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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DAL平台的资源共享与
应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范晨晓∗

　　摘要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１６日,“基于CADAL平台的资源共享与应用”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

学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数字资源共享与应用主题开展了深入讨论,探讨了数字时代图书馆

的挑战和机遇,分享了国内外在资源数字化、数字资源整合、合作共享、数字人文等方面的经验.
会议不仅有技术上的创新,更有大量的实践案例,为如何建设更好的数字图书馆及提供数字资源

服务提出了实践方向和创新思路.
关键词　数字化　数字资源整合　合作共享　数字人文　CADAL
分类号　G２５０．７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１６日,“基于 CADAL平台的

资源共享与应用”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

区召开.会议由 大 学 数 字 图 书 馆 国 际 合 作 计 划

(ChinaAcademicDigitalAssociativeLibrary,简称

“CADAL”)项目管理中心、数字图书馆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数据和知识技术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１００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浙江大学副校长、图书馆馆长罗卫东,教育部高等学

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长 朱 强,哈 佛 大 学 燕 京 图 书 馆 馆 长 郑 炯 文,

CADAL管理中心副主任庄越挺在开幕式上分别

致辞.

CADAL作为国家投资建设的教育部“２１１工

程”重点工程,由浙江大学联合国内外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共同承担.自２００２年启动至今,共建立了８
个数据中心、３３个服务中心、２个数字化加工基地和

４０余个数字化加工中心,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资源

数字化网络,建成的全文数据库总量达２５０万册

(件),囊括中外文图书、音视频资料以及报刊论文等

重要文 献.罗 卫 东 在 会 议 开 幕 式 上 致 辞 指 出,

CADAL项目已取得丰硕成果,未来还将进一步与

中国工程院及其他机构合作共建,共谋发展.

会议以CADAL资源为基础,以合作和共享为

切入点,进行了跨文化、跨地区的学术交流与研讨,
报告主题涵盖了数字资源组织揭示、合作共享、数字

人文等热点问题.

１　当前数字资源建设背景的变化

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球.高校信息环

境和知识服务方式都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校

图书馆事业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潘云鹤

院士作了题为“数字图书馆的智能化浪潮”报告.潘

院士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数字资源建设背景巨变,图
书馆面临众多挑战,因此,数字图书馆的建成只是一

系列巨变的一个开端.它将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升

级、数据资源膨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变而继续变

化.计算机图灵奖获得者、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

与机器人学教授、CADAL创始人之一的美方代表

雷伊雷蒂(RajReddy)作题为“为子孙后代保存我

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报告.雷伊雷蒂在报告中强

调了数字保存的重要性与可能性,他强烈呼吁一个

世界范围内的新版权保护规则的出现,并建议成立

中国国家数字档案馆以保存国家文化遗产.
两位教授的思考和见解深邃独特、高瞻远瞩.

５

大学图书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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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智能化浪潮和数字保存的重要性也让大家思

索下一步数字图书馆应走向何方.

２　数字资源组织揭示

数字资源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内容、立足

之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图书馆都非常

重视数字资源建设.会上多位国内外图书馆馆长分

享了各自馆内数字资源组织揭示的经验.

２．１　特藏资源数字化

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曾经

为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很长一段

时间内封闭甚严,几绝人迹.如今的图书馆自然不

比古时藏书楼,但是如要将古籍珍本深藏馆中,且隔

着山高水远,读者恐也不觉得十分便利.所幸图书

馆人在努力,通过善本数字化、特藏电子化等将古籍

珍本化身千百,传本扬学.
哈佛 大 学 燕 京 图 书 馆 馆 长 郑 炯 文 作 题 为

“CADAL数字图书馆与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合作及

其他”的报告[１].哈佛燕京图书馆用１０年时间完成

了４２００种５２０００册善本的数字化并免费上网公开.
报告中还介绍了２０１１年至今已经做了３０多项数字

化项目,接下来还要进行更多数字化项目,如费吴生

档案等.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薛昭

慧作题为“从资源数字化到数字人文:斯坦福大学图

书馆的实践”的报告,向大家展示了斯坦福大学东亚

图书馆特藏资源的数字化情况,并与大家分享了在

资源发现和分享上的创新,如一些开放源代码软件

的使用,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经验等.
梵蒂冈图书馆东亚馆员余东女士作题为“梵蒂

