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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关联数据服务平台的开发实践∗

夏翠娟　 刘　 炜　 陈　 涛　 张　 磊

摘　 要　 数字图书馆对馆藏的揭示，沿袭传统的描述标准（如 ＭＡＲＣ），多以文献特征为主，很难直接满足广大读

者对文献知识内容进行查询的需求。 关联数据技术通过构建关系明确的语义本体，能够很好地提供基于文献知

识内容的揭示、导航和检索，通过开放数据重用和与外部数据的互联，丰富了数据的关联性，扩展了数据利用场

景，释放了数据的潜能，为基于互联网的数据服务提供了一种基础设施。 这是未来数字图书馆进行知识服务的应

有之义。 上海图书馆以家谱数据作为起点，尝试利用关联开放数据技术重组图书馆传统资源，构建历史文献数据

服务平台。 该平台经过基于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本体设计，从 ＲＤＢ 到 ＲＤＦ 的数据转换，基于关联数据四原则的系统设

计和基于语义技术框架的系统开发，支持面向万维网的书目控制，提供针对普通用户的寻根搜索服务和针对专业

人士的数据挖掘服务。 图 ５。 参考文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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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ｏｌｓ．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ｊｕｓｔ ａ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ｏ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ｏ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 ｄａ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ＤＢＰｅｄｉａ ＶＩ⁃
ＡＦ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ｈ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ｕ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５ ｆｉｇｓ． １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０　 引言

开放数据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数
据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逐渐在世界范围内

形成共识。 在开放数据大潮中，政府和公共机

构拥有最多的公共数据，是数据开放运动的先

锋［１］ 。 ２００９ 年，Ｄａｔａ．ｇｏｖ 在美国正式上线，吹响

了数据开放运动的号角，澳大利亚的 Ｄａｔａ． ｇｏｖ．
ａｕ，英国的 Ｄａｔａ． ｇｏｖ． ｕｋ 也紧随其后，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欧盟开放数据战

略”，将数据开放运动推向高潮［２］ 。 《 纽约时

报》、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已先后成功实施，图
书馆行业也是数据开放运动的积极拥护者，瑞

典、美国、匈牙利、英国、德国、西班牙、韩国、日
本等国的国家图书馆以及 ＯＣＬＣ 陆续将自己的

书目数据或规范数据以关联数据的形式发布，
美国国会图书馆还牵头开展书目数据格式标准

的关联数据化。
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一直非常关

注开放数据运动，很早就开始跟踪、研究和尝试

开发相关技术，认为这是把数字图书馆带入以

数据技术为特征的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契机。 对

于上图来说，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源，如古籍、家
谱、尺牍、近代文献、民国文献、档案、照片、笔

记、手稿、小报等，虽然从纸质文献到电子文件

的数字化工作一直在进行，也一直在提供基本

的文献检索服务，然而，想要更好地满足读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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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必须将其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描述出来，利用

新的技术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让更多人在使

用的同时，能够参与系统的优化、迭代和内容建

设，进而实现系统的平台化，使其成为读者从事

相关学习、交流和研究活动的必经之所。
中文家谱是上图最重要的特色文献之一。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整理，上图已取得了一批具

有影响力的成果，例如，编纂（或主持编撰）出版

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国家谱总目》
《中国家谱通论》《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等。 尤其

