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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 ,我国档案信息网站在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着信息内容匮乏 、信息类型与级

别单一 、特色性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以档案馆网站为中心 、多方联合协作 、档

案目录 、原文与编研成果并重的档案信息资源组织模式 ,该模式以网站为窗口 ,以档案信息为

根本 ,以多种信息类型为表现方式 ,以外包为实施手段 ,以联合协作为方向 ,在此过程中宜采取

合作开发 、外包商选择及数据库用户选择等开发档案信息数据库的实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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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1-12 月间 , 通过对我国档案信息网站的内容建设所做的调查 , 我们发现 , 目前我国档案信息网站存在信

息内容匮乏 、信息类型与级别单一 、特色性不足等问题。针对此现状 , 我们认为档案信息网站的资源建设 , 应建立以档案

馆网站为中心 、多方联合协作 、档案目录 、原文与编研成果并重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 , 要以网站为窗口 ,以档案信息为根

本 ,以多种信息类型为表现方式 , 以外包为实施手段 ,以联合协作为方向。

(一)以档案馆网站为中心 ,多方联合协作
1.行业纵向联合 ,加强网站基础设施建设。

据统计 ,截至 1998年底 , 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已达 3700 多个。而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档案馆网址(包括无法链接

的网站)只有 200 多个 , 这说明我国档案馆网站内容建设的首要问题是网站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没有网站 , 档案馆就

失去了在数字世界存在的机会 ,传播档案信息更无从谈起。另一方面 ,从档案馆网站相互关系来看 , 我国档案馆网站 , 既

缺乏网站之间的推介宣传 ,也缺乏对行业网络的主动利用。实际上 ,我国目前已完全具备网络基础 , 网络构架已经形成 ,

综合性的通信主干网络已经构筑 ,档案馆建设网站已经有了充实的现实条件。因此 ,档案馆网站的建设可以在行业网络

和九大互联网络的基础上 ,分以下步骤进行:

首先是建立各地区的档案信息管理内部局域网 , 以全面管理内外部数据库;其次是在外网建立档案信息传递和共享

的开放的数据库 ,通过与其他文献信息系统 、政府机构网站的联合实现信息共享;三是以国家档案馆为龙头 , 在档案馆行

业网络内建立起各种综合性 、专门性 、包括目录数据库在内的档案信息数据库 , 进而组成跨系统的国家档案信息网络。

系统之间数据库相对独立 ,纵向上则通过网络相联 , 形成一个联合体 , 组成分布式的信息总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与公众网相联 ,作为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网站 , 使公布的档案信息进入公众网 , 向国内外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2.与其他文化信息部门横向协作 ,加强网站内容建设。

档案馆也是社会文化信息机构 ,与其他文化信息机构共同承担着保护和传播历史文化遗产的职责。但实际上 ,档案

馆网站仿佛网络上的穷乡僻壤 ,既没有多少“本土”资源 , 也没有积极架桥铺路 , 引入其他信息机构网站资源。 另一方面 ,

在情报界如火如荼地讨论网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图书馆界 、情报界 、文化界 、企业界等各界人士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

实践方兴未艾的今天 ,又有多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同样珍藏着重要 、珍贵 、数目浩繁的文化资源的档案馆呢?

面对知识经济和数字技术的种种挑战和机遇 ,处于落后态势的档案馆必须丢弃“深谷幽兰”的心态 ,而要充分利用后



发优势 ,主动与其他文化信息部门进行横向协作 , 加强网站的内容建设 , 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是使档案馆真正进

入信息界和文化产业的核心地带 ,作为信息机构的主力之一 ,与其他文化信息机构共同进行网络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二是使在现实世界分散保存于各种文化信息机构的信息资源 , 通过网络得以集中和整合;三是使档案馆网站与一切媒体

真正融合 ,共同传扬中华文化。

文化精神往往通过具体的载体表现出来。由于各种原因 ,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存在多种文化信息机构 ,如档案馆 、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纪念馆 、艺术馆 、文史馆 、考古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 、文学艺术馆 、中医研究所 、科学院 、藏书楼 、电

