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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外文书目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刍论

罗　 翀　 蔡　 丹

摘　 要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在 ＲＤＡ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编目工作中实现

了 ＲＤＡ 本地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国家图书馆组织制订“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ＮＬＣ ＰＳ），于 ２０１７ 年年初

完成该项工作。 ＮＬＣ ＰＳ 经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审议并通过，这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将在外文资源

编目中正式启用 ＲＤＡ。 新建记录采用 ＮＬＣ ＰＳ 之后，对外文书目数据库中既有的 ＡＡＣＲ２ 历史数据的改

造也需提上日程，从 ＧＭＤ 的改造、规范检索点的维护、深化关系揭示以及技术支撑几个方面讨论国家

图书馆外文书目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问题，提出具体方案。 图 ２。 表 １。 参考文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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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ＲＤＡ 本地化实施水到渠成

１ １　 ＲＤＡ 在我国的本地化历程

作为国际最新编目规则，《资源描述与检索》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ＲＤＡ）从 ２００４ 年开

始编制就引发了从编目理论到实践的多种变革。

在饱受争议和诟病并不断推翻重新架构后，ＲＤＡ
终于在 ２０１０ 年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接纳与认同。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芬兰语等 ＲＤＡ
欧洲语言版本纷纷在工具套件上线，美国、澳大

利亚、英国、德国、芬兰等国的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世界各地的国家图书馆、专

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实施 ＲＤＡ 的脚步更是络

绎不绝［１］ 。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ＲＤＡ 时代已经在

全球开启。
作为当今国际编目界的重要一员，我国面对

ＲＤＡ 的变革也逐渐从抱臂观望转向积极回应。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芭芭拉·Ｂ·蒂利特（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
Ｔｉｌｌｅｔｔ）、克里斯·奥利弗（Ｃｈｒｉｓ Ｏｌｉｖｅｒ）、帕特·里

瓦（Ｐａｔ Ｒｉｖａ）等国际知名编目专家陆续受邀来我

国“开坛布道”，授之以 ＲＤＡ 的基础知识，探讨

ＲＤＡ 在中国实施的本地化道路，使我国编目界同

仁得到极大启发。 ２０１４ 年，ＲＤＡ 中译本《资源描

述与检索（ＲＤ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出版掀

起了国内研究 ＲＤＡ 的新热潮。 此后，《ＲＤＡ：从理

论到实践》 （周德明，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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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与检索〉的中文化》 （胡小菁等，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２０１５）、《ＲＤＡ 全视角解读》 （罗翀，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５）等著作相继推出，为我国普

及 ＲＤＡ 注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近几年，国家图

书馆等机构已成功举办多次大型“ＲＤＡ 理论与实

践”培训班。 一系列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使 ＲＤＡ 像

春雨一般无声地滋润着国内编目界，使我们逐步

敞开心扉开始接纳这个新鲜事物。 但是，真正应

用 ＲＤＡ 依然任重而道远。

２００８年，美国国会图书馆（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Ｃ）联合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和美国国家农业图

书馆共同发起 ＲＤＡ 测试，那时 ＲＤＡ 记录只是“小

荷才露尖尖角”，但到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ＲＤＡ

切换日”，ＬＣ 编制的新记录就已经全部 ＲＤＡ 化。

随后，国际上多个重要的编目机构宣布实施

ＲＤＡ，这其中不乏国内外文编目工作赖以参考的

数据源。 面对 ＲＤＡ 记录的涌入，作为权宜之计，

国家图书馆在套录编目时保留了数据源中 ＲＤＡ

记录的特征，没有将其修改为 ＡＡＣＲ 记录。 但是

国外编目机构 ＲＤＡ 本地政策也各不相同，所套录

的 ＲＤＡ 记录林林总总，我们又暂无可遵循的

ＲＤＡ 本地政策，这使得外文编目员在处理这些套

录记录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 原始记录更是囿

于没有本地规则而无法开展 ＲＤＡ 编目。 因此，国

家图书馆的外文编目工作对 ＲＤＡ 本地政策可谓

是千呼万唤，翘首以盼。

２０１５ 年，以制定适合国情和馆情的 ＲＤＡ 本

地规则为目标的馆级科研项目在国家图书馆立

项。 该项目的预期成果就是编制《国家图书馆外

文文献资源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操作

细则》（简称“ＮＬＣ ＰＳ”），以期为外文编目工作从

ＡＡＣＲ 时代过渡到 ＲＤＡ 时代提供坚实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外文编目 ＲＤＡ 实践的探索也将为中

