/T３０—２０１９ 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

DA/T５４－２０１４ 照片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

DA/T４６－２００９ 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

DA/T６３－２０１７ 录音录像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

表４　ISAD(G)著录项及元素一览表②

著录项 目的 著录元素

特征说明项

(IdentityStatement

Area)

揭示用于识别著录单元的主要

信息

∗参考代码(ReferenceCode(s))

∗题名(Title)

∗日期(Date(s))

∗著录级别(LevelofDescription)

∗著录单位的载体形态信息(ExtentoftheUnitofDescription)

背景信息项

(ContextArea)

揭示有关著录单元的来源和流

传历史的信息

∗责任者名称(NameofCreator(s))

行政管理沿革/生平传记(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History)

流传历史(ArchivalHistory)

直接收集来源/移交情况(ImmediateSourceofAcquisitionorTransfer)

内容与结构项

(Contentand Structure

Area)

揭示有关著录单元的主要内容

和著录单元组织方面的信息

范围与内容(ScopeandContent)

鉴定与销毁及保管期限(Appraisal,DestructionandSchedulingInformation)

新增接受文件(Accruals)

整理体系(SystemofArrangement)

查阅与利用条件项

(ConditionofAccessand

UseArea)

揭示有关著录单元可被利用的

条件和范围的信息

查阅管理条件(ConditionsGoverningAccess)

复制管理条件(ConditionsGoverningReproduction)

语种/文字(Language/ScriptsofMaterial)

物理特征与技术要求(PhysicalCharacteristicsandTechnicalRequirements)

检索工具(FindingAids)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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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档案标准库,网址:https://www．saac．gov．cn/daj/gjbz/dabz_list．shtml．
著录项及元素的中文翻译参考:张正强．论«国际标准———档案著录规则(总则)»的主要著录规则、特点及启示[J]．档案学研究,２０１３

(３):７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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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项 目的 著录元素

相关档案材料项

(AlliedMaterialsArea)

揭示有关与著录单元有重要关

系的其他文献的信息

原件留存与收藏地(ExistenceandLocationofOriginals)

复制件的留存与收藏地(ExistenceandLocationofCopies)

相关著录单元(RelatedUnitsofDescription)

出版附注(Publicationnote)

一般性附注项

(NoteArea)

揭示其他任何著录项都无法容

纳的其他重要信息
附注(Note)

著录控制项

(DescriptionControl

Area)

揭示有关文献著录是如何、何时

以及由谁编写的信息

馆员附注(ArchivistsNote)

规则和惯例(RulesorConventions)

著录日期(Date(s)ofDescription)

(２)描述信息与著录层级相匹配.仅著录

与所描述层级而言合适的信息.例如,不要在

“全宗”级的著录中描述单个文献的内容信息.
(３)(记录的)关联著录.在适用的情况下,

将每条编目记录与它的直属上一层级编目记录

相关联,并说明该记录的“著录层级”.
(４)避免信息的重复著录.将信息著录在

其适用性范围内最高的层级中,表示对该层级

及其全部子项的信息描述.不在低层级重复著

录此信息,因为已经从高层级处继承.

图１　ISAD(G)全宗层级著录模型

４　ISAD(G)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著录中的

实践探索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丰富,包含有陈毅元帅

藏书及相关资料、顾维钧电子档案、当代中国社会生

活资料、印谱文献、诗歌专藏、复旦战疫资料等多个专

题的特藏.图书馆为了使特藏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

用,在对特藏资源组织和揭示进行研究和探索的过程

中,形成了一整套特藏资源组织体系:以ISAD(G)为
核心,MARC和EAD元数据编码格式结合使用,全面

揭示基于ISAD(G)的内容描述大项,以ArchievesSpace
作为支持ISAD(G)的特藏资源著录和检索平台的.

４．１　以ISAD(G)作为图书馆已有资源著录标准的

重要补充

从图书馆领域国际通用的著录标准来看,主要

以ISBD、RDA等作为常规文献资源(如普通图书、
连续出版物、电子资源等)内容描述的标准.随着图

书馆资源建设范围和资源类型的扩大,更多的手稿、
私人档案资料、藏品,这些原本在档案馆和博物馆内

的收藏也逐渐出现在图书馆内.随着语义网和关联

数据技术的发展,一些大型和研究型图书馆采用“书
目框架概念模型 (BibliographicFramework,BIBＧ
FRAME)”等本体的方式实现对文献资源内部实体

及其属性和关系的深入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已有标准对文献资源内容层面描述的不足;同样,以

ISAD(G)作为特藏资源的描述标准,全面揭示特藏

专题(Collection)及其内部层级关系,弥补了已有标

准对汇聚多种文献类型资源集合层级结构描述上的

缺失.

