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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品红

地图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初探

ABSTRACT　T heM ap Sect ion of the N at ional L ib rary of Ch ina has a

h isto ry of abou t 60 years. How ever, on ly 100 readers u se 270 t it les among

the 60, 000 t it les (200, 000 item s) every year. T he reason s are reader’s

lack of know ledge in the m ap resou rces and too m any rest rict ion s on their

access. W e shou ld p romo te and develop these resou rces, and m ake bet ter

u s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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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图书馆成立舆图组已有 68 年的历

史。它是目前我国唯一专门收藏地图文献的

机构。国内与地图资料密切相关的专业部门

和科研单位, 如国家测绘局的信息资料中心、

中国地图出版社、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等, 虽然

也收藏有大量地图文献, 但都不是专藏。

北京图书馆舆图组的藏品以内阁大库的

地图资料为基础,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搜集, 现

在藏品已达 6 万余种 20 余万件, 包括古今中

外的各类地图, 如水文图、地质图、历史地图、

交通旅游地图、经济地图、政治地图、军事地

图等等, 是北图近 2000 万件藏品中最有特色

的部分。这些地图资料全面、系统, 时间跨度

长, 区域范围广, 无论是对地图学本身的研

究, 还是对其所涵盖的学科的探求都是不可

多得、无可替代的文献资源。但是, 几十年来,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舆图组所收集的这些地

图文献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就

北图这些地图资源的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及

未来地图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作些初步的探讨。

1　地图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笔者对近 4 年 (1994. 9～ 1997. 6)读者利

用北京图书馆舆图组所藏地图资料的情况作

了一个初步的调查, 结果发现读者对地图文

献的利用程度非常低, 阅览人次少。据统计

1994～ 1996 年的 3 年间, 只有 307 人次利用

过地图文献, 年均约百人次, 且不随时间的推

移而增长。从 1997 年上半年的 46 人次来看,

人数仍无望突破前几年的平均数。若按月统

计, 月均只有 8 人次, 有时几个月没有一名读

者利用地图文献, 读者最多的月份也不过 20

多人次。这种情况也多是同一读者对某一藏

品的多次利用。如 1994 年 8 月的 21 人次中,

就有 1 人 8 次来查阅同一种地图, 而 1996 年

4 月的 23 人次中, 有 15 人次是某民政所的 3

人 5 次查阅地图的统计结果。由此可见, 近几

年来, 到馆利用地图文献的读者真是微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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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文献流通量少。在所统计的 3 年半的时

间里, 被读者利用过的地图文献不足 1000

种, 年均只有 270 多种。与舆图组所收藏的 6

万余种相比, 每年的文献流通量只有 0. 5%。

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了。

读者结构不合理。据统计, 在利用地图文

献的 363 人次的读者中, 90% 以上的读者是

为科研或特定课题来查阅地图的科研人员,

一般读者为生活或工作的其他需要而来利用

地图文献的情况极少。

文献的利用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单一的

读者结构导致地图文献被利用的面非常窄。

被读者利用的地图文献从文种上看, 中文文

献占 80% 以上, 而俄文地图则无一人利用。

从时间上看, 解放前中文地图文献占绝大多

数, 并且比例逐年增大, 1994 年占 68% , 1996

年占 76% , 而 1997 年上半年则占到 83%。从

本组所收藏的 8 大类几十个类别的地图文献

中, 被较多利用的只有综合、政区、交通类、历

史类、名胜古迹等类, 其中, 综合政区类被利

用的最多, 约占 50% 以上。

2　社会对地图文献的需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国家每年花大

量人力物力所收藏的地图文献中, 绝大部分

可能从入库之日起就从未有人问津过。这种

浪费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那么, 是我国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需要

地图文献吗? 显然不是。

我国的地图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在几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地图这种最难生产最易

