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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是知识、信息的宝库, 是一个国

家、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 对促进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及科学

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图书馆

本身的藏书建设, 特别是专业图书馆核心藏

书的建设则是关系到图书馆兴衰的一个带根

本性的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的

核心藏书建设与利用在体现专业馆职能, 服

务于科学研究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核心藏书及意义

核心藏书即重点藏书, 亦即重点文献。它

是图书馆藏书构成体系之根本。核心藏书通

常指图书馆为完成本馆的重点任务, 满足重

点服务对象需求所收藏的专门文献, 或是根

据历史、地理条件, 图书馆需要长期积累、保

存的文献。它是图书馆藏书的精华, 反映着本

馆藏书的特点。

建立核心藏书, 实现图书馆藏书的专业

化、特色化, 是时代的要求, 是我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方向。当今世界知识爆炸, 科学技术

迅猛发展, 文献信息急剧增加, 而图书馆的现

状不容乐观: 购书经费短缺, 馆藏容量有限。

如果不因地制宜而一味地追求“大而全”是不

现实的, 也是根本办不到的。尤其是专业馆,

购书经费有限, 因此要把有限的经费用于购

置核心藏书, 使馆藏走专业化、特色化的道

路。要根据本馆馆藏文献基础、服务对象需求

及经济条件几方面的具体情况, 认真、慎重地

确定核心藏书范围, 搞好核心藏书建设。只有

这样, 才能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 推动科研工

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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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史所图书馆的核心藏书建设

近代史所图书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30

多个图书馆中建馆最早、文献资料最丰富的

几个大馆之一, 至今已走过了 46 年的发展历

程。在其组建初期, 前身为近代史所图书资料

室, 仅有两架图书, 不足千册。在老所长、著名

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亲切关怀下, 逐渐发展

为初具规模的小型专业图书馆。到目前, 已拥

有近 60 万册文献资料, 成为全国研究中国近

代史具有权威性的知识圣殿和宝库。近代史

所研究的任务是中国近代史。因此凡涉及中

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史的

文献均属其藏书建设的核心。

该馆组建初期, 正值建国之始, 图书的订

购还没形成固定渠道, 需要从书商手里一本

一本地选购, 工作相当艰巨。当时隆福寺、琉

璃厂、东安市场一家家旧书摊, 是馆员们经常

光顾的地方, 所到之处, 他们一本本地仔细搜

寻专业书籍, 不断充实着馆藏。随着社会主义

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的建设逐步走

上正轨。以新华书店为主的固定的图书馆资

料订购渠道形成, 文献的入藏量不断增多。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该馆年入藏中外文献

的数量已达三四千种 (册)之多。

近代史所图书馆进行核心藏书建设有四

个重要步骤:

