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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的重要性資訊組織的重要性

Gorman ascribes today’s cataloging crisis to “a failure of 
management” and argues that “to the informed librarian, 
cataloging is seen to be at the heart of librarianship; the 
central core of everything librarians do.  A reference librarian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cannot 
function.  Collections can only be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by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s of record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the ways in which librarians 
create and maintain those structures.”

Source: Michael Gorman, “The corruption of cataloging,” Library Journal 120 
ሺSeptember 15, 1995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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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家族家族 （（1/31/3））
•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ሺIFLAሻ, 1992‐

o FRBR
•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 書目紀錄功能需求
• 1997年通過概念模式，1998年最終報告出版，2009年最新版

o FRAD
•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

• 權威資料功能需求
• 2009年最終報告出版

o FRSAD
•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 主題權威資料功能需求
• 2010年6月核准，2011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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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家族家族 （（2/32/3））
• FRBRoo

o 物件導向模式（FRBR object‐oriented）
o 2000年

• 歐洲圖書館自動化小組第24次圖書館系統會議在巴黎召開

• 會議期間首次提出圖書館界和博物館界可透過協調，整合FRBR和
CIDOC CRM這兩個模型而受益的概念。

o 2003年FRBR評估小組成立後，

• 協調這兩個概念模型的聯合團體才正式成立
• 其聯合主席分別為希臘ICS‐FORTH的Martin Doerr，同時也是
CIDOC CRM SIG的主席、CIDOC CRM的主要作者及FRBR評估組

首任主席、法國國家圖書館的Patrick Le Boeuf
o 2008年1月

• 完成了”FRBRoo”ሺ物件導向ሻ定義與FRBRሺERሻ的0.9版本

• 並提出FRBRoo的概念模型，為應圖書館界和博物館界資料互通之
需

o 2010年1月
• 發表FRBRoo的正式版本1.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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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家族家族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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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model of the bibliographic universe 
– Focus on Group 1 (products of intellectual endeavour)

extension of FRBR  
– Focus on authority data (Group 2 and works) 

extension of FRBR 
– Focus on the subject relationship 

FRBR

FRAD

FRSAD



7

FRBR

FRBR FRBR 簡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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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BR
◌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
◌◌ FFunctional RRequirements for BBibliographic RRecords 的縮寫
◌ 實體‐關係概念模式ሺEntity‐Relationship Modelሻ

• 由國際圖書館協會 所發展
◌ 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 1998年提出最終報告，最新版本為2009年

◌ 針對專題著作、音樂作品及其他資源進行討論，但並未對連續
性出版品做細節的描述。

• 與其他形式出版品比較
◌ 連續性出版品對FRBR架構是個挑戰
◌ 尤其是有多種刊名的連續性出版品要如何符合FRBR架構的問題



FRBRFRBR緣起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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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型的推陳出新

•電子出版品的急遽發展

•網路資源的快速成長

上述因素對編目環境及現有編目標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何因應？便成為當前編目界重要的研究議題。

ER Model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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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

Group 1
•作品
•內容表達
•載體表現
•單件

Group 2
•個人
•團體

Group 3
•概念
•物件
•事件
•地點

屬性 關係

作品對作品

內容版本對
內容版本

內容版本對
作品

載體版本對
載體版本

載體版本對
項目

項目對項目

屬性是讀者形成查詢問題及以及尋找特
定實體的要件

自實體衍生而出，可經由檢視實體得
知
• 資源實體特性（書目資源的媒體類

型、資源的高廣尺寸）
•包括資源本身的描述性資訊出現在書
名頁、封面或容器上的說明

外界附與而來，由參考資料得知
•由外界指定給實體的識別指標

• 音樂作品的作品號
•書目資源的背景資訊

• 作品創作時的政治狀況



FRBRFRBR實體實體ሺEntityሻ   ሺ1/2ሻሺEntityሻ   ሺ1/2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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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實體實體ሺEntityሻ   ሺ2/2ሻሺEntityሻ   ሺ2/2ሻ

