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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数字特藏建设探索

——以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建设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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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本文旨在通过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建设案例，探讨大数据时代数字特藏

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方法 / 过程］本文探究了多来源、多形态写本文献资源建设的具体处理方式，明

确以学术创新为核心需求的建设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等方面，总结数字特藏库建设的模式。

［结果 / 结论］本文认为依托资源核心收藏单位，通过合作进行资源共建，进而完成某类文献的全球整合，

并提供方便使用的学术工具，是学术类数字特藏库建设的主要路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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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综述   

传统的特藏数字化工作都是立足馆藏资源、结合学科建设、以项目为抓手构建数据库。这样

的构建方式往往存在资源不够完备、技术支撑简陋、后续维护乏力、利用率低下等问题，易形成

诸多的资源孤岛。长期以来，图书馆界面对上述困境一直在寻求可行的方案，但似乎一直没有取

得有效的突破。

  * 本文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度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

建设（一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松涛（ORCID：0000-0003-4206-4646），男，本科，副研究馆员，古籍特藏部主任，研究方向为古籍碑帖，

Email：sthan@zju.edu.cn；黄晨（ORCID：0000-0004-7264-6142），男，硕士，研究馆员，CADAL 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兼秘

书长，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Email：huangc@zju.edu.cn（通讯作者）。

1 背景综述   



043043

韩松涛，黄晨 . 大数据时代数字特藏建设探索——以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建设为例［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3，5（3）：042-051.

2022 年初，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下，浙江大学启动“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

库”建设项目。作为被列入国家古籍数字化十四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如何做好顶层设计，最大限

度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写本文献资源，贴合学者和公众的使用习惯与需求，形成基于写本文献

资源的学术研究空间，是项目组亟需面对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聘请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敦煌学家张涌泉先生为项目首席学术专家，对资源的搜集、整序、服务利用、研究支持等进行规

划指导。项目门户网站（https://xieben.cadal.edu.cn/）于 2022 年 6 月上线，《光明日报》就此进行了

专题报道［1］。项目一期于 2022 年 11 月通过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验收。

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特藏库，虽然当前只是完成了项

目一期的建设目标，但是建设过程中的理念、规划、组织乃至技术架构都有可供借鉴讨论之处。

本文拟以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项目为例，就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特藏资源构建进行一些探讨，

期望能够提出一种数字人文背景下基于资源的学术研究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学界业界同行

提供借鉴参考。

2 多来源、多形态资源的众包共建   

写本文献是指用软笔、硬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古籍或文字资料，主要流行于东汉至五代时期，

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北宋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趋成熟，刻本逐渐取代

了写本的主体地位。刻本的流行，既在事实上加速了早期古写本的湮没，也在内容上形成了以契

约文书、法律档案、民间宗教写本、帐目便笺及通俗文学作品等为核心的写本系统。清末以来，

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曾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一些早期的写本文献，包括西汉

时期的古地图、晋代的《战国策》《三国志》写本等，但数量有限。

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人们从中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惊

了整个世界。民国时期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

本文献陆续公诸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其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域之中［2］。

2.1 多来源、多形态特藏资源的搜集

写本文献的类型众多，分布广泛，为资源收集带来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以敦煌文献、吐鲁番

文书和地方文书为例，每一类写本文献分布都具有分散性特征，其图像也以多形态的方式存在。

2.1.1 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主要由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

献研究所四家机构收藏。其中，中国藏敦煌遗书约 16 000 件，俄藏敦煌文献约 19 000 件（含残

片），英藏敦煌文献约 14 000 件，法藏敦煌文献约 8 100 件。法藏、英藏部分的内容最为丰富，

亦最具研究价值。此外，国内还有多家公私收藏机构收藏，其他国家也有少量收藏，包括日本、

美国、德国、丹麦、瑞典等［3］。其图像，早期有黑白胶片，后期有灰度及彩色出版的图书，近

期有彩色电子图片，呈现与时代技术相对应的状态。

2.1.2 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现存约 4 万余件，分散于世界各地。其中中国收藏约 1.2 万余件，分别收藏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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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辽宁省档案馆等地。