冈图书馆中国和远东地区古籍写本文献及其电子化

现状”的报告[２].梵蒂冈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文献的

电子化工作在２００８年正式展开,目前已基本完成.
现在梵蒂冈图书馆电子化项目的网站上(http://diＧ
gi．vatlib．it/),已有６０００余种电子化的善本和写本

供参阅.
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萧德洪作题为“东南亚研

究文献的访求”的报告[３].萧德洪馆长探讨了如何

发扬传统优势和抓住时代机遇,以案例分享的方式

来讨论东南亚地区研究相关文献的采集和访求的路

径,进一步加强研究型馆藏的建设.清华大学图书

馆窦天芳副馆长作题为“在图书馆里讲述清华故

事—以‘清华印记’互动体验区建设为例”的报告[４].

“清华印记”互动体验空间包括数字学术、瀑布流图

书借阅、历史长廊、数字人文等.该空间体现了数字

化技术、视觉传达、图书馆服务三者有机结合的实施

经验和建设模式.

２．２　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吉姆格雷

(JimGray)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第四

范式不仅是研究方法的变化,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

重大变化.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面对浩如烟

海的数据,不再抽取少量的样本进行分析,而是把所

有数据作为一个整体,利用数据挖掘、计算、分析等

技术,直接从数据中探寻所需要的信息、知识和

智慧.”[５]

杜克大学图书馆国际与地区研究部的中国研究

馆员周珞从照片元数据的角度切入,作题为“建立一

个国际历史照片数据库的元数据考虑”的报告[６],介
绍了现在两个主要国际数据的标准:一是欧洲数字

图书馆的数据模型(EuropeanaDataModel,EDM).
二是北美主要采用的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数据模型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DPLA).

CADAL现在采用的是都柏林核心元素集(Dublin
CoreElementSet,DC).她强调了数据的一致性和

灵活性以便实现“数据链接”的可能.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图书馆馆长邵玉书作题为

“Serica,牛津大学中文古籍数字化项目与未来的资

源共享”的报告[７].邵玉书馆长向大家介绍了牛津

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文编目和数字

化项目(CataloguingandDigitizationProjectofthe
BodleiansPreＧmodern Chinese Collections,简 称

“Serica”),该项目对馆藏海内外的孤本、手稿进行数

字化,以及元数据结构化等工作,并免费开放给公

众.报告中还介绍了一些手稿数字化工具,如清单

编辑器(IIFManifestEditor),该编辑器可以编辑元

数据,新建图像顺序等.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孙红杰作题为“数字化艺

术藏品的增值服务个案:基于CADAL资源的‘数字

人文’中英合作项目”的报告[８],孙红杰老师曾作为

CADAL项目的“境外协调员”,在英国牛津大学开

展“数字文化遗产”方面的中英合作研究.报告围绕

艺术品浏览系统和中国音乐文物数据库介绍了已开

展的数据关联试验及为数字化艺术藏品提供系统化

增值服务的意义、潜能和途径.艺术品浏览系统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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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１万余幅高清分辨率数字绘画和书法图像的数

据库,以中国作品为主,涵盖了西晋以来各个历史时

期、涉及各个艺术题材的艺术品资源.对于这些艺

术品,CADAL除了做整体的元数据标注之外,还对

一些画作上的基本元数据进行优化.中国音乐文物

数据库以CADAL数百万册电子图书中涉及到的中

国传统音乐的海量图片、图书、乐谱资源为依托,对
这些音乐文物的元数据进行标注.

