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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范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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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阐述了以“体系分类法”和“分面分类

法”构建国史档案体系类表和概念分面词表的过程和方

法，并提出采用基于本体的语义技术是构建能适应历史学

科动态成长的知识组织范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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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缺少科学合理高效的信息组织方法，档案信

息资源面临“资源越来越丰富，检索与利用越来越困难”

的普遍困境，其使用的以档案文献为单元的传统信息组织

与序化方法在面对用户基于知识内涵的深层次检索需求时

捉襟见肘。构建高质量档案资源的根本方法指向了知识组

织。当前，比较成熟的知识组织范式有分类法和主题法，

就国史档案而言，其知识组织范式相应地包括国史学科分

类体系和主题词表。

1 国史学科体系分类研究

1.1 类表编制

国史学科经历了30年发展已自成体系。笔者深入学习了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 （如党代会、人大报告）、权威国史著作

（通史和专门史） 和国史教科书，分析挖掘深藏在文本中的

学科知识逻辑，充分听取学界专家对国史学科概念及其关系

的逻辑分析，研究澄清了国史的知识性质。以此为依据，笔

者一方面全面挖掘上述文本中的学科概念，另一方面遴选

《汉表》中适用概念、析取传统分类表中和国史相关的离散

类目，在此基础上，对这堆离散的、杂乱无章的概念的属

性、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划分不同的分支及从属关系，设

计建立了学科体系分类表 （下称类表）。为加深学科结合，

这一过程吸收了大量领域专家的参与，进行科学性的把握、

确立学科概念层次与概念关系、选择合适术语。

类表划分为三个层次，定义了六个顶级类和按一定逻

辑展开的二级、三级类的层次框架结构，其中二级类39

个、三级类290个，形成学科知识骨架结构。一级类选用

“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

“外交和一国两制史”作为类名，类目下进一步析出思想、

结构、制度、实践等学科面进行类目扩展。一级、二级类

名一般采用标准的学理主题词或其组合，三级类名采用富

有时代特色、概念清晰、单义规范的主题词。如政治史分

类见表1 （不完整）：

1.2 类表的编制方法和实用性处理

类表所采用的体系分类法是依据概念划分与概括原理

和基本级别律，把概括档案文献内容的类目组成层层隶

属、详细列举的等级结构体系，完整性、科学性、严密性

是其主要遵循。但在编写中，为尽可能析出不同扩展维

度，反映学科全貌，采用了“体系分类法与分面分类法相

结合”的编写方法，设立思想、制度管理、结构、实践等

学理面进行概念分析，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

体、从一般到特殊、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来展开类目。

此外，体系类表又在类目设置上兼顾整体框架的平衡

和用户查阅资料的习惯，体现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

合”的原则。比如不严格按照学科逻辑的等级原则，而将

子目多、内涵丰富、档案文献资源较多的低一级类目上调

突出列类。

2 国史主题词表研究

2.1 词表编制

国史档案内容所涉及的事实对象 （如人物、事件等）

是人们关心的另一类主题概念。为全面反映资源特征，笔

者编制了国史事实主题词表和档案资源类型表，从研究对

象面 （如人物、事件）、时空面 （区域、历史分期）、类型

面揭示主题。

为获得研究对象词表，笔者参考了国史实录、国史百

科、国史编年和大事记、人物名录、中央组织史、机构名

录等重要文献和工具书，挖掘遴选规范的国史术语；同时

筛选中共中央文件集、中国经济工业档案、外交档案史料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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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有事实对象类关键词，获取大量的标准词、同义词、

别名；并汲取《汉表》及附表中与国史有关的词汇，如各

国政区名称、自然地理区和行政划名称、组织机构名称、

人物和事件名称等词汇。最终，根据历史研究对象的普遍

性并结合专家分析，拟定“时间”“地点”“人物”“事

件”“组织”和“理念”六个核心概念，把提取的规范术

语按这六个概念分面归类，并遵循一定规则排列，构成国

史档案分面主题词表：《国史人物表》 《国史重大事件词

表》 《国史组织机构词表》 《地区或区域表 （包括行政区

划和经济地理区域）》 《国史重大分期表》 《国史理念词

表》，其排列规则可是字顺、范畴、词簇。表2是《国史重大

事件表》片段，设置了“重大事件”“子事件”两个等级。

规范的术语系统还应包括参照系统。以上词表通过设

置层级关系、同义关系和参照关系，在概念之间建立了等

级、等同和相关三种简单词汇关系，以改善研究对象的语

义组织： （1） 主题词的层级位置体现概念间等级关系，

即上下位关系或称属种关系。如《事件表》中大事件是小

事件的上位词。（2） 表示同一主题概念的多个术语体现

出概念间的等同关系或称同义关系，体现为“见”参照。

一般说来，普遍公认的常用术语作为主题词，并作为索引

该概念时的最优显示，其他同义词汇 （如全称、别称） 作

为入口词。（3） 相关关系用于反映有较强语义相关性的

不同分面概念间关系，如事件“真理标准大讨论”与理念

“解放思想”、人物“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在资源类型面，由于当代史离我们最近，史料文献浩

