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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开发文献的重要意义

我国《文献著录总则》明确规定文献为

“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如果用“发生式定

义法”为文献下定义的话, 所谓“文献”, 即人

们为了记载、存贮、传播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思想成果, 用文字、图

形、音频、视频记录在一定载体上的系统知识

以供人们广泛利用的固定精神产品。图书馆

文献开发是指将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献, 通

过各种方式的开发挖掘, 把其中最有价值的

文献最大限度地揭示出来, 使广大读者充分

利用。

众所周知, 演员与观众、教师与学生、商

场与顾客、图书馆与读者都是一对矛盾。演员

靠高超的演技、心对心的情感交融, 紧紧地扣

住、打动无数观众的心弦。如果演员无观众观

赏, 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演员。教师用他们渊博

的学识、高尚的品德、通俗易懂的演讲、平易

近人的作风来感染吸引学生, 赢得广大学生

的尊敬。假如一位教师, 多数学生不喜欢听他

讲课, 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假如一个商

场, 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大量商品, 但没有顾客

购买, 就不是好商场, 必然走向衰败。图书馆

也是一样, 应该用大量高质量的文献吸引读

者。不管图书馆建筑多么宏伟, 拥有多少藏

书, 利用图书馆的读者很少, 这个图书馆就不

是一个好的图书馆。列宁曾指出:“可以把辩

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

说, 这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我们如何促

进矛盾转化, 使矛盾双方统一起来, 这就要求

我们努力开发文献资源, 尽量努力为读者找

书, 为书找读者。文献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是

反映图书馆服务水平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志;

是图书馆兴衰的重要表现; 是图书馆变被动

服务为主动服务的重要内容; 是图书馆由封

闭式转化成开放式的重要途径。古希腊作家

普鲁塔克曾说:“教育的真髓不在于占有图

书, 而在于使用图书。”如何让文献最大限度

地实现其自身价值, 把文献的潜在价值变成

现实价值, 这是图书馆应该重视的一项永恒

的课题。目前, 图书馆的文献开发工作普遍缺

乏主动性、紧迫感, 更谈不上指导性、计划性。

图书馆的同志必须进一步认识文献开发的重

要意义, 取得共识, 克服盲目性, 提高自觉性,

探索规律性, 增强预见性和创造性, 在千头万

绪的工作中应加大这项工作的力度, 增强开

发文献的生机和活力, 使开发文献工作的水

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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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极开发文献资源

文献开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主要包括资源调查、合理布局、充分揭示、深

化加工、咨询和情报服务、信息服务、系统开

发、用户培训、指导利用等。

2. 1　加强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是开发文献的

坚实基础

要开发文献, 就必须有丰富的、质量高的

馆藏文献。于鸣镝同志曾写道:“在那浩翰无

涯的文献海洋里, 既有闪闪发光的明珠, 也有

使水混浊的泥沙, 也就是说不但有经得起历

史推敲的千古名著、力作和美不胜收的雄文、

佳品, 也有自生自灭的拙书、劣作和无人问津

的空文、次品。这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会

存在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 这对采选同志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采集文献之前, 要通过各

种形式, 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

此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为各类读者群采集利

用价值高的文献, 采集文献的类型、载体、内

容、文种、数量等尽量与读者所需谐振。一所

高水平的现代化图书馆就应该是有高质量的

馆藏文献。文献资源建设就是通过广泛收集

国内、国外有关文献, 特别要注重光盘数据

库、多媒体文献等的搜集。不仅能提供馆内文

献, 而且能提供网上文献。

要千方百计保证及时购入各种文献的经

费, 拓宽购入文献经费渠道, 增加资金投入。

要积极创造条件, 增加经费来源。加强国际交

换, 通过合作等方式, 争取国内外友好人士的

捐赠和赞助, 积极开展图书馆的合理创收, 用

高水平的服务争取多方面的支持。

2. 2　主动了解读者的阅读动态, 积极为读者

提供所需文献, 为文献寻找读者

美国的柯利曾说:“最好的图书馆是那些

目的明确、读者群与图书馆目的相匹配的图书

馆”。要求图书馆文献的提供应在类型、载体、

数量、时间、方式等方面同读者的需求尽量同

步。图书馆要了解不同读者群的阅读规律。如:

在高等学校, 教师的老、中、青各有不同的特

点。老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 学术上

有较深的造诣, 他们是教学、科研的指导力量,

图书馆对老教师主要提供中外文工具书和各

类最新文献。青年教师大多数外语水平较高,

查阅资料广泛, 阅读文献量大, 图书馆应在他

们借阅各类文献的实践中, 指导他们掌握和利

用各种参考工具和文献检索工具, 以提高教学

和科研能力。学生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主要对

象之一, 他们以系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为主要

任务, 学生在各个学习阶段所需文献也不同,

图书馆应努力了解他们在各个时期的需求, 主

动提供所需文献。如: 东北大学图书馆配合文

法学院学生期末政治经济学开卷考试, 为他们

查找了 50 多种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图书,

并设置专用小书架向他们推荐, 很受学生欢

迎。配合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考试开展专题剪

报, 因为报纸的内容比书刊都要新, 专题剪报

利用率很高。配合学生的课外活动, 主动为学

生推荐所需文献。在纪念“一二·九”活动中,

有的系要搞“爱国主义教育”演讲会, 图书馆积

极配合, 编制了关于祖国新貌、名胜古迹及历

代文物、爱国历史人物、历代文学家、历代科学

家和侨居国外爱国者为内容的“期刊篇名索

引”向学生主动揭示专题文献, 节省了读者查

找文献的时间, 此索引利用率很高, 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

2. 3　图书馆要教育读者掌握开发文献的技

能, 充分依靠读者去开发文献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能够促进

人进行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1) 使读者了解图书馆的藏书布局和利

用图书馆的基本技能。图书馆应通过各种宣

传、教育方式, 使读者了解图书馆的藏书布

局, 各种读者目录的设置及查找方法, 图书馆

的规章制度。这种教育各馆都通过不同方式

进行, 我认为应抓教育人数和效果。比如目前

各高校的新生入学利用图书馆教育存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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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部分新生入学不重视这一教育, 失去听

