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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加强新方志开发利用刍议

ABSTRACT 　New local chronicles are valuable resources t reasuries of

local information . Public library should give high priorit y to t he collection

of old and new local chronicles ,compile catalogues and indexes ,const ruct

networks ,and promote resource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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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志是地方文献中传统的、信息含量极为

丰富的一个重要门类 ,尤其是新编地方志更是当

代地方文献中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资源宝库。

省、市、县、镇各级综合志层层涵盖 ,纵横交叉 ;各

级专业志包罗百业万象 ,分则独揽一局 ,合则蔚然

大观。更兼大多数新编地方志为当地清末以来第

一部 ,其重点突现百年沧桑巨变于一编 ,它的独特

功能为其它任何书籍文献难以企及。80 年代初

期以来 ,各地地方志陆续大量出版 ,至今已形成相

当规模。以浙江省论 ,各级各类新编地方志已达

1 300余种 (含部分内部出版物) 。以此推算 ,全国

现有新编方志何止上万种 ! 并且 ,第一轮的新方

志尚在不断推出 ,第二轮新志的编写已接踵而上。

新方志资源产出丰富 ,容易形成收藏规模 ,进而为

开发利用准备了较好的资源条件。

1997 年 8 月在宁波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奖颁奖

大会再次强调 :要研究和开拓志书的应用工作 ,要

积极探索志书使用的新经验 ,要在图书馆设志书

室。更为当今方志的使用工作明示了方向和途

径。

作为各地文献收藏、服务中心的各级公共图

书馆 ,理应成为新方志的各级收藏中心和开发利

用中心。图书馆利用自身固有的资源优势、人才

优势、服务手段优势、读者群优势及系统网络优势

等 ,创造条件 ,积极参与 ,定可在方志应用工作中

大有作为。兹结合浙江实际对公共图书馆在当代

方志应用中的实施谬发四议。

1 　用志必先聚志

常言道 :“栽得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公共图

书馆欲吸引广大读者踊跃使用方志 ,必要的前提

便是要有丰厚的方志积存 ,这是起码的物质基础。

具体而言 ,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方志收藏必须达到

数量众多、涵盖全面、体系完整三个基本要求。数

量众多 ,系指对本地区出版的新旧方志应尽可能

收齐 ,至少要大部分收藏 ,有一定的量才会有一定

的质 ;涵盖全面 ,系指对本地所辖政区的各种主要

方志 (主要是综合志)要全面收集 ,无一遗缺 ;体系

完整 ,系指各馆的方志收藏应自成体系 ,主辅结

合。以省级图书馆为例 ,本省省志及下辖各市县

综合志在必收之列 ,是构成方志收藏体系的主干

系统 ,其它的市县级专业志、部门志及外省省志则

为其辅助系统 ,唯求其多多益善 ,尽量收藏。再以

县级图书馆为例 ,本县志及下辖各镇、乡志并本县

各专业志务求收齐 ,它如村志、街道志、部门志等

则应尽可能多藏。并且 ,有条件的县级图书馆还

应收藏所在市、省两级综合志。唯此主辅结合、点

面互配 ,形成各有重点各具特色的方志收藏系统 ,

各级公共图书馆才有可能在方志的开发应用方面

独挡一面 ,各逞所能。

新方志的收集 ,购买是最便捷之举 ,但对于经

费普遍紧缺的各级公共图书馆而言 ,面对铺天盖

地而来的新志出版热潮 ,用“望洋兴叹”之类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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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图书馆界的无奈绝不为过。如何解决经费乏缺

与方志系统收藏的矛盾 ? 浙江图书馆多途径征集

新志的做法或许可资参考。

浙江图书馆作为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省级公

共图书馆 ,对古方志、旧方志的收藏传统悠久 ,应

用成果亦堪一书 ,尤其在 80 年代初兴起的编志热

潮中 ,更为省内外各地各级修志工作者提供了难

以胜数的珍贵史志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 ,对建

国后的各类地方文献及 80 年代以来各种本省方

志疏于收藏 ,缺漏甚多。据 1996 年底粗略统计 ,

馆藏新编本省方志约 470 种 ,尚不足已出版的半

数 ,尤为致命的是其中缺藏 3 种已出县志 ,少数重

要的省级专业志亦付阙如。1997 年初开始 ,我们

以本省新方志为主攻重点 ,开展了连续的征集活

动 ,阶段性成果十分显著。其做法是 :

