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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近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以方志资源数字化最为突出，积累
了海量数字方志资源。由于存在数字化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难度较大。为此，我们应通

过分析建设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进行资源共享共用的优势，提出具体建设方案、原则并指出其意义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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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尤其以方志资源数字化最为突出。但由

于各种因素制约，各地信息化建设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出现了 “资源存储格式不统一、资源

数字化程度不统一、存储数据库不统一、全文检索平台不统一”① 等问题。同时，由于全国地方

志系统缺乏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也形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各地海量数字方志资源

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信息资源需求得不到满足，有时甚至不得不向第三方购买昂贵

的数字方志资源服务。

笔者认为，建设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是实现全国数字方志资源共用共享的可行途

径。该数据库的建设不仅将打破各地资源不能互相通用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对地方志信息化

“各自为政、独立发展”模式的革新，有利于集中展现全国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信息化工作

成果。

一　方志文献目录建设发展概述
方志的地域性特征明显，且基本就地编修、就地收藏。为了全面掌握各地方志文献编修情

况，早在隋唐时期，学者就开始利用文献目录形式对各地所修方志文献信息进行整理，如 《隋

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 《新唐书·艺文志》等。清代 《四库全书总目》中史部地

理类特别设置了总志、都会郡县志等小类，收录各代一统志、各省通志、各府州县志，并说明编

纂情况、列举内容纲目、评介史料价值。②

１９１２年，缪荃孙编修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文献书目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③

以此为开端，朱士嘉在调查了全国公、私所藏志书后，于１９３５年编成全国性方志目录 《中国地

方志综录》。此后，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１９６２）和洪焕椿 《浙江地方志考录》 （１９５８）、
《浙江方志考》（１９８４）相继出版，反映了方志文献目录整理的新成绩。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１９８５），著录全国１９２个单位收藏的８２００多种方志，是迄今为
止著录最多、参考价值较大的方志目录。④

朱士嘉编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１９４２）、法国吴德月所编 《欧洲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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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目录》 （１９５７）、日本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综录稿》（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和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１９６４）等则集中反映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方志文献的收录情
况。①

巴兆祥将方志文献目录归纳为综合目录、馆藏方志专目、馆藏方志联合目录、修刻志目、综

合提要目录、方志提要专目、方志索引７种类型。他认为：馆藏方志联合目录集中 “揭示多个

图书单位的方志收藏与分布”，弥补了 “单一馆藏方志专目著录量有限、志书存地分散、读者利

用不全的弊端，标志着方志目录学整理进入区域性联合目录和全国性联合目录时代”②。

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中，除去已相当普及的古籍数据库外，另一个具

有较大研究价值的就是目录数据库。２００３年，台湾 “中央研究院地理咨询科学研究中心”最

早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馆藏方志联合目录以文献目录数据库的形式展现③，建立线上 “中国

大陆各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该系统以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基础，参照 《中国地方

志总目提要》，增补１９４９年以后各地新编省、县、市志、自治州志等二千余种”④，供使用者在
网上查询检索地方志书籍的信息，为方志文献目录研究提供了新途径。该系统的不足之处是只能

指示文献的馆藏所在，无法在系统中一站式完成检索和阅读，需要阅读的时候，还是要到馆藏地

查阅。

二　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方志文献数字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由纸介等媒质流传方式转为数字信息等现代方式传播

的重要步骤，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利用方式的革命。建立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是全

国地方志系统充分利用整合已有数字方志资源，实现数字方志资源共享共用，为全社会提供

方便快捷的地情检索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地方志实现从读志到用志转型的必然要求，意

义深远。

（一）进一步提高地方志社会化服务水平。地方志一直以来都广泛用于重建和解释社会历史

进展，成为诸多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当时自然环境的重要信息来源⑤，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则更加具体地将其定义为资料性文献。社会的发展使地方志服务的对象和需

求更加多元化，通过建设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提供一站式目录检索、在线阅读等功

能，可更加合理地利用已有数字方志资源，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迅捷、方便、准确而全面的地情

资料信息，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提供资料文献保障。

（二）进一步提高地方志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数字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是地方志信息化建

设的核心任务和最终目的，也是长久以来的薄弱环节。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是 《地方志工

作条例》赋予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重要职责，通过整合全国地方志系统的数字化资源，用信

息化手段丰富用志途径，让地方志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政府、服务大众，满足社会大众多元

化、多样化的地情资料信息需求，进一步提升地方志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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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加强全国地方志系统资源共享和相互交流。开放共享是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一

个重要目标，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的建设，将改善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的问题，有效整

合各单位的数字方志资源，成为提供地情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各地在平等互鉴、开放包容、多

方参与等原则的指引下，抓住国家大力实施 “互联网 ＋”战略的重大机遇，通过积极参与数字
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使各地数字方志资源更加丰富和多元，实

现数字方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三　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基础
随着互联网成为大众获取文献信息资源重要渠道，传统的方志文献目录形式已无法满足广大

读者对各种方志文献信息的检索需求，建设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趋

势，也具备良好的实现基础。

（一）明确的政策支持。明确的政策支持是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的根本保障。

２０１５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将 “加快

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指出地方志信息化要 “实现国家、省、市、县四

级地方志资源共享，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则在 《全国信息方志

与数字方志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中具体制定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国家数
字方志馆和若干省级数字方志馆，建成国家地方志大数据中心，打造全国最大的地方志全文数据

库 （含目录数据库、提要数据库），实现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的共享共用，为全社会提供方便快捷

