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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和利用研究

摘　要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地方文献的采访有其范围、措

施和方法。应当做好地方文献保护工作 ,加强地方文献研究和利用。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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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文献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

献 ,是反映某一地区的政治沿革、经济发展、自然环

境、风俗民情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地方文献能

为人们研究和探索特定地域内的历史和未来提供详

实的信息 ,对特定地区的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加

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和研究 ,有益于其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 ,利国利民 ,意义重大。

1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建设的必要性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肩负着收藏、研究、利用本

地区地方文献的重任 ,既要利用地方文献开展社会

教育 ,又要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深层次地开

展地方文献研究 ,对于推进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11 　地方文化教育需要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中记载了本地区的山川胜迹、灿烂文

化和名人志士的传记和著述 ,可为地方文化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素材。

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可利用地方文献开展素质教

育 ,为全面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服务。熟悉国情、实

事求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本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地理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美

术、民俗风情等 ,对读者全面了解弘扬地方优秀文

化 ,提高文化素质 ,是很好的教材。这就需要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112 　地方建设事业需要地方文献

首先 ,地方决策机关需要地方文献。由于地方

文献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状况、

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 ,因而对本地具有明显的资

治作用 ,历来是各地政府机构进行决策时的重要依

据。因此 ,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采集、研究和利用好

地方文献 ,并通过各种文献形式 ,主动、及时地提供

给本地区各级决策机构 ,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

发展规划和有关方针政策 ,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地方文献。各地区所

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自然资源和风俗民情有差异 ,各

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程度和发展方向也不一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们思想观念和需求的变化 ,本地

区的传统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失传 ,或者因

市场不景气而停滞不前或消失 ,可以按地方文献中

有关记载 ,对产品恢复生产 ,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入

研究 ,开拓创新。人们通过地方文献提供的信息资

源去研究、保护和开发自然资源 ,生产传统畅销产

品 ,开拓市场 ,振兴地方经济的事例已经很多很多。

2 　采集地方文献的范围、措施和方法

地方文献的品种和数量多 ,凡记录有地方知识

的各种文献信息载体都在采集之列。地方文献的采

集范围有印刷文献、缩微文献 (缩微胶卷、胶片) 、视

听文献 (电影拷贝、电视录像带、录音带、电视直播节

目等) 、电子文献 (磁带、软磁盘、交互式光盘等) 和网

上文献。地方文献按出版形式主要有图书、连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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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档案实物资料及其他资料 ,如谱谍、碑刻、拓

片、图录、表册等 ,具体分为地方史料、地方出版物、

地方人士著述等。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应根据本地

区实际和需要采集地方文献。

211 　采集地方文献的范围

(1)本地区史料。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采集本

地区的史料文献 ,包括 : (县) 志、年鉴、专业志、汇编、

手册及其他志书、有关本地区的革命历史文献、出土

文献记录、有影响人物的族谱、家谱和重大事件、风

土人情资料 ;土地、矿产资源调查资料和地图、图表

及各种统计资料等。(市)县图书馆主要采集本 (市)

县域内的地方文献。

(2)地方出版物。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采集本

地区编辑出版的地方出版物 ,包括 :各种报纸、杂志、

专著 ,包括各种载体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

(市)县公共图书馆以采集本 (市) 县地域内的此类文

献为主。

(3)地方人士传记、著述及其研究资料。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应采集本地籍知名人士的著述 ,包括

革命烈士、政治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学者等的

传记、手稿、著作等资料和外籍人士关于本地区的有

关著述。(市)县公共图书馆以采集本 (市) 县域内的

此类文献为主。

212 　采集地方文献的保障措施

(1)成立地方文献部。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成

立地方文献部 ,从组织上做好地方文献的采集、保

护、研究和利用的保障工作。

(2)建立地方文献采集协作网络。采集地方文献

的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出版单位多 ,特别是地方文

献中很大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 ,发行途径不畅 ,获

取的难度大。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要与本地区内的

市县 (区)地方史志办、党史办、地名办、科委、政协文

史委、学术团体、研究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大中专学

校、大中型企业等单位和部门加强协作 ,密切联系 ,

建立合作网络。县图书馆要成为地 (市) 公共图书馆

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起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每个联

系点确立联系人 ,明确各级网点的义务和职责 ,确保

采集渠道畅通。

(3)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度。地方文献呈缴制 ,

是由地方权力机关在整个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颁布

和施行的一种“呈缴本”制度 ,对保障地方文献采集

工作的顺利开展十分重要。地 (市) 公共图书馆要成

为地方文献信息中心 ,要积极建议和督促政府建立

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 ,为图书馆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提供有效的保障。

(4)建立地方文献出版信息档案。加强与新闻出

版部门等地方文献采集协作网络成员单位的联系 ,

及时收集出版信息 ,建立地方文献出版信息档案。

(5)到旧书市场采集地方文献。应与当地有影响

的旧书业主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搜求地方文献 ,将缺

藏的书刊品种、拟购的地方文献书目告知对方 ,请对

方在收购过程中给予特别注意。地 (市) 县公共图书

馆要指定专人定期到旧书市场采集地方文献。实践

证明 ,到旧书市场采集地方文献 ,价格便宜 ,常能采

购到缺藏或漏购的、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6)开展馆际合作。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与本