• 圖書目錄使用者查詢書目資料的基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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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work作品
work

莎士比亞所著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所著哈姆雷特

內容版本
expression

載體版本
manifestation

紙本、電子書、DVD形式的哈姆雷特紙本、電子書、DVD形式的哈姆雷特

中、英文版本的哈姆雷特中、英文版本的哈姆雷特

單件
item

某圖書館所收藏的哈姆雷特某圖書館所收藏的哈姆雷特

GROUP 1



關係關係ሺRelationshipsሻ ሺRelationships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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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工作使用者工作ሺUser TasksሻሺUser Tasksሻ

• FRBR研究中關於使用者查詢國家書目或館藏目錄的工作分
為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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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Group 1  FRBR Group 1  
Content Relationships Content Relationships 

• 對等關係(Equivalent) 
• 衍生關係(Derivative) 
• 描述關係(Descriptive) 

Work to work relationships are  
inherited by hierarchically 
related 

Expressions 
Manifestations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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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Group 2FRBR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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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Item

Person

Corporate Body

Is owened by

Is produced by

Is realized by

Is created by

many



FRBR Group 3FRBR Gro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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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Entity Levels ሺ1/3ሻFRBR Entity Levels ሺ1/3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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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Entity Levels ሺ2/3ሻFRBR Entity Levels ሺ2/3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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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Entity Levels ሺ3/3ሻFRBR Entity Levels ሺ3/3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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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cation by WorksCollocation b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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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cation by Family of Works and ExpressionsCollocation by Family of Works and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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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cation by Collocation by ExpressuonsExpressu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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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ctionColloction of Manifestationsof Manife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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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sampleFRBR sample——book book 

W1 Charles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ሺ中譯名為小氣財神ሻ 
E1 the author’s original English text 
M1 book published in 1996 by W. Morrow 
I1 Bellevue Children’s Fiction Barcode:  
39352055996946     

I2 Black Diamond Children’s Holiday Books 
Barcode: 39352055996958 

I3 Bothell Children’s Fiction Barcode: 
3935205599696X 

I4 Burien Children’s Holiday Books 
Barcode: 39352055996971 

I5 Carnation Children’s Holiday Books 
Barcode: 3935205599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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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sampleFRBR sample——serialsሺ1ሻ serialsሺ1ሻ 

• 著者於1988年寫了一篇文章刊登於Serials Librarian，同時

Haworth出版社將該期的Serials Librarian出版成一單本圖

書。四年後，該單本圖書出版第二版，著者亦將該文加以

修正，並將修正後的文章放置一份於華盛頓大學的機構典

藏庫中(DSpace web site)。該文章若以FRBR的架構可顯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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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sampleFRBR sample——serialsሺ1ሻserialsሺ1ሻ——display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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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sampleFRBR sample——serialsሺ2ሻserialsሺ2ሻ

• 一篇俄文的文章刊登於俄文的期刊中，同時以PDF

的檔案格式呈現於商業網站，此文亦被翻譯成英

文並刊登在翻譯的英文期刊中。此模式呈現出原

始俄文的論文與英文翻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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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sampleFRBR sample——serialsሺ2ሻ serialsሺ2ሻ ——display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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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Benefits ሺ1/2ሻFRBR Benefits ሺ1/2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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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Benefits ሺ2/2ሻFRBR Benefits ሺ2/2ሻ

31

FRBRFRBR——Serial ExampleSerial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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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Example  ሺ1/2ሻFRBR Example  ሺ1/2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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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Example  ሺ2/2ሻFRBR Example  ሺ2/2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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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 Family of WorksFRBR Family of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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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的革命性理念的革命性理念

• 書目資料的使用者導向觀點

o 建立滿足使用者需求的書目紀錄

o 提高目錄的聚合功能

o 更多有關relationships的資訊

o 以增進查詢檢索、瀏覽導航的方式紀錄書目資訊

o 確保提供有價值於使用者的書目資訊

• 目錄視為資料庫而非卡片目錄的複製

• 重新思考當前編目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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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的執行障礙的執行障礙

