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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文献资源共享的障碍及前期准备

ABSTRACT 　Besides factors of document types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document management is also among obstacles of resources sharing of ancient doc2
uments. Our preparations for future resources sharing include :drawing up rule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esources sharing ,compiling library catalogues of ancient

books , creating a national union machine readable database of ancient books ,

reprinting and microfilming ancient books ,establishing organisations for the coordi2
nation of resources of ancient books. 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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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ASS NUMBER　G255. 1

　　资源共享是文献信息领域的发展目标 ,然而在

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的障碍很多 ,有管理方面的 ,读

者方面的 ⋯⋯。本文所涉及的是文献类型和现行体

制对资源共享的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古籍善

本。由于古籍的特殊价值 ,因此使古籍在迈向“共

享”的道路上尚存在许多障碍。

1 　影响资源共享的文献类型因素

由于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 ,需要对文献类型加

以划分。划分标准有多种 ,诸如 :语种和文种、时间、

地域、民族、用途、读者对象、学科内容、加工深度、文

献符号呈现状况、记录方式、载体材质、载体形态与

大小、出版者、政治标准、学术标准、发行范围等等。

在图书流通中 ,往往以书籍的出版时间不同而区别

对待 ,本文即按此标准阐述。

按时间划分 ,即依文献的著述或制作年代区分文

献类型。我国图书情报学界据此一般把文献划分为

两段 :古籍 (1911 年以前) 、现代文献 (1911 年以后) 。

为便于管理 ,各馆比较通行的做法是 :一律以书

籍产生的年代确定其使用方法 ,而不论其实际价值

如何。书籍产生的年代越早 ,则提阅手续越严格 ,其

利用费 (底本、拍摄等费用) 亦越昂贵。以下是对不

同时期的书籍使用时的一般做法 :

①普通平装书。除大部头的丛书、图录、工具

书、单本书外 ,均可借阅。

②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书刊。各馆藏书中 ,此期

书刊有限 ,且以孤本居多。一般只阅不借 ,也不可复

印。如拍照则每页另加收底本费。

③清乾隆以后至晚清时期的古籍。此期版本

有的尚未划入“善本”,按普通古籍借阅。复制时收

取底本费。

④清乾隆以前的古籍。属于“善本”范围。提

阅时需要单位介绍信 ,且每次提阅的数量极为有限 ,

拍照时的价格亦不菲。

可见 ,文献产生的时间越早 ,则使用管理越严

格。古籍本身的多重价值 ,令人感到借阅使用时障

碍重重。

2 　中国古籍资源的分布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 ,仅现存的珍善

本和普通古籍线装书就有 10 余万种 ,1 000 万册以

上 ,称得上是文献资源大国。它们分布在全国的图

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中 ,还有一部分收藏在私人手

中。据报道 ,我国仅公共图书馆就藏有古籍 2 720

万册 ,占古文献收藏量的 9. 2 %。其中 ,珍贵的善本

图书有 244. 5 万册 ,分散在几乎所有的省级、计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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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市级图书馆和部分地 (市) 、县图书馆 [1 ] 。在北京、