从馆藏现状出发 ,制订征新补遗、两头兼顾的

方针 ,即以现时为界 ,对新出方志随出随征 ,知无

不征 ,其中较重要者务求必得 ,不漏万一 ;对此前

漏收缺藏的各类新志进行抢救性拾遗补缺 ,尽可

能减低缺藏率。具体办法是采取征购结合 ,以征

为主的原则 ,即以无偿的征集、动员捐赠为主 ,以

有价购买为辅 ,间以采用图书交换等其它手段。

有时为一种方志的获得 ,有关人员不惜磨破嘴皮 ,

踏破门槛。通过信函、电话 ,走访等多途径征集 ,

求助领导、同行、老乡广结人缘 ,辛勤终获回报。

截止 1997 年底 ,本省新志已收藏 840 余种 ,其中

已出 72 种市县志全部收齐 ,无一遗缺 ,省志丛书

的已出品种亦均藏有 ,基本形成一个涵盖全面、体

系完整、品种多样、纵横互补的本省新志收藏系

统。为开发利用新志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

础。

2 　重视对新志信息的发掘、整理与加工

方志的应用看似简单 ,实则不然。传统意义

的使用是被动的、单向的 ,因而也是粗略的、低效

的 ,常见的典型模式是图书馆消极等待读者上门

查询 ,读者如大海捞针 ,于繁杂方志中以笨拙落后

的方式翻检所需资料 ,辛劳费时 ,所获甚少。要开

发方志的应用 ,图书馆要从传统的守书人、简单的

“二传手”主动转变为方志资源的开掘者、加工者、

输送者 ,使馆藏方志处于便于科学管理、便于检索

利用的良好状态 ,最终达到馆藏方志资源的最大

开发利用。当前至少可从以下三点做起 :

2. 1 　变革分类排架 ,自成藏用体系
目前通行的图书分类、排架法于方志一类有

种种不适 ,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方志个体功能及

整体效应的发挥 ,也给内部管理带来不便。应在

保持《中图法》分类体系稳定不变的前提下 ,根据

方志自身的特点及使用规律 ,将馆藏的所有本地

方志汇聚一起 ,独立成库。在方志排架方面 ,宜改

变按学科归类的做法 ,实行以地域归类 ,按级差隶

统 ,分设省、市、县三级类目。省级类目下汇集省

志、省级专业志、省级部门志 ;市级类目下先汇集

市志、市级专业志、市级部门志 ,次分列所隶各县

县志 ;县级类目下按县志 ,隶属各乡镇区志、村志、

街道志、专业志、部门志次序排列 ,县级以下政区

不再细分。为提高方志整体效用 ,还应不拘一格 ,

将各种地方性综合年鉴及专业年鉴、各种方志的

修志文存、编修始末、编余汇辑、补遗、评论集等搜

集汇集 ,按地域分别归列。上述库藏排架体系在

开架的方志阅览室中其优势将表现得尤为显著。

2. 2 　编制馆藏方志目录
除了编制通常按书名检索的目录外 ,从方志

利用的特性出发 ,编制地区目录和专业目录。地

区目录以政区隶属为排检依据 ,便于从目录上集

中反映一地所有的方志。专业目录以行业为排检

依据 ,按行业名称标目 ,如“教育志”类则是将本地

所有的教育志集中反映 ,按省、市、县先后次序排

列 ,便于从专业角度利用方志。

2. 3 　编制方志索引
索引的功能是将方志中蕴含的极为丰富的信

息资源通过细析、梳理、组合等加工手段多角度、

多层次地揭示出来 ,以便不同需求的读者得以便

捷、全面地获得所需资料。对方志应用而言 ,编制

方志索引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也是颇费功力但回

报十分丰厚的工作。方志索引主要有以下三种 :

(1) 篇目索引。即以馆藏方志中的所有篇目

为单元 ,以篇目名称及其反映的性质为依据 ,相同

者、近似者依次归并集中。这种索引又可分两类 :

一是将各市县综合志中的篇目重新组合 ;一是将

同一类专业志中的篇目编为索引。两相比较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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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检索深度稍胜一筹 ,而前者的普遍程度似更