视台 、广播电台 、电影制片厂等。尽管收藏方针各不相同 ,它们的藏品仍有交叉。档案馆主要收藏在社会活动中自然形

成的 、以文字 、图像 、声频 、视频为信息记录符号的社会记录和文化产物。这类记录和产物中的部分有时也会成为其他机

构的馆藏。例如 ,古籍 、方志 、名人手迹手稿 、照片 、实物档案等。而档案馆也会收藏一些本属于其他信息机构藏品范围

的文化遗产。档案馆与各类文化信息机构协作 ,整理出符合网站内容建设原则的信息目录和内容 , 上载网站提供利用。

这一方面有利于分散在各种文化信息机构中的档案信息资源得以集中 , 另一方面有利于各信息机构保存的各类历史文

化遗产通过网络得以整合 ,形成规模效应 , 共同丰富网络中文信息资源 , 而传媒汇流在打破传统媒介之间的坚冰的同时 ,

也打破了前网络时代信息单向传播的文化生态 ,这是一个具有洗礼意义的断裂点 ,也是人类生存经验的转折点。麦克卢

汉说:媒介即讯息 , 过去的一切媒介都是网络的内容[ 1](第 53页)。人们将希望通过网络这一统一载体得到集成信息 , 而

无需考虑其原始形式和保存地点 ,并在获得信息的同时创造信息。这引发了文化产业大规模的“媒体转移”和资源整合。

档案馆通过与上述各信息部门协作 ,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平台优势 ,与一切媒体真正融合 , 向世界传扬中华文化。

(二)档案目录 、原文与编研成果三级信息并重
档案目录 、原文 、编研成果三个级别的信息可以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层次的利用需求。目录不仅对用户起着指示和导

航的作用 ,而且它本身内含的信息就是对馆藏内容和效用的揭示。没有经过加工的档案原文 ,通过数字化后以全文形式

直接上网 ,适合研究型 、凭证型等要求严谨的用户需求。信息编研则是经过加工和整理的档案信息以各种专题发布 , 具

有原文发布不可替代的优点。它能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经过整合的信息 , 更全面 、更方便 、更有针对性 , 是一种智能

型的信息发布方式 ,从而满足网络用户集成性 、综合性 、休闲性等利用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信息共享;更能较好地

解决公开与保密的矛盾:当原件尚未解密 , 全文利用尚需限制 , 但其中一部分信息可以公开时 ,可以经过加工 , 提取能够

公布的一部分信息 ,或以摘要形式揭示其内容 , 吸引用户到馆查阅;同时 ,它还有利于以各种专题宣传我国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 ,使用户在欣赏中得到传统文化教育。

网站内容建设是长期而浩大的工程。正如武汉市档案馆负责人所估计:将该馆馆藏全部数字化至少需要 80 年。可

见 ,目录 、全文 、编研成果虽然在网站内容建设中举足并重 , 但同时进行却是不现实的。为此 , 这三个级别的内容建设可

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 ,档案目录上网。包括全宗级目录 、案卷级目录 、文件级目录 、本馆编研成果目录 、缩微目录 、联合目录 ,以初

步揭示馆藏 ,并吸引用户到馆查阅。

第二步 ,各专题编研成果上网。由于编研成果在详略程度 、形式 、内容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 ,档案馆可以根据

网站内容建设的原则 ,结合本馆实际情况选择编研的主题 、类型和程度。相对来说 , 这是一种能在较短时间内揭示馆藏

概况 ,从而吸引普通冲浪者成为问答用户的途径。

第三步 ,开放的档案原文上网。根据档案的价值 、用户需求 、以往利用率 、载体状况和技术可能 ,优先选择一部分馆

藏档案 ,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将原文上网。

从调查结果来看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档案馆网站提供了目录信息和编研信息 ,但提供全文信息的极少。网站应加快

全文信息的提供利用。

这三个级别的档案信息在网站的提供利用上 , 都应采取数据库的方式 ,与目录信息 、编研成果信息 、全文信息相对

应 ,分别建立目录数据库 、事实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数据库是存放档案信息资源的仓库 , 是档案信息网的核心 ,只有建

立数据库 ,档案信息才能真正和网络接口 , 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 。目前 , 我国许多档案馆都已经具

