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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高校古文獻資源庫”？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是一個旨在集中反映海內外
高校圖書館所藏中國古文獻的書目數據、書影圖像
乃至全文圖像的中國古文獻數字圖書館。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是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
統（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CALIS）的重點建設項目，由北京大學

圖書館牽頭，聯合海內外各高等院校圖書館共建共
享，并向全社會開放。

網址：
http://rbsc.calis.edu.cn:8086/aopac/jsp/indexXyjg.j

sp

http://rbsc.calis.edu.cn:8086/aopac/jsp/indexXyjg.jsp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目前狀態

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成員館達到28個，
其中包括北美3家和香港、澳門2家；書目數
據達到673,000 條記錄，計 4,618,000 冊件
；書影圖像29萬幅，電子圖書8.5萬冊。

這是目前世界上高校範圍內規模最大的網絡
型中文古籍聯合書目數據庫。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數字還在不斷地增加
中。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發軔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規劃和設計發軔於2000年
“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的建設。

“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由北京大學
圖書館負責建設，由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
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CALIS）提供技術支持，於2000年9月開始
籌備，到2003年底初步建成，面向國內外廣大讀者
提供服務，其發佈平臺為“秘籍琳琅”:

http://rbdl.calis.edu.cn/aopac/indexold.jsp

http://rbdl.calis.edu.cn/aopac/indexold.jsp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一期建設

2004年6月作為CALIS二期的86個專題特色庫之
一開始建設。

最初的目的：推動我國高等院校圖書館藏古文獻的
數字化進程，促進高校館盡早完成古籍回溯編目任
務，初步實現高校古文獻數字資源的共建共享，並
相應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古文獻數字資源建設和
服務的體系。

首批建設成員：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
學、四川大學共4所高校圖書館。

建設週期：2年3個月。2004年6月开始，2006年9

月20日验收。



一期建設成果

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校校際古文獻資源庫。驗收時
，4個參建館提交的古籍元數據量達202,449條，書影
和全文圖像數量達5467幅，電子圖書1萬餘冊。

設計開發了基於新型元數據標準的網絡型古籍聯機
編目系統。借助該著錄系統，在項目開始實施後不到
2年時間，4個參建館就都迅速完成了各館所藏古籍的
計算機回溯編目工作。

推出了具有古文獻特色的檢索服務平臺——“學苑
汲古”，檢索途徑多種多樣，系統運行良好。

制訂了相配套的古文獻數字化標準，包括：古籍元
數據規範，古籍著錄規則，古文獻數字加工標準。





之後的繼續發展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在驗收通過並正式對外
開放服務後，受到社會的普遍好評，並受到國
內外高校圖書館的關注，許多高校圖書館迫切
希望加入，所以此後又陸續增加了香港中文大
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吉林大學圖
書館3個成員館。

到2010年底，該庫已包含7個成員館，共31萬條
古籍元數據、3萬幅書影和全文圖像、1萬餘冊
電子圖書，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網絡型古文獻
數據庫。



二期建設

由於一期建設的突出表現，2011年3月，
CALIS三期將“高校古文獻資源庫”作為重
點建設項目立項。

項目建設經費：120萬

建設週期：一年：

2011年3月——2012年4月30日



二期建設目標

吸納更多收藏古籍有一定規模的高校圖書館，
擴大建設高校古文獻書目與全文圖像資源庫，
盡可能多地反映我國高校古籍收藏情況；

為參建館提供館藏古籍回溯編目的平台和服務
，促進高校圖書館藏古籍的編目整理工作；

在上述基礎上，建立全文圖像加工與共享服務
機制，促進高校圖書館藏古籍的資源共享，在
讀者與圖書館之間建立方便快捷的溝通管道。



二期建設任務與完成情況
建設任務 完成情況

在現有基礎上吸納古文獻收藏豐富或有特色、
技術力量好的成員館加入，擴大聯合建庫的
範圍，使成員館的數量達到20－25個；

參建館達到24個，涵蓋大陸、香港、澳門

數據庫建設：古籍元數據、書影及電子圖書
數據，元數據達到55萬條，書影達到21萬幅。

元數據：新增43萬，總量達到63萬
書影：新增23萬，總量達到24萬

應用系統建設：中心系統及相關工具的需求
報告、系統測試，推近該系統的服務等

開發、完善、整合了多個應用系統

建立古文獻的開放共享服務機制：實現元數
據、書影（中精度瀏覽級）全社會共用，為
參建機構使用者提供特色服務。

建立了多層次的古文獻開放共用機制
•元數據
•書影：中精度和高精度
•電子書
•軟硬件平臺

試驗性開展全文服務：各參建館自願提交古
文獻全文電子圖書，開展古文獻全文傳遞服
務的研究性試驗，建立館際互借文獻傳遞機
制，制定館際互借相關服務政策務

電子書：總量達到8.3萬冊
2012年4月19日開通了古文獻傳遞服務

培訓及宣傳 制定了技術規範，開展系統培訓



參建館及數據庫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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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圖書館 196611 87764 83416 √ √ 遼寧大學圖書館 10309 16622