是《中国家谱总目》，收录了来自港、澳、台地区

和日、韩、北美、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近

６００ 余家机构收藏的五万四千余种家谱，包含

６０８ 个姓氏，析出先祖名人七万多个，谱籍地

１ ６００多处，堂号三万余支，不仅是一部华人家谱

的联合目录，还是一部中华家谱知识的百科全

书。 这些宝贵的整理成果目前仅以纸质和影像

文件的形态存在，大量的内容研究和标引揭示

也只是以出版和提供简单的字段检索为目标，
但这些成果正好为开发基于关联数据的知识服

务平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经过数年的调研和探索，上图的技术研发团

队认为，应用以关联数据为代表的新型数据管理

技术，时机已经成熟。 这些技术能够帮助图书馆

充分利用长期积累的文献研究成果，将其中的数

据、事实和其他知识点进行细粒度描述，利用网

络知识组织的编码方法和技术手段，对馆藏资源

进行重新组织，利用全网域的互联网平台实现图

书馆的书目控制理想。 对于家谱数据而言，在满

足普通用户寻根服务的同时，针对人文研究学者

提供分面可视化浏览、语义搜索乃至知识挖掘服

务，有助于打破图书馆各类资源库相互隔离的封

闭状态，推进数据开放，促进知识流动，在开放利

用中充分发挥其多方面的潜在价值。

１　 功能需求

１．１　 图书馆的书目控制需求

图书馆承担着书目控制的职能和使命。 由

上图主持、众多家谱专家参与编纂、于 ２００５ 年出

版的《中国家谱总目》，对华人家谱文献在全球

范围内的收藏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考证

辑录，包含丰富翔实的文献著录信息和内容描

述信息，是书目控制手段的一种尝试。 如果能

借助于网络环境下新的技术手段开发利用起

来，将能随时随地提供服务，真正实现全网域范

围内的书目控制。
具体而言，家谱总目的书目控制需求重点

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全球家谱联合目录，促进数据重

用和共享。 书目控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厘清某

个资源在不同机构的收藏情况，并提供获取资

源的线索。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立一个

全国、甚至全球的家谱联合目录成为可能。 《中

国家谱总目》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家

谱服务平台首先要将已有的数据导入，为读者

提供某种家谱现存的版本信息、在世界各地的

收藏情况，以及获取文献的途径，同时促进这些

由世界各收藏机构和家谱专家整理出来的知识

在各机构之间的重用和共享。
第二，基于万维网的规范控制。 规范控制

是书目控制中重要的一环。 “规范控制的本质

是实现基于概念的描述和匹配” ［３］ 。 需要对各

类规范实体，如人、机构、地、事件，从概念的层

面进行区分，用统一的文字标签来表征概念。
对于家谱来说，需要对姓氏、人、机构、地名、中
国历史纪年中的朝代等概念建立模型，用明确

的语义来表述这些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并基

于概念模型对各类实体进行规范控制，解决同

一人名、地名、朝代名不同表述方式的认定、消
歧与合并等问题。 基于网络资源的规范控制，
要求规范词能在全网域范围内被唯一标识和定

位，规范词的语义描述信息能被机器获取、识别

和理解。
第三，支持书目控制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

纸质出版物的《中国家谱总目》，是静态的、封闭

的，其书目记录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因此，需要有一

个开放的平台，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已有的书目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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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如某种家谱中先祖名人的个人信息、家族

的迁徙地名信息等。 更重要的是还要能方便增

加新的书目记录，包括新收录和即将收录的家

谱书目记录。

１．２　 差别化的用户需求

构建一个家谱服务平台，首先要从用户需

求出发。 上图自 １９９６ 年开放国内第一个家谱阅

览室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用户服务经验，按照用

户利用家谱资源的不同目的，可将用户需求分

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基于有限已知信息的寻根问祖。 对

于需要寻根问祖的普通用户来说，一般是已知

某先祖名人的姓名，或家族的居地，或堂号，去
搜寻相关的家谱文献，或相关的先祖名人、亲属

的个人信息，如生卒年月、生平大事等。 但这类

用户想要的往往不仅仅是文献本身，还有文献

中包含的内容（数据、事实和知识）。 例如，关于

家族中某先祖名人或亲属的详细信息、不同家

谱文献中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家族的迁徙路

线等。 这个层次的需求虽然不复杂，但对查准

率的要求较高，已有的基于关键词匹配的检索

会导致大量的噪音，需要基于概念及概念间关

系的匹配，准确定位到读者想要的结果，不仅要

提供方便的文献获取途径，还应直接提供读者

想要的内容。
第二，面向特定研究主题的知识发现。 对

于人文研究者来说，家谱是除正史、方志外重要

的研究资料，它的独特价值已得到学界的广泛

认同。 但宝贵的知识财富隐藏在浩繁的家谱卷

轶之中，若仅依赖于目前这种面向文献进行资

源组织和基于简单的字段和关键词检索的系

统，要穷尽数十万卷的家谱资料，探寻散落在历

史角落和时间长河中的数据、事实和知识，是一

件费时费力的工作。 因而，具有良好用户体验

的知识导航和知识发现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根据姓氏、谱籍、堂号、朝代的聚类展示，基于