广泛。

(2) 专题索引。即为馆藏新志中共同反映的

某一学科或内容主题编制的专门索引。专题索引

由于其选题灵活多样 ,适用广泛 ,针对性强及编制

规模上的可延伸性、可积累性等特点 ,理应成为方

志索引中的主流。专题索引的选题 ,应从馆藏方

志内容及读者需求程度出发 ,遵循科研急用先编 ,

普遍适用先编 ,特色鲜明先编的原则 ,按轻重缓急

渐次开展。以浙江的实际及现有方志的内容 ,其

专题索引就有以下选题 :

《日寇在浙暴行索引》、《浙江抗战损失索

引》———浙江一地在抗日战争中损害惨重 ,但迄今

没有较全面的反映及统计 ,而诸多新编市志中均

有“日寇暴行”、“抗战损失”等专门内容 ,篇幅或有

详略 ,多附于“军事”、“兵事”等篇章末后 ;不少专

业志中也从专业角度反映有这方面内容 ,如《浙江

图书馆志》中便有抗战时期全省各地图书馆馆舍、

设施、藏书损失的不少记载 ,若能精心搜集、条理、

汇编之 ,其作用及影响定甚可观。

《浙江现存碑刻索引》、《浙江现存家谱索

引》———新编《宁波市志》、《龙游县志》、《宁海县

志》等许多市县志均以专门篇幅详载了当地现存

的碑刻、家谱收存处 ,数以千百计 ,将之汇总益处

多多。此外 ,现存考古遗迹、馆藏文物、革命遗址

等都在可选之列。

《浙江入志人物传略索引》———该索引可按年

代或专业分若干编 ,如古代编、近现代编、工艺美

术家编、藏书家编等。同一个历史人物如黄宗羲、

陈布雷 ,省、市、县三级综合志及相关专业志都可

能为之列传 ,但由于视角的不同及重要程度的差

异 ,其内容会各有偏重、互有详略。《传略索引》的

编制可起到多侧面、多层次了解历史人物的作用。

此外 ,风景名胜、岁时风俗、当代移民、历代科

技成就、历代主要地方著述乃至鄞县、上虞等地的

梁祝文化 ,诸暨、萧山的西施之争等均可编制专题

索引。

(3) 专志索引。即为某一种方志编制详尽的

内容索引 ,以便检索利用。如新编《绍兴市志》第

六卷为《索引》,其编制之精细 ,检索之便利已赢得

交口赞誉 ,我们在接待读者查询王金发等人资料

时亦倍觉受益。遗憾的是许多的新志疏于此道 ,

尤其是 80 年代出版的方志。索引的欠缺将会严

重影响方志效能的充分发挥 ,减低读者使用方志

的积极性。图书馆工作者既精于索引之道 ,又有

为读者铺桥解难的美意 ,何妨挺身为之 ,揽下这件

本是份外且又繁乏的苦差。尤其是市县图书馆 ,

若能分别为本地的市、县志补编或详编索引 ,并汇

而总之 ,则全省性的方志索引巨编也就水到渠成

了。

3 　建设网络 ,促进方志资源共享

限于普遍的经费拮据 ,各级公共图书馆对新

编方志的收藏只能采取保证重点、量力而行的对

策。以浙江省为例 ,省图书馆的方志收藏重点是

本省各级方志 ,其中省、市、县三级综合志及省级

专业志为重点 ,务求收齐 ;对省外志书仅采购省级

综合志及直辖市志。各市、县图书馆的方志收藏

重点普遍着眼于本市、县的各类方志 ,对省级专业

志及省内其它市县的方志大多无力顾及。并且由

于得地利、人和之故 ,对于地方志的收藏一般规律

是 :县级图书馆往往最为齐全 ,市级图书馆则稍逊

之 ,省级图书馆因信息不灵、鞭长莫及等原因又差

一筹 ,尽管它在方志收藏的总量上远远超过各市

县馆。因此 ,建立方志收藏网络 ,实行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已是十分迫切的现实议题。应遵循先易

后难 ,先近后远的原则 ,建立方志资源网络。笔者

以浙江省的方志网络建设为例 ,提出四步走方案 :