备了建设数据库 ,尤其是目录数据库的现实基础:根据对 28 家馆藏 30 万卷以上的综合性档案馆的调查结果统计(河北

省档案馆 、江苏省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 、浙江省档案馆 、四川省档案馆 、重庆市档案馆 、湖北省档案馆

等), 正在使用的检索工具共有 25 种 , 其中最常用的有全宗目录 、案卷目录 、全引目录 、专题目录 、人名索引 、照片档案目

录和声像档案目录。据 1999 年统计 ,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已有开放目录 615 万条[ 2](第 12-13 页),同时也出现了大型

联合目录 ,如全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中心下属的明清档案资料目录中心和民国档案资料目录中心编制而成的《全国明清

档案全宗通览》 、《全国民国档案通览》[ 3](第 37-38 页)。这些都为建设目录数据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部分网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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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建成目录数据库并投入使用 ,如北京市档案馆网站 、杭州萧山区档案馆网站等 , 而事实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则亟待发

展。

(三)永久保存级 、服务级 、镜像级 、链接级四级资源共存
为科学地提供数字化档案信息 ,合理配置网站信息资源 ,使网站效益达到最佳状态 , 有必要将档案馆网站提供的各

种信息资源划分为四个级别:永久保存级 、服务级 、镜像级和链接级。

永久保存级:这是档案馆馆藏的特色内容 , 具有惟一性 ,仅仅定位于本馆网站 , 其他档案馆网站不可得到 , 本馆对其

负有永久保存责任。

服务级:它是用户必须的 , 能丰富网站的资源 ,但不属于本馆馆藏范围 ,不具有所有权 , 也不负有永久保存责任。

镜像级:对网站资源有支持和补充作用 , 但不是本馆馆藏 ,而是对保存在其他文化信息机构的档案信息 、或与档案馆

收藏范围有交叉的数字化信息拷贝在本站的拷贝。这是目前应主要考虑的。

链接级:则是网站资源的补充 , 可在网站显示分散于多种信息机构的信息资源地址。

根据资源级别及来源的不同 ,可将资源分为限制使用级 、部分限制使用级和公开使用级:见表 1。

表 1　档案馆网站内容资源级别结构表

级别 内　　　容 使用范围

永久保存级

档案全文 、照片档案 、声像档案 、多媒体档案 部分限制

本馆馆藏档案目录 、编研成果目录 公开

本馆编研成果 部分限制

服务级

联合目录 公开

公布档案史料为主的期刊 部分限制

本地档案协会主办的档案期刊 部分限制

馆藏资料 部分限制

镜像级
其他档案馆或信息机构开发的 、对本馆有重要意义的专题数据

库:古籍数据库 、地方文献数据库等
限制

链接级

各类信息文献机构网站 , 包括图书馆 、博物馆 、纪念馆 、资料馆 、文

献中心 、方志办等机构的网站
公开

各级地方政府信息网 公开

各种为公众提供生活 、学习 、娱乐资料的专门网站 , 以及其他各种

专门技术网 、行业信息网等
公开

国外优秀档案馆 、档案协会网站 公开

　　(四)多档案种类 、多信息类型并举
我国档案馆网站目前提供利用的档案信息种类和类型均过于单一 ,没有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 , 也不利于全面

