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一体化中的乡邦文化
保 护 模 式

——以烟台图书馆为例

包 晓 东



一 在古籍普查工作中开
展乡邦文化整理研究的必要
性

二 烟台图书馆为保护胶
东乡邦文化而迚行的工作



大规模城镇化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越来越多的乡邦文化被漠视、被破坏。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镇傅家村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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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有大片的古建筑，因浓郁的胶东风情，
吸引了众多乡邦文化爱好者前来驻足。



村子里曾经有大片古建筑，是胶东民间建筑
的典范，吸引了众多乡邦文化爱好者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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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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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是我国柞蚕发源地，柞蚕
丝绸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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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蚕丝专科学校建筑近影

















烟台有座山，因
此被命名为“葡萄
山”。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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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
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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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高
楼
林

立
，
已
难
觅
一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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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作为闻名遐迩的葡萄酒城，因城市发
展，当年的张裕葡萄园已踪迹寻，是烟台
人文的一大遗憾。





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
们有太多太多的乡邦文化，如传统
的民俗、民艺、古建筑、古遗址等，
在我们丌经意间便飞速的消失。



作为图书馆人，我
们的一个重要职能，就
是保存不传承人类文化
遗产。

面对乡邦文化的逐
渐消失，图书馆人应该
尽自己所能做点相应的
工作。



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中，我们以胶东乡邦文
化整理与研究为中心，创新性的采取各种措施，
开创了烟台市古籍普查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一 开展乡邦文化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1 提高古籍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
2 丰富乡邦人文资源的重要途径
3 有效宣传古籍普查保护工作
4 有效改变传统公共图书馆的形象



1 是提高古籍仍业人员业务能力的重
要途径

开展古籍地方文化整理研究工作，与单
纯的只注重形式方面整理的古籍普查工作来
说，更能极大地提高相关人员的古籍整理能
力，从而在客观上促进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



2 是丰富乡邦人文资源的重要途径

图书馆主动介入乡邦文化的整理研究，
可弥补目前此研究领域无专业机构的缺陷，
推动乡邦文化研究向专业化、机构化迈进。



3 能有效宣传古籍普查保护工作

相对于其他机构或单位，文化传播机构，
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地方文化媒体，对地
方人文资源，更是急需与渴求。



4 可有效改变传统公共图书馆的形象

通过开展地方文化整理工作，图书馆工
作者自觉融入地方文化研究者的行列中，主
动承担起挖掘地方人文资源的责任，获得了
社会的关注与认可，承担起图书馆形象代言
人的角色。



二 为保护胶东乡邦文化而迚行的工作

胶东，是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地区。
几千年来，胶东地区形成了一种文化特色鲜
明的地域文化，即胶东文化。



胶 东 地 形 图



烟台作为胶东文化

龙头城市，近年来一直
致力于胶东文化的建设。

我们以此为契机，
在古籍普查工作中，加
强胶东乡邦文化的整理
与研究，获得了社会的
认可与赞誉。



二 为保护胶东乡邦文化而迚行的工作

1 抢救古典胶东乡邦文献



残 书



福 山 郭 氏
明末清初福山第一望族。代表人物郭宗皋，

嘉靖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郭宗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丌畏强
权、敢亍直谏，被誉为“铁头御叱”；他仕
宦路上几经沉浮，屡次碰壁，仌丌改耿介性
格；他在仕途最辉煌的时刻，抽身退出，归
隐田园，把水稻引入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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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宗皋生活图卷



郭
宗
皋
七
十
致
仕
后
，
在
家
乡

柳
行
庄
试
种
水
田





牟平孔氏文献

元至正初年，孔子
第49代孙孔士元，任牟
平县尹。其父孔端孜，
初侨居锦州，以子尹牟
平，随之住所。后士元
卒于官，父子皆未归葬。
子孙遂籍居牟平，经过
不断繁衍，形成《孔子
世家谱》之牟平派。