概念和实体间关联的关系发现，发现不同家谱

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地之间的关系、某一

家族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路线、某地域范围内

某姓氏的分布情况、某一宗族的散居地覆盖范

围，等等。
第三，基于用户贡献内容 （ 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ＧＣ）的知识进化和积累。 家谱是同宗

共祖的血亲团体记载本族世系和相关事迹、反
映本家族繁衍发展过程的历史图籍。 民间有大

量对本姓、本族家谱有着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团

体和社群，他们既是图书馆的用户，也是家谱方

面的专家。 他们对某一姓、某一族的家谱了解

比图书馆员更为全面、深入。 如果能提供一个

开放性的平台，不仅为他们提供图书馆收藏的

家谱资料，还能为用户与用户、用户与收藏机构

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交流提供方便，同时对交

流过程中产生的知识进行组织、处理和保存，可
以达到进一步完善家谱知识库，使知识在交流

和传播中增值的目的。 随着 Ｗｅｂ２．０ 技术的普

及，基于 ＵＧＣ 的“众包” “众筹”理念深入人心，
将用户行为纳入图书馆业务流程之中的举措，
已屡见不鲜［４］ 。 因此，新建设的家谱知识服务

平台不应仅是静态的特色数据库，而应是支持

知识不断生长和进化的有机体。

２　 设计实现

选择利用关联数据技术来实现家谱知识服

务平台，是因为它基于领域概念体系（知识本

体）而非文献来组织知识，用“主谓宾” 这种普

适的数据模型（ ＲＤＦ）来表示和检索知识，借助

发展成熟的数据校验和知识挖掘工具支持知

识的维护和更新，允许用户访问文献中的部分

数据而非整个文献。 另一方面，关联数据已在

图书馆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应用［５］ ，形成了

一整套基于元数据和知识本体、 ＲＤＦ 数据转

换、ＲＤＦ 数据存储和查询、数据可视化的实现

技术、方法和流程，可以很好地满足书目控制

和规范控制、数据重用和共享、知识组织和知

识发现的功能。
上图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的设计，经历了如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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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程。 首先，设计一个向下兼容、易于扩展、
便于重用和共享、支持家谱数据重组和知识建

模的家谱知识本体，明确定义家谱资源中涉及

的人、机构、地、事件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接

下来，对已有的家谱元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提取

各类概念实体，赋予 ＨＴＴＰ ＵＲＩ。 基于 ＲＤＦ 抽象

数据模型，对实体及实体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必
要时与外部数据关联，丰富数据的语义。 数据

以机器可读的 ＲＤＦ 序列化格式编码后，存储于

专用的 ＲＤＦ 数据库中。 最后，基于关联数据四

原则发布数据，利用语义技术开发框架存取操

作数据，利用可视化技术展示数据，利用 Ｗｅｂ２．０
技术支持用户贡献知识，实现知识导航、知识发

现和知识进化的功能。

２．１　 基于知识本体的关联数据模型设计

知识本体是领域知识被抽象后形成的可共

享可重用的概念模型，通常表现为一套体系化

的术语词表及对相互之间关系的形式化描述，
以一定的机器语言编码后可被机器识别和处理

的代码体系。 知识本体为数据赋予语义，是数

据中所含知识的容器。 基于尽可能复用已有术

语词表的本体设计原则，上图的家谱本体主要

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框架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 ０，复用了 ＦＯＡＦ、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等词表

的部分术语，之后自定义了一批家谱资源特有

的属性。
家谱知识本体以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为基础框架，

一方面，书目框架（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是美国国会图

书馆牵头开发的下一代书目数据格式标准，用
以取代 ＭＡＲＣ，并能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美术馆等相关“人类文化记忆机构”共同使用，
有良好的包容性、可扩展性和开放性，其词表

能很好地描述家谱资源的文献特征；另一方

面，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同时还是一个为书目数据关联

数据化而设计的关联书目数据模型，其“作品

（ Ｗｏｒｋ） —实例（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单件（ Ｉｔｅｍ） ” 的核

心模型是书目记录功能需求 （ ＦＲＢＲ） 的简

化［６］ ，能很好地满足书目控制的需求，其数据

模型包含人、机构、家族、事件等概念，也适用

于家谱资源内容相关实体的描述，满足规范控

制的需求。
家谱本体还复用了 ＦＯＡＦ 中的术语，用来

描述家谱中的先祖名人，自定义了“谱名、字、
号、谥号”等中国历史人物特有的属性予以补

充。 复用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的术语来描述家谱中的谱

籍地，复用 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和 Ｗ３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术