文编目工作 ＲＤＡ 化提供参考。 经过两年的不懈

努力，ＮＬＣ ＰＳ 已编制完成。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ＮＬＣ ＰＳ

及相应实施配套方案经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

员会审议并通过，这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将在外文

资源编目中正式启用 ＲＤＡ。

１ ２　 “ＮＬＣ ＰＳ”的框架与特色

ＮＬＣ ＰＳ 是一部旨在指导编目员采用 ＲＤＡ 规

则进行编目实践的应用指南，其内容以 ＲＤＡ 为基

调，同时以馆情适用性为指针，对 ＲＤＡ 中的“弹

性”空间（即 ＲＤＡ 中的交替规则、可选择附加规

则和可选择省略规则部分）予以适度限定，结合

机读目录格式的使用，指明国家图书馆的具体做

法，以期使编目员在应用 ＲＤＡ 时有法可依、有据

可循。

国际上其他几个已经发布的政策声明的通

常做法是：遵循 ＲＤＡ 规则的条款不在政策声明中

列出，仅对不采用 ＲＤＡ 的条款进行说明。 为增加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对非英语国家的适用性，ＮＬＣ
ＰＳ 并未采用此做法，而是从释义条款和规定本地

做法两个维度出发，保持 ＲＤＡ 原有框架，抽取

ＲＤＡ 常用元素。 如果遵循 ＲＤＡ 做法，则仅进行

释义；如果本地做法与 ＲＤＡ 不同，则明确本地规

定，并标注为“ＮＬＣ 做法”。
确定本地核心元素也是 ＮＬＣ ＰＳ 的重要使命。

ＲＤＡ 元素按必备性可分为四个等级：ＲＤＡ 核心、
ＲＤＡ 条件核心、ＲＤＡ 非核心和本地核心。 本地核心

就是指在 ＲＤＡ 中未指定为核心的元素，但是本地政

策声明中要求该元素必备。 在 ＮＬＣ ＰＳ 中，共有 ２５
个元素被设定为本地核心元素，如并列正题名、其他

题名信息、媒介类型、尺寸、读者对象等。

为编目常见问题开辟专题研究也是 ＮＬＣ ＰＳ
的一个特点。 编目实践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往

往需要参考 ＲＤＡ 的多个章节、多个条款，对于编

目员来说十分不便。 为此，ＮＬＣ ＰＳ 将 ＲＤＡ 中的

相关规则集中说明，以专题的形式穿插于规则释

义当中，从而使本地政策声明更显结构化。 ＮＬＣ
ＰＳ 共设置 ６ 个专题，包括：资源类型的判断与书

目记录结构的确定、多文种记录的处理、多部分专

著和有多个信息源的汇编文献的处理、复本的处

理、汇编资源的处理、构建代表作品的规范检

索点。
将所有外文语种资源的编目纳入 ＲＤＡ 本地

化的范畴是 ＮＬＣ ＰＳ 的重要目标。 因此，ＮＬＣ 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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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始终充分考量日文、俄文等非拉丁字母资

源的需求，在制定本地规则时，注重给出这类资

源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的处理方法。 例如，ＮＬＣ ＰＳ
明确规定，对于内容类型、媒介类型和载体类型

以及关系说明语，所有语种均采用 ＲＤＡ 英文术

语；其他元素，特别是以编目语言著录的元素，可
采用本国语言和文字。 专题说明“多文种记录的

处理”也对这类资源记录的编制给出了具体指导

和样例。 此外，ＮＬＣ ＰＳ 还专门设置附录 ６，列出

了 ＲＤＡ 英语、日语和俄语的术语对照表。
ＲＤＡ 在国家图书馆的实施是国际上 ＲＤＡ 风

起云涌的结果，是我国编目事业国际化的结果。
但是，ＲＤＡ 的本地化实施仅仅是一个开端，真正

使 ＲＤＡ 融入我国的编目环境，使其落地生根、茁
壮成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中，如何处理大量

的 ＡＡＣＲ 历史数据，使其与新建 ＲＤＡ 记录相兼

容，同时适时开展数据改造项目，使历史数据最

大限度地体现 ＲＤＡ 的优势，是实施 ＲＤＡ 过程中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２　 历史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