第一, 把好采购关。该馆在选购图书时,

首先由采购人员认真查重, 严格挑选, 再经专

家、学者特别是课题组负责人员把关, 最后经

馆领导审批。本馆历届馆长都由在史学界颇

具名望的专家、学者担任, 如荣孟源、丁名楠、

蔡美彪等专家都曾担任过图书馆长, 对于图

书馆的定向及收藏的把关起了重要作用, 使

本馆藏书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学术品位与专业

特色。该馆坚持做到涉及本专业的文献资料

想方设法购买、勤跑书店, 博览书目, 避免疏

漏; 与本专业无关的图书资料基本不采; 比较

重要的资料, 因某种原因无法购到, 则采取复

印或通过交换等方法尽量补齐。

第二, 通过接受馈赠来突出本馆藏书特

色。建国之初,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近代史

所所长。范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出众的人品与

广泛的社会关系, 赢得了许多藏书家的信任,

使该馆得到不少馈赠, 其中包括大批装订成

册的珍贵旧报刊。如: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

生 (曾为范老的老师)解放前出资创建的鸿英

图书馆, 收集了大量报纸。解放后, 该馆并入

上海图书馆, 遂将其报刊复本 700 余种赠送

近代史所馆, 极大丰富了馆藏; 柳亚子先生捐

赠本馆一部分珍贵报纸; 原中法大学图书馆

也将一批旧杂志赠送本馆。诸如此类无偿的

捐赠, 使近代史所图书馆成为京城馆藏历史

文献最多单位之一。

第三, 突出专业性, 建立固定资料交换

网, 互利互惠开拓资料源。80 年代初, 该馆陆

续开展了对外资料交换工作, 与国内外专业

单位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至今, 该馆同欧

美、日本及港台地区 40 多个单位建立了交换

关系, 每年得到馈赠书刊 700 余种 (册) , 寄赠

交换用书 (主要为本所的出版物) 400 余种

(册)。在国内, 也与 400 多个学术单位建立了

资料交换关系。固定交换网的建立, 促进了国

内外本领域学术的交流, 同时对解决购书经

费短缺的困难也有所补益。

第四, 不断提高专业队伍的素质是确保

核心藏书建设质量的重要条件。建立核心藏

书必须具有预见性, 要高瞻远瞩地分析服务

对象的研究动态, 不但要及时购进读者当前

需要的核心文献, 还要考虑到读者未来研究

课题的需要, 不失时机地购入一些当前看起

来“用不着”, 但从发展眼光看会需要的文献。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不断提高图书馆员的

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作为近代史所图书馆

馆员, 除需具备一般图书情报知识外, 还必须

在历史知识、古代汉语及外语方面有一定的

修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还要求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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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要掌握计算机技术。这些对馆员的

基本要求是确保藏书质量的前提。

到 80 年代初, 该馆尚有四分之一的工作

人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馆领导的支持和

安排下, 绝大部分中青年馆员边工作边学习,

先后读完了大学课程, 专业素质普遍提高, 使

得采购、编目、流通、阅览各环节的服务质量

大为改观, 工作更加细致深入。尤其是在建立

核心藏书方面, 由于人的素质提高了, 就能在

尽可能齐全收藏有关中国近代史重要文献的

同时也注意现、当代史文献的收集与积累。这

是该所研究重心发展的必然趋向。1982 年我

国政府提出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的重大决

策, 在此前后, 该馆根据这一动态, 注意购入

有关香港史及其研究的文献, 为近年来香港

史研究的开展积累了资料, 提供了信息。

3　近代史所图书馆核心藏书的内容与特色

(1) 馆藏内容丰富, 存有近千种珍贵报

刊、杂志。其中, 有清末民初梁启超亡命日本

时创办的改良派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

90 多年以前、本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

反清革命刊物《译书汇编》、《浙江潮》、《湖北

学生界》、《游学译编》等; 有我国近代创办最

早 (1872 年 4 月 30 日创刊) , 出版时间长达

77 年的上海《申报》原版; 有戊戌变法的志士

仁人谭嗣同、梁启超等创办的《中外纪闻》、

《时务报》和《湘报》等; 还有辛亥革命时期及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警钟日

报》及《民国日报》等等。这些珍贵资料都是研

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及革命党

人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是本馆核心

藏书的突出特点之一。

(2) 收藏有大量珍贵的手稿、抄本、档案

原件。其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官方文书、名人

函札、照片等七万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

人物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

洞、荣禄、锡良等人的亲笔函札本馆均有收

藏; 收藏最多的是有关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

折、公文、函电等档案, 总计 450 余函, 其中大

量资料为《张文襄公全集》所佚收。本馆还收

藏了大量有关鸦片战争的专题文献, 记录太

平天国活动及洋务运动的丰富资料; 清代历

朝职官录、各州府衙门公牍等重要历史资料。

有关胡适的文稿、书札、笔记、日记等档案资

料重新整理, 建立卷宗 2300 余卷, 约 20000

余件, 并编辑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3

册) 和《胡适日记》(2 册) , 约 200 余万字。近

年由副所长耿云志主编, 本所研究人员整理

完毕, 并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多卷本)已与读者见面。这些宝贵的资料, 为

研究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和中国新文化运

动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3) 收藏许多国家最基本的官方资料,

对研究中外关系史极具参考价值。如: 日本的

《日本外交文书》; 法国的黄皮书 (M in i2stere

D es A ffaairs E trangeres: T he F rench Yel2
low Book, d ip lo2m atic doocum en ts) 及《法国