１９９８年IFLA 提出 «书目记录的功 能 需 求»
(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BibliographicReＧ
cords,FRBR)后,推动了图书馆领域国际通用标准

的修订进程,最为典型的是«英美编目条例(第二

版)»(AACR２)的修订版RDA的诞生.而档案和特

藏资源的独特性和稀缺性特点决定了在通用性描述

上,较难根据FRBR或RDA划分相应的“作品”“内
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件”层次,比如复旦大学图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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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馆藏顾维钧档案资料,涉及近代中国外交的电

文、函件,及其与同时代人的来往书信、日记、备忘

录、手稿、笔记、印刷资料、照片等,这些资料是反映

顾维钧一生中某一时期的原始资料,资料的价值也

并不主要体现在某人的创作上,也不像图书具有复

本.因此,对这些资料的描述更侧重的是其产生和

形成过程,以及对资料的整理和组织要能够集中反

映顾维钧一生或某一方面.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弗朗

索瓦斯勒莱斯歇(FrancoiseLeresche)在２００８年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大会上谈到,“ISBD
对存储在不同图书馆有大量复本的文献资源进行统

一描述,尤其对出版物来说极其合适;ISAD(G)则适

用于在制作背景下描述一般是唯一的特藏或档

案”[６].
复旦大学图书馆在特藏资源组织过程中,将每

一个特藏专题定义为一个专题(Collection),所有的

特藏专题构成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的特藏资源(见
图２).针对每一个特藏专题内资料的产生和形成

的历史过程、资料的特点和价值等,对资料进行分

类,建立层级关系.如馆藏“卢新华捐赠资料”在组

织过程中以卢新华所创作品为第一层级,进而根据

每部作品的不同呈现形式、作品修改过程中形成的

不同手稿原件、与作品有关的报道、读者来信等其他

资料建立该作品的第二层级,以此将松散资料整理成

有一定逻辑结构、利于读者使用的资源体系(见图３).

图２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层级结构图

图３　复旦大学图书馆“卢新华捐赠资料”层级结构图

４．２　以 ArchivesSpace作为支持ISAD(G)的特藏

资源揭示和著录平台

由于特藏资源的特殊性,常用的图书馆自动化

系统难以满足其层级著录的需求,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基于ISAD(G)和 DACS开发了开源的藏品管理

软件 Archon,用于管理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馆

藏的文档和实物集合[１４].后于２００９年,将其与“档
案馆员工具包”(ArchivistsToolkit)整合,开发成

一个稳定、可拓展的“次世代”Archive管理系统,即
“档案空间”(ArchivesSpace,AS).复旦大学图书

馆于２０１９年引入 AS开源系统用作特藏资源的统

一著录和揭示平台,在平稳使用一年多以后,目前已

开始对 AS系统在功能上、异构系统的关联方面进

行本土化的开发,同时规划了ISAD(G)和 EAD系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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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相关标准的翻译工作① .

４．３　MARC和 EAD 结合使用全面揭示特藏资源

的层级关系

EAD以ISAD(G)为原则对资源间层级关系的

著录作了明确规定:以 元 素 ‹c›或 ‹c０１›、‹c０２›、
‹c０３›‹c１２›定义专题以下从属部分的第１层

级、第２层级、第３层级,最多可以定义１２个层

级;每一层级以＠level属性对该层级赋值,＠level
可取值包括“class,collection,file,fonds,item,

otherlevel,recordgrp,series,subfonds,subgrp,

subseries”.同一层级的赋值既可以用“series”标

识,也可以用“item”标识,主要由馆员根据该层级内

所含的资料情况决定.即某一特藏专题的层级是在

著录时由‹c０１›、‹c０２›所定义,与具体标识值无关.
虽然 MARC也有链接字段可用以建立资源的层级

关系,但对于层级较多、资料类型多样的特藏专题来

说,在实践中的操作会增加编目工作的复杂程度,缺
少灵活性.EAD对特藏资源的层级著录及一些其

他细节的描述也是对 MARC的有效补充.
在具体的业务实践中,复旦大学图书馆对特藏

资源的著录正是采用 MARC和EAD两种元数据结

合使用的方式.因当前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还未能实

现自动获取 AS系统内的 EAD 数据,故以 MARC
格式在 ALEPH 系统内对特藏专题(Collection)级
的信息进行简单描述(见图４),以实现在 OPAC内

