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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建设的探索

ABSTRACT　 In the p resen t condit ion of Ch ina, lib rary netw o rk s

shou ld be designed as m ixed type netw o rk s, in tegra t ing star2typ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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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图书馆, 目前大多已

实现或正在实现其自身的自动化。然而自动化

只是手段, 网络化的资源共享才是自动化臻其

完美的最高境界, 才是真正的目的。下一步该

如何走? 怎样走才可能少走弯路, 才符合中国

的国情? 探索者众, 议论者群。作为探索者, 我

借本文发表拙见, 以期商榷。

1　星形与环状结合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相结合

并相互渗透的产物, 是用户特殊需求的结果,

是以能相互共享资源的方式连接, 并且各自具

备独立功能的计算机系统的集合。

构架一个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 首先要选

择好网络的物理连接形式及信息发送控制方

法。一般来说, 适合于图书馆的网络系统有三

种: 星形网络系统、环形网络系统、混合型网络

系统。我国幅员辽阔, 经济发展不平衡, 通讯条

件不够发达, 要构架单纯的星形或环形网络系

统都显得不太现实, 且弊病多多。根据中国的国

情, 我以为图书馆网络系统设计宜采用混合型

网络系统, 即星形与环状的结合, 先以地区为中

心建设集中式星形网络, 再以星形作节点, 构成

环状网络。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节约网

络的维护费, 又具有较强的实施可行性。

在星形网络中, 设有一个中心图书馆 (中

心数据库) , 由它进行各成员馆之间的协调工

作。各成员馆的终端设备, 通过通讯线路直接

与中心计算机相连。这种结构是所有的站点都

挂接到中心计算机上, 使网络故障容易诊断排

除, 站点失效容易检测, 电缆连接易于修改, 系

统也易于扩充。目前国外的许多图书情报系统

均属星形网络结构, 如美国的OCL C、RL IN

和著名的D IALO G 联机检索系统。它们的用

户均使用各自的终端, 通过通讯线路直接与中

心或总部相联。实现星形网络的必备条件是:

一要有容量较大, 功能较强的计算机; 二要有

一定贮存数量的数据库; 三要有较好的通讯线

路的支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各地区依靠

自身的财力、物力, 首先实现地区规模的星形

网络系统是可能的, 也是比较现实的。每个地

区选择一个实力较雄厚、业务力量较强、馆藏

较丰富的图书馆为中心, 建立起地区的中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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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构成地区网络资源, 真正达到既经济又