(1) 建立全省公共图书馆方志联合目录 ,实

施省内馆际互借制度。以省图书馆为龙头 ,以各

中心城市图书馆为骨干 ,联合全省的所有县图书

馆 ,编制一部全面反映各馆馆藏的方志目录 ,并进

而建立省内馆际互借机制。这样 ,全省公共图书

馆的方志资源可为任何一馆所享用 ,使偏远县乡

的读者拥有与省城读者同样平等、便利的条件。

同时使各馆馆藏方志的利用率也大幅提高。

(2) 实行跨系统资源共享。在公共图书馆之

外 ,浙江省目前尚有两个新志收藏大户 :一为宁波

天一阁的当代方志馆 ,一为建德县的浙江方志馆。

前者属老店开新铺 ,资力雄厚 ,发展势头看好 ;后

者创办有年 ,又得省方志办强劲协力 ,积累颇多 ,

初具规模。两者均以广泛搜罗全国新编省市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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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色。此外 ,档案系统、高校图书馆系统及一些

省级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等 ,方志的收藏也各具

特色。打破行业界限、系统封闭及区域割据 ,实行

全省跨系统联网共享 ,则必能聚沙成塔 ,形成一省

范围内的方志资源强势及资源开发的高效能。目

前 ,浙江图书馆拟与省内方志收藏较富的有关单

位如宁波天一阁等进行专项协作 ,余缺互补 ,馆阁

互借 ,探索强强联合促进方志利用的途径。

(3) 建立全国方志资源共享体系。此举的实

施意义重大难度也大 ,须由北京图书馆牵头 ,由国

家有关主管部门施以有力的行政协调督促 ,联合

各省级图书馆、省级方志收藏中心、计划单列市图

书馆 ,在编制全国新方志联合目录的基础上 ,逐步

推行成员馆之间的互通互借。

(4) 加快馆藏方志信息上网。在全国性的方

志网络短期内难以建立的情况下 ,可利用信息高

速公路 ,让馆藏方志信息入网运行不失为一种较

为便捷的选择 ,这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各省级图

书馆尤应创造条件尽快入网。届时 ,方志的开发

利用将以难以预料的迅猛势头惠及神州每一角

落 ,并影响世界各地。1998 年年底 ,随着浙江图

书馆新馆开放运行 ,我们将优先考虑将馆藏方志

信息及全省公共图书馆馆藏方志信息进行计算机

处理。

4 　明确读者定位 ,加强新志宣传

由于方志的特殊体例及传统的习惯 ,许多新

编方志的命运往往是从出版社到图书馆 ,藏之库

室 ,“养在深闺人未识”。即便是一部优秀的方志 ,

也往往是圈儿内知名圈儿外漠然。专家学者编修

的方志 ,使用的还是少数干部学者。这条路显然

过于狭窄。方志编修的高要求、高品位决不等同

于读者对象的高层次。欲改变方志编修、出版与

使用的这种失衡状况 ,重要的一点便是对方志使

用的读者对象有高远的认识 ,准确的定位。作为

综合反映一地全貌的百科全书 ,方志的用途十分

广阔 ,政府决策、经济建设、学术研究乃至寻常百

姓的衣食住行都可在新编方志中得到借鉴。因

此 ,新方志的使用对象应是涉及各种行业、各个文

化层次的广大民众。方志的教化作用古来看重。

今天的新编方志编制更科学 ,内涵更丰富 ,适应更

广泛 ,教化功能更强 ,是进行国情地情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上佳教材。图书馆工

作者在这方面职责重大而神圣。因此 ,对于新编

方志的利用还应立足于春雨润物 ,潜移默化 ,终成

正果 ;切忌急功近利 ,太过看重物质成果。

我们要注重宣传 ,加大力度和范围宣传方志

的馆藏和作用 ,展现方志区别于它书的独特魅力

所在。宣传的样式可以多样 ,借助各种传媒宣传 ,

可收家喻户晓之利 ;利用图书馆自身优势 ,开展有

关的知识竞赛 ,办新志书展览、新志书读感征文、

方志利用成果展览、方志知识讲座等 ,能广泛吸引

不同层次的读者参与 ;若与有关的学校、机关团

体、企业等合作 ,效果当会更佳。

对当代新编方志的应用 ,笔者耿耿于心久矣 ,

不嫌浅陋发此四议 ,就正方家识者。

袁　逸 　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

浙江杭州。邮编 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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