• 保守觀點

• 傳統遺產資料

• 模式被認為非常抽象及理論性

• 不同的詮釋（何謂WORK及EXPRESSION?ሻ

• 不是資料格式，亦非編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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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的應用與未來發展的應用與未來發展 (1/3)(1/3)

• RDA
o 以兩個觀念模式為基礎：FRBR和FRAD

• FRBR：書目紀錄功能需求ሺ要件ሻ
• FRAD：權威紀錄功能需求ሺ要件ሻ

o RDA核心元素

• 根據FRBR和FRAD的指導原則

• 兩種核心元素

oCore：核心元素，只要出現在資源上就必須著錄

oCore if：某種情況下為核心元素才需著錄

38



FRBRFRBR的應用與未來發展的應用與未來發展 (2/3)(2/3)

• FRBRization of a Library Catalog

o 檢視書目紀錄並研究如何將書目紀錄分成FEBR提出之作品群
組（work cluster)，以便能符合FRBR之需求

o 更佳的館藏紀錄，提昇搜尋、檢索及表現方式

o 加強既存目錄的書目關係，利於使用者達成檢索的任務

o 設計或改寫一個新的使用者介面，用以展示書目關係

• FRBR對線上公用目錄的影響

o 書目紀錄呈現方面

o 檢索方面

o 館員方面

o 使用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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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的應用與未來發展的應用與未來發展 (3/3)(3/3)

• 相關研究與範例

o WorldCat Work-Set Algorithm

• 將FRBR作品概念應用在WorldCat中，試圖預估WorldCat
中作品的數量，並從抽取的作品了解作品的重要特質

o Korean Union Catalog

• 提出理論方法，鼓勵韓國各地圖書館能將FRBR概念運用
在OPAC中

o NBINet

• 評估NBINet採用FRBR的可能性

o The European Library

• 整合48所、35種語言的歐洲圖書館之書目資料，以提供
通用的館藏檢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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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應用的相關問題應用的相關問題

• 在連續性出版品的應用上，是以單篇論文、單期期刊或單
本期刊視為作品？

• FRBR是否真的適用於使用者？仍缺乏使用者相關研究。

• 除了規則的訂定尚需系統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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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
＆

FR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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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FRAD簡介簡介 ሺ1/3ሻሺ1/3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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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RAD ሺ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ሻ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ሺ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ሻ設立權威紀錄功能需求

及編碼工作小組ሺFRANARሻ
• FRAD是其「書目紀錄功能需求」FRBR模式的擴展

• 以使用者為中心，迎合使用者文化及語言需求
• FRBR與FRAD都是描述「實體‐關係模式」，

FRAD著重於權威資料的實體，以FRBR Group2為主

• 2009年出版最終報告

FRAD

FRADFRAD簡介簡介 ሺ2/3ሻሺ2/3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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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FRAD簡介簡介 ሺ3/3ሻሺ3/3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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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FRAD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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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公用目錄有權威檔的控制將提高其檢全率與檢準性

• 網路與數位化的時代，權威控制的重要性更加重要，同

一作品或作品實體的作品名稱若具唯一性，就更容易在

龐大的網路資源中被找到

• 對於不同的編目規則與語言，權威紀錄促進國際分享與

交換

FRAD



FRADFRAD特色：使用者導向特色：使用者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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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建立、維護及使用權威資料的資訊工作者

• 可能直接與權威資料互動但間接透過書目紀錄中受控檢

索點的終端使用者

FRAD

• 資訊檢索系統的終端使用者

• 協助使用者的資訊工作者

• 維護資料庫的資訊工作者

FRBR

FRADFRAD與與FRBRFRBR使用者工作比較使用者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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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Findሻ

辨識（Identifyሻ

選擇（Selectሻ

獲取（Obtain)