国外分别收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

堡分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英国图书馆、伊斯塔坦布尔大学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图书馆等［4］。除一定规模收藏外，零散的收藏更不在少数，如浙江大学图书馆就藏有少量高昌

国时期的吐鲁番文书。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起步较晚，公开发布也较零散，且以出版的图书为主。

2.1.3 地方文书

地方文书的分布更加零散。如较为著名的徽州文书，作为迄今最大宗的民间文献，它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屯溪古籍书店收集、出售古书的过程中被发现的。此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开始大

量收购徽州文书，开启了民间文书大规模收集的先河［5］。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收藏机构和

个人收藏的徽州文书达 80 余万件，其中中大图书馆收藏约 33.8 万件，数量之巨大、时代之久远、

内容之丰富、记录之系统，堪称地方文献收藏典范［6］。但从公开出版的图书看，徽州文书发布

只有数万件，大量的徽州文书还主要存藏于各大公藏之中。

再如，浙江地方文书收藏也比较零散。其中浙江师范大学收藏约 10 万件，分别收藏于该校

图书馆和出土文献中心。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近万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浙大城市学院也

开始收藏地方文书，数量已有万件以上。这些公藏的地方文书基本都是从民间收集而来。另外公

藏机构也藏有一些作为档案流存下来的地方文书。比如，浙江龙泉有一批司法档案，存藏于该市

档案馆［7］。又有著名的兰溪鱼鳞图册，收藏于兰溪市档案馆［8］。地方文书也有个人收藏，如个

人建的石仓契约博物馆，收藏大批的契约文书。以上可见，地方文书收藏机构众多，整合起来难

度较大。同时，除石仓契约出版八千余件，龙泉司法档案、兰溪鱼鳞图册等已经出版之外，其他

浙江地方文书尚处于整理的初期，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搜集工作只能通过多方合作的方式完成。

2.2 特藏资源的整序

如此浩繁分散、形式多样的写本文献，在搜集过程中亟需解决资源组织的规范问题。分类和标引

是资源整序的重要方式，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在建设之初就制定了分类和入库数据的元数据标准。

2.2.1 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的分类

分类的目的在于观瞻和浏览方便，同时实现事实上的文献相互关联。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

库采用地域分类与内容分类两种方式并行施用。

按地域分类，意指某一地新发现、刊布的写本文献明显推动了某一种特色明显的学术研究的

出现，更侧重于宏观性、整体性。在原始资源上，写本按地域分类，并考虑资源的全球影响力，

暂拟分作吐鲁番文献、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三类。吐鲁番文献，指 19 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

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写本文献，是魏晋六朝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敦煌文献，主

要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以及少量的刻本文献。敦煌文献的抄写时代上

起魏晋六朝，下迄宋初，前后跨越六百多年，而以唐五代为主体，前承吐鲁番文书，后接宋元以

后刻本及写本文献，是唐五代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黑水城文献，指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

城遗址发现的纸质写本以及少量的刻本文献。黑水城文献前承敦煌文献，其抄写、刻印年代为北

宋、辽、金、西夏、元、北元时期，以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为主，内容涉及传统经史子集类图书，

以及佛经、道经、契约文书、官方档案等，是研究该时期特别是西夏王朝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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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内容分类，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暂拟分作地方文书、明清档案、民间宗教写本、民

间戏曲小说写本等四类。地方文书，与官府档案文书相对而言，指近一个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宋

至民国时期以手写为主的民间文书。明清档案，是指明清宫廷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档案，现存的明

清档案约有二千万件之巨。民间宗教写本，指流行于古代百姓阶层的数十种民间教派的典籍抄写

本，具有民俗学、宗教学等多重价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戏曲小说写

本，主要是指通过手写方式得以保存流传的戏曲脚本、戏曲乐谱、戏曲理论、说唱文本、杂剧故

事等文献，与刻印本形成了对应的类别。

以上写本文献，从时间轴线看，约从魏晋六朝直至清代，这些写本文献成为连续不断地反映

上述历史时期的文学、历史、思想、民俗、宗教等的重要资源。上述分类是一级分类，在一级分

类下还有二级、三级分类，比如地方文书包含了 13 个二级类目和 47 个三级类目。

2.2.2 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的标引

资源标引主要采用元数据的方式，初步原则是希望与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标准能够相互映射。