如烟海、门类繁多，通过研究国史资源文献类型和特点，

借鉴权威史料学研究成果，笔者整理出了《国史档案资源

类型分类表》 （见表3）。该表主要从档案文献知识特征，

兼顾文献内容生产者和体裁、功能等属性进行归类。

2.2 词表的编制方法和扩展性

分面词表从国史事实概念出发，采用“分面分类”的

方法，将概括文献内容与事物的主题概念组成“分面 （亚

面） —类目”的结构体系，一个分面词表揭示一个主题，

多个分面词表揭示多个主题，其词间等同、等级、相关三

种语义关系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概念间关系的规范化、弱结

构化。

表2

重大事件 子事件

政协一届
会议召开

制定通过《共同纲领》
制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制定通过国旗国歌方案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
立

开国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西藏和平
解放

昌都战役
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照会印度政府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
解放军进驻拉萨

表3

大类 子类 备注

基本
档案
史料

编辑
史料

内容生产者为党中央、全国人大，在各种中央会议和人大会议中形成的文件汇编，是当
代中国历史的珍贵记录

内容生产者是国家机关、军事机构和组织团体，在各种政治活动和实践中，形成大量公
文材料，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珍贵记录

包括国家法、部门法、地方法、行业法和外交条约

作者一般为领导人或身边工作人员，是研究人物或重大事件的重要史料

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选文稿，包含形成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论述

如族谱家谱

年谱是领导人活动的详细记载，传记是纪传体的史料

是当代中国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典型地区、典型行业的典型材料有助于对整个
历史问题作深刻说明

通过数字展现当代中国发展的轨迹和成就

重要文献

专题文献

法规条约

中央和地方报纸

党政工团机关刊物

口述纪实回忆录

国史人物著作文集日记

其他

国史人物传记年谱

地方和行业史志

国史年鉴和统计资料

在遴选分面词表时，有大量没有找到明确概念归属的

词汇，对其进行数据清洗 （人工过滤）、人工聚类后，还

可析取出新的事实概念分面。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共同纲领》”等词汇，可分别创建国史重 （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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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会议、国史文献等分面。采用这种滚雪球

似的方法，随着文献学习内容的丰富，概念分面和词汇会

越来越多。另外，还有一类用户关心的综合性专题或跨越

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进程，如“三农问题”“对外开放”

“深化改革”等问题，因横断政治经济文化多个一级类，不

便从学科分类标引，可以采用设置“综合专题”分面来处

理。可见，分面词表有很强大的扩展性，可随时增补新的

概念分面、随时编制分面词表。

3 结语

人文历史学科本身概念歧义性大，当代史学科还在动

态成长，其史学档案资源的信息组织范式不仅需要大量领

域专家的参与进行概念分析的科学性把握，还要根据学科

发展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尽管存在以上风险和不确定性，

分类法和主题法实际上仍肯定是档案资源知识组织范式的

要义，基于分面和体系分类方法构建的国史档案资源知识

体系的思路对整个史学领域档案资源的知识组织具有很好

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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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管理和利用各个环节的规章制度，来保护居民的隐

私信息，适当采取惩戒的手段，对泄露居民隐私信息的行

为进行惩罚；技术服务提供方应该建立隐私保护行业自律

守则，并在服务协议中明确规定，减少不必要的管理权

限，确保居民隐私信息安全；第三方机构如科研机构、媒

体和行业协会等，也应建立隐私保护相关规范，在利用医

疗数据进行公益研究时，应该进行脱密处理等。

3.4 强化电子健康档案隐私保护管理基础

3.4.1 建立安全责任机制。医疗机构应该建立一套责

任到人的安全责任机制，对医生、护士、网络安全员、医

院管理者和档案管理员的职责进行分类划分，把岗位管理

职责落实到人，让各个岗位的人都树立起居民隐私保护的

意识。

3.4.2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要强化各个行业的监管。

行政机构应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联合医疗机构、媒体和

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力量，对行业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加

强职业道德机制建设。主要是完善各个行业领域的职业道

德守则和规范，开展职业道德操守方面的培训，并建立职

业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评价机制。

3.5 强化电子健康档案隐私保护技术保障

3.5.1 加强访问控制，完善系统准入审核。将电子健

康档案系统按照居民、医生、档案管理员、利益相关机构

等不同角色进行访问权限控制。居民对自己的电子健康档

案具有最高权限，但不能对内容进行删除和修改；医生的

访问权限应根据疾病种类和用户的不同进行访问区域的划

分；利益相关机构只有通过居民的授权或与居民达成某种

共识，才可以对部分内容进行访问。

3.5.2 配置防火墙，隔绝外部攻击。电子健康档案系

统需要加强防火墙和网络入侵检测技术措施建设，防火墙

可以在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内、外之间构建一个保护屏

障，避免和减少黑客的非法攻击或电脑病毒。网络入侵检

测技术可以实时监视用户的行为，一旦发现入侵情况立即

发出警告并断开入侵者与主机的联系，保护电子健康档案

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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