损毁、因而也是最难保存的文献, 虽历经无数

天灾人祸, 还是从远古发展到了今天。它之所

以能流传下来,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

需求。因为每一个时代的进步, 每一种社会形

态的发展都一刻也不能离开地图文献。每当

地图产生以后, 很快就被应用到政治、军事、

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政治上, 它是国家

领土主权的象征, 从而有“献图则地削⋯⋯地

削则国削”的说法; 在军事上, 地图更是价值

非凡, 不说大小战争, 即使是军队的调遣布防

也离不开地图。因此, 我国在西汉时期就有了

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高水平的地图。

到了今天, 地图已经发展成一种信息量

丰富、直观形象、无可替代的文献载体。它的

绘制更先进, 种类也越来越多, 信息量越来越

大, 内容越来越丰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也是社会需求的结果。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

说明社会对地图文献的需求潜力有多大, 但

是我们知道, 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

不开地图。

近几年, 全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和部门都

在编辑省、地 (市)、县和各部门的地名录、地

名志、地方志和部门志。很显然, 编辑这样的

文献, 各种现势地图和历史地图是最主要的

参考文献。全国有 2000 多个县, 有几百个市,

30 多个省 (市、区) , 还有无数个部门, 他们对

地图文献的需求应该说是巨大的。但是, 令人

遗憾的是, 这几年到本馆查阅这方面地图文

献的读者极少, 读者人次和查阅册次都不足

1%。如前所述, 目前全国仅有北图有专门机

构收藏地图文献, 其他各省市的公共图书馆

收藏量极少, 且很零散, 也不系统。各省的测

绘局和与地图有关的一些部门收藏的也多为

本地区的现势地图, 极少有历史资料, 远远满

足不了这样巨大的社会需求。

另外, 目前由于各种原因, 地区与地区之

间重新划定分界线的情况越来越多。划定分

界线、解决分界纠纷的最充分的依据就是地

图文献。应该说, 这方面的社会需求也是十分

可观的。再者,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经济的发

展, 交通条件的改观, 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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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高, 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1996 年, 在

国内旅游的人已达到 2 亿人次, 出国旅游的

人数也大幅度提高。毫无疑问, 这种趋势形成

了对旅游图和交通图的巨大需求。但是, 现在

却并没有多少人到图书馆来满足这种需求。

大多数人仍习惯每到一地, 就买一张当地的

地图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却不习惯在出发前

到图书馆来利用丰富齐全的旅游图、交通图,

以使自己选择更优更好的旅游地和旅游路

线。

3　地图文献利用率不高的原因

既然社会对地图文献的需求如此巨大,

我们的藏品也基本能满足这些需求, 那么, 为

什么这种社会需求一直只是潜在需求, 而没

有能变为现实需求呢?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

几种。

(1) 读者对地图的认识不够。可以说, 大

多数读者都不知道地图的种类及其价值何

在、功用何在。他们对地图的认识和了解仅限

于行政区划图、交通图等极有限的几种。不说

比较深奥的专题地图, 就是像历史地图、文化

地图、经济地图等极普通的地图也没有多少

人知道。即使像科研人员、高级知识分子、新

闻工作者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 对地图

的了解也是微乎其微。

(2) 对地图文献过分保密。“秘不示人”