真实地再现档案原貌。由于现代信息交流的不断发展, 用户在使用网络资源时 ,趋向于利用丰富多样的多媒体资源。而现

代信息载体的更新 ,配套网络信息载体技术的发展 、带宽的不断扩大 , 使网络今天已经真正成为“一切媒体的媒体” , 为提供

音频 、视频 、多媒体等多种类型信息 、满足用户多元需求提供了可能。档案馆网站利用文本 、静态图像 、动态图像 、音频 、视

频、多媒体等多种信息类型 ,提供文书档案 、照片档案 、声像档案、图纸档案 、多媒体档案及其他专门档案信息势在必行。

原生性数字档案信息应当以其原有类型提供利用 , 再生性数字档案信息则应根据原件表达信息的方式(如文字 、图

像 、声音 、画面等)以及传承信息的特殊需求选择合适的类型。对于一些较复杂的对象 , 需要使用多媒体技术才能够全

面 、保真地传播原信息。如濒临失传的特殊语言如女书等 , 一方面需要将其原文文献数字化 , 同时以数字摄影摄像技术

记录 、保存文献的外观 , 另一方面更需要以音频文件记录保存以女书颂读 、传唱的诗歌和歌曲 ,以视频文件记录和保存女

书传人的最后一位在世者颂唱女书的音容笑貌。利用文本 、图像 、多媒体等多种技术才能全面再现这种珍贵文字的字

体 、语音 、语调 、使用这种语言的主人公及其文化现象 , 才能全面弘扬其文化内核 , 通过网络扩大其维系存在的可能性 , 从

而达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持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五)档案信息数据库开发的组织
档案信息数据库的开发 ,可由三方合作完成:档案馆 、外包商及数据库主要用户。在合作关系中 ,档案馆负责提供启

动资金 、提供并筛选信息 、质量把关 ,拥有监督权 、管理权和数据库的所有权;外包商负责建库业务和设备提供;用户负责

资金的提供。通过这样的合作关系 ,将档案信息数据库的所有权 、管理权和使用权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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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开发的原因。建议档案数据库开发采用这样的合作开发方式 , 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

一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一向处于经济边缘地带的档案馆也进入了产业化领域 ,这意味着档案信息可以以文化产品的

方式发布。采用这样的合作关系 ,有利于将部分档案信息数据库作为商业数据库 ,有利于促进档案信息社会化和部分产

品化 ,以弥补档案馆网站建设和数据库开发中的资金不足。

二是档案馆网站的建设 ,从数字化过程 ,到制作数据库 , 再到最后上网提供利用 , 都需要大量的 、持续的资金支持。

日本失败的例子证明 ,完全政府拨款模式是行不通 ,也是不可能的 , 必须走合作开发的道路。

三是国内外相关调查表明 ,在网络无数的站点上 ,人们访问的大多数大型综合网站 , 信息主要来源于各国权利组织

的大型数据库。完全凭档案馆自身力量显然难以达到上述要求。走合作开发的道路 , 有利于档案馆选择资金 、技术强大

的组织合作进行数据库开发与建设 ,最终有利于网络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

四是由用户投资 ,特别有利于避免使档案信息数据库成为“死库”或“空库” 。据有关资料统计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

门掌握社会信息资源 80%的有价值的信息和多个数据库 ,但大部分都是“死库” ;全国现有数据库近 1200 种 , 占世界总数

的 10%,而容量仅为 1%,其中可用的 300 多个大型数据库中 , 对外服务的仅占 5%, 能够提供商品化服务的数据库更少。

由用户投资开发数据库 ,首先可以避免由于后继资金不足而导致数据库建设搁浅成为空库 ,其次可以避免由于不了解用

户需求而导致数据库内容专指度不高 、缺乏用户而成为死库。

2.外包商的选择。外包是指把本应由内部操作的大量事务性和部分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外部企业或团体来完成。它

的意义在于基本上不涉及管理权问题 ,能够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 , 使各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 实现科学

化 、专业化管理的目标;同时 ,它能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和专业化水平。

由于档案信息的特殊性 ,档案馆对建库外包商的选择必须十分严格。笔者认为 , 首先应该以国内外包商为前提 , 其

次还应满足下列条件:政治上安全可靠 , 诚信度高;有稳定的 、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市场渗透力强 ,与档案信息数据库的目

标用户有较密切的关系;在用户中有较高声誉和美誉。具备这些条件的外包商有利于保证数据库的质量 、促进数据库的

市场化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保证我国民族文化的纯粹性。

在网络时代 ,我国面临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 , 更严峻的是文化生存问题。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与中国相关文化部门和

单位合作开发数字资源。例如 2000 年 5 月 ,敦煌地区文物管理部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签订了协议 ,建立“数字化虚拟洞

窟” 。 2000 年末 , 故宫博物院和一家日本企业签订了共同进行“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研究”的合作协议书。但这些

尝试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是:第一, 依赖于别国加工的文化产品还是我国自己的文化产品吗? 第二, 由别国进行数字转移

的文化遗产 ,我国就失去了解释权, 遗产的级别含义发生变异 ,那么 ,它还是我国自己的文化资源吗? 它还是我国原有意义

的文化遗产吗? 第三 ,我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 但若干年后 , 我国消费的是原汁原味的本国文化产品还

是以中国文化为廉价资源 、经过外国加工又以高价返销中国的四不像的“舶来货” ? 第四 ,作为网站资源主要支撑的数据

库, 如果成为我国无法完全掌握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合资产品” ,那么网站代表的究竟是中国文化机构还是外资企业?