以写本元数据为例，将都柏林核心元数据 15 项元素分为内容、形态、收藏三大类，分别对应相

关的写本内容。同时对部分项目作了扩展，比如将题名扩展为自拟题名和原题名两类。这是因为

大多数写本不存在原题名，故对写本的描述只能自拟，同时设定了自拟题名的规则。又如，时间

扩展为三项，分别是朝代、中国纪年（年号）、公元纪年。这样有三个作用，一是能够进行客观

记述，二是能够作为精确的检索点，三是可以用作导航使用。

资源标引还可以采用开放标签的方式。不过，单维度的标签在学术资源的分类中无法发挥较

好的作用。不同维度的标签在同一个“平面”内使用，无法替代体系分类法的内容分类效果。我

们关注到阮冈纳赞的《冒号分类法》第七版，其实质是一部“分面组配式分类法”。“标签和‘分

面组配式分类法’本质上讲，有着很大的相似度，‘分面组配式分类法’其实是一个多维度（或

称多个分面）的标签，利用维度的概念去规范标签，而又让标签在维度内保证它的自由度，是一

种让标签发挥其学术分类作用的最主要方法。”［9］多维度标签也将是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开

放的资源标引方式之一。

2.3 众包共建的可持续发展

任何一个收藏单位很难穷尽某一领域的文献资源收藏。写本文献来源广泛，形态各异，标引

繁杂，这样一个资源库的建设，如果单纯依靠单馆建设，无疑只能是一种撮要示例式的特藏库，

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立足馆藏优势，共建共享是重要的途径。其他馆藏尤其是分散在全球的

资源如何参与共建，从实物到图片、出版物，乃至影像资源，基于赛博空间的资源整合与无缝连

接，是特藏众包建设的关键问题。

为此我们在特藏资源平台构建的过程中加入了开放众包的功能要求。一方面系统通过后台爬

虫和前台编辑，允许来自于不同公私收藏的资源整合，注明来源和明确权限控制。我们设计了可

扩展的元数据框架，随时可以在线增加同种资源不同来源的描述，也允许对文本、图片、URL 乃

至研究论文的添加。另一方面系统还允许用户上传图片、添加注释、纠正元数据等，上述这些在

经过管理员审核后成为资源库的新内容。另外，我们还在尝试开发 API 和接口标准，以便有合作

意向的机构可以通过接口实现关联数据，最大可能地向用户揭示更多的资源。



046

第 5 卷 第 3 期  2023 年 9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46

实际上，研究是一个不断利用前人成果的累积过程，可以看作是众包的原始形态，而互联网

使这种历时性的过程能够以同时与历时两种方式展开，特藏建设引入众包机制可以让不同机构、

个人进行在线协作，不断提升资源完整度，完善资源描述与组织框架，紧密联结资源服务与研

究，有效解决特藏资源库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3 从资源服务到研究支撑   

传统的文献服务专注于可发现与可获得，无论是在地还是在线的方式都依然是外化于用户的

学习和研究过程的。如何通过平台的技术功能模块支持和增值资源服务，使其真正嵌入用户的学

术生命周期，是新一代特藏资源库的重要标志。

3.1 虚拟整合与关联缀合

由于资源的多来源特征，那么多来源展示与比对在单个文献著录基础上的多维度关联性揭示

等功能，便成为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的重要需求。资源库不仅满足于文献简单呈现，而且提

供一些工具让用户执行具有可操作性，既让资源关联性得到揭示，也让用户的发现和学术成果能

够得到展现，从而增加用户的粘性。

3.1.1 多来源数据展示与多资源关联揭示

文献以件为单位著录，而单件文献往往有多个复本来源。以敦煌文献为例，同一件敦煌卷

子，因为时代变革、技术发展等原因，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再生性保护成果，如早期的缩微胶卷、