查詢（Findሻ

辨識（Identifyሻ

脈絡化：釐清實
體間關係

（contextualizeሻ

了解選定權威名
稱及其形式的理
由（Justifyሻ

FRBR FRAD

權威資料



FRADFRAD實體實體

• 名稱（Name）

• 識別符號（Identifier）

• 受控檢索點（Controlled access point）

• 規則（Rules）

• 代理者（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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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FRAD模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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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FRAD實體關係實體關係

• 顯示實體與實體之間的連結

o 協助使用者於目錄或資料庫navigate
o 支援collocation

• FRBR書目關係

o 作品與作品之間（補篇、改作、整部）

o 內容載體版本（修訂、翻譯）

o 載體版本（複製、格式）

• FRAD權威關係

o 不同個人、家族、團體與作品之間

o 個人、家族、團體的不同名稱與作品之間

o 同一實體之不同受控檢索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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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FRAD的影響與未來發展的影響與未來發展

• 未來FRAD的概念與用詞將融入RDA之中

• 在中國編目規則中融入FRAD的概念，才能促進書目紀錄

國際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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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緣起緣起

• FRBR模式Group 3

• 這個模式的部分遭受批評，因為這並未涵蓋時間，且未適

當將活動與過程包含在內

• FRBR Group 3 subject entities: 

o 物件ሺObjectሻ: a material thing

o 概念ሺConceptሻ: an abstract notion or idea

o 事件ሺEventሻ: an action or occurrence

o 地點ሺPlaceሻ: a location

o 時間ሺTime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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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簡介簡介 （（1/21/2））

• 主題權威資料 FRSAD（Functional Requirement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ሻ

• IFLA的「主題規範紀錄的功能需求」ሺFRSARሻ

o FRSAR工作小組的任務

• FRBR框架中 Group 3的實體—建立作品的aboutness
概念模型

• FRBR家族第三成員

• 成立於2005年，201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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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簡介簡介 （（2/22/2））

Terms of Reference within the FRBR framework as they 

relate to the aboutness of works, 

•於FRBR架構中建立Group 3的實體概念模式

•對於權威紀錄使用者，提供提供定義清楚，結構化的主題權

威紀錄參考框架

•協助評估權威資料在圖書館相關領域在國際分享與使用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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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主題檢索的挑戰主題檢索的挑戰

主題檢索的挑戰（Challenges of subject access）

•能否客觀的決定每一件工作的主題？

•使用者在未來會有哪些特別的需要？

•細分主題

•特定主題

•如何呈現工作的主題？

•使用者如何有系統的表達問題？

•不同知識組織系統的主題搜尋對使用者而言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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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工作比較使用者工作比較

• User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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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Identify

Select

Obtain 

Find 

Identify

Contextualize    

Justify 

Find

Identify  

Select 

Explore 

FRBR FRAD FRSAD

使用者導向使用者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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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檢索系統的終端使用者
• 協主使用者的資訊工作職者
• 維護資料庫的工作者

FRBR的使用者

• 直接建立、維護及使用權威資料的工作者
• 可能直接與權威資料互動但間接透過書目紀錄中受控檢索點的終端使用者

FRAD的使用者

• 建立及維護主題權威資料與詮釋資料的資訊專家
• 資訊檢索系統的終點使用者
• 協助使用者檢索資料的資訊工作者

FRSAD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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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 generalization of FRBR generalization of F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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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Thema）

o 任何用於作品主題的實體

• 名稱（Nomen）

o 任何符號或符號序列（含字母、數字、聲音等。）可
藉由此符號得知、指示或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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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llation relationshipAppellation relationship

• 雙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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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的實體、屬性及關係的實體、屬性及關係 ሺ1/6ሻሺ1/6ሻ

• 實體

o WORKሺFRBRሻ

o 主題（Thema）

o 名稱（Nomen）

• 屬性

o Thema、Nomen各有一組屬性

• 關係

o 2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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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的實體、屬性及關係的實體、屬性及關係 ሺ2/6ሻሺ2/6ሻ