３　数字资源合作共享

在数字资源日益丰富、读者需求不断更新的大

背景下,图书馆间、数字资源项目间建立资源共享联

盟是解决单个图书馆或项目资源匮乏及避免重复建

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图书馆界的大势所趋.“合则

强,孤则弱”,千年前的话同样适用于当今数字时代

的图书馆.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是未来图书馆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３．１　馆际合作

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作题为

“从收藏到链接:数字时代伯克利加州大学图书馆与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的报告[９].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在馆藏数字

化方面与国内外积极合作,如与台湾中央图书馆合

作数字化扫描,与中华书局合作赵元任档案数字化

项目,与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合作２８００种日本江

户时代写本目录和图录项目等.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程健作题为“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多重分享模式”的
报告,与大家分享了数个合作典型案例,如中国门神

纸马收藏数字化项目、甲骨收藏３D数字化项目、顾
维钧档案数字化项目等.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作题为“从资源

共享平台建设到特色文化建设”的报告[１０].陈进馆

长的报告以上海交通大学参与CADAL建设的若干

项目为例,包括特色资源数字化、数据中心建设、读
者服务立体化协同工作平台建设等,详尽分析了资

源共建共享体系为图书馆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

３．２　联盟共享

机构知识库是一种有效和积极的知识保存、组
织、管理机制,也是促使学术健康发展、自由开放的

重要手段.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作题为“高校

机构知识库联盟的建设与发展”的报告.朱强馆长

在报告中回顾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机构知识

库的发展,并介绍了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进展,
朱强馆长还特别就“２C－大数据合作”即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CADAL两者间的数

据合作进行了阐述.
超星集团副总经理叶艳鸣作题为“‘联盟＋’—

互联网环境下的共享联盟服务推广”的报告[１１],他
在报告中指出,以“共建、共知、共享”为核心的图书

馆共享联盟是图书馆发展中的重要思想,但在发展

过程中,“重建设、轻应用、约束多、传播差”的现象普

遍存在.报告以“互联网＋”的开放视角,探讨了图

书馆共享联盟如何借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互联

网学术传播渠道扩大联盟的社会认同和共享服务的

思路.

４　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是目前国际上的新兴学科和前沿研究

领域,具有创新性强、多学科交叉、实用性突出的特

点.近１０余年来,北美、欧洲和亚洲的重要高校和

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开

始涉足并深入数字人文研究领域.国内外图书馆界

也积极响应,展开数字人文研究.可以说,数字人文

是目前图书馆为数字学术开展服务的一个重点

领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应邀为大会作题

为“数 字 资 源、人 文 数 字 地 图 与 文 史 研 究”的 报

告[１２],从人文学者的角度来思考数字人文.徐永明

教授在数字人文研究方面已有不少学术产出.如使

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

统、哈佛大学世界地图计划(WorldMap)等进行学

术研究,对全元文作者、明清女性作者、云南清代作

者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可视化研究.

４．１　人文数据库或数据集的建设

北京大学图书馆朱本军和聂华在«跨界与融合:
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

文论坛”会议综述»一文中指出,“数字人文的内容主

要集中在四个层次:一是人文数据库或数据集的建

设.这一层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将非数

字的人文资料加工转化为数字内容其二是对非

结构化的数字文本内容按照某种使用目的进行规范

化标注著录的数据集(Dataset)建设”.[１３]

一是将人文资源数字化,形成特色资源数据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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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DigitalResourcesSharingandApplicationBasedonCADAL/FanChenxiao



2
0

1
7

年
第5

期

方便学者进行史料或文本的深度挖掘.浙江大学求

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

红民作题为“蒋介石资料数据库的建设构想”的报

告[１４].蒋介石资料数据库是浙江大学蒋介石研究

中心与CADAL合作项目,力求做到资料完备、内容

丰富、使用便捷、共建共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

文献编辑室副主任、数字出版部主任助理李强作题

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历史文献数字化的探索与实

践”的报告[１５],李强副主任与大家分享了国图出版

社的三个重要数据库,分别是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和中国历史人

文传记资源库.
二是将人文资源数据化,形成数据集,方便多学

科学者进行交叉研究.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hinaBiographicalDatabase,CBDB)就是这一类