国家图书馆外文书目数据的改造是 ＲＤＡ 本

地化实施中的重要一环。 在新记录创建完全遵

循本地政策声明的同时，还必须开展对历史数据

的清洗和改造。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最大的外文

文献收藏单位，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其外文馆藏已超

过 １０００ 万册件，外文书目数据已逾 ４００ 万种，涵
盖了 １１５ 种语言和文字。 书目记录数量庞大是改

造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则是书目记录

情况复杂。 由于历史原因，各语种编目起点不同，
不仅自动化发展的程度有所差异，而且在长期的

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编目传统，日文及东方小语

种、俄文及基里尔文小语种文献的某些做法一直

“游离”于国际规则之外，本地“特色”突出。 面对

这些难题，ＲＤＡ 化改造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

抓”，而应首先确定工作原则。

２ １　 数据改造的原则
２ １ １　 整体推进

如前文所述，外文历史数据情况复杂，千差万

别。 但是，ＲＤＡ 的本地化实施不能仅针对西文数据，
而是要将所有语种涵盖其中。 因此，历史数据的

ＲＤＡ 化改造应整体推进，将各语种数据的情况考虑

在内。 例如，如果要对一般资料标识（ＧＭＤ）进行改

造，就必须对书目数据库中所有语种的载体类型进

行系统调研，汇总所有形式的术语，再开展改造工

作。 再如，如果进行规范检索点的完善，需要为作

品所有语种的记录添加统一题名，而不是仅针对

西文数据。 在数据改造的过程中，求大同存小异

是基本原则，改造的目的就是力求各语种数据的

统一，借此缩小不同语种历史记录的差异。
２ １ ２　 握本舍末

ＲＤＡ ０ ４ ２ ４ 规定：“数据应能整合进现有的

数据库（特别是用 ＡＡＣＲ 和相关标准开放的数据

库）。” ［２］ 由此可见，与 ＡＡＣＲ 的数据相兼容是

ＲＤＡ 的目标之一。 理论上讲，ＡＡＣＲ 历史数据不

用改造也能很好地与 ＲＤＡ 记录共处。 之所以要

行改造，最主要的目的是提升历史数据的质量，发
挥 ＲＤＡ 记录的优势。 因此，数据改造并非要将历

史数据完全颠覆，而是进行选择性的维护，这就需

要确定好改造的对象。
改造应该遵循“握本舍末”的原则，即对于关

键点要大胆改造，而对细枝末节的地方则可以保

持原样。 “本”包括那些与记录结构相关，体现

ＲＤＡ 主旨的环节。 例如，规范检索点的质量关系

到资源的查全率和查准率，规范检索点的构建规

则又是 ＲＤＡ 的重点，因此，对规范检索点的维护

是改造的重点。 又如，一般资料标识（ＧＭＤ）是

ＲＤＡ 区别于 ＡＡＣＲ 的显著特点，对 ＧＭＤ 的细化

处理将极大地改善用户的检索体验，也为今后

ＦＲＢＲ 化 ＯＰＡＣ 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因此，对
ＧＭＤ 的改造也是工作重点。 再如，“关系描述”是
ＲＤＡ 的特色，因此，补充关系说明语，深化关系揭

示也应得到重视。 “末”包括那些 ＡＡＣＲ 记录中

已经存在，只不过需要细化或独立化的信息。 例

如，原来记录于 ２６０ 字段的出版、发行等信息，在
ＲＤＡ 记录中应记录于 ２６４ 字段，并通过第 ２ 指示

符区分出版、发行、生产等信息。 又如，０２０ 字段

增加了＄ｑ 记录 ＩＳＢＮ 号的限定信息，而在 ＡＡＣＲ

７８

·信息组织·



记录中，该信息直接记录于 ＩＳＢＮ 号之后。 再如，
ＡＡＣＲ 规则下一些术语缩写在 ＲＤＡ 中要求转为

展开形式。 上述这些“末”在数据改造中都可以

忽略，不纳入改造范畴。
２ １ ３　 以点带面

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宏富，书目记录数

量庞大。 如果对全部数据进行改造，一来没有必

要，二来不太现实，如何从浩渺的数据中抽选具

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改造是管理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 笔者建议，历史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可以与工