语来描述家谱资源涉及的收藏机构，复用 Ｗ３Ｃ
Ｔｉｍ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来描述时间信息，自定义了一些

属性来描述家谱资源涉及的中国历史朝代

信息。
为了便于家谱本体的共享和重用，上图已

将家谱本体以 ＲＤＦｓ 和 ＯＷＬ 编码在 Ｗｅｂ 上公开

发布。 为了方便业内专家深入了解家谱本体，
网站提供三种视图模式供用户浏览。 模型视图

（Ｍｏｄｅｌ Ｖｉｅｗ）可视化地展示了家谱本体类和属

性间的关系；类视图（ Ｃｌａｓｓ Ｖｉｅｗ）通过父类和子

类的层级关系浏览类和属性；列表视图 （ Ｌｉｓｔ
Ｖｉｅｗ）按照类和属性名的首字母顺序排列展示

类和属性。 网站上也可以打包下载家谱本体的

全部 ＲＤＦ 数据（见图 １）。

２．２　 标准开放的数据格式———从 ＲＤＢ 到 ＲＤＦ
关联数据的第三个原则是要求数据为 ＲＤＦ

格式。 ＲＤＦ 数据抽象模型及其各种序列化格式

如 ＲＤＦ ／ ＸＭＬ、Ｔｕｒｔｌｅ、ＪＳＯＮ－ＬＤ 等，是 Ｗ３Ｃ 的推

荐标准规范，是跨平台的、开放的、可被各种程

序语言处理的标准数据格式［７］ 。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的 ＲＤＦ 数据基于已有的

元数据生成，除了《中国家谱总目》的元数据外，
还有上图新增的馆藏家谱元数据。 首先要从元

数据中提取作品、实例、单件、人、机构、地名等

实体，分别赋予 ＨＴＴＰ ＵＲＩ，用家谱本体定义的

类和属性来描述这些实体及实体间的关联关

系。 笔者在《基于书目框架（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家

谱本体设计》一文中详细列出了家谱元数据和

家谱本体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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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以关联数据发布的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

　 　 《中国家谱总目》数据存储于 ＥＸＣＥＬ 表格

中，馆藏家谱数据以 ＭＡＲＣ 格式存储于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中，都可以看作是“记录—字段—字段值”
的 ＲＤＢ 数据格式，因此需要将 ＲＤＢ 格式的数据