图书出版等大多为黑白的图像，以及后期技术的发展后产生的彩色的图像，主要包括图书和数字

化扫描图片。一般认为，后期的技术更为先进，其图像清晰度更好，只要保留最后一次的扫描成

果就可以了。然而不同再生性保护成果之间前后会存在较长的时间差距，像敦煌文献以唐代的写

本为主，出土最晚年代为宋代，至今已超过了千年，每进行一次拍摄或扫描，都会对文献造成损

伤。虽然早期的复制技术比较落后，但早期写本文献的完整性却是最好的。同时每次对文献的复

制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故”，比如扫描对边角位置的遗漏、对反面只有个别符号的情况不加关

注等。有鉴于此，对于收集完整相关写本文献的要求来说，收集完所有编号文献并不等于收集全

了，而是要对于历次的复制成果都予以收录，才是数据完整性的保障。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

对此进行了搜集和标引，并支持多来源展示，提供不同来源图像的对比功能（见图 1）。考虑到

版权和可获得性等因素，有些数据仅通过 URL 访问方式展示。

图 1 多来源版本展示与比对

3 从资源服务到研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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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个写本文献之间存在着关联，若以单件形式在数据库中呈现，是无法充分揭示其所

有内涵的，必需同时揭示其关联性，才能使用户更好地使用资源。我们以单件著录，并提供组合

功能，通过虚拟整合的方式让单件著录的文献加入群组来满足两者兼顾的要求。为此，我们设定

了两个虚拟专题：关联与群组。

关联专题，是指将同一种文献或同一类文献的不同时期写本按一定的形式放在一起，建立

相互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用户对比研究。例如《论语》算是唐代的“教材”之一，在敦煌与吐鲁

番出土的文献中都有当时学郎抄写的不同写本，至少包括了《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

疏》《论语音义》等多个《论语》的注本。在对原始写本扫描收录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一个

“《论语》关联专题”，将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所有写本一并呈现，并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必然

能够最大化发挥这些写本的学术价值，弥补现存史籍记载的缺漏，更能够向用户呈现出专题化、

多样化的关联效果。

群组专题，主要是针对契约文书以及与契约文书类似的一些写本的特殊情况。契约文书虽以每

一件作为著录单位，但往往以一个家族一批的形式出现，称为“归户”，只有归户的契约才具有较

高的研究价值。从著录标准看，单单是“题名”一项，多个文书就会出现多个相似的题名，数百张

在一起则必然会出现无法著录的情况。如果另取一个总题名著录，则与客观著录的原则相违背。因

此，借鉴学术界“归户整理法”的思维，对于这一类的写本可以通过群组专题的形式予以呈现。事

实上，这些留存下来的文书大都是原始的凭据、字据等记录，它们曾经与文书主人的生产、生活、

社会交往、情感世界等紧密相关，同属一个主体，彼此之间也相互关联，由此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

整体，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归属性。借助“归户整理法”思维，建立“归户”的群组专题，把同一批

发现的同一个家族文书做成一个群组，将与之相关联的所有写本联系起来，既能够单独呈现每一件

写本的客观情况，便于检索，又能够通过组建群组专题，揭示文书之间的组合关系与整体面貌。

总的来说，以件为单位著录，采用随机可组专题的虚拟整合形式揭示写本文献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建设的较佳方案。同时，前文提到的多维度标签，即通过维度标签的

形式动态聚类，也是解决关联性的方式之一。

3.1.2 一种特殊的虚拟整合——缀合

缀合专题，主要应用于敦煌文献。敦煌卷子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整卷文献撕成多段

或较小碎片的情况。原本同属一件、如今被人为撕裂为多件的敦煌文书，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

库是以所藏地编号来著录的，这样会将这些原属于同一文书的残片分散著录。所以，平台支持数

据库建设者及用户以组建专题的形式，将相关的多件写本组成一个缀合专题，并作出提示说明。

项目首席学术专家张涌泉教授一直从事敦煌文献的缀合，缀合专题的建设现在主要是利用其研究

成果，将已知佚散的残件文献关联到一个主题（见图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慧古籍平台的探索建设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其过程主要是通