作项目相结合，以某类重点文献的书目数据改造

为切入点，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改造逐步实现

历史数据的 ＲＤＡ 化，从而达到以点带线，以线带

面的效果。
２ １ ４　 技术先行

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任何工作的开

展都应充分依靠先进的技术，ＲＤＡ 化改造亦是如此。
国家图书馆 ２００４年启用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图书馆集成系统，
该系统强大的管理功能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注入了强

大的活力。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系统具有先进的自动处理功

能，在开展数据改造项目时，应发挥这些功能的优

势，减少人工劳动，降低工作成本。

２ ２　 ＧＭＤ 的改造

国家图书馆外文历史数据通过 ＭＡＲＣ ２１ 格

式的 ２４５ ＄ｈ 和＄ｋ 两个子字段区分不同资料类

型。 ２４５ ＄ｈ 子字段用法与 ＭＡＲＣ ２１ 完全一致，
用于记录 ＡＡＣＲ 所提供的 ＧＭＤ 术语，如［ｍｕｓ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ｖｉｄｅｏ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等。 而 ２４５
＄ｋ 子字段的用法没有采用 ＭＡＲＣ ２１ 的定义，即
用于记录形式副题名，而是本地化应用于区分图

书、报刊、联合国资料等逻辑库，如图书用术语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连续出版物用术语“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等。
在 ＲＤＡ 中，对 ＧＭＤ 术语进行了重新定义，将其拆

分为内容类型、媒介类型和载体类型三个元素，
分别记录在 ３３６、３３７ 和 ３３８ 字段。

对历史数据中 ＧＭＤ 的改造，首先不必删除原

有的 ２４５ ＄ｋ 子字段，因为其功能是用于建立逻辑

库，而不是标识资料类型，但是其术语需转换为

ＲＤＡ 的内容类型、媒介类型和载体类型；其次，２４５
＄ｈ 的ＧＭＤ 术语需在转换成ＲＤＡ 元素之后予以删

除。 完成此项工作的基础是建立 ＧＭＤ 术语与

ＲＤＡ 元素之间的映射表，进而通过系统批处理实

现。 以西文为例，常用 ＧＭＤ 与 ＲＤＡ 中内容类型、
媒介类型、载体类型之间的映射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国家图书馆外文书目数据常用 ＧＭＤ 与 ＲＤＡ 元素映射

资料类型 ＧＭＤ（西文）
３３６

（＄２ ｒ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３７

（＄２ ｒｄａｍｅｄｉａ）
３３８

（＄２ ｒｄａｃａｒｒｉｅｒ）

乐谱 ２４５ ＄ｈ［ｍｕｓｉｃ］ ＄ａ ｎｏｔｅｄ ｍｕｓｉｃ ＄ａ ｕ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 ｖｏｌｕｍｅ ／ ｓｈｅｅｔ

音乐 ＣＤ ２４５ ＄ｈ［ｓｏｕ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ｍｕｓｉｃ ＄ａ ａｕｄｉｏ ＄ａ ａｕｄｉｏ ｄｉｓｃ

视频 ＤＶＤ ２４５ ＄ｈ［ｖｉｄｅｏ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ａ ｖｉｄｅｏ ＄ａ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ｓｃ

电子资源 ２４５ ＄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 ｔｅｘｔ
（ＬＤＲ ／ ０６“ａ”）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ＬＤＲ ／ ０６“ｍ”）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０７ ／ ０１“ ｒ”）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ｉｓｃ
（００７ ／ ０１“ｏ”）

缩微制品 ２４５ ＄ｈ［ｍｉｃｒｏｆｏｒｍ］

＄ａ ｔｅｘｔ
（ＬＤＲ ／ ０６“ａ”）

＄ａ ｎｏｔｅｄ ｍｕｓｉｃ
（ＬＤＲ ／ ０６“ｃ”或“ｄ”）

＄ａ ｍｉｃｒｏｆｏｒｍ

＄ａ ｍｉｃｒｏｆｉｃｈｅ
（００７ ／ ０１“ｅ”）

＄ａ 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ｍ ｒｅｅｌ
（００７ ／ ０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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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７  ４
总第１１２期

续表

资料类型 ＧＭＤ（西文）
３３６

（＄２ ｒ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３７

（＄２ ｒｄａｍｅｄｉａ）
３３８

（＄２ ｒｄａｃａｒｒｉｅｒ）

测绘资料 ２４５ ＄ｈ［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ａ ｕ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 ｓｈｅｅｔ
（００７ ／ ０１“ ｊ”）