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大中型图书馆中 ,古籍的收

藏相当集中。

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自成立以来 ,通过

政府拨交、私人捐赠和该馆努力搜访三条途径 ,迄今

为止 ,除敦煌遗书、金刻本《赵城藏》等几大专藏不

计 ,历代写本、刻本、传抄本等善本书有近 30 万册。

其中 ,宋、金、元刻本 1 400 余部 ,成为中国古籍善本

典藏最为丰富的馆 [2 ] 。

再如 ,国家科学技术文献收藏中心 ———中国科

学院图书馆 ,也拥有一定规模的古籍。30 年代初 ,

就收集了 20 余万册。50 年代中期以后的 10 多年

间 ,又补充了 20 余万册 ,已近 47 万册。不仅经、史、

子、集、丛、志各部要籍兼具 ,且颇多稀见珍贵又具学

术史料价值的品种 [3 ] 。

又如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古籍特藏 ,是以明清

两代皇家藏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存明清刻本、

明清内府精写本、臣工进呈写本与御笔写经等。尤

其是清“殿本”(雕印、套印、铜木活字摆印及铜印本、

少数民族文种古籍) 等 ,在写刻、印刷、装帧、材质等

方面皆独具特色。

其它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等等 ,均有大量的古籍收藏。

外地如天津图书馆 ,经过 80 余年的购置、捐赠、

拨交等方式的积累 ,不仅收藏宏富 ,且形成特色 ,如大

量的地方志、明清诗文别集孤本、宝卷、罕见的明清稿

本、抄本、明清小说、历代活字印本、北洋文献等等 [4 ] 。

辽宁省图书馆 ,经过近 50 年的尽力搜集 ,目前

古籍收藏量已达 60 万册 ,其中善本 7 000 部、12 万

册 ,普通线装书 35 000 部、36 万册 ,还有待编目整理

的古籍 10 余万册。无论是内容还是版本 ,都有其特

色。如宋元刻本、明闵凌氏刻套印本、清殿本、稿本、

抄本及朝鲜、日本版本 [5 ] 。

由于各种原因 ,有很多古籍收藏在国外各大图书

馆等机构中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远东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等 ,以

及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图书

馆。古籍文献跨国、跨地区分散收藏 ,所以学者们为

了查阅古籍而远涉重洋的情景也就屡见不鲜了。

3 　文献管理体制的局限

长期以来 ,在我国由于部门所有制的原因 ,文献

资源按行政系统分布在以下四大系统中 :教育部和

专业部委 (局)所属的图书情报机构、教育部所属的

高校图书情报机构、文化部所属的公共图书馆等。

由于部门的分割 ,缺乏联系 ,各自为政 ,彼此独立 ,造

成相对封闭的现状。古籍基本上为本部门所有 ,成

为各自的“镇馆之宝”。文献类型不同所致的障碍 ,

加上行政体制的障碍 ,从客观上制约了馆与馆之间

的横向联合。

4 　古籍文献资源共享的前期准备工作

从宏观看 ,我国是文献资源大国 ;从微观看 ,却

呈现相反的情况 :人均藏书只有 0. 5 册 ,显得极为贫

乏。在文献的利用率方面 ,国家图书馆为 10 % ,省

市图书馆为 30 % ,高校图书馆为 20 %～25 % ,古籍

的利用率则更低。

以古籍的特殊性 ,实现共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情 ,要比实现现代文献的共享复杂并困难得多。目

前一些图书馆为达到古籍共享而进行的各项有关工

作 ,都可视为过渡时期的准备 ,但需要加快步伐继续

做下去。

4. 1 　制订有利于实现古籍文献资源共享的

专门法规
主要针对古籍资源部门所有制的弊端 ,改为国

家所有制 ,将跨馆利用古籍的手续简化到最低程度。

4. 2 　进一步开展古籍资源的调查 ,编制各馆

古籍目录 ,以利于共享
主要调查各国及国内各馆古籍收藏的品种、数

量和特色等。在调查的基础上 ,编制出各馆藏古籍

书目。据不完全了解 ,国内目前已出版发行的善本

目录或古籍目录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

书馆普通古籍书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首

都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

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杭州大学图书馆

线装书总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

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艺

术博物馆古籍善本书目》、《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善

本书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四川

大学图书馆古籍丛书目录》、《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

有的馆藏古籍书目正在编制当中 ,还有很多尚无

此类书本目录的图书馆 ,宜尽快编出 ,既便于本馆使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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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又利于他馆共享。此外 ,可通过有关期刊和书目 ,