课的机会。有的学生虽然参加听课, 由于没有

认真听, 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有的本科生在大

学读了四年书, 还不会查各种目录, 不了解阅

览室的布局等, 可以想象这样的学生利用图

书馆是一句空话。图书馆应抓听课人数、讲座

内容、教育效果。有关领导应亲自过问, 要想

尽办法让读者掌握利用图书馆的基本技能,

使读者有本领挖掘利用文献。

(2) 进一步提高读者文献检索的能力,

加强多媒体使用方法的指导。大型图书馆有

的开展文献检索方法培训、讲座等。如在大学

图书馆文检课教学逐渐转变成必修课, 但各

地区所设课程的学时不同。我认为, 凡是把文

检课教学作为选修课的学校都应变成必修

课, 授课学时少于 36 学时的最少应增加到

36 学时, 并应加强实践课的指导。除了文检

课教学外, 还应在平时读者实际检索中, 加强

文献检索指导。提高读者文献检索能力, 就是

提高读者开发文献的能力和自学的能力。

目前, 较大的图书馆多数设置了多媒体

阅览室、多媒体导读系统。图书馆应加强多媒

体使用方法技能的教育。如上海交大图书馆

已开设了多媒体使用方法的必修课, 授课对

象是全校 500 多名博士, 授课时间是 18 学

时。我认为凡是设置多媒体阅览室的大学图

书馆都应在研究生中开设这门课程, 其他公

共图书馆应普遍开展大型讲座和培训班等教

育形式, 不断提高读者利用现代化图书馆的

能力, 培养读者自我开发文献的能力。

(3) 依靠专家开展系列讲座、专题报告。

图书馆可为有关专家、学者重点提供某专题

的最新信息, 为他们做专题、系列报告提供丰

富的最新文献。他们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

上, 准备出生动的专题报告内容, 由图书馆组

织报告会, 有效地进行情报交流。如股份制在

国内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以来, 人们对股份制、

股票知识不甚了解。东北大学图书馆举办了

“股份制·股票知识”专题报告, 聘请了文法

学院的专家主讲, 使广大师生认识到股票、股

份制的出现, 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 是社会进

步的表现, 可以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

更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建

设。开展专题报告、系列讲座, 开发文献快, 效

果明显。图书馆应有专门机构、专人抓这项工

作。配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 广大读者关心的

热门话题、最新高科技等开展工作, 使这项工

作开展得越来越深入、持久、生动、活泼。

(4) 用读者的读书体会、书评, 对作品进

行争鸣等揭示图书馆的藏书。如东北大学一

位博士经常到图书馆“外文图书阅览室”阅读

图书。他恨自己利用外文图书阅览室太晚, 深

有感触地写出了读书体会, 其中谈道:“外文

原版书内容新颖、先进、系统、全面、准确、权

威、语言精练、通俗易懂、实例多、装饰精美、

插图多、生动形象。”东北大学图书馆将这位

读者的读书体会通过宣传橱窗向广大读者宣

传, 揭示外文图书阅览室的藏书质量, 吸引了

更多读者充分利用外文图书阅览室的藏书。

2. 4　积极开展文献翻译、复制、剪报、再版等

项工作

图书馆很多外文专业图书内容先进, 利

用价值很高。有的读者的外语水平不高, 阅读

很困难。如果译成中文, 这些文献自然提高了

利用率。如东北大学“外文图书阅览室”有一

专著:《T he A rt of C: E legan t P rogramm ing

So lu t ion s》。这本书的内容新颖, 计算机专业

的同学非常感兴趣, 但有的篇章读起来很费

劲, 有些读者迫切要求将此书译成中文, 阅读

的效率就更高了。有些善本、珍本、稀有海内

外孤本, 如社会有关方面急需, 应重印或交付

出版社再版, 开展这项工作应遵循国家的著

作权法办理。如上海图书馆前几年将所藏一

套发行时间长达 77 年的完整《申报》作为底

本, 交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满足了社会有关方

面的需要。上海图书馆还配合房地产、证券公

司开展专题剪报复制工作, 收到了可观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年创收 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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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开发报纸信息应

是现代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 将

报纸作为信息源开发早已开始, 1953 年就成

立了国际剪报组织——巴黎国际剪报服务联

社 (F IBEP)。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更是

尝到了剪报的甜头, 他的名著《大趋势——改

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 其内容广泛、数

据详实的资料来源就是他的 900 张剪报。

2. 5　组织图书馆之间的协调、协作, 促进资

源共享, 是积极开发文献的有力措施。

肯特曾说:“资源共享是图书馆的一种工

作方式, 即图书馆的全部或部分功能为许多

图书馆所共享, 图书馆资源共享不仅是藏书,

图书馆所拥有的人员、设备、工作成果等都是

资源, 因而也可以某种方式为许多图书馆所

共享”。图书馆资源共享这个提法时间很久

了, 它的重要意义这里不必赘述, 关键是如何

将资源共享落到实处, 谁来落实。目前, 这项

工作各地区、各省、市、各部门发展很不平衡。

有的地区行动很早, 发展很快。如上海早就成

立了协作委员会, 负责组织上海地区三大系

统图书馆和其他专业图书馆开展协作协调活

动, 按系统组织科技图书馆协作组, 共有冶

金、机械、仪表、机电、轻化、化工纺织、建筑、

农业、水产、医药卫生等 11 个协作组, 参加协

作、协调的共计 270 个单位, 资源共享的进展

很快。而有的单位和地区不能实现资源共享,

相差太悬殊。目前, 要实现资源共享, 我认为

从全国到地方及各个部门要从组织、机构、人

员等方面落实, 从各个系统的基础抓起, 要头

头抓、抓头头。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资源共享的发展规划。

首先抓业务建设的准备工作, 然后再有计划、

有步骤地实现规划, 把发展规划踏踏实实地

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张润生. 图书情报工作手册.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1988

2　于鸣镝. 文献资源建设的非传统设想. 见: 现代高

校图书馆发展研究论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1996

3　柯　利. 图书馆藏书建设.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

社, 1991

4　袁俊卿. 浅谈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开发. 见: 现代高

校图书馆发展研究论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 1996

5　刘光中. 海外剪报服务一瞥.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

学刊, 1995 (2)

6　朱　强. 关于高等学校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

几个问题.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6 (1)

7　柴肇基. 211 工程与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 大学

图书馆学报, 1994 (4)

8　李晓明.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现状及几点建

议.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3 (5)

9　列　宁.《列宁选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卢淑敏　东北大学图书馆工作。通讯地址: 辽宁

省沈阳市, 邮编 110006。

(来稿日期: 1997. 10. 09。编发者: 赵薇)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全文检索光盘资料库 (1955—1997)即将出版

作为献给北京大学百年校庆 (1898—1998) 的一份厚礼, 电子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北大三川信息技术公司联合制作, 将于 1998 年

年初面世。这套全文检索光盘资料库收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自 1955 年创刊至

1997 年全部内文 3000 多万字, 以及一些珍贵图片和照片。读者可以对光盘资料库中所有文章进行

全文检索, 也可通过篇名、关键词、著者、分类、卷期、栏目、布尔逻辑等途径检索到每一篇文章, 并

可随时打印下载。收藏这套全文检索光盘资料库对于图书馆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典藏价值和使用

价值。咨询电话 (010) 6275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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