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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图书馆地方文献数字化探讨 
江冰梅 (建瓯市图书馆 福建 353100) 

馆藏文献数字化的目的，是为了依托于网络技 

术，快速、准确地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信息，让更广 

阔地域、更多的人可以快捷地共享馆藏资源，以实现 

文献价值的最大化。对我国省级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等大型图书馆而言，既有丰富的馆藏文献，又有充 

足的懂计算机的人力资源，因此，馆藏文献数字化当 

然不成问题。但对于既缺少馆藏文献又无足够计算 

机人才的市县图书馆而言，把全部馆藏数字化则无 

必要也难以做到。那么，在文献数字化的进程中，市 

县图书馆应做些什么? 
一

、地方文献是市县图书馆馆藏数字化的主要 

对象 

市县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收藏，从内容上说，大致 

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 

物，二是有指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意义的外来的科 

技、经济信息文献，三是反映本县文化、经济发展之 

历史及现状的地方文献。 

首先，市县图书馆藏的普及性读物不必数字化 

上网，原因有三：①普及性读物直接对读者流通借 

阅，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览习惯；②由于目前市县城 

镇居民与广大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还没 

多少人买得起计算机，普及性读物即使上了网也没 

多少读者；③已经有很多大图书馆购买了“书生之 

家”等全文电子图书提供网上阅览，市县里少数有计 

算机的读者尽可以上网阅览。其次，市县图书馆也 

不必把馆藏的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指导、促进意义的 

外来的科技、经济信息文献数字化上网，原因也有 

二：①市县里所需要的科技、经济信息范围相对狭 

窄，对这些相对确定的读者，市县图书馆更应该做的 

事是在图书馆网页上设置好相应的专业信息门户链 

接，为他们提供更准确、更节省查询时间、内容更丰 

富的参考咨询服务；②这类读者相应较少且市区范 

围又不大，市县图书馆这方面的专业馆藏一般是为 

他们所准备的，他们若有需要尽可随时到市县图书 

馆里借阅。 

第三部分书籍就是反映本县文化、经济发展历 

史及现状的地方文献，这些地方文献很有必要数字 

化后上网。原因如下： 

1、地方文献在市县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中独具特 

色 

地方文献是关于一个地方资料，内容涉及一个 

地区自然、人文的历史和现状的各个方面，“记地理 

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 

兵备、大事记；记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税；记社会 

则有风俗、方言、奇观、祥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 

金石、古迹。”自地方志在两宋成型后，盛世修志已成 

为各朝代地方官展现他们治政有方的惯例，而地方 

志也由此保存下大量地方的事实和数据。 

地方文献除了具有一般文献所具有的内容广 

泛、形式多样等特点外，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 

鲜明的地域性，这是地方文献最本质的特征，这使得 

它不仅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也成了世 

界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地方文献数字 

化并上网具有特殊的意义。 

2、地球村的概念使得地方文献既是地方的也是 

全球的 

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工具使世界进入了全 

球化时代，地球村的概念使得不论哪一个国家哪一 

个地区都成为地球村的一员，地球村的成员要熟悉 

其他成员的情况，靠的就是对方的地方文献，地球村 

的成员如果将其深藏秘不示人，实际上就是把自己 

置于地球村这个大家庭之外。因此，把地方文献数 

字化并上网，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政府的责任。 

当然负起这个责任并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国家或地区 

图书馆。 

此外，在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互联网上的信息 

中有99％以上是英文，中文信息仅占网上信息总量 

的不足 1％，这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身份极不相 

称，况且我国有那么多人旅居国外并在当地的学术 

界、经济界占有重要地位。 ． 

3、地方文献数字化的意义及影响 

地方文献数字化顺应了数字图书馆创建的初 

衷，如果把全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具有浓郁特色的 

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建成以地方文献重点藏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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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专题数据库群，与国家图书馆数字化系统一 

起在互联网络中形成完整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必将 

更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明，就一地而言， 

也有利于对本地区的宣传推广，提高地区的知名度， 

传播地域文化，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地方文献数字化还能有效地提高图书馆的地 

位，有利于加强图书馆与读者的沟通与联系，加大地 

方文献的辐射面，方便读者的检索利用。地方文献 

数字化还能极大地减少珍贵的地方文献因使用不当 

缩短其物理寿命的现象。 

二、市县图书馆数字化地方文献的内容构成 

传统地方文献概念主要指地方志，但现在应该 

改变这一陈旧观念了。在地球村化的今天，人们不 

仅仅留意过去，更注意现在和将来。因此，现在的地 

方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与数据，更是人们关心的。具 

体说来，市县图书馆数字化地方文献的主要内容构 

成有以下几方面： 

1、地方志及其相应的文献资料 

地方志历来是地方文献的主要构成，它反映的 

是地方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于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 