了解国外典藏古籍的情况 ;以交换等方式 ,获得英、

法、美、日等国图书馆的古籍书目或古籍缩微资料等。

4. 3 　加快研究和开发古籍自动化检索系统

和网络化系统 ,建立统一的全国古籍文献收

藏指南机读数据库 ,改善古籍共享的条件
1995 年 ,在我国已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古籍数

据库的倡议[6 ,7 ] 。现在宜加速研制步伐 ,在研制过

程中可借鉴国外的做法 ,如日本从 60 年代初就开始

对本国现存古籍进行整理和编目 ,1963～1976 年由

岩波书店刊行了 9 卷本的《图书总目录》,其中古籍

38 万件。1980 年开始研制古籍综合目录自动化系

统 ,经过 10 年的努力 ,1990 年建成的数据库正式运

行 ,并刊行了《图书总目录续编 ———古籍综合目录》

(共 3 卷) 。这个目录所录古籍涉及日本 63 个图书

馆和文库、83 个其它收藏古籍的机构 (如博物院

等) ,共收古籍 43 000 件 ,采集古籍书目约 91 000

件。该数据库以有效检索日本现存古籍为目的 ,在

整理以往的古籍目录有关数据的基础上 ,主要依据

古籍书志的特征 ,如版本、出版商、收藏者、形态等数

据的记录 ,增加了一些新的著录项目 ,为检索者区别

古籍和选择检索特征提供了方便。

4. 4 　继续开展古籍影印和缩微复制工作 ,以

保护古籍原版 ,缓解古籍资源的紧张
建立古籍数据库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便于查找

到原书。近年已影印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

要》、《宛委别藏》等 ,使孤善原版古籍化身千百 ,广泛

流传 ,人人可以就近读之 ,实为学界之大幸 !

80 年代以来 ,我国的文献缩微复制部门为抢救

古旧文献开始有计划地对善本古籍进行缩微拍摄 ,

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是 ,还有很多古籍尚未排上

缩摄日程。台湾“中央图书馆”自 1967 年开展缩摄

工作 ,至 1978 年已完成善本部分 13 105 部 ,约

14 200卷 ,650 万页 ;历代墓志铭缩微平片 2 675 张 ;

1979 年又开展彩色胶卷的缩微工作 ;1988 年 3 月开

始进行普通线装书的缩微工作 [8 ] 。

4. 5 　建立古籍资源协调组织
古籍是历史遗珍 ,至今各馆的古籍资源已相对

稳定 ,馆藏特色、品种、门类和复本数量不一。此外 ,

文献重复现象严重 ,台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大陆先后购进 230 多套 ,耗资达 4 600 万元。馆际

之间的协调合作显得非常必要。如能成立一个专门

的协调部门 ,在互利的基础上 ,在馆际之间、地区之

间进行古籍复本交换和调剂工作 ,将会使古籍资源

的分布更趋于合理。

4. 6 　加强各馆古籍资源和特色的开发 ,进一

步提高服务质量
在这方面 ,淄博市图书馆的做法很值得推荐 :该

馆根据历史上形成的“齐文化”和以经典著作《聊斋

志异》摘取“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桂冠的清著名文学

家蒲松龄形成的“聊斋学”,在全面搜集、整理地方文

献的同时 ,建立了齐文化书库、齐文化阅览室、聊斋

学书库、聊斋学阅览室 ,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特色。吸

引了读者 ,加强了对外交流 ,为繁荣淄博的文化、振

兴经济 ,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此外 ,实现古籍文献资源共享的前期准备工作还

应包括讲授检索古籍文献的课程 ;健全古籍分类法和

目录体系 ;编制古籍目录时充分揭示文献和馆藏 ;举

办古籍文献展览 ;编撰专题书目 ;开设专题或专门阅

览室 ;开展定向定题服务 ;拓展咨询的深度等等。

总之 ,需要大力加强馆藏古籍资源的宣传和推

荐 ,强化特色 ,加大主动服务的范围 ,为古籍资源的

共享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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