＄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００７ ／ ０１“ｄ”）

图书 ２４５ ＄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期刊 ２４５ ＄ｋ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善本 ２４５ ＄ｋ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联合国印刷型

资料

２４５ ＄ｋ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手稿 ２４５ ＄ｋ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ａ ｔｅｘｔ ＄ａ ｕ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 ｖｏｌｕｍｅ

报纸 ２４５ ＄ｋ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 ｔｅｘｔ ＄ａ ｕ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 ｓｈｅｅｔ

２ ３　 规范检索点的维护

如前文所述，规范检索点的维护是历史数据

改造的重点。 该项工作宜以某类文献为切入点，

按图索骥进行数据改造。 中国学馆藏建设一直

是国家图书馆采编工作的重点，但是由于编目规

则、技术、平台、工作模式等编目环境的变迁，外文

书目数据库中很多中国经典作品的外文译本未

添加首选题名（即传统编目中的统一题名）及翻

译题名。 例如，东文和俄文编目均未添加，部分西

文回溯数据未添加；或者受编目员知识水平限

制，虽然存在统一题名和翻译题名，但是信息不

准确；又或者名称规范本身未按照更新进行修

改。 因此，笔者建议，以中国经典作品的多文种译

本为第一个切入点开展规范检索点的维护工作。

通过添加或修改代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实现汇

集经典作品的目的；通过增加翻译题名，实现与

中文数据库联合检索的目的。

该项工作的难点有三个：首先是如何提取中

国经典作品的书目记录以供改造，因为历史数据

中并没有共性特征来汇集这些数据；其次，各语

种都要纳入该项工作的范围，而国家图书馆除西

文、俄文之外其他语种并未实施规范控制，需要

考虑如何确立规范检索点的形式；再次，作品情

况复杂多样，有个人作品、佚名作品、汇编作品等，

改造工作的标准规范也有待建立。

针对上述三个难点，笔者建议：首先，通过

《中国大百科全书》 《作家名录》等工具书的指引

摸清中国经典作品外文译本的馆藏情况，以便提

取相关书目记录；其次，日文等未实施规范控制的

语种名称形式暂时不受控，保持原记录状态，但是

需按西文做法添加统一题名，即音译形式的题名，

音译需遵循 ＩＳＯ ７０９８《信息与文献———中文罗马

字母拼写法》的相关规则；再次，编写操作指南，

明确每种情况的做法。 特别是汇编作品， 与

ＡＡＣＲ２ 相比，ＲＤＡ 规则变化较大，应重点加以改

造。 例如：

改造前：

１００ １＃ ＄ａＬｉｕ， Ｙｉｑｉｎｇ，＄ｄ４０３－４４４

２４０ １０ ＄ａＳｈｉ ｓｈｕｏ ｘｉｎ ｙｕ ＄ｌＦｒｅｎｃｈ

２４５ ００ ＄ａＰｒｏｐｏｓ ｅｔ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ｖｉｅ ｓｅｌｏｎ

ｌｅ Ｔａｏ ／＄ｃＬｉｕ Ｙｉｑｉｎｇ ； ｐｒéｃéｄé ｄｅ

Ｊａｒｄｉｎ ｄ ＇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ｐａｒ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 ｄｕ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ｔ ｐｒéｓｅｎｔéｓ ｐａｒ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 ＄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７００ １２ ＄ａ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ｄ７７？ －６？ Ｂ Ｃ

＄ｔＳｈｕｏ ｙｕａｎ ＄ｌＦｒｅｎｃｈ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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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
２４２ ００ ＄ａ《世说新语》和《说苑》 ／＄ｃ 刘义庆，

刘向  ＄ｙｃｈｉ
２４５ ００ ＄ａＰｒｏｐｏｓ ｅｔ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ｖｉｅ ｓｅｌｏｎ ｌｅ

Ｔａｏ ／＄ｃＬｉｕ Ｙｉｑｉｎｇ ； ｐｒéｃéｄé ｄｅ Ｊａｒｄｉｎ ｄ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ｐａｒ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 ｄｕ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ｔ ｐｒéｓｅｎｔéｓ ｐａｒ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
ｎｅａｕ ＄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７００ １２ ＄ｉ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ｋ）：＄ａＬｉｕ， Ｙｉｑｉｎｇ，
＄ｄ４０３ － ４４４ ＄ｔＳｈｉ ｓｈｕｏ ｘｉｎ ｙｕ ＄

