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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介入地方文献工作的大背景
• 普通高校的身份：（2004年6月，普通高校1 683所）

• 1、直属高校，中央财政拨款；（教育部直属高校73所，其他国家部委

直属高校39所）

• 2、地方高校，地方管理。（1572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93％以上）。



• 地方文献工作：

• 有利于为教学、科研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

• 有助于形成馆藏特色

• 有利于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 有利于推动校园热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教育







高校馆地方文献工作模式

• 历史累积式：以河南大学为代表

• 公私合营式：以郑州大学为代表

• 特种文献式：以洛阳师范学院为代表

• 主动出击式：以河南师范大学为代表



⊙河南大学 历史累积式



• 河南大学是河南省最早的大学图书馆，已经有101年的历
史。其地方文献工作的特点有二：

• 1、是历史累积性

• 2、是紧密配合教学科研

• 是地方综合性大学

• 拥有地方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

• 设置有服务地方的学科、专业



地方文献的管理与服务：

管理：按照普通文献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但是有单独的地方
文献书目。

服务对象：本校的教师和学生读者。课程、课题、项目

专门读者。检索—索取—摘抄或复制。

本馆地方文献爱好者。研究文献—研究管理



成果形式：

编制目录揭示馆藏；

整理出版参与研究。



⊙郑州大学 公私合营式



赵长海

赵长海，藏书家，郑州大学研究馆员。
河南文献第一人，藏书甚丰，地方文
献旧书刊为主，租仓库做个人书库。

郑州大学图书馆首开国内先例，为其辟
出房间，藏书5万，藏借阅一体。名曰
“河南文献阅览室”。对师生和社会
开放。

还有专门的门户网站。





• 服务特色
• 以文养文机动灵活

• 公开借阅服务社会

• 广结善缘活水源头

• 藏用结合厚积薄发





⊙洛阳师范学院 特种文献式



• 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
• 弘扬河洛文化，传承河洛文明

• 近年来在河洛地区征集到的河洛古代石刻艺术品近百件。





• 第一墓志展区，一方墓志对应一件拓影。分为北魏、隋墓志展区，唐
五代墓志展区以及宋明墓志展区。精品有“四绝”《唐杨元卿墓志》
，有几方唐代砖志，保留有唐代人的真迹，清晰可辨。

• 第二鸳鸯志展区，馆藏墓志中的夫妻志。

• 第三古代石刻艺术品展区，有汉代石虎，黄肠石、汉代墓门，北魏石
磨，唐高浮雕六屏仕女图以及五代石刻龙等。

• 第四陈列的古代明器，有“汉绿釉奁”、“汉绿釉斗兽罐”、“隋青
瓷镇墓兽”、“唐三彩天王武士俑”等。



⊙河南师范大学 主动出击式



• 新乡地处牧野故地，所辖四区八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富的地方
文献资料。

• 征集内容和范围

• 1、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及个人编撰或绘制、涉及

本地内容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类出版物、资料，包括地方史志（包括市县志
、乡镇志、村志、部门行业志）、党史、年鉴、地图、画册、图像、地名录
、文史资料、年报、简报、通讯、统计、会议资料及相关著述、资料汇编等
文献及音像、电子制品等。





• 2、民间流传的新乡地区谱录（家谱、族谱、宗谱等）、

各类民俗景观图片、历史场景图片、金石拓片、书法、绘
画作品、古籍、旧版图书、历史实物、歌册、账本、地契
、反映新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音像资料等。

• 3、原籍新乡或曾在新乡任职、居住的各个时代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人士著述、日记、信函、传记、字画、回忆录、
著作手稿、声像资料等。







•



高校馆地方文献工作展望

• 优势：
• 1、传统意义上看人、财、物。

• 2、校地联合的发展趋势。

• 3、配合教学科研服务地方发展。



• 发展空间：
• 1、加强协作形成完善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 高校之间、高校与地方之间，信息沟通、统一标准、分工明确、共建
共享。

• 2、可持持续发展的管理机制。
• 完善制度、经费预算；系统完整、零散偶然；热心传承、后继乏人。
• 3、严谨灵活的服务模式。
• 拥有资料、收集资料、类分资料、综合分析资料等。提供二次文献。



• 謝謝聆聽

• 敬請指教

• 河南大学 王学春

• E-mail:gujiyuedu@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