便利的共享资源的目的。

环形网络的构成使得每个成员单位都是

其网上的一个节点, 各节点上的图书馆均有计

算机和数据库配置, 通过通讯线路和网络接

口, 各节点之间可以相互进行查询、检索和馆

际互借工作。同时, 在环形网络中, 各节点使用

的计算机可以是不同型号的, 其配置也可各

异, 这样较好地利用了各图书馆的现有设备,

以加快网络化建设速度。

混合型网络系统是星形网络与环形网络的

结合, 环形网络中的各个节点是星形网络的中

心单位, 即是各地区中心数据库。虽然目前我国

的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存在着不平衡现象, 却已

形成一定规模。利用现存条件, 无需加大投资,

各地区首先实现星形地区网络当是指日可待。

但是作为独立的星形网络彼此之间没有联系,

它们不能互通有无, 难以共享资源, 这就使得网

络的利用受到限制, 其效益也受到影响。若将布

署在全国的图书馆网络系统在各中心单位之间

再形成一个网络, 将星形与环状相结合, 既可互

补两种结构的优缺点, 又兼顾其经济性和可靠

性, 不仅扩大了整个网络的覆盖面, 又充分发挥

了各地区中心库的作用, 就网络的整体效益而

言, 此乃最佳亦是最合理的方案。

2　“高速公路”与“乡间小道”相通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 迎来了全国信息基

础设施的建设浪潮, 随着邮电系统CN PA C 分

组交换网、教委系统CERN ET 的相继开通,

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架基本形成。这无疑为

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的开通与运行提供了最基

本的条件。图书馆作为未来社会的“信息仓

库”和最大的信息源, 怎样装进计算机网络这

辆“信息快车”开上信息高速公路, 需要解决许

多问题, 诸如文字、图像数字化, 业务工作自动

化, 文献服务网络化等等。当前, 网络化建设如

火如荼, 从中央到地方, 从政府到民间, 都在筹

划着建设方案且已作出了实质性的探索。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地区间经济差

别较大; 人口众多, 人口总体素质不高; 人均产

值较低, 虽然近十几年经济增长率很高, 但一

些地区仍未能改变贫困状态。乃至一些地区的

图书馆连最基本的技术设施都没有。经济发展

不平衡, 实际上也影响了我国电子 (计算机)产

业、通讯事业、信息服务业乃至图书馆发展的

整体水平, 形成了发达与落后的明显差距, 具

体表现在技术上的基础结构、成本、能力和官

僚主义等方面。

探讨我国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建设的模式,

必须考虑上述因素, 必须从图书馆事业的现状

出发。难以想象, 一年都购不进几本书的小馆

怎样添置硬件、软件去实现自动化; 那些连键

盘上的字母都陌生的图书馆员如何拨通长途

电话来共享资源。这些现实要求我们在筹划网

络系统时, 不能只想着全上“高速公路”, 而忽

视了还有遍布各地的“乡间小道”。我们应该意

识到外面的“高速”再宽敞, 咱家的“胡同”出不

去的难堪。在现阶段许多图书馆自动化硬件配

置跟不上和数据库质量及通讯条件都待改善

的情况下, 承认现实, 利用现有条件, 在国家网

络建设的宏观规范下, 按全国主干网和地区网

两级层次结构模式来设计网络, 从而把我国图

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建设的落脚点放在建立

地区性多元化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地区多类型

图书馆的综合组织形态, 构成一种组织网络和

一种资源网络, 将伸往各地的“乡间小道”联结

起来, 汇成若干节点, 通往信息高速公路。

3　立足地区“丛林”, 走向全球共享

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计算机网络, 让这辆

“信息快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这或许是各国

图书馆都渴望能够实现的发展目标。但事实

上, 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全国各种类型、各

级图书馆都“网”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美

国是建立图书馆网络起步最早、成果最丰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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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尽管其网络已跨越国境, 国内几大系统

却仍独立运行。这种彼此不能联系, 给用户带

来了诸多不便。一个系统的成员若要取得另一

个系统的资源, 必须申请参加进去, 于是出现

了一个图书馆同时参加两个类似网络系统的

现象, 这是极不经济的。我国前期的网络建设

已经出现了如此实例。其实, 为了迎接信息社

会的各种挑战, 为了图书馆自身的生存与协

作,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们谁也无法

独立存在, 我们必须协同发展以满足用户的信

息需求。当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时, 不应盲

目, 不要“好高骛远”, 必须认清要走的路, 更应

明白我们工作的现实环境。

图书馆界推动地区性的多类型合作, 曾经

有过较高的热诚, 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基

础。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已普遍建立的各类型图

书馆协作 (学术) 组织, 过去、现在都推动和促

进了本地区各图书馆之间在藏书建设、编制书

目、馆际互借、学术研究、业务培训等方面的合

作。这种一个地区内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广泛

合作, 已为我们设计和筹划图书馆计算机网络

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是我们发展图书馆自

动化和网络化的最终目标, 是图书馆在未来社

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图书馆的各项业务

开展、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所有协作、计算机

网络在图书馆的应用, 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

即馆际互借。在馆际互借工作中, 有一个既定

的准则, 即在就近的“丛林”里寻找你所需要的

东西。如果你找到了它, 最简单、最便宜、最快

的办法就是到隔壁的图书馆去借。传统的馆际

互借, 因为“丛林”的联合目录不健全, 馆藏信

息揭示不充分, 检索手段的落后以及“小而全”

观念的作祟, 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给人一种有

名无实的感觉。计算机网络在图书馆的实现,

尤其是以地区各类型图书馆组建起来的多元

网络, 通过集中编目、联合编目方式构成了本

地区覆盖面大、专业齐全的联合目录, 为馆际

互借、文献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提

供了有效保证。但是, 这里也许会有一个误区:

认为计算机网络化了, 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了,

我们不论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上国家网甚至全

球网去检索, 我们想了解一下新书动态, 先去

周游列国, 才发现隔壁的图书馆就有。这样做,

不论从通讯费用还是网络线路, 不论从检索效

率还是文献提供, 无疑都是一种浪费。作为情

报检索者或文献提供者都是得不偿失的。

综上所述, 我以为不管是今天的馆际互借

还是明天的资源共享, 都应该遵循就近的原

则, 立足于地区“丛林”, 不可盲目地盯着全国、

全球信息资源的存取, 更重要的是通过联网促

进和加强“地区可获性”。

深圳地区图书馆自动化形成一定规模后,

1993 年经市文化局批准成立了“深圳市图书

文献采编中心”。该中心以计算机集中采编的

方式, 建立了拥有近 30 万条数据的地区中央

书目数据库和准确揭示各类型图书馆馆藏信

息的联合目录。到目前为止, 该中心已发展用

户 60 多家, 主要由公共图书馆、医疗卫生系统

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学图书馆、金融系统图

书馆和各大公司、企业图书馆组成。1997 年深

圳市政府立项开始“深圳市图书馆文献资源网

络工程”建设, 该中心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已着手网络的开通准备, 即以深圳图书馆为中

心, 构架星形网络, 形成本地区各类型图书馆

的多元合作。在此基础上, 开展地区的采购、编

目、文献检索、馆际互借等业务。1998 年, 为了

减少重复, 共享编目, 该中心拟与省外其他地

区中心探索联机编目, 迈出地区与地区合作的

步子, 为全国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的开通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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