型的数据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CBDB北大小组

项目经理杨光作题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BDB)的数据建设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报

告[１６].CBDB作为一个关系型数据库,致力于将中

国历史上的人物传记资料根据不同方面的内容进行

分类和编码,把这些古籍当中的内容作为一些数据

来存储到数据库当中.报告从数据建设与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的实践出发,总结 CBDB在数据库建设及

其他数字人文项目合作等方面的经验,并对项目未

来的发展方向、与其他数字人文项目的合作设想作

了展望.

４．２　人文数字工具的开发使用

在文字识别、文本挖掘方面,哈佛大学东亚语言

与文明系讲师、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德

龙作题为“数字人文与数字图书馆:中国历代文献的

文字识别、群众外包及文本挖掘”的报告[１７].报告

介绍了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ctext．org/

zhs)中的主要技术,可归类为三种:一是前现代中文

资料的文字识别技术(OCR),该系统已处理２５００多

万页资料,其结果已在网上公开;二是群众外包、公
众参与,世界各地的用户可以参与数字化过程并积

极协助内容的扩展;三是使用既可以实现与其他线

上工具之间的整合,又能提供文本挖掘途径的开放

式应用程式界面(API),从而有效地借用日益增长

的资料库文本内容来达到数字人文研究和教学的

目的.
在特藏文物数字化技术层面,浙江大学图书馆

技术总监徐建刚作题为“CADAL浅刻文物特藏的

数字 化 技 术”的 报 告[１８].为 了 真 实 记 录 和 还 原

CADAL项目中的部分浅刻文物特藏,需要探索有

别于传统扫描的数字化技术.浙江大学图书馆、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成员单位经过调研选择了反射

变换成像技术对甲骨等浅刻文物进行数字化加工和

展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５　结语

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已历２０余载,数字化、数
据化对教学科研的影响日益深远,美国信息技术与

创新基金会曾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发布报告“数据创新

１０１:支持数据驱动创新的技术和政策介绍”[１９],强
调数据的重要性,如果说石油是２０世纪经济发展的

“助推剂”,那么数据将成为２１世纪经济发展的“助
推剂”.文本数字化,元数据规范化,都是为知识服

务的智能化鸣起的前奏.
通过这次会议,全球视野下的资源合作共享途

径得以拓宽,特色馆藏数字化、数据化的经验得以分

享,数字人文的内涵与实践得以丰富.学者们精彩

的报告和交流也必将对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建设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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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当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秘书

长 GeraldLeitner先生发来电子贺信,祝贺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校长助理程焕文教授当选IFLA
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两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IFLA成立于１９２７年,拥有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５０个学会和机构会员,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图书馆国际组织.IFLA
管理委员会由国际图联主席、秘书长、１０名竞选委员和７个委员会主席组成,是IFLA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国图书馆学会作为

发起会员之一,自１９２９年开始参加IFLA世界图书馆大会.１９９３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代表第一次当选IFLA 管理委员会委

员,其后中国先后有三位代表当选.２００６年中文成为其七种官方语言之一.２０１２年后连续五年IFLA管理委员会没有中国代

表,在本次换届选举中,经中国文化部和中国图书馆学会推荐,程焕文教授作为亚洲唯一的竞选代表在激烈的竞选中成功当

选,为中国图书馆界争取到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程焕文教授从事图书馆学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３０余年,是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专家,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

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广东图

书馆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和专业影响力.作为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程焕文教授将在两年的

任期内致力于促进国际图书馆界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认知,宣传中国图书馆事业,加强中国图书馆界与世界各国图书馆的交

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信息来源:中山大学新闻网:http://news２．sysu．edu．cn/news０１/１５０２７８．htm (２０１７－０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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