当前 ,中外合作的项目已经产生的一些现象足以为上述问题加注:在“国际敦煌项目网”网站中 , 共有 9 个板块 ,其中

“出版物” 、“专题” 、“链接”和“地图检索”四个板块和“收藏地”中相当重要的内容“查找原件方法”完全是英文 , 甚至没有

中文选择。当然 ,由于敦煌项目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敦煌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 ,网站以英文为主要语言有其国

际化的积极一面 ,但是接近一半的重要板块却没有敦煌文化的故乡———中国的文字 ,这又意味着什么?!

有鉴于此 ,为保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纯粹性 ,建设档案信息数据库应该选择技术强大 、队伍稳定 、资金雄厚 、诚信度高、口

碑佳的国内机构为合作的外包商。依此条件可选择的对象有:国内高等院校或专业研究机构的相关部门或所办实体, 也可

选择专业性强的国内 IT企业。从长远来看 ,中国企业家将肩负起自身抢占市场和为民族捍卫数字中国的双重责任。

3.数据库用户的选择。档案信息数据库的用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个人 、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构和商业网站。一般

来说 ,除个人用户外 , 其他三种都可考虑作为合作对象 , 其提供的资金可作为使用数据库的预付资费。档案馆则可以依

照两种思路选择数据库用户作为合作伙伴:

一条是确定数据库专题 ,然后根据专题选择相应的目标用户。确定数据库专题后 ,考虑该专题所属的对口行业 , 以

及与所属行业有业务交叉关系的相关行业和机构。例如 , 地理档案信息数据库 , 可寻找建委 、房产局 、房地产教义中心 、

房地产开发商 、规划局 、国土局 、旅游局等机构作为合作伙伴;人口档案信息数据库可寻找保险公司 、商业银行 、出入境管

理局 、社保局 、劳动人事机构等作为合作对象;药品档案信息数据库可寻找制药厂 、医药公司 、医院 、专门网站作为合作对

象;车辆档案信息可以寻找各级车辆交易中心 、商业网站等作为合作对象 , 等等。

另一条是先寻找合作对象 ,然后根据其工作需要或经营范围确定数据库专题。对于有着源源不绝的信息流的档案

馆来说 ,这并不困难 , 况且同一专题的数据库往往能满足来自该专题所属行业内外的多用户的不同需求 , 而不同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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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需求又往往有交叉之处。例如我国的巨灵证券信息网(w ww .genius.com.cn)提供上市公司 、基金 、债券 、金融信息 、

国民经济统计 、央行统计 、券商交易数据 、行情系统 、财经新闻和法律法规等 10大类数据库 ,而这些数据库的内容多来源

于档案信息。类似的专业网站和商业网站都可作为档案馆开发数据库的合作对象 , 针对它们的经营范围开发专题数据

库。专业网站和商业网站参与开发的数据库 ,出于利益原因 ,必然拥有大量稳定的客户源。又如政府机构在决策 、管理

中需要参考大量各类文件 、社会 、经济 、教育 、医疗卫生等专题的档案信息 , 这些专题数据库中的内容也为其他许多机构

所需求。因此 ,不必顾虑根据某一用户需求而开发的专题数据库的利用率问题。

在数字时代 ,数字信息将成为信息存在的主流。数字技术和数字信息带给档案馆的严酷现实是:如果档案馆网站资

源匮乏 ,不能在“内容之战”中赢得众多用户 , 将使我国一部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继续蒙受冷遇 , 阻碍中华传统文化的

数字勘探工程。采用合理有效的模式进行网站内容建设 、吸引公众 , 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 是档案馆在数字时代的必

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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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are some weak points in the content const ruction of archiv al

w ebsite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previous investigation she did.She then provides a model fo r organizing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of archival websites in China and for developing archival information database also.

During the constructing , the archival w ebsites should associate with other cultural websites and recog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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