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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ABSTRACT 　There are special and general concept s of local docu2
ment s. In t he collection of local document s ,we can use a flexible policy ,no

matter t hey are special or general . The collection of local document s in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focus on 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works of local no2
table aut hors ,local publications ,local revolutionary document s and local A/

V materials ,by ways of establishing local document collecting organisations

and legal deposit system ,organising collecting activities , etc . Besides , we

can also build special collections of 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and works of no2
table aut hors ,local document s af ter 1949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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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湖南图书馆 ,人们就知道那里有个“毛泽

东著作版本陈列室”;一提起南京图书馆 ,就知道它

收藏的太平天国史料最全 ;若想研究孙中山先生或

华侨史料 ,就自然想到要去广东的中山图书馆等等。

由此可见 ,一个公共图书馆要想在本省乃至全国具

有一定的知名度或影响力 ,就必须形成有自己特色

的馆藏。就如企业要求发展 ,就必须创出自己的拳

头产品一样。一个图书馆 ,藏书越有特色 ,其藏书利

用率就越高 ,发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越大。

那么如何建立自己的馆藏特色呢 ? 我们认为地方文

献的收集是形成公共图书馆馆藏特色的重要手段。

毋庸置疑 ,地方文献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工作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就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

作谈点浅见。

1 　地方文献的界定

什么是地方文献 ,历来意见不一 ,争论颇多。争

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上。一种

意见认为 ,凡是记录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 ,不论它

的载体形式如何 ,只要是关于本地区一切情况的记

述资料 ,本地区一切名士的著述及其传记资料 ,以及

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

人士的事迹传记 ,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 ,都属于地方

文献范围 ;另一种意见认为 ,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

有地方特色的著作 ,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 ,

内容上没有地方特色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如何

客观地看待这种分歧 ? 我们认为应当先从地方文献

的内涵的界定说起。

最早对地方文献关注并开展研究的是我国图书

馆界的先驱者杜定友先生。他认为 :地方文献是有

关地方的一切资料 ,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图书、杂

志、报纸、图片等等。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引用、运

用 ,并成为“广义”的地方文献的定义。他认为地方

文献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个组成部分。具体来

说 ,所谓史料即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资料 ;所谓人物 ,

指的是本地区人士的著述 ,不仅指本土人 ,还包括对

本地区建设有重要贡献的人 ;所谓出版即本地区的

出版物 ,不仅仅限制在内容与地方是否有关上。杜

先生认为可从本地区的出版物看出本地区的出版情

况及思想倾向。

针对杜先生广义的地方文献概念在实际工作中

出现的某些问题 ,在图书馆界又提出了一个“狭义”

的地方文献概念 ,这个概念以出版物的内容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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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方特点为划分地方文献的唯一标准 ,无论出版

形式、出版地和出版物的载体如何 ,只要是反映本地

区政治、历史、地理、物产资源、碑帖、族谱、墨迹等 ,

就是地方文献 ,就应收藏 ,而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

版物内容上无地方特色的 ,都不应视为地方文献。

我们虽认为后一种界定意见更确切些 ,但前一种

意见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为此 ,我们认为在研讨界定

地方文献的内涵时 ,可各抒己见 ,但在地方文献的收

集工作中 ,应根据各馆的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多样的

入藏方式 ,不拘泥于广义与狭义的地方文献划分原

则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收藏、征集和利用地方文献。

2 　地方文献的收藏与征集

2 . 1 　地方文献的收藏
我们认为在公共图书馆中 ,地方文献的收藏应

以以下几个部分为主 : ①地方史料。包括地方志、名

碑、拓片、名人字画、家谱等 ,特别是地方志。因为地

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 ,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形