过学者进行总体框架和相关内容的制定，再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呈现。我们正在与计算机领域的

专家合作，尝试使用机器学习的方式，通过形状分析和笔迹比对进行文献碎片的缀合，利用人机

交互快速实现资源的重组和完善，未来有希望利用 AI 技术快速实现系统内资源的缀合，方便用

户的学习与研究。



048

第 5 卷 第 3 期  2023 年 9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48

图 2 英国收藏的几件敦煌写本缀合效果示意图

3.2 基于资源空间的学术社区

传统特藏库提供的是一种单向度的文献服务，用户在其中搜索、获取需要的资源，然后回到

工作平台继续自己的研究。如果能够将资源空间和研究空间打通甚至融合，用户在一个空间中完

成资源的搜索、标引、注释、重组，形成个人研究方向的知识空间，必然可以极大提高学习与研

究的效率。同时，这样的知识空间也可以不断增益特藏库的资源空间，使之成为一个自生长的特

藏资源库，这是新一代特藏资源平台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

我们的思路是在特藏资源平台引入一系列的工具，比如基于历史地理的 GIS 系统，允许用户

通过个人空间自由标引标注，从时空维度组织与整合平台资源及自有资源；提供通用知识库，包

括年号纪年转换，简繁体转换，职官、地名、人名、名物等查询，多语种翻译等等；提供可视化

工具包，方便内容的图表化展示……这些工具将资源无缝地融入学习与研究环境，支持资源的多

维度展示以促进学习与研究发现。

为此，我们也在积极考察国内外同行的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URI，采用 W3C

开放标准，关联其他数据以形成虚拟整合与研究空间的项目有多个，比如 DDB、BNB、LC、

DPLA、Getty 博物馆、ResearchSpace、上海图书馆等［10］。以 ResearchSpace 为例，该项目由不列

颠博物馆与牛津大学共同开发，致力于通过关联数据汇聚全球在线资源形成特藏知识空间，是

一个透明穿梭于特定主题的全球资源平台。网站对自己的介绍是“连接、关联、语境知识表达”

（Connect, communicate and represent knowledge with context）［11］。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项目从 2017 年起与牛津大学开展合作，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绘画、音乐文物两类资源与

ResearchSpace 系统进行了链接。我们希望借鉴 ResearchSpace 的框架，逐步将特藏资源平台构建

成基于资源空间的学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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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资源库如何成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除了建设者不断更新内容外，用户参与也是主要

方式之一。当平台从文献服务到知识服务、再到出版服务，甚至成为用户学习研究空间的一个赛

博研究室的时候，用户创建的大量内容，一方面作为学术档案为学习研究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除

了作为学术论文和专著在平台展示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平台特藏资源的学术空间。

我们认为有几个方式可以考虑：一是网站拥有自己独特的资源，让用户不得不来；二是具有

整合性，使某一类资源具有完整性或相对来说的最大集合；三是共建共享，推进多方合作；四是

网站提供一系列学术工具，形成基于资源的研究支撑平台。

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就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并已经初步进行了建设。

4.1 依托浙江大学的独特写本资源建设

浙江大学收藏的写本文献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地方文书、宗教写本等。其中吐鲁番文

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收藏，共计 20 件，其中大部分保留冥器的原始形态，没有被拆解，这在全

球范围都是比较珍贵的遗存。项目组拟就浙江大学收藏的吐鲁番文书进行三维数字化扫描后再进

行拆解。

浙江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一批以浙江为主、兼有部分相邻省份的地方文书，主要地域范

围涉及浙江、福建两地，包括丽水云和县、松阳县、景宁县及温州泰顺乡等，现收藏共计约

1.5 万张 / 册 / 件。其中以“浙江丽水庆元举水荐坑吴姓民间文书”这一组最具价值，该批地方文

书共计 1200 余件，为吴姓家族从明代中期到民国时期的经济往来、民间活动等文书，具有很高

的研究和利用价值。20 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研究视角下移，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成为潮流。地方