ｌＦｒｅｎｃｈ
７００ １２ ＄ｉ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ｋ）：＄ａ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ｄ７７？ －６？ Ｂ Ｃ ＄ｔＳｈｕｏ ｙｕａｎ ＄ｌＦｒｅｎｃｈ
上述汇编作品的记录，改造前以第一部作品

作为代表整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而 ＲＤＡ 否定了

这种做法。 ＲＤＡ 以首选题名作为代表作品的规

范检索点，为汇编中的每个分部作品构建附加规

范检索点，即改造后的两个 ７００ 字段。 此外，改造

后还增加了翻译题名。

２ ４　 深化关系揭示

加强数据关联是信息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而深化关系揭示是实现数据关联的必要途

径。 “关系揭示”是 ＲＤＡ 的特质，是区别于传统

编目规则的主要特征，也是其优势的重要体现。
ＲＤＡ 在篇幅和结构上大量着墨阐述关系揭示的

方法，正文的第 ５—１０ 部分共 ２１ 个章节以及 ５ 个

附录都是关于关系揭示的条款和关系说明语。
在关系揭示时，需要将正文条款与附录中的关系

说明语配合使用。
国家图书馆外文书目建设一直比较重视书

目描述，对于关系揭示投入较少。 究其原因，一方

面，过去的 ＡＡＣＲ 规则并不强调关系描述，关系揭

示在规则中的体现往往是隐含的，并不是明确提

出的，所以在实践中编目员对关系揭示的意识比

较淡薄；另一方面，过去的编目实践中也缺少有

效的关系揭示的手段。 而 ＲＤＡ 不仅重塑了关系

揭示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较为丰富和完善

的关系揭示的方法。 资源与责任者、资源与资源

之间的关系均可以通过关系说明语充分表达，也
可以通过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描述予以说明。 因

此，为充分体现 ＲＤＡ 的特质，深化关系揭示，对书

目关系进行补充描述是历史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的

一个重要方面。
在历史数据改造中，并非所有关系都需要补

充完善，如此浩瀚的书目数据，逐条人工添加关系

描述是不现实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关系对于

读者获取资源都是必需的。 ＲＤＡ 所涵盖的关系

描述主要包括三大类：资源与相关责任者之间的

关系、资源与相关资源之间的关系、规范检索点形

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三种关系中，资源与责任者

之间的关系表明的是个人、家族或团体对创作资

源所实施的责任，这种关系虽然也是读者感兴趣

的信息，但不是必需信息，这些个人、家族或团体的

规范检索点才是最必要的，而这些检索点在历史

数据中已经存在，无需补充。 规范检索点形式之

间的关系属于规范记录维护的范畴，目前在国家

图书馆还未能自建外文规范数据的情况下暂时无

需考虑。 只有第二类关系，即资源与相关资源之

间的横向关系是比较重要的关系，对于实现目录

对信息用户的“导航”任务至关重要，因此这类关

系是数据改造的重点。
根据 ＲＤＡ 规定，作品之间存在衍生、描述、整

体 ／部分、伴随和连续关系，内容表达之间的关系

与作品类似；载体表现之间没有连续关系，但存在

等同关系，单件之间的关系与载体表现类似［３］ 。
在这些资源与相关资源的关系中并非所有关系

都需要完善描述，也需要区别对待。 例如，在作品

之间的关系中，描述关系已经通过主题标引予以

表达了，主题标引的完善需另做议题讨论；伴随关

系主要是指作品的补编或索引单独出版之后，与
主要作品之间形成的关系。 在编目实践中，补编

和索引作品都是单独建立书目记录，往往从书名

当中就可体现出与主要作品的关系。 如“ Ｉｎｄｉｃｉ
ｄｅｌ ‘Ｇｉｏｒ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ｅｔｔｅｒａｔｉ ｄ‘ Ｉｔａｌｉａ’”，从题名就可

识别作品与其伴随作品之间的“索引关系”。 另

外，编目时在索取号的处理上也要求与主要作品

发生关系，所以这种伴随关系可以一目了然；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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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主要体现在连续出版物上，在编目实践中已