外交文书》(F rance, M in istere des A f2fa irs

E trangeres: Docum en ts D ip lom at iques F ran2
cais) ; 英国的蓝皮书 (Docum en ts on B rit ish

Fo reign P lo icy ) ; 尤其是《美国外交文书》

(Fo reign R ela t ion s of the U n ited Sta tes) 在

本馆的入藏卷数居国内榜首; 苏联出版的《帝

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вэпохуимпериалнзма) ) 档案文件

汇编在国内亦属罕见。除此之外, 本馆亦收藏

有大量纪实性文献, 有不少来华传教士写的

游记、回忆录; 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军军官的

回忆录; 以及大量统计报告资料, 如: 有关旧

中国海关的资料、各口岸报告等等。这些实录

资料与官方文件相辅相成, 互为补遗。除此之

外, 还有 60 年代出版的、由王聿钧著《从优林

到越飞——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 该书引用

了许多珍贵的档案文件; 还有台湾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的学者们合作于

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俄关系 (下转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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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00 册次, 为解决油田生产、科研所需文

献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次, 积极开展图书馆间的多边活动。图

书馆间联合开展活动, 也是协作协调的内容。

近年来, 各系统、各级图书馆联合开展全市性

活动 103 次, 如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的演

讲、图书馆服务宣传周, 促进了图书馆间相互

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并大大提高了图

书馆的社会知名度。

为党政机关决策服务, 是为经济建设服

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大庆市委、市政府进行

开发区建设的初期, 大庆市图书馆与大庆石

油学院图书馆联合组建课题组, 先后编辑专

题资料 11 万条, 组织信息发布会 4 次, 为开

发区建设提供了重要信息。另外还根据市委、

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编辑《研究与决策》40

期, 发放近 2 万份, 被市信息科录用上千条,

市图书馆成为市委、市政府情报信息系统中

的子系统。

联合开展为科研生产的课题跟踪服务,

是全市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又一特点。

为了保证为科研生产合作攻关项目的顺利进

行, 以网为中心组织成立了深层次服务协调

组, 每馆派一名信息员, 专门负责合作攻关项

目的联络工作。几年来, 大庆二级以上图书馆

联合完成攻关课题 106 项, 有 83 项取得不同

效益。其中: 大庆市图书馆与采油一厂图书馆

联合服务的“油田注水剂”项目, 1988 年获成

功后, 转变了过去依赖进口的局面, 每年为国

家节约资金 30 万元, 并荣获省级科研成果三

等奖; 市图书馆与采油二厂图书馆联合服务

的“抽油杆抗疲劳试验”项目填补了国内空

白, 获市级科技发明奖。

与此同时, 通过图书馆网的协作、协调工

作, 使各图书馆打破了传统的自我封闭、自我

服务的旧格局, 变图书馆间的松散联合成为

一个正式的、完整的、有组织的联合体, 发挥

了图书馆的整体优势, 由原来的个体服务转

变为群体服务。

加强图书馆网点建设, 始终注意把三、四

级图书馆建立在生产的前沿, 还根据油田生

产单位流动性大的特点, 组织一支流动服务

大军, 坚持常年送书上门服务。市图书馆首先

成立了流动服务部, 配备了流动服务车, 建起

流动服务点 50 个, 年均投放书刊 8 万册, 流

通书刊 16 万册次。二级以上图书馆, 每馆建

立流动点 2 个以上, 共建流动点 214 个, 年投

放书刊 49. 3 万册, 流通 100 万册次; 用统一

规格的流动书箱 (特制, 每箱装书 100 册)。真

正做到了油井打到那里, 图书馆的流动书箱

就服务到那里。

刘勤久　大庆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邮码 150001。

(来稿时间: 1996. 08. 19。编发者: 翟凤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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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资料书,

比较系统地公布了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文

件, 为研究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资料。

上述丰富、详实的资料, 深得海内外学者

的青睐, 国内外同行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咨询、

阅览,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每年接待国内外

读者五六百人次。通过几十年不断实践和探

索, 我们认识到只有把专业图书馆核心藏书

的建设和利用这两个环节抓好, 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专业图书馆的优势, 更好地承担服

务科研的责任, 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兴旺发

达。

万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

员。通讯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6。

(来稿日期: 1996. 11. 4。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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