转换 为 ＲＤＦ 格 式 （ 这 个 过 程 一 般 被 称 为

ＲＤＢ２ＲＤＦ）。 主要使用两种开源的自动转换工

具来完成 ＲＤＢ２ＲＤＦ 工作： 一个是支持 Ｗ３Ｃ
ＲＤＢ２ＲＤＦ 标准规范的 ＤＢ２Ｔｒｉｐｌｅｓ， 另一个是

ＯｐｅｎＲｅｆｉｎｅ。 这两个工具都支持将 ＲＤＢ 中的表

和字段与家谱本体中的类和属性建立映射，定
义 ＵＲＩ 的生成规范，自动生成 ＲＤＦ 数据。 不同

的是 ＤＢ２Ｔｒｉｐｌｅｓ 应用了 Ｗ３Ｃ 的 Ｒ２ＲＭＬ 标准规

范，支持一次性获取多个关系数据库表的数据，
生成多类实体的 ＲＤＦ 数据，缺点是本体的映射

需要用 ＪＳＯＮ 语言编辑文本格式的配置文件，缺
少友好的用户界面［８］ 。 而 ＯｐｅｎＲｅｆｉｎｅ 不方便同

时操作多个表的数据，但却有“所见即所得”的

用户界面。 因此，在转换存储于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中多

个关系数据库表的馆藏家谱数据时，采用的是

ＤＢ２Ｔｒｉｐｌｅｓ，在转换存储于单个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的

《中国家谱总目》数据时，采用的是 ＯｐｅｎＲｅｆｉｎｅ。
图 ２ 以家谱中世系表中的先祖名人为例，展示

了利用 ＯｐｅｎＲｅｆｉｎｅ 将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的数据转

换为 Ｔｕｒｔｌｅ 格式的 ＲＤＦ 数据的过程。

２．３　 基于关联数据四原则和语义技术框架的系

统实现

系统的设计遵循了关联数据的四原则。 调

研了 Ｃｏｏｌ ＵＲＩｓ 规范［９］ 及国际上政府领域和各

大图书馆的关联数据项目，根据实际需求，制
订《上海图书馆 ＵＲＩ 设计规范》 ，以此为依据为

家谱数据中的各种实体生成 ＨＴＴＰ ＵＲＩ。 关于

实体的描述信息，以基于 ＲＤＦ 抽象数据模型来

组织，并以标准的序列化格式来编码。 访问实

体的 ＨＴＴＰ ＵＲＩ 时，可获得关于实体的 ＲＤＦ 信

息。 支持内容协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机制，
当用普通的浏览器访问时，系统返回供人阅读

的 Ｈｔｍｌ 页面，当用语义浏览器或语义代理（程

序） 访问 ＵＲＩ 时，系统按照请求方通过 Ｈｔｔｐ
Ｈｅａｄｅｒ 传送的关于内容格式的请求返回相应

格式的 ＲＤＦ 数据，如 ＲＤＦ ／ ＸＭＬ、 ＲＤＦ ／ Ｔｕｒｔｌｅ、
ＪＳＯＮ－ＬＤ 等。

系统实现上基于成熟的语义技术和开源框

架。 利用 ＲＤＢ２ＲＤＦ 和 ＯｐｅｎＲｅｆｉｎｅ 等工具对原

来存储于关系数据库和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的元数据

记录进行清洗和转换后，以 Ｔｕｔｔｌｅ 格式输出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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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的原始数据

本体映射定义

Ｔｕｒｔｌｅ 格式的 ＲＤＦ 数据

图 ２　 ＲＤＢ 到 ＲＤＦ 的映射和转换

的 ＲＤＦ 数据， 存储于专用的 ＲＤＦ 存储库中

（Ｏｐｅｎ Ｌｉｎｋ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ＲＤＦ 存储库和可视化展

示层之间用 ＲＤＦ 查询语言 ＳＰＡＲＱＬ 实现数据的

查询和存取，利用 Ｊｅｎａ 作为开发工具来实现对

ＲＤＦ 数 据 的 处 理， 并 利 用 ＳＩＭＩＬＥ Ｔｉｍｅｍａｐ、
Ｂａｉｄｕ Ｅｃｈａｒｔｓ、高德地图等工具实现数据的可视

化展示。 整个开发框架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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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语义技术的开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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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面向书目控制、知识发现和知识进化的功

能设计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在功能设计上，主要满

足三方面的需求：一是满足图书馆的书目控制

和数据共享的功能，包括对一种家谱的版本、复
本、收藏单位的全面呈现和各类内容实体的规

范控制，以及用于数据重用和共享的数据消费

接口；二是面向普通大众和人文研究人员的知

识发现功能，包括基于概念匹配的检索和基于

人、地、机构、时间之间关联关系的可视化浏览；
三是面向领域专家的知识进化功能，支持用户

对已有的数据进行修正和补充，并对这些知识

进行保存、组织和处理。
２．４．１　 书目控制

家谱书目控制需求主要由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核心

数据模型（作品—实例—单件） 来支持，但在实

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家谱描述的具体需求进一

步简化。 如果严格按照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定义，作

品—实例—单件之间的实体关系模型是 １ ∶ ｎ
和 １ ∶ ｎ 的关系，即 １ 个作品对应多个实例，１ 个

实例对应多个单件。 这样，当把一种家谱作为

一个“作品”，那么内容相同的同一种家谱的不

同版本（某一刻本的复印本或影印本）可作为不

同的实例，这样可以对每一次制作（出版）的情

况进行描述，如“出版”时间、地点等。 但对于目

前已有的家谱数据来说，虽然保留了木活字本

的出版时间、机构，但没有保留复印本或影印本

的详细信息，只保留了馆藏信息。 如《上官氏四

修族谱》 五卷有 １９３６ 年天水堂印制的木活字

本，保存在“寻源姓氏”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还
有分别保存在福建省图书馆和漳州市台湾工作

办公室林嘉书处的复印本，而馆藏信息正是“单

件”的显著特征，因而我们决定将这些复印本都

当作“木活字本” 这个实例的不同“单件”。 因

此，家谱的作品—实例—单件的实体关系模型

是１ ∶ １ ∶ ｎ的关系，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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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上海图书馆家谱书目控制模型