经通过 ７８０ 和 ７８５ 连接款目字段进行描述。 因

此，上述几种关系不是历史数据改造的重点。 在

ＮＬＣ ＰＳ 中，整体 ／部分关系被设定为本地核心元

素，因此汇编作品是数据改造的重要对象，与总

题名相比，用户对汇编中的分部作品更感兴趣。
此外，衍生关系虽然在 ＮＬＣ ＰＳ 中没有设定为核

心元素，但在编目实践中，这种关系也十分重要，
种类也比较繁多，各种改编均属于衍生关系的范

畴。 所以，衍生关系也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完善。
类似的，内容表达之间的衍生关系，通常是翻译

本，也需要指明。 在载体表现方面，需要补充描述

的首要对象是等同关系，因为相关作品的不同载

体表现之间的横向关系对于用户选择替代资源

十分重要。 出于馆藏管理的目的，不少单件在书

库中都合订在一起存放，因此，对于单件伴随关

系需要补充说明，以便于用户选择和利用。 以莫

言的《短篇小说集》为例，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前在

ＯＰＡＣ 上显示如图 １ 所示；书目记录经过增加翻

译题名及补充整体 ／部分关系揭示之后（为小说

集所包含的每部作品添加规范检索点及关系说

明语），ＯＰＡＣ 显示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外文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前 ＯＰＡＣ 显示

图 ２　 外文数据 ＲＤＡ 化改造后 ＯＰＡＣ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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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技术支撑

新规则能否顺利应用，系统的技术支撑不可

或缺。 书目数据改造必须以系统改造为前提，否
则书目记录完善的效果无法在编目员工作界面

和用户界面得以体现。 随着 ＲＤＡ 的启用，ＭＡＲＣ
２１ 数据格式规则也进行了配套修订，增加、修改

或删除了一些字段或子字段。 因此，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系统外文编目模块所嵌入的原有 ＭＡＲＣ ２１ 格式

规则也需相应修改。 对于 ＲＤＡ 规范检索点方面

的变化，系统也应在检索点的设置上有所调整。
基于此，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系统的改造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编目员工作界面的改造，二是读者界

面的改造。 工作界面即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系统的 ＧＵＩ 端

编目界面，该部分技术改造需要将修订后的

ＭＡＲＣ ２１ 格式规则导入系统，重新设定校验程

序，使系统能够按照新的标准校验书目记录；重
新梳理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 编目系统中 ＲＤＡ 规则下检索点

的设置，将元素检索、关系检索、术语检索等新理

念纳入检索点的设置，特别需要关注对内容类

型、媒介类型、载体类型等新增元素的检索。 读者

界面的改造主要涉及 Ｗｅｂ ＯＰＡＣ，如字段显示、检
索点重置等，使其尽可能体现 ＲＤＡ 规则为用户体

验带来的优势。
除系统改造之外，技术支撑还包括对历史数

据的批处理。 为节省人力，充分利用系统的批处

理功能对提升历史数据改造的效率大有裨益。
例如，前文提到的 ＧＭＤ 的改造，就可以通过调研

系统内历史数据的 ＧＭＤ 样式，做好映射表，再由

系统自动生成内容类型、媒介类型和载体类型元

素。 再如，在进行规范检索点完善的过程中，也可

将形式相同的错误检索点通过半自动化的批处

理功能将其统一转化为规范形式，免去逐一修改

的繁琐。

４　 结语

随着 ＮＬＣ ＰＳ 的编制完成，国家图书馆外文

资源编目已经踏上了 ＲＤＡ 的征程，书目数据的

ＲＤＡ 化改造工作也应适时启动。 在此过程中，我
们一方面要避免“历史数据应保持原貌”的抱残

守缺观念，应充分利用 ＲＤＡ 实施的契机将数据质

量有效提升；另一方面还应摒弃“数据都要整齐

划一”的完美主义理念，应抓住问题的核心，体现

ＲＤＡ 精神的主旨，有层次有步骤地策划组织好历

史数据改造项目。 另外，ＮＬＣ ＰＳ 的编制始终秉承

ＲＤＡ 的原则，跨越文献语言和资源类型屏障，适
用于国家图书馆外文资源的所有语种和所有类

型。 因此，各语种各资源类型的数据维护应统筹

协调，统一推进，不能差异化处理，分而治之。 国

家图书馆 ＲＤＡ 本地化实施工作已经起步，将为编

目工作带来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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