文书对于研究乡村社会组织、地权结构、赋役制度、人民生计、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极具史料

价值，故而备受学界青睐。从文化保存的意义上看，地方文书是一种记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与出土文物一样具有文物价值，每一份地方文书都具有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其与古籍刊本不

同，多为手写本，往往仅限于内部流通，大多为传世的“孤本”。因此，地方文书文献的搜集与

整理，既构成了学术基础，又构成了学术前沿，具有文化保存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

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宗教写本包括数幅长度 8 至 10 米的佛经长卷，以及部分佛教道教经

典及科仪本等抄本，均颇具特色。

通过购藏、捐赠及对已有馆藏的组织整理，上述各类特色文献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

4.2 建设吐鲁番文书发布站点

从数字化历程看，敦煌文献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国际敦煌项目（IDP）。IDP 项目于 1994 年正

式启动，其核心工作是关于敦煌与新疆出土古文献及文物的修复、编目与保护。随着网络技术的

发展，IDP 项目希望通过与收藏机构开展合作，以高质量的数字图像将这些艺术品重新拼合在一

起，方便学者和公众在网上获得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

与之相比，当前吐鲁番文书在全球尚没有一个网站进行系统收录，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

将把吐鲁番文书作为一个专题进行重点建设，使之成为整合全球吐鲁番文书的发布中心，推动吐

鲁番文书的保护、研究、共享建设，并建立相关的区域中心。

4 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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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依托 CADAL 进行共建共享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作为教育部建设的公益数字图书馆项目，已经与

国内高校及国外数十所知名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

库将依托 CADAL 项目开展国内高校和国外写本收藏机构的合作推进项目建设。以存世数百万件

的地方文书为例，项目门户网站拟收录已公开发表的文书，并联合大宗收藏机构共同发布。

4.4 加强写本文献学术专著和工具书建设

以敦煌文献为首要建设方向。一是将每件敦煌卷子的缀合信息、学术研究成果分列在文献之

后，提供学术参考。二是对敦煌学的工具书进行重点建设，使项目门户网站的学术研究和参考作

用得到强化。

5 结论与建议   

以“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建设项目为案例，我们就特藏的构建、组织、服务和利用进

行了系统梳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更多的是进行了规划和思考。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特藏

资源建设在来源、形态、组织和呈现方面都需要观念与技术实现突破，局限于一馆一地，仅针对

一两种介质的资源，完全依赖于规范的分类原则和受控词表的标引，通过关键词搜索提供访问的

网站，都将使特藏资源库成为固步自封的孤岛，逐渐淹没在互联网的泡沫中。

大数据时代，资源的揭示更为充分，网络条件能够支撑多样化的分工合作，数字资源的独占

性不像纸本资源那样突出，完全可以通过众包方式，元数据与内容相结合，可发现与可获得相平

衡，构建比传统数据库远为完备、使用体验更佳、利用率与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数字特藏库。

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定位于面向学者和公众为主的高质量用户

的基于资源研究与学习的平台。一是立足本地放眼全球，数字化整合尽量完整的主题资源；二是

提供众包标引工具，鼓励用户进行多维度标引从而产生多向度的关联；三是开放学术空间，满足

用户阅读、学习、资源聚合乃至知识创造的需求。这些设想有些已经在项目的一期建设中实现，

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使用反馈，有些则还有待于在项目的后续建设中持续完善和深化。我们希望通

过打造这样一个全新平台，吸引不同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用户，既能够通过他们的使用体验来不

断提升平台可用性，又能够让他们参与到特藏库的内容生成，从而发展出一个自生长自组织的特

藏构建模式，使其成为数字人文研究与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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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Focusing 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database 
of Chinese manuscript docu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llection in the age of big data.［Method/process］It probes into the concrete method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source and multi-form manuscript document resources and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goal 
of construction is to meet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It also explores aspects including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king a conclusion on the mode of digital collection database construction.
［Result/conclusion］To conclude,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main path and mo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digital collection database is to achieve co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core 
resource collection entities and to provide academic tools easy to use, therefore comple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ertain documents at a glob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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