的地情检索与数据分析服务。”通过建设目录数据库，可以确切掌握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的现状，

为制定有关标准和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二）海量的方志资源。海量的方志资源是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的坚实基础。

中国编修地方志历史悠久、成果丰富，得益于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开展以文献资源数字化为

重点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各地积累形成了海量数字方志资源。据笔者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
全国已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江西、

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共２９个省 （区、市）级网站提供了志书数字资源检索服务，省、市、县三级

地方志工作机构累计建立的各类数字志馆 （数据库）达１００余个。
（三）规范的资源要素。规范的资源要素是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的核心和关

键。笔者对全国部分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公开可查的数字方志资源进行梳理，结果如下表所

示。

部分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数字化资源要素 （字段）设置情况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网站名称 志书要素 （字段）设置情况

北京 北京市数字方志馆
书名、责任者、出版时间、ＩＳＢＮ、志书全文 （ｐｄｆ格式）、
访问地址 （ＵＲＬ）

天津 天津地方志 书名、志书全文 （ｐｄｆ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吉林 吉林省地方志 书名、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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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网站名称 志书要素 （字段）设置情况

黑龙江 中国龙志网 书名、主编、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浙江 浙江地方志
书名、出版社、编纂单位、ＩＳＢＮ、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
访问地址 （ＵＲＬ）

安徽 安徽省情数据库 书名、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福建 福建省情网 书名、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江西 中国赣网 书名、志书全文 （ｐｄｆ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山东 山东省情网 书名、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湖南 湖南数字方志馆
书名、出版社、编纂单位、主编、ＩＳＢＮ、印数、印张、字
数、价格、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广东 广东省情网
书名、类别、印刷、主编单位、编著者、责任编辑、出版

社、版次、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海南 海南史志网 书名、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四川 四川地方志
书名、类别、主编单位、编著者、总编、出版社、版次、印

刷、开本、印张、志书全文 （ｐｄｆ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甘肃 甘肃地方史志网 书名、志书全文 （ｐｄｆ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新疆 新疆地情资料库 书名、志书全文 （ｔｘｔ格式）、访问地址 （ＵＲＬ）

　　说明：表内列出的是各网站页面所显示的要素 （字段）

从调查情况来看，以上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数字化资源中，均设有书名、志书全文、访问地

址 （ＵＲＬ）三要素。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目前全国可实现在线阅读的所有方志数字
资源均有这三要素。这些相同的要素设置，使得建设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变

为可能。

（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可借鉴的技术方案是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的重要参

考。现代图书馆广泛使用一种名为 “ＯＰＡＣ”（Ｏｐ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的系统，意为 “开

放的公共目录查询”系统。“ＯＰＡＣ”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
共图书馆共同开发的检索系统，是一种通过网络查询馆藏资源信息的检索系统，用户可以不受空

间限制，查询图书馆的馆藏资源。① 在 ＯＰＡＣ系统中，只需输入书名，通过书名可查到索书号，
根据索书号，即可在众多书架中找到所需书籍的准确位置。ＯＰＡＣ系统使用方便快捷，可以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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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提供借鉴。在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中只需存储全国各级地方

志工作机构数字化资源的书名和访问地址 （ＵＲＬ）两要素，其中访问地址 （ＵＲＬ）就相当于索
书号，通过查询书名，返回访问地址 （ＵＲＬ），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快速定位已经数字化的志书，
实现在线阅读。

四　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方案

笔者认为，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的建设模式可采用集中式和分布式相结合。集中式是指

由某一协调领导机构建设和维护的全国性书目数据库，负责存储和维护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

数字化资源的书名和访问地址 （ＵＲＬ）信息，并提供规范、统一的目录检索平台，提供信息检
索服务。分布式是指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独立维护各自的数字资源 （地情信息）数据库，并提

供具体的文献在线阅读等辅助功能。

（一）独立建设、资源共享。目前全国方志系统尚未形成统一的强制性文献数字化标准，

一些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的省份已经建成规模庞大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数字化

规范。建立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后，成员单位可继续按各自原有的标准进行志书的

数字化加工，随后只需将新数字化的方志资源中书名和访问地址 （ＵＲＬ）两要素上报至全国
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即可实现资源信息的更新。本着独立建设、资源共享的原则，既

可使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必另起炉灶，避免已有资源闲置浪费，也可提高各地网站 （地情

数据库）的访问量，提高数字方志资源使用率，最大限度满足读者对方志文献资源的需求。

（二）分别存储、各自维护。建立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后，基础数字方志资源分

别存储在各省、市 （县）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地情文献数据库中，网络运行、文献信息的充实

和完善、维护等工作由各地方志工作机构自行完成。目录数据库只存储省份、书名、访问地

址 （ＵＲＬ）等概要信息。阅读时，通过访问地址 （ＵＲＬ）跳转到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网站
（地情数据库等）进行阅读。在分别存储、各自维护的原则下，目录数据库只占用较少的存储

空间，运行维护更加简单。

（三）统一检索、共建共享。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成后，通过统一的检索入

口进行志书检索。读者不需要知道所需方志文献是哪个省 （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进行的数

字化、具体的访问地址是什么等信息，通过目录数据库统一的检索平台，输入书名即可查询

到该书具体的访问地址 （ＵＲＬ），通过该 ＵＲＬ，可以快速访问到该书的数字资源并进行在线
阅读。统一检索、共建共享原则，可使方志文献检索统一、规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知、

共建、共享。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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