• Thema屬性

o Types 種類

• Thema類型應視應用領域或特定知識組織系統
（KOS）而定

• 有些KOS使用FRBR第3組實體（概念/物件/事件/地
點）加上「時間」

• Thema類型差別相當大，需要不同屬性

o Note範圍註釋

• 說明及定義Thema

• 或指明它在特定主題權威系統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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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的實體、屬性及關係的實體、屬性及關係 ሺ3/6ሻሺ3/6ሻ

• Nomen屬性 ሺ涵蓋在內但不受限於此ሻ  
o Nomen種類 ሺ識別碼、控制的名稱ሻ 
o Scheme ሺLCSH, DDC, UDC, ULAN, ISO 8601…ሻ  
o 參考來源ሺEncyclopedia Britannica…ሻ 
o 代表ሺ字母數字、聲音、視覺的等ሻ 
o 語言ሺEnglish, Japanese, Slovenian,…ሻ 
o 文字ሺCyrillic, Thai, Chinese‐simplified,…ሻ 
o 文字轉換ሺPinyin, ISO 3601, Romanisation of Japanese…ሻ 
o 形式ሺfull name, abbreviation, formula…ሻ 
o 有效期ሺuntil xxxx, after xxxx, from…
to …ሻ 

o 對象 ሺEnglish‐speaking users, scientists, children …ሻ 
o 狀況ሺprovisional, accepted, official,...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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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的實體、屬性及關係的實體、屬性及關係 ሺ4/6ሻሺ4/6ሻ

Types of nomen

•識別碼 ሺpersistent and unique within a domainሻ 

•受控名稱Controlled name ሺ由權威控制組成/vocabulary 
maintenance process, which usually serves as access pointሻ 
ሺnote: called Controlled access point in FRADሻ 

• Implementation‐specific types, e.g.: 

– Defined by originating system 

– Defined by langu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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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的實體、屬性及關係的實體、屬性及關係 (5/6)(5/6)

• Thema relationships 
o Themas間的一般關係（應用於全部類型）

• 層級ሺHierarchicalሻ
o 部分關係ሺPartitiveሻ
o 屬種關係ሺGenericሻ
o 實例關係ሺInstanceሻ
o 多對一層級關係ሺPolyhierarchicalሻ

o 非層級關係 Associative ሺൌotherሻ 
• 其他themas之間的關係‐視情況而定（Other thema‐
to‐thema relationships are implementation‐
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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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的實體、屬性及關係 ሺ6/6ሻ

• Nomen relationships
o 部分關係

o 相等關係 ሺnomens of the same themaሻ

• 可進一步細分
o Replaces/is replaced by 
o Has variant form/is variant form 
o Has derivation/is derived from 
– Has acronym/is acronym 
– Has abbreviation/is abbreviation 
– Has transliterated form/is transli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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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Place as thema

nomens

nomen‐nomen
relations

thema‐thema relations

thema types (place‐specific)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EMAThe importance of the THEMA‐‐NOMEN modelNOMEN model

•分離所謂的概念

•一般抽象的模式，沒有限定

•圖書館相關領域互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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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審查發現的問題審查發現的問題 （（1/51/5））

Issues identified in the review 

1.Terminology 術語

2.Too abstract – difficult 過於抽象而困難

3.Is not taylored specifically to the library community ሺLSCH?ሻ 
並非專門為圖書館量身訂製

4.Complexity 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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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審查發現的問題審查發現的問題 （（2/52/5））

議題一：選詞

“Latin is oldfashioned/confusing/pretentious”

拉丁語是過時、令人混淆而做作

• subject, topic, concept三者不同且意義有所重疊

•對granularity持不同觀點

•名稱即適當的名稱

Therefore: 

•拉丁語詞彙不需翻譯，且不隱含其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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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審查發現的問題審查發現的問題 （（3/53/5））

議題二：過於抽象化

“FRSAD is too general and abstract”過於廣泛而抽象

•傳統上沒有明確的概念模式

•模式化相當困難

•「詳細規則」對「抽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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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審查發現的問題審查發現的問題 （（4/54/5））