南京大學圖書館 28882 8 √ √ 南京師範大學圖
書館

5579 1240

北京師範大學圖
書館

25907 2566 南開大學圖書館 20661 38178

四川大學圖書館 21276 8472 √ √ √ 山東大學圖書館 15169 3455

中國人民大學圖
書館

31273 18614 吉林大學圖書館 34080 15022 √

清華大學圖書館 21537 √ √ 華東師範大學大
學圖書館

36409 381

中山大學圖書館 25834 8816 √ √ 廈門大學圖書館 8630 9059

復旦大學圖書館 35763 1660 √ √ √ 內蒙古大學圖書
館

2867

蘇州大學圖書館 13850 10014 香港中文大學圖
書館

2945

鄭州大學圖書館 12655 4365 浙江師範大學圖
書館

15878 2550

河南大學圖書館 42565 寧夏大學圖書館 1554

武漢大學圖書館 19373 4828 72 澳門大學圖書館 1400 215



二期建設成果

僅僅一年，到2012年4月27日項目驗收時，“高校
古文獻資源庫” 成員館增加到24個，古籍元數據
達63.8萬條，書影24萬幅、電子圖書8.35萬冊。

作為二期建設的重要內容，利用“高校古文獻資源
庫”發佈平臺“學苑汲古”，組織復旦大學圖書館
、吉林大學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3個成員館，
率先在CALIS高校成員館範圍內成功開展了館藏普
通古籍的文獻傳遞服務。



後續發展

在此之後，又有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美國
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亞洲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4個館陸續參加進來，資源庫中的數
字資源也在不斷增加。



序號 圖書館 序號 圖書館

1. 北京大學圖書館 15. 山東大學圖書館

2. 清華大學圖書館 16. 蘇州大學圖書館

3.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17. 鄭州大學圖書館

4.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18. 河南大學圖書館

5. 復旦大學圖書館 19. 廈門大學圖書館

6.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20.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

7. 南京大學圖書館 21. 內蒙古大學圖書館

8. 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22. 寧夏大學圖書館

9. 中山大學圖書館 23. 浙江師範大學圖書館

10. 四川大學圖書館 24.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11. 武漢大學圖書館 25. 澳門大學圖書館

12. 南開大學圖書館 26. 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13. 吉林大學圖書館 27.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

15. 遼寧大學圖書館 28.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文献传递流程 CALIS统一认证系统—选择用户所在学校

CALIS统一认证系统—用户登录

CALIS馆际互借系统—文献传递页
面

































標準規範建設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籍元數據標準》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籍元數據著錄規則》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文獻數字加工與發佈規範》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籍數據質量控制與評估辦法》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評估規範》

《文獻傳遞相關規定和說明》





















管理運行機制

成立了項目管理組負責項目的指導、協調

肖瓏（北京大學圖書館）

史梅（南京大學圖書館）

林平（四川大學圖書館）

高瑄（清華大學圖書館）

林明（中山大學圖書館）

楊光輝（復旦大學圖書館）

成立了業務工作組組織項目實施

組長：姚伯岳（北京大學圖書館）

項目管理組所在各館業務骨幹

依託CALIS技術中心開發平臺







項目的啟動



項目培訓與宣傳



資源建設

資源建設包括元數據加工和書影、全文圖像
及電子圖書的數字加工。

各類型資源原則上都要提交至項目中心數據
庫存貯。也可嘗試進行本地資源的網絡鏈接
。



之一：元數據建設

各館古籍元數據的提交不以查重為前提，不
進行數據合併，系統的設計也不支持成員館
之間的數據合併。

盡可能地將各館已有的各種格式電子化古籍
書目數據批量導入到“高校古文獻資源庫”
系統中，然後由各館逐條進行校對修改。



之二：圖像數據的建設

鼓勵各參建館提供古籍書影圖像，由各館利用“高校古文
獻資源庫”古籍著錄系統上每條書目記錄上的“圖像編輯
”功能上載，或者批量提交到業務工作組集中加工和上傳
、鏈接，CALIS予以相應的經費補貼。書影一般只選擇古籍
的卷端、內封、牌記葉等少數幾個頁面進行掃描，每書原
則上不超過3幅。

全文圖像的格式與書影相同。

電子圖書的提交和掛接與書影圖像和全文圖像類似，也是
由各館利用“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籍著錄系統上每條書
目記錄上的“電子圖書編輯”功能上載，或者批量提交到
業務工作組集中加工和上傳、鏈接。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服務機制