２．４．２　 知识发现

（１）面向普通大众

为满足普通大众随意浏览和寻根问祖的需

求，在界面及功能的设计上尽量考虑到简洁性、
新颖性和趣味性。 在首页的设计上，采取按姓

氏直接呈现相关家谱文献和先祖名人统计数据

的方式，吸引用户点击，让用户直接接触到数据

和知识，便于发现信息，并吸引用户继续探索。
这样，用户无需专深的知识，即可从姓氏开始，
了解该姓氏的来龙去脉和历史上出现过的名

人，获得认同感，同时发现本平台上收录的先祖

名人及所出家谱文献的详情。 点击 “馆藏信

息”，可了解文献的所有馆藏机构及其所在地，
如该家谱在上图有馆藏，则会直接显示其全文

０３４



夏翠娟　 刘　 炜　 陈　 涛　 张　 磊： 家谱关联数据服务平台的开发实践
ＸＩＡ Ｃｕｉｊｕａｎ， ＬＩＵ Ｗｅｉ， ＣＨＥＮ Ｔａｏ ＆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６

影像的链接。 首页的右半区域还兼备简单检索

入口和高级检索入口的功能，以自动轮播的方

式出现。 用户也可以直接输入检索词查询。
对于没有明确目标，不知道具体的家谱题

名和谱籍地名的文献查询需求，可利用时空图

来探索。 时间被做成一个旋钮，当用户转动旋

钮或输入年份时，即可显示在当前年份纂修的

家谱，并依据该家谱的谱籍地在地图的相应位

置插上旗标，点击旗标，显示所有符合条件的

家谱。
（２）面向专业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包括专门研究某一姓氏某一家族

的家谱专家，也包括借助家谱文献为特定研究

主题提供资料和佐证的其他领域研究人员。 针

对此类用户，平台设计了基于概念匹配的高级

检索和基于时空关联的发现探索功能。
高级检索支持基于姓氏、责任者、谱籍地

名、堂号、先祖名人、馆藏机构等概念实体的精

确查询。 以馆藏机构为例，作为《上川明经胡氏

宗谱》馆藏地的“上海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名

称，而是作为一个实体，不仅有“上海图书馆”全

称，还有“上图”简称，还包括“上海市淮海中路

１５５５ 号”这个地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全

球唯一的标识符：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 ｃｎ ／
ｅｎｔｉｔｙ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１１ｖ６ｐｖｚｙｃｗ ５４１９ｓｙ”。 所以当

输入“上海图书馆”或“上图”时，或它们的繁体

形式，都能通过唯一标识符定位到这个实体本

身，并找到馆藏机构为这个实体的所有家谱文

献。 因而，无论用户输入该实体的哪个属性值，
繁体或简体，检索的结果均保持一致。 重要的

是，这些描述信息在数据底层持久存在，不依赖

于系统的功能和逻辑，可以实现在跨平台跨系

统的传输和交换过程中不损失语义。
查询是利用 ＳＰＡＲＱＬ 检索语言来实现的。

ＳＰＡＲＱＬ 是 ＲＤＦ 数据专用查询语言，是直接面

向知识的查询，与数据库的物理存储结构无关，
只与数据本身的内在知识逻辑有关［１０］ 。

谱籍地名也是如此，不再作为一个以字符

串存在的名称，而是与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点相

对应的实体。 这个实体不仅有不同的名称，还
有经纬度等 ＧＩＳ 信息，可以在地图上准确定位。
因而可以开发出基于地图的发现和探索功能。
此外，还有两种方式提供更为精准的浏览。 一