議題三：並非圖書館所特有的

與現今的實際編目沒有直接關係

– Original FRBR entities ሺtime?ሻ 

– LCSH 

•與圖書館以外的領域互通

•應發展應用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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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FRSAD審查發現的問題審查發現的問題 （（5/55/5））

議題四：複雜度未被模式化

應制定明確的模式，涵蓋簡單及複雜的主題

•“Complexity”所指為何？

•Usually nomen

•There is no general ‘atomic level’ thema

•複雜度及規則，如前組合

•取決於KOS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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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AD FRSAD 與與 FRBR FRBR 

FRSAD 與 FRBR 
•FRSAD新增 “Explore”
•FRSAD as generalisation
•Types of thema implementation‐dependent 
ሺapplication profilesሻ主題種類實施依據應用檔

•Different user tasks 不同的使用者工作

•主題即作品屬性

o 沒有關係就沒有名稱屬性
•FRAD名稱、識別符號、受控檢索點對 FRSAD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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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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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簡介（簡介（1/41/4））

• FRBRoo（FRBR物件導向，object-orinted）

o 圖書館界書目資料的概念模型為FRBR

o 博物館界藏品資料的概念模型為CIDOC CRM 

(Conceptual Refer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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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簡介（簡介（2/42/4））

• 為利於圖書館界的書目資料與博物館後設資料的整合與互
通
o 2008年成立FRBR/CIDOC CRM 協調工作組

o 並定出 FRBRooሺFRBR object‐orientedሻ
• 建立一個形式化本體（Ontology）
• 獲取並表現書目資訊的基礎語意，

• 整合、協調、交換書目與博物館資訊
• 應用CIDOC CRM所提供之概念、工具、標示方法

o表現FRBR概念模式

o整合兩種物件導向模式

o解決圖書館資訊與博物館資訊互通時文件架構與
語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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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簡介（簡介（3/43/4））

• FRBRoo 是一個獨立的文件

o 它用CIDOC CRM 物件導向的方法和結構表達FRBR 概念

o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圖書館的概念模型

o 而不是取代FRBR

o 希望能創造一個與CIDOC CRM完全互通的延伸範圍

• 決定採用CIDOC CRM的主要原因為：物件導向形式（object-
oriented formalism）

o 是目前為止能將多種概念模型集合為一

o 同時保留各概念模型特性的唯一形式

• 由於要概括博物館藏品和需求的多樣性

o CRM比FRBR包含更為共通性的概念

• CIDOC CRM已是一個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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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簡介（簡介（4/44/4））

• FRBRoo不僅提供圖書館和博物館文獻之間的互通性，更

為所有共同或相關內容的使用者提供一共同遵循的參考標

準與模式在相同概念下可以檢索到所有資訊。

o 可以檢索到相關資訊

o 特定領域的知識轉換，同樣適用在其他研究上

o 提昇不同系統間資訊查獲率與精確度

o 促進兩種概念模式之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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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的功能的功能 （（1/21/2））

• 結構不同於ER模型或其他傳統資訊，知識本體論非資料架構

• 主要目的是藉由一個資訊系統來描述彼此間的意義

o 它描述某個領域中不同事物、概念和過程是如何關聯

o 本體論的描述使用的是正式或客觀的方法

o 可用來討論某個資訊系統應該包含何種元素，這些元素如何
連接，從而建立一個有效的資訊系統來完成特定的管理任務

• 本體是以概括性的層次或等級來安排，它允許識別對表面上無
關的資訊進行最佳效果的簡化

• FRBRoo不是在陳述「需求」，而是在敘述需求時所適用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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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的功能的功能 （（2/22/2））

• 當前FRBRoo的豐富或複雜性並非創作者在描述圖書館資

訊時所想像的

• 由於證明FRBRሺERሻ中的某些屬性需要模擬所有隱含在

FRBRሺERሻ中的概念，這概念藉由從FRBRሺERሻ到FRBRoo
轉換對照的方式被描述

• 基於對FRBRoo概念的適當選擇，人們可利用簡單的資訊

系統，又能表現FRBRሺERሻ的主要特性，在不久的將來這

些都將獲得證實

• 可以使用FRBRoo比較兩個不同的資訊系統，以檢視比較

適合FRBR 模型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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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的架構的架構ሺ1/2ሻሺ1/2ሻ‐‐‐‐FRBRooFRBRoo用語用語