态、气候环境、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

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

它既是地方资料 ,又是地方著作 ,一般也是地方出版

物 ,并且内容广泛 ,史料详实 ,材料系统 ,因而对本地

区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

资料。各馆都应重点收藏 ,力求完备。②历代地方

名人的著作及传记资料。凡是本土人士的资料 ,只

要印成书本 ,不论其是否知名 ,是否公开发行 ,或是

散见于报纸杂志的论文 ,原则上都应尽力收全。如

江西的王安石、欧阳修、汤显祖、朱熹等一代名流 ,他

们的著述如文集、诗词、日记、信札、奏折等或多或少

地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

况 ,对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江西省图书馆应

把它们作为江西地方文献重点收藏。③地方出版

物。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历代刻印、出版、发行

的一切资料 ,包括本地区的正式出版物和非正式出

版物 ;其中符合本地区经济文化现实需要 ,同时又能

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出版物也应重点收

藏。④地方革命文献及音像电子资料。地方革命文

献是研究地方革命史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

料 ,也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公共图

书馆都较重视收藏。一般正式出版的 ,或者内部发

行的比较容易收集 ,但在收藏第一手材料如手稿、原

件、回忆录底稿等就不如档案馆、博物馆、革命纪念

馆 ,只能是通过影印复制手段 ,收藏复印件 ,以供读

者阅览和研究。至于地方电子音像资料 ,是未来图

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 ,

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非纸文献迅速增长 ,图书馆

应重视本地这类文献的收藏。

2 . 2 　地方文献的征集
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 ,是一项十分艰难而又细

致的工作。因为它涉及面广 ,并且分散 ,加之历时已

久 ,收集就困难。要做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 ,应从

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要成立“地方文献征集小组”,

委派文化素质高、事业心、责任心强 ,又能吃苦耐劳、

甘于奉献的同志 ,专门负责 ,充分掌握征集的线索。

对历史的地方文献 ,可利用各种工具书查找 ,编制缺

藏目录 ,掌握收藏单位 ,以便有计划地通过交换或复

制方式补充完善 ;对现代地方文献则要面向社会广

泛收集。第二 ,要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度 ,主动向地

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 ,争取

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 ,确立地方各机关团体向地

方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制度 ,及时收集本地区正

式及非正式的出版物和省内各单位自编自办的图

书、报刊、简讯等资料。第三 ,开展各种以收集、宣传

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举办地方文献展览 ,以求得

社会的认可 ,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

地方文献。第四 ,要加强同行业的横向联系 ,用交

换、复制等办法征集 ,以便丰富、完善馆藏。

3 　地方文献特藏体系的建立

3. 1 　建立地方文献特藏书库
一个没有特色的图书馆是没有竞争力的图书

馆。多年来 ,在是否建立地方文献特藏库的问题上 ,

图书馆界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争论不休 ,莫衷一

是 ,但大部分人都认同建立地方文献特藏书库 ,能更

加突出本馆的特色 ,能适应特定读者的需要 ,能更好

地服务于社会 ,只是在具体操作上遇到很多困难。

如在藏书建设上 ,各馆采用的都是传统的藏书体系 ,

有固定的藏书结构 ,并实行分散的管理模式。地方

文献资料正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 ,并由

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进行管理。如要设立

地方文献特藏库 ,进行集中管理 ,就势必会破坏原有

的藏书体系。拿江西省图书馆来说 ,在馆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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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 ,有图书 6632 种 (其中普通图书 4680 种 ,地

方志 602 种 ,地方人物著作及研究论著 739 种) ,分

别收藏在文献特藏部、阅览部 ;而地方期刊 824 种 ,

地方报纸 287 种 ,又以建国前后为界分藏在期刊部

的不同书库。如要设立地方文献特藏书库 ,就必须

把散藏在各部门的地方文献从中析出 ,既打破了各

部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 ,也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 ,况且古籍图书 ,特别是珍善本图书的保