环境尤其重要，而人文环境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发 

展潜力的标志。例如建瓯县为汉朝侯官县地，于三 

国魏建安初析置建安县，与宋析置的瓯宁县一起成 

为建宁府的附郭，即府城所在地，也是历史上从福州 

到中原出省的陆路必经之地。唐宋元明时期，由于 

交通发达，建瓯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宋朝的袁枢是 

著名的历史学家，孝宗读了他所作的《通鉴纪事本 

末》后嘉叹日：“治道尽在是也。”明朝的杨荣是明初 

三杨宰相之一，史书赞他“间疏果毅，遇事当为，奋勇 

不疑”，又说：“一代相业以荣为首称。”明清两朝福建 

开辟了出省的海路，闽北才逐渐衰微。但现在，福建 

出省的第二条铁路又从建瓯、建阳通过，建瓯的复兴 

也指日可待。 

除了人文环境就是自然环境，游山玩水当然要 

对自然环境有所选择，发展经济则更要对自然环境 

有所选择。一个地方目前闭塞不等于永远闭塞，大 

庆油田、玉门油田的所在地当初都是飞鸟绝迹的地 

方，但后来都发展起来了。福建的湄洲湾、东山港、 

罗源湾当初也没现在这般热闹，闽浙之间的罗长高 

速公路未开通前太姥山人气远远不如武夷山，但现 

在，太姥山旅游前景被一致看好。山山水水这些自 

然环境不仅决定其地表盛产什么，适合发展哪种经 

济，其地下的矿藏也许更蕴涵着某种现时说不清也 

构成地方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在于当地政府官 

员怎么做，而怎么做就体现在地方政府文件、规划 

书、统计数据里面。地方政府文件包含了地方政府 

出台的种种政策、措施，地方政府规划书表明了一个 

地方发展的将来，而统计数据则说明现在。政府文 

件、规划书和统计数据互相补充着说明一个地方的 

发展潜力与趋势。统计数据表明发展正在稳步进行 

的，说明政府的规划是有远见的，出台的政策措施是 

有力的。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地区不仅对其他地区 

的政府部门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而且对文化教育旅游等各部门也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 

3、乡贤文化资料 

乡贤文化是地方或区域文化的精华，是祖先留 

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扎根在故乡人民血脉深处的精 

神基因。发扬和弘扬乡贤文化，不仅是建设先进文 

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后人奋发有为的有力武器。 

同时，广泛收集乡贤的爵里、家族、手稿、逸事等，对 

完整地了解伟人的一生是相当有益的。这也是其他 

地方所没有的特色。 

4、其他 

有些地方居住着少数民族，如宁德地区的福安、 

福鼎等地，那里保存了丰富的畲族人民的历史、文 

化、语言、民风民俗、信仰图腾等资料和实物，而随着 

时间的流逝、民族的融合，这些宝贵的资料和实物如 

不及时收集都可能散佚流失。有些地方的乡镇曾有 

较大的历史意义，如建阳的书坊乡，那里曾是两宋全 

国刻印书籍数量最多、种数丰富的书坊所在地；又如 

湄洲岛，现在是台湾人民祭拜妈祖的圣地。这些地 

方的资料、图片是独一无二的，把它们介绍到互联网 

上去，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它们。 

数据库建设是一项庞大的信息工程，要经过长 

期艰苦的工作，市县图书馆现在也许缺乏足够的财 

力、物力、人力来建设地方文献数据库，但是，我们不 

能不未雨绸缪，在现阶段有所准备。地方文献数字 

化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先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图片的 

收集工作，特别是有些古民居及其家具、农具，有些 

手工作坊的作业程式及工具，有些山水的自然风貌， 

有些乡贤耆老举止言谈，有些民间语言故事传说，有 

些地方的山歌小调戏曲，稍有不慎就会从我们的眼 

皮底下溜走，而且从此将再也找不(下转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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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此 。 

D01 阶级、阶层理论 

关于阶级分析、阶级立场、阶级斗 

争的著作人此。 

D693．09 政策、政论 

各种政治观点的论述人此。 

D815．5 国际安全问题，国际反恐怖、缉毒活 

动 

国际刑警组织入D523．36。 

F062．3 科学经济学、知识经济学 

F840．61 劳动保险、社会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人此。 

G04 比较文化学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比较、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比较等人此。 

G642．46 辅导 

R722．11 新生儿遗传病 

R723．11 消化不良(婴儿腹泻) 

R723．13 营养障碍(营养不良) 

以上各类在《中图法》三版中的类名为： 

C45 生产实习 

C913．6 老年人问题 

老年学人此。 

D01 阶级、阶级斗争理论 

关于阶级分析、阶级立场的著作人 

此。 

I)693．09 政论 

各种政治观点的论述人此。 

D815．5 国际安全和国际反恐怖活动问题 

F062．3 科学经济学 

F840．61 劳动保险 

C,04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G642．46 辅导与自学 

R722．11 新生儿先天遗传代谢紊乱 

R723．11 急性消化不良(婴儿腹泻) 

R723．13 慢性营养紊乱(营养不良) 

等等。试比较上述已作沿革注释的G622．46、G632． 

46类与未作沿革注释的G642．46类其类名的变化情 

况，很显然前者的类名变化要比后者的变化小的多， 

而前者作了沿革注释，后者却没作；C913．6类其类 

目范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没有作沿革注释(在 

此不一一列举)。 

在上述4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凡是停用的类 

目是必须作沿革注释的，这在《中图法》(第四版)使 

用手册中已解释得非常清楚，而在《中图法》(第四 

版)中却出现了遗漏的情况

(第三版)中不存在的类目，

用；4版改入××处”，即存在明显的错误；第三个问 

题，交替类目改为正式类目，或正式类目改为交替类 

目，按《使用手册》也是必须作沿革注释的，然而在 

《中图法》(第四版)中也有遗漏的情况；第四个问题， 

《使用手册》对类名变化情况注明，如果类名变化不 

大，类目涵义及内容范围没有变化，则不予注释。据 

此，笔者理解，如果类名变化较大，类目涵义及内容 

范围发生变化，则应予以注释。上述第四个问题中 

所列举的例子(还有许多，不便一一列举)，都是类名 

或者类目涵义及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应该作沿革 

注释，即使是为了规范类名的名称。 

类目的沿革注释在上述的4个问题中，前3个 

问题应该是很好统一的，即不应该出现遗漏或错误。 

后一个问题，由于个人的理解不同，可能存在差异， 

但因为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即类名变化大，类目涵义 

及内容范围有变化，就应该作沿革注释。但遗憾的 

是《中图法》第四版中却存在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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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4页)到了。为些，市县图书馆不能没有紧 

迫感，不能不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尽一切可能做好建 

设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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