• 要探討FRBRoo和CRM關係時，首先需了解物件導向所用

的術語：

o 一個實體（entity）被稱為「類」（class）

o 關係（relationship）被稱為「屬性」（property）」

o 通常CRM的屬性名稱在設計上要求從定義域讀到值域

時，定義域類別似文法主詞，屬性則類似於動詞，語
義必須富有意義，文法必須正確

84



FRBRooFRBRoo的架構的架構 ሺ2/2ሻሺ2/2ሻ‐‐‐‐FRBRooFRBRoo的命名方式與架構的命名方式與架構

• 所有FRBRoo有33 個類，31 個
屬性，6 個類性質（CLP）

• 各類都有按照CIDOC CRM 模型

所用的方式給予一個名稱
（name）和識別碼
（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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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和和CIDOC CRMCIDOC CRM間的轉換對照（間的轉換對照（1/31/3））

• 在FRBRoo結果中，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單件等

實體被分解為多個類，每個類都有其特定屬性

• 因此FRBRoo會有一個類：F1 作品，之下又包括了幾個子
類：F14 個別作品、F15 複合作品、F16 容器作品、F17 
集成作品、F18 連續作品、F19 出版作品、F20 表演作
品、F21 錄音作品。 F1 作品是超類（superclass），包含
各種子類（subclasses）

• F2 內容版本類，包含子類有F22 獨立的內容版本、F23 內
容版本片段、F24 出版的內容版本、F25 表演計畫、F26 
錄音。 F24出版的內容版本可用來說明，在載體版本準備

過程中出版商的智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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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和和CIDOC CRMCIDOC CRM間的轉換對照（間的轉換對照（2/32/3））

• 書目產品是創作和生產過程的結果
• FRBR 採取「靜態」的觀點為其構建模型，而不包括任何相關

事件（events）
• FRBR 缺乏對“事件感知”（event‐awareness）的描述

• 在CIDOC CRM 中
o 事件ሺeventሻ是主要的概念

o 時間實體（temporal entities）扮演主要的角色，是連接物
件與時間（time‐spans）、地點、和關係人（agents）的唯

一方式
• FRBRoo的F27 作品概念產生一個想法，然後F28 內容表達創造

（Expression Creation）同時產生了F2 內容版本和它的第一個
載體版本（以F4 載體版本單件的形式出現），兩者共同實現了
一個作品（F1）（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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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FRBR和和CIDOC CRMCIDOC CRM間的轉換對照（間的轉換對照（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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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 （（1/41/4））

• 當表演者想要透過表演，傳達某種想法或概念給觀眾時，

這整體觀念的構成，包含智識與情緒等即為表演作品
（performance work）

• 再將這整體觀念撰寫成一份表演計畫（performance 
plan），就整個表演活動之動作、台詞、配音等進行安排

與規劃

• 表演作品是關於「什麼」，表演計畫是關於「如何」，而
表演本身是為「事件」（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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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 （（2/42/4））

• 因此，FRBRoo宣告三種基本分類ሺ如下圖ሻ：
• F20 Performance Work，

o F25 Performance Plan，
o 以及F31 Performance, 

• 相關性如下：

oF20 Performance Work R12 is realized in 
（realizes）F25 Performance Plan,

oF31 Performance R25 performed （was 
performed in）F25 Performan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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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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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ooFRBRoo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 （（4/44/4））

92法國國家圖書館表演藝術相關物件與檔案資料之關係



FRBRooFRBRoo的未來發展的未來發展

• 在相同概念下可以檢索到所有資訊

• 可以檢索到相關資訊

• 特定領域的知識轉換，同樣適用在其他研究上

• 提昇不同系統間資訊查獲率與精確度

• 促進兩種概念模式之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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