提供給各參建館一個富於古文獻特色的服務
平臺，參建館可以上傳、修改、複製、刪除
、下載本館的元數據；

參建館可以檢索、瀏覽、套錄其他館的元數
據，藉以生成本館元數據，但無權修改和刪
除其他館的元數據。

書影的中精度圖像隨元數據對全社會開放；
參建館古籍編目員則可以瀏覽其他館各種精
度的書影和全文圖像、電子圖書。



建設特點之一

數據資源體量龐大

成員館不斷增加，範圍超出中國內地；

反映館藏全面完整，幾乎反映每一個參建館完
整的古籍收藏；

資源類型多樣，已超出書目數據庫的範疇，具
備了一個古文獻數字圖書館的雛形。



建設特點之二

數據創建靈活便捷
包容性強，對書目記錄的詳簡程度乃至著錄格式沒有要
求，允許各成員館提交現有元數據，降低了成員館的准
入門檻，便利更多的高校圖書館隨時加入。

不合併各館的記錄，不查重，既保持了各館數據的獨立
性，也使得一館數據的整批導入成為可能。

系統支持CNMARC格式、Excel格式、XML格式元數據的導
入和導出，實現了同一系統內部或不同系統之間元數據
格式的相互轉換。

以每個藏本為著錄單位，書影圖像反映某館具體藏本的
面貌。便於各館編目人員以及讀者比較和鑒別版本。

著錄系統允許對所有的古籍元數據進行套錄。



建設特點之三

檢索功能完備多樣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發佈系統“學苑汲古”，向讀
者提供了一個具有簡單檢索、高級檢索、二次檢索、瀏
覽、索引等完備功能的新型檢索系統。

“學苑汲古”允許在單個成員館範圍內進行檢索，使得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兼具單館古文獻書目數據庫的功
能。

“學苑汲古” 的高級檢索方式提供了各種檢索途徑的單
獨和組配檢索。其中許多檢索途徑如責任者時代、出版
年代、出版地、出版者、版本類別、裝幀方式等其他書
目數據庫所不具備的，提高了數據庫的使用效率和學術
價值，成為學者治學的得力助手。



建設特點之四

服務方式公益性強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為公益性數據庫，其書
目記錄及中精度書影圖像向全社會開放，電子圖
書也在參建館範圍內免費共享。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在二期建設中新增的文
獻傳遞功能，賦予了“學苑汲古”更加豐富的內
涵，使各高校圖書館館藏古文獻的共享機制真正
開始落實，開創了古籍服務工作的新篇章。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

是一個動態的網絡型書目數據庫

它的許多成員館如北大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
館、吉林大學圖書館、鄭州大學圖書館等，都將它
作為本館古籍編目的工作平臺；

它的成員館在不斷增加，各種數字資源的數量也在
不斷地增加；它的各種書目數據都在經歷不斷的修
改和完善，質量正逐步提高；

今後它還要在其發佈平臺“學苑汲古”上增加與用

戶的交流互動功能，隨時吸納讀者和用戶的批評建
議。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

是一個開放性的數據庫

成員館數量的開放。“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建設方針是
：“自願參加，合作共享，開放服務。”海內外收藏中國
古籍稍具規模的高校圖書館只要有參加的意向，並簽署參
建協議，承諾履行一定的義務（如願意提交館藏古籍的元
數據等），隨時都可以加入該資源庫，成為參建館，享受
參建館的種種優惠待遇。

資源類型的開放。“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現在的古文獻類
型基本是以古籍為主，兼有少量輿圖。隨著古文獻數字化
建設的深入，“高校古文獻資源庫”還準備將拓片、契約
文書等古文獻類型逐步列入，成為一個囊括各種類型古文
獻資源的大型綜合性數據庫。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古文獻傳遞嘗試
意義重大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初步建立的古文獻傳遞
機制是古籍服務利用制度化和現代化的有益
嘗試。

目前參加“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文獻傳遞的
圖書館數量還不多，傳遞範圍還不夠廣。今
後的發展目標是爭取所有成員館都成為服務
館，並通過CALIS文獻傳遞系統和CASHL文
獻傳遞系統等更多的途徑進行更為廣泛大量
的古文獻傳遞活動。



結語

“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建設，既有對海內外高

校圖書館所藏中國古文獻資源的系統整合效應，也
有對成員館古籍整理工作的促進和規範作用，而且
也為各種古籍整理項目在各高校圖書館的順利實施
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來自各方面的支持，加上自身
的持續努力，力爭使“高校古文獻資源庫”不斷進
步完善，成為一個富於古文獻特色、內容豐富、功
能完備、理念先進、佔有重要地位的國際性高校古
文獻數字圖書館！



Thank you！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