管 ,比普通图书的要求高得多 ,若设立的特藏书库不

具备良好的藏书条件 ,就不能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

的长久保存。

尽管实际工作中会出现不少问题 ,但我们认为

地方文献特藏库还是可以建立的 ,只不过在特藏库

的管理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应根据本地区的特

点和从馆藏的实际情况出发 ,建立不同的小规模特

藏库。我们再以江西省图书馆为例来加以阐释。①

江西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 ,历代名人辈

出 ,如陶渊明、朱熹、文天祥、汤显祖等。特别是在我

国唐宋时期曾出现过一个“江西文化名人群体”,如

欧阳修、黄庭坚、曾巩、王安石、晏殊、杨万里等。当

代更有如方志敏、邹韬奋、赵醒侬、袁玉冰等一大批

革命先烈。他们的著述江西省图书馆收藏颇丰 ,并

有不少复本。根据这一特点 ,可建立一个江西地方

史料及历代名人著述特藏库 ,这个特藏库可根据馆

藏实际 ,以地方志特藏、历代名人著作及其研究文献

的复本为主要藏书 ,配备完整的地方文献古籍书目 ,

依旧由文献特藏部管理。这样只是把地方志从古籍

图书中析出集中 ,并没有破坏原有的藏书体系 ,也无

需另派专人管理。②江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中央苏区 ,南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

根据这些特色可建立第二次国内战争、井冈山革命

斗争和八一起义等革命文献特藏库 ,这个特藏库藏

书可以馆藏资料为主 ,以复制资料为辅 ,积极主动与

各相关单位 ,如博物馆、档案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相

协调 ,求得他们的支持 ,尽力把这方面的地方文献复

制收全 ,以供读者查阅、研究。③建立解放后地方图

书、报刊特藏库。这个特藏库实际上就是按狭义的

地方文献定义来收集、管理、组织的一个地方文献特

藏库 ,采取集中管理的模式 ,自成体系 ,实行藏、借、

阅三结合 ,既是书库 ,又是阅览室 ,还是二、三次文献

加工厂 ,室内可设阅览座位、电脑查询终端和读者咨

询、信息服务等 ,充分利用馆藏的地方文献 ,发挥其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④建立著者签名专库或专

架。从广义的地方文献定义出发 ,请地方著者签名

后 ,将书赠给图书馆 ,建立专库收藏 ,以飨读者 ,以彰

著者。

3. 2 　组织地方文献特藏目录
要全面揭示馆藏的地方文献 ,就必须做好地方

文献的目录组织工作。首先编制出馆藏综合性目

录 ,以反映馆藏地方文献的全貌。综合性目录可依

文献出版类型 ,分古籍、普通图书、期刊、报纸、电子

音像资料等 ,每类按书名、作者、主题、学科四种检索

途径编制 ,以卡片式、书本式、电子书目数据库形式

展现和出版 ;其次编制专题目录、索引。这类书目应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

有针对性地编印。如江西省景德镇市图书馆 ,根据

本市以陶瓷工业生产为主的特点 ,将建馆以来收集

的一定数量和陶瓷业有关的书刊编出了《馆藏陶瓷、

陶瓷美术书刊目录》,大大方便了读者。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工作中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它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具有

重大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公共图书馆应利

用自己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走出一条特色化服务

的道路来。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如能开发

出这书中的软黄金 ,就一定会使公共图书馆的工作

走出困境 ,得到重视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易雪梅. 加强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几点设想. 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6 (3)

2 　曹淑珍. 搞好地方文献征集 ,开发服务地区经济

建设.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7 (1)

3 　马澄宇. 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图

书馆工作与研究 ,1997 (1)

4 　王振东. 地方文献的征集与利用. 河南图书馆学

刊 ,1996 (2)

5 　雷树德. 文献、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学论考. 津图

学刊 ,1997 (3)

漆身起 　江西省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副

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江西南昌。邮编 330077。

陈红涛 　江西省图书馆期刊部副主任 ,馆员。

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 :1998207222。编发者 :李万健)

—86—

第 25 卷第 119 期
Vol . 25. NO. 119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THE J OU RNAL OF THE L IBRAR Y SCIENCE IN CHINA

1999 年 1 月
J an .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