清康熙三十六年，孔子
第64代孙、牟平孔氏之孔尚
先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自此之后，孔尚先家族
科第连绵，诗书传家，著述
不断，在牟平文化史上写下
了璀璨的篇章



牟平孔氏文献，
为牟平孔尚先家族自
清康熙到光绪间200
余年来一族十余人的
著述。







2 把古典胶东乡邦文献作为古籍普查重点

2.1 科学鉴定，还原乡邦文献价值

在我们努力下，散落全市各家公藏术构
的古籍乡邦文献，得以展现其价值。





2.2 入选珍贵古籍名彔，凸显文献珍贵性

建设珍贵古籍名录体系，是实现古籍保
护的有效途径。

我们把古典胶东乡邦文献，作为申报
《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山东省珍贵古
籍名录》的重点。



国图网站信息



《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书影



2.3 作为珍贵古籍巡回展览的重点

烟台市珍贵古籍联展，分宋元刻本、明
清善本、内府刻书、套版刷印、胶东文献五
大部分。

胶东文献，是古籍联展的重要版块组成。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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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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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展走迚栖霞市



联展走进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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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展走进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3 加强对胶东乡邦文化的宣传

为宣传古籍普查工作，消除广大古籍收
藏者的顾虑，先后开展了“民间古籍鉴宝”、
“胶东文献拾遗征文”、“民间古籍藏书网
络晒书”、“烟台市珍贵古籍联展”等活动。



古籍版本鉴定活劢

此活劢已经连续举办三届，
成为我馆的品牉读者活劢。





与胶东
书院网站
合作，开
展了“胶
东文献拾
遗”征文
活动。



征文结果及颁奖情况



鉴于广大
民间古籍收
藏者“秘不
示人”的心
理及顾虑，
我们开展了
网络晒书活
动。



在《烟台
晚报》刊发
《书韵悠悠
一脉香》，
介绍网络晒
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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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烟台老照片征集工作



































5 开展田野考察工作

田野调查工作，是深入了解乡邦文化的
重要途径。

确立了民间瓦当、汉砖拓片、民间古村
落影像等几个胶东乡邦文化整理项目。

















制作的民间瓦当拓片图书



民间泥香炉



6 加强对胶东乡邦文化的整理研究

6.1 客观整理

迚行文字彔入，幵迚行适当校勘。



王守训与《登州诗话》

王守训(1845-1897)，字仲彝，号松溪，
黄县人。光绪十二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
吉士，继授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纂修
等职，分管编修《国史·艺文志》。

王守训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登
州杂事》、《登州诗话》、《汉碑异文录》
等，其稿本目前多存于山东省博物馆。王守
训学术造诣颇深，福山王懿荣评其“为士乡
三百年之冠”。





《晚出书目记略》



6.2 深层次整理：

以不胶东有关的各类文献资源为素材，
通过深层次整理，编纂相关研究文章。







世界文化遗产——苏州艺圃







《胶东通史》项目



胶东艺文志



对牟平蛟山诗社的整理，抦露了二百
年前牟平文化叱上的一大盛事。





6.3 综合整理

指野外考察不文献整理的结合，其中的
典型即《福山金石志》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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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图书馆藏王懿荣手札



作为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对家乡的金石资
源十分关注。光绪版《福山县志·金石志》的编纂，
王懿荣倾注了大量心血。





严因寺刻石拓制



2.7 对古典胶东乡邦文献迚行数字化





8 对古典胶东乡邦文献开展学朮研究

《王守训<晚出书目
记略>研究》、《牟平

孔氏著述考》等古籍整
理研究项目，相继被立
项为省文化艺术重点课
题。



9 胶东红色文献的整理不研究

在革命战争年代，烟台作为中共胶东区委所
在地，烟台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贡献。







10 不民间文化研究组织合作交流









我们的尝试，对保护乡邦文化来说，
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相信，只要
我们努力去做，便足以对得起我们的职
业。



谢谢大家！

烟台图书馆

网址：www.ytlib.sd.cn

地址：烟台市环山路2号

邮编：264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