地域内基层图书馆 ,如乡镇图书馆 (室) 、学校图书馆

(室) 、科学研究图书馆 (室) 、医院图书馆 (室) 等开展

馆际合作 ,互通有无 ,交换资料。

213 　采集地方文献的方法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面向社会 ,广渠道多途

径地采集地方文献。

(1)征订 :利用合作网络对公开出版和非公开出

版的地方文献及时征订。

(2)现购 :采访人员从图书市场上直接购得地方

文献。图书文献市场包括各级新华书店、各类专业

书店、出版机构的读者服务部及集体、个体书店。

(3)交换 :与有关文献生产、发行、收藏单位以及

个人间建立起良好的信息和文献合作交流关系 ,定

期交换 ,扩大地方文献来源。

(4)募捐 :接受个人、机构团体捐赠地方文献。

(5)代征 :利用协作关系 ,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

为从文献持有者或文献持有机构中征集而非购买方

式获取地方文献。

(6)复制 :通过目录了解缺藏信息 ,在遵守版权的

前提下复制地方文献。

(7)析出 :许多地方文献收录于大型丛书、文集、

报刊等文献中 ,可通过复印、摘抄、剪辑等手段收集、

汇编。

3 　做好地方文献保护工作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中 ,有一定

数量的古籍 ,善本图书也较多。保护好古籍 ,做好古

籍整理抢救工作 ,至关重要。

311 　做好常规保护工作

地(市) 县公共图书馆对古籍首先要做好防虫、

防光、防潮、防鼠、防火、防水、防盗、防尘等 8 防工作。

要改善古籍书库的保管条件 ,做好温湿度和光照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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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控制 ,配置各类护书用品 ,把古籍的自然损坏率降

低至最低限度。

312 　培训古籍管理人才

许多县公共图书馆缺乏古籍保护方面的专门人

才。地 (市)公共图书馆要举办古籍保护人员学习

班 ,请古籍保护专家讲授古籍保护知识和技术 ,提高

管理人员的古籍保护意识和古籍复制与修补技术。

313 　抢救濒危古籍

目前 ,许多地 (市) 县公共图书馆 ,由于古籍保护

人才不足 ,经费短缺 ,地方文献中的古籍损毁严重。

应对濒危古籍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予以保护 ,如进行

修补、限制借阅、采用复印本流通、进行电子化、数字

化存储等等。

4 　加强地方文献研究和利用

411 　建立地方文献研究室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建立地方文献研究室或

阅览室 ,地方文献实行集中管理 ,单独分类、编目、排

架 ,以利于资料查询和研究 ,提高利用率和工作效

率。馆员和馆外专家都可以入室进行研究 ,以促进

其开发利用。

412 　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采用现代化手段建设一

个较为全面的、便于大众使用的地方文献数据库系

统 ,以实现信息畅通 ,资源共享。建设地方文献数据

库起点要高 ,要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除传统的一次

文献利用外 ,还应向读者提供书目索引、文摘、专题

汇编、主题综述、全文检索等方面的深层次地方文献

服务。对地方文献的加工不应只是简单地分编登

录 ,而应广泛应用激光照排、影视、计算机、网络通

讯、缩微、多媒体等现代技术将分散于不同文献的地

方信息分析出并予以整序、储存 ,编制地方文献书目

索引、联合目录、专题书目 ,向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产品 ,例如 ,将地方特产、地方名人、风土民情、旅

游景观等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加工 ,建立地方名优产

品数据库、人物资料数据库、风土民情数据库、旅游

资料数据库等 ,为社会各界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远程传输、网络互联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

413 　成立地方文献研究会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组织开展地方文献研究

活动。地 (市) 图书馆成立地方文献研究会 ,县馆组

织研究小组 ,聘请地方文献研究专家、学者当顾问 ,

聘请文化教育界领导进入研究会理事班子 ,吸收有

一定学识和研究能力的馆员到研究会来。会员一方

面开展地方文献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协助图书馆采

集、整理地方文献 ,实施研究与整理资料相结合。会

员可深入名人故里、景点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开展

调查研究 ,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 ,探索本地区旅游开

发、经济发展之路。有价值的论文可报送市、县委及

政府 ,为其参考之用。

414 　地方文献为经济建设服务

地方文献中的科技知识、致富信息、实用技术对

本地区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具有直接或间接指导作

用。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应把馆藏地方文献及其研

究成果转化为信息产品 ,使之转化为生产力 ,走藏、

研、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金沛霖. 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0

2 　邹华享 ,张勇. 新技术环境下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图书

馆 ,2000 (2)

3 　沈玉茹. 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建设延边州情数据库. 图书

馆学研究 ,2001 (5)

4 　陆建芳 ,韩莉莉. 地方文献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 ,2001 (2)

5 　骆伟 ,朱晓华. 试论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图书馆

论坛 ,2000 (5)

熊　焰　湖南邵阳市松坡图书馆馆长 ,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红旗路 256 号。邮编 422000。

(来稿时间 :2002205228)

《图书馆管理 :协调图书馆人

行为的艺术》出版

　　《图书馆管理 :协调图书馆人行为的艺术》一

书 (作者刘喜申)近日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人本主义原理出发 ,阐述图书馆管理的目

的是使图书馆工作人员得到全面发展 ,进而实现

图书馆社会职能。调动图书馆人的积极性 ,发挥

其潜能是图书馆管理的核心。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社址 :北京文津街 7 号。邮编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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