种是“时间轴—地图”浏览，可以拖动时间轴，发
现在某段时间中纂修的家谱在地图上如何分

布；另一种是“地图画圈浏览”，在地图上画一个

范围，显示所有谱籍地在某地域范围内的家谱。
具体如图 ５ 所示。
２．４．３　 平台优化

提供用户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支持研究专

家、学生、民间团体等相关领域的用户通过留言

反馈直接修改数据，贡献知识，可以使数据在使

用过程中实现增值与增殖。
（１）反馈交流

具有上图读者证或经上图网上注册系统注

册的用户可直接登录平台，登录后通过撰写反

馈意见提出关于某种家谱的问题，可以是关于

该家谱的著录信息的疑问，如题名、纂修者，也
可以是与该家谱的内容如先祖名人、迁徙情况

相关的见解与意见。 如对家谱题名、纂修者、谱
籍地名等数据存在异议并提交反馈后，经专家

查证采纳后可在平台上修正。
（２）数据修改

经过认证的专家登录平台后可直接修改数

据，经其他专家查证审核通过后发布，系统会记

录每一次修改。 可修改的数据包括姓氏、谱籍

地名、先祖名人等实体的描述信息，也可修改家

谱文献的著录信息。 修改界面依据本体的定义

自动生成，如果取值范围（ Ｒａｎｇｅ）为另一个实体

（如责任者、谱籍地名、姓氏等），只能通过选择

已有的实体或新建实体，也就是说，如需修改责

任者，不再是修改名字这个字符串，而是去修改

这个实体的属性值，如姓名、字、号、所处朝代、
生平大事等。 数据修改并保存后，系统会记录

何人于何时改了哪一个属性，修改前和修改后

的值分别是什么。 经专家审核通过并发布后，
可在前台界面上呈现最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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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基于时空关联的家谱知识发现

３　 关联开放数据的发布和消费

３．１　 公共数据的开放

在家谱数据清洗过程中，首先从已有的家

谱元数据中析出词表数据，然后进一步规范和

补充，形成规范词表。 如，用于描述先祖名人所

处时代的时间信息，都以中国历史纪年的方式

著录，而用于描述家谱纂修时间的信息大部分

以公元纪年著录，少部分残谱只能粗略地以朝

代纪年著录。 为了能在时间的表述上做到统

一，满足检索结果排序或在时间轴上定位的功

能，就必须实现中国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对

照。 为此，我们整理了从公元前 ８４１ 年到民国时

期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数据。 考虑历史纪年和

公元纪年对照的功能不仅可用于家谱，还可用

于其他历史文献资源，不仅可用于上图，还可用

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机构，所以将其以关联开

放数据的形式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上

公开发布，并利用关联数据消费技术中最常用

的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技术［１１］ ，提供数据开放接口供程

序调用。 开发人员只需在网站上注册一个 ＡＰＩ
Ｋｅｙ，即可调用该 ＡＰＩ 进行中国历史纪年和公元

纪年之间的相互转换。 以下为输入明朝返回明

朝的起止年份的 ＡＰＩ 调用方法：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 ｃｎ ／ ｔｉｍｅ ／ ｄａｔａ ／ 明？ ｋｅｙ

＝ ｙｏｕｒＡＰＩＫｅｙ，返回数据为：“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除此之外，还有用于描述谱籍地名的“地理

名词表”、用于定位家谱收藏机构的“收藏机构

名录”等。 这些数据在《中国家谱总目》中作为

文后索引，只有词汇，没有关于这个词汇的更多

信息。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地理信息，对其做

了进一步的补充。 如“上海”这个词，为其增加

了“所属国家” “下辖行政区域” “经纬度” 等信

息，为收藏机构增加“全称” “简称” “地址”等信

息。 不仅可以实现在地图上定位的功能，还能

丰富数据间在地理维度上的关联关系。 为了更

好地实现数据在互联网上开放和互联的目的，
这些数据集也以关联开放数据的形式在 ｄａｔａ．ｌｉ⁃
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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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家谱数据的开放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中的数据，按照实体的

类型区分，包括姓氏、先祖名人、堂号、谱籍地

名、收藏机构、家谱书目数据（题名、纂修者、纂
修时间、版本信息、馆藏信息等）。 其中，谱籍地

名和收藏机构从元数据中提取出来，经进一步

规范和补充后，已作为公共数据集发布，而姓

氏、先祖名人、堂号、书目数据等家谱资源特有

的数据也以关联开放数据的形式开放。 这些数

据依托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以《中国家谱总目》
为基础，吸收业界专家的知识，不断更新。 这些

更新的、经过同行专家审核认可的数据也将在

开放数据中实时地反映出来，供社会各界共享

和重用，在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不违反法律法

规的框架下，可利用这些数据创造新的服务。
家谱数据的开放依托于 ｄａｔ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网