是我国古代收藏典籍的一种传统, 由于地图

在古代政治、军事上的重要价值, 历代统治者

都对其严格控制, 一般都收藏在阁中, 普通民

众很难利用。到了今天, 地图文献虽然已不那

么神秘, 但这种传统的影响却依然根深蒂固,

导致对地图文献的过分保密。以北图舆图组

为例, 其目录直到 1987 年迁入新馆后才对读

者公开, 极大地影响了读者对地图的了解。即

使是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北京图书馆有地图

专藏的也为数不多, 就连“舆图组”这个名称

也显得十分深奥,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是干

什么的。当然, 由于地图文献的特殊性, 其中

有一些地图确实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对这部

分地图,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保密法》的规定

办理。但现在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确定何种

地图该保密或应保密多久, 更没有人来对已

保密地图文献进行清查, 将其中已失去保密

价值的地图宣布解密。这样就造成进入保密

范围的地图就永远无法被大多数人所利用。

而且, 有些部门在绘制地图时, 有滥用有关地

图保密规定的倾向, 把一些完全没有必要保

密的地图也列入保密范围, 或随意提高地图

的密级, 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对地图的利用。

(3) 对读者利用地图文献的条件要求过

高。北图舆图组迁入新馆后, 地图文献的阅览

工作由善本阅览室承担, 因而阅览要求也按

善本书的要求执行。即使查阅国外出版的普

通外文地图文献的读者, 也必须持有单位介

绍信, 并说明其用途, 才能按规定数量阅览。

这等于宣布地图文献只对带有科研课题的读

者提供服务, 从而将绝大部分读者拒之门外,

(4) 对地图文献的宣传不够。严格地说,

我们从未对地图文献进行过宣传。这是导致

大多数读者对地图文献知之甚少的主要原

因。长期以来,“重藏轻用”的思维使我们产生

了一种宁愿不被社会利用也要保护好这些藏

品的观念。当然就不会有大张旗鼓地向社会

进行宣传, 鼓励读者利用地图文献的动力。

(5) 对地图文献的加工太落后。目前, 我

们对地图文献的处理还处于传统的手工阶

段, 所编目录还需要刻蜡纸、油印卡片。目录

的检索点也十分有限, 检索方式也很落后。对

于处于电子信息时代的读者来说, 利用地图

文献实在太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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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力开发地图资源, 提高地图文献

的利用率

一边是巨大的社会需求, 一边是大量闲

置的地图文献资源, 而作为它们桥梁的图书

馆要使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也为了使我

们已有的地图文献资源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对

策。

首先, 要转变思想观念, 正确认识“藏”与

“用”的关系。藏用关系是一个一直困扰图书

馆界的问题, 也是一个决定地图文献利用范

围和程度的重要因素。受古代典籍收藏传统

的影响, 我国文献收藏机构一直重藏轻用, 或

只藏不用, 特别是对古籍、地图等文献更是如

此。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

的发展, 图书馆界开始重视文献资源的利用。

但对地图文献是否应该大量提供社会利用,

我们还存在着模糊认识。不可想象, 一个很少

提供社会利用的图书馆会在现代社会中长期

存在下去。地图文献是社会文献资源中的一

部分, 大量的社会利用也是它存在和发展的

必要条件。提供社会利用是图书馆对社会投

入的回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

现代社会, 任何没有回报或回报率很低的投

入都是不会长期维持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

到这种社会现实, 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 以各

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将地图文献提供给社会利

用, 充分实现地图文献的社会价值。

其次, 要加强社会宣传。如前所述, 很多

读者都不了解地图, 更不清楚所藏地图文献

的内容, 极大地影响了读者对地图文献的利

用。因此, 加大对地图文献的宣传, 有效利用

本馆的空间和便利条件, 向读者传授地图知

识, 宣传本馆的地图藏品, 介绍利用地图文献

的方法等是必要的。例如, 可以和社会上一些

与地图有关的部门共同组织一些社会化的活

动, 搞地图文献展览、地图知识讲座等, 让尽

可能多的读者了解地图, 了解北京图书馆的

地图专藏, 激发他们利用地图文献的兴趣, 提

高地图文献的社会利用率, 从根本上改变读

者成分单一、利用目的单一的局面。

再次, 要改善服务方式。要想尽可能地提

高地图文献的利用率, 必须改变现有的服务

方式。一是要对阅览制度加以改善。现在, 我

们对一切利用地图文献的读者, 不分所查文

献的类别和时间跨度, 一律要求他们持有介

绍信, 而且有查阅数量的限制, 这不太符合实

际。我们应该根据读者所利用的地图文献的

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中外文普通地

图,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读者利用。对那

些有密级的地图和一些珍贵的古旧地图的利

用, 才需要加以合理限制, 提供给有特殊需要

的读者利用。二是在阅览数量上, 不应做过于

刻板的规定, 应视读者的需要尽可能多地提

供。地图文献虽有某些部分与善本图书同样

珍贵, 但绝大部分都是一般文献。因此, 我们

可以把这部分地图文献单独开辟一个阅览

室, 或干脆放在普通文献阅览室。这样有利于

改变目前有意无意把地图文献的阅览等同于

善本图书的阅览的倾向。

苏品红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通讯地址: 北京。

邮编 100081。

(来稿时间: 1997. 11. 25。编发者: 翟凤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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