的统一检索.以EAD在AS系统内对特藏专题的层

级结构及每一层级的信息进行全面著录,图５是对卢

新华作品«伤痕»及其层级结构的描述② ,以‹c０１›标
识«伤痕»的层级,赋值“series”,且在该层级下对其

所含资料数量等信息进行著录;并在‹c０１›下,以

‹c０２›分别对“«伤痕»墙报稿”“«伤痕»(电影文学剧

本)”和“«伤痕»相关报道”进行标识,著录为第二层

级,因该层级下不再含有其他资料,故以“item”赋
值,且在每一层级下进一步对该层级的资料情况进

行描述.如‹c０２›下还有其他层级,可以‹c０３›进一

步描述,以此类推.

EAD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作为其描述

语言,XML是可被各种网络和系统平台采用的一

种成熟的公共语言,相比 MARC仅适用于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而言,EAD打破了数据被封闭在图书馆内

的“孤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特藏资源面向

互联网的发现度和资源的利用率.相关实践表明

“MARC 依 然 是 资 源 描 述 的 基 本 形 式,EAD 与

MARC同时使用不会造成数据冗余;EAD 可以实

现对 MARC记录的有效补充,同时提供更科学的深

度揭示,实现章节甚至更深层次的元数据标引,更好

地对特藏进行系统和完整的揭示”[１１].

图４　“卢新华捐赠资料”的 MARC记录

图５　“卢新华捐赠资料”层级描述的EAD记录

５　结语

图书馆基础元数据的质量决定了关联数据应用

的效果,实体规范控制和著录标准化是确保元数据

质量的两大法宝.以ISAD(G)作为特藏著录标准,
是对图书馆已有文献著录标准的补充,两者结合使

用,才可以完整、立体地揭示出图书馆的全部馆藏结

构和详细信息.ISAD(G)作为国际特藏和档案的组

①ISAD(G)和EAD系列及相关标准的中译版详见复旦大学图书馆知识组工作组网站:http://www．library．fudan．edu．cn/zszz/．

② 图５所呈现“卢新华捐赠资料”的EAD元数据并不是完整的描述,仅根据文章论述需要截取了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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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著录标准,其在国内的推行有利于特藏资源在

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检索和数据交换与共享,有利

于促进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资源融合,对增强

我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弘扬并促进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走向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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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StudyonApplyingISAD(G)ontheDescriptive
StandardofLibrariesSpecialCollectionsinChina

MiaoQing　LiYanlin　CaiWentong　HouXi

Abstract:Specialcollectionsaregenerallycomposedofvarioustypesofdocumentsinagreatamount．
Itisnotonlynecessarytodescribeeachsingledocumentconstitutingspecialcollections,butalsotoreveal
theoverallandinternalrelationshipamongspecialcollections．Regardingtheorganizationanddescriptionof
domesticspecialcollections,therearestillsomeexistingproblemssuchastakingasingledocumentasa
descriptiveobject,lackingadisclosureofthehierarchicalrelationshipamongdocuments,andnotfollowing
unifiedstandardsindescriptions,whicharetoagreatextentaffectingtheusageefficiencyofspecialcollecＧ
tionsandisnotcontributingadvantagesfordataexchangeinternationally．Themainreasonbehinditisthat
thereisnounifiedstandardforthearrangementanddescriptionofspecialcollectionsinChina．Basedonthe
previousresearchandapplicationofhierarchicaldescriptionofspecialcollectionsconducteddomestically
andinternationally,thispaperdiscussestheadoptionofISAD (G)(GeneralInternationalStandardArＧ
chivalDescription)issuedbytheICA(InternationalCouncilonArchives)inthedescriptionoflibraryspeＧ
cialcollectionsfromtheperspectivesofdescriptivestandards,thefeasibilityofapplyingISAD (G)asthe
descriptivestandardsofspecialcollectionsandthepracticeofFudanUniversityLibraryapplyingISAD(G)
inthearrangementanddescriptionofspecial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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