站，以基于 Ｈｔｔｐ ＵＲＩ 的内容协商、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等技术手段开放数据。 开发人员

利用 Ｈｔｔｐ ＵＲＩ 的内容协商和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即可获

得所有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中的家谱数据，以题

名、责任者、姓氏、先祖名人姓名、谱籍地名、堂
号、馆藏机构名、纂修时间、摘要中的关键词的任

意组合作为输入参数，即可返回所有匹配的家谱

文献的 ＲＤＦ 数据，并依据 ＲＤＦ 数据中关联的姓

氏、人、地、时间、机构的 ＵＲＩ，利用内容协商功能，
获取更多关于这些实体的 ＲＤＦ 数据。 ＲＤＦ 数据

将以 Ｗ３Ｃ 的推荐标准 ＪＳＯＮ－ＬＤ 格式输出，便于

开发人员编程处理。 以下为获取所有谱籍地为

麻城的夏氏家谱数据的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调用方法：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

＝夏 ＆ｐｌａｃｅ ＝麻城？ ｋｅｙ ＝ ｙｏｕｒＡＰＩＫｅｙ
对于能够熟练使用 ＳＰＡＲＱＬ 查询语言的开

发人员，可利用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进行更为复杂的

查询和数据获取。
ｄａｔａ．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 ｃｎ 作为上图的开放数据平

台，将陆续向互联网公开发布各种术语词表、规
范档、馆藏书目数据等，并提供各种数据消费接

口供开发人员调用，以促进基于互联网的书目

控制、规范控制和数据共建共享。

４　 效果、问题与展望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把专家的成果和大脑中的知识呈现于平台上，让
大家分享、共享。 通过利用资源和各类统计分

析、可视化研究工具，使资源发挥更大的价值。
作为国内率先推出关联数据技术开放数据的图

书馆案例，平台一经上线，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文化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纷纷

报道。 一些家谱爱好者和各民间家谱研究团体，
先后百余人参与了平台的测评，积极反馈结果。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构建过程中遇到了不少

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从已有的家谱元数据

记录到家谱本体框架下 ＲＤＦ 数据的映射和转换。
已有的家谱元数据是图书馆行业按照传统的面

向文献的标引方式著录产生的，而家谱本体强调

文献属性的同时也注重内容属性，这就需要将原

来的元数据记录打散，一一映射到家谱本体的框

架下。 虽然《中国家谱总目》的数据记录已经足

够规范，但仍然存在数据不一致的问题，这就为

数据转换工作带来了困难和障碍。 例如，馆藏机

构简称的不一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在《中

国家谱总目》的家谱文献馆藏信息中，有的被简

称为“香港中大”，有的被简称为“香港中文大

学”。 这样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会严重影响查

全率。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根据《中国家谱总目》
的机构索引，将数据中所有“香港中文大学”修改

为“香港中大”，这样无论用户输入“香港中大”还
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都能找到所有香港中

文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家谱。 但这是一种事后的

补救措施，另一种解决方法是事先了解已有数据

中存在的所有的不一致问题（显见是一项极为费

时费力的工作），将“香港中大”和“香港中文大

学”都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简称，在数

据转换过程中或数据查询过程中，将馆藏地为

“香港中大”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家谱馆藏地都

关联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这个实体。
另外一个更难处理的问题是古今地名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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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问题，比如“苏州”有时会按照文献记

载如实著录为“吴县”，而在当前地图上，只能定

位到“苏州”，没法定位“吴县”，这就需要将“吴

县”作为今地名为“苏州”这个实体的另一个属

性。 但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需要依赖具有古

今地名对照功能的“地理名词表”，这样的地名

词表的建设和维护需要依赖更为专业的机构。
厘清一个地名在历史上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情

况，对于图书馆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数据开放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常态，在国

内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家谱作为上图

最成熟和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源，是率先提供数

据开放实践的馆藏，未来还将在“上图历史文献

数据服务平台”上开放、发布更多的资源。 上图

基于家谱等历史文献资源的数据开放尝试，一
个重要的动因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图书馆和相

关行业，促进数据开放和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和

资源浪费，提升图书馆资源的价值。 近期，上图

还将基于开放数据接口开展数据应用开发竞

赛。 我们相信，数据的价值在于开放，用户是平

台的真正主人，只有充分树立开放的理念，紧紧

依靠用户，图书馆的创新才会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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