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点与路径 
     

  全媒体时代与地方文献建设深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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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时代与痛点 
         全媒体时代的特点 

         地方文献建设“痛点” 

  二、路径与创新 
         融合借鉴----做好整体框架设计 
         找寻规律----了解出版发行态势 

          丰富内容---- 扩充资源建设载体 

          创新思路---- 创造内容增加流量 

          探索方法---- 激活资源激活受众 
 



“全媒体”的“全”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

视、音像、电影、出版、网路、电信等传播工具
，涵盖视、听、形象、触觉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
部感官，而且针对受众的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媒
体形式和管道，深度融合，提供超细分的服务，
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传播效果。 

全媒体的概念不是学术概念。媒体形式的不断出

现和变化，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的融合，
至此，“全媒体”的概念近年来得到很大的发展
，并开始在新闻传播、远程教育等领域广泛运用
。 

 



痛点就是在业态
中所碰到的问题、
纠结和抱怨，如
果这个事情不解
决，就会不自在，
会很痛苦。 

 



   

   地方文献建设痛点    全媒体主要特征 

    信息少，出版没规律     针对新闻传媒远教 

    渠道少，进货没方向     全域覆盖交互联动 

    载体少，纸质文献多     动静结合深浅互补 

    读者少，不太受关注     传播效果受众感受 

    梳理少，欠明确重点     聚众与分众化服务 
 

 

 

 

兴奋点----感觉兴奋之处。 

时代与痛点 



路径与创新 

  融合借鉴----做好整体框架设计 

         借鉴全媒体特征，做好顶层框架设想 

         借鉴全域新思想，丰富内容载体形式 

         借鉴受众新理念，创造内容交互联动 

           借鉴传媒新思路，注意读者体验效果 



路径与创新 

了解渠道，找寻规律，找到地方文献 

         纸文献主要的出版发行渠道 

    从投资来源分，有出版社与非出版社投资 

 

  从销售渠道分，有国有与非国有供商 

 

  从发行形式看，有公开发行与定向发行 



规律之一：主要相关出版单位 

 

 

 

 
 
 
 
 

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 

方志出版社 
中华书局 

 
 
 
 

各地的古
籍类出版
社：如上
海古籍、
天津古籍、
广陵书社

等 
 

各地的
地方人
民及城
市出版

社 

各地方
志办公
室，有
时没有
书号--

政府出
版物 

社科院系社： 
天津社科院 
上海社科院 

中国社科出版
社，社科文献

各地的地
方性大学
出版社 

各地地
方美术
类出版
社，如
古吴轩、
西冷印

地方档
案馆美
术馆纪
念馆也



规律之二：地方文献出版多元 

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公
司都介入出版。 

出版与发行有时是分
离。 

价格有几十元到几万
元都有。 

质量参差不等。 



规律之三：包销书中有地方文献 

包销书特点 

  个人或机构投资 

  印数少，市场少有 

  类型：个人文集、 

    地方文献、艺术图
录    

《江南制造局科技译著集成》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规律之四：专业渠道提供专业服务 

多与专业服务商联系，专业服务才有保障 

 

多与原生资源特色资源较多的图书馆联系，
以了解文献的丰富与多元性 

 

多与业界专家联系，了解最新专题研究信
息与出版的动态 



路径与创新 

 丰富内容，扩充载体，发现地方文献 

   拓宽思维，扩充类型 

   增加数字资源，增强读者关注度 

  主要范围：ＤＶＤ、电子书、采访视频、
专题片、数据库等。有些图照或原书，如价
过高，也可收藏电子版 

 



图照:能到文字没法到的地方(邵洵美
） 



创办《时代画报》等著名刊物 



以上海杨浦区百年主政主题为例  老照片 



民国时期（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体育场 

 



1930年代上海市的中国航空协会大楼 

 



飞机楼（中国航空协会大楼） 

 



中国航空协会会所的设计稿 

 



ＤＶＤ:上海建筑百年—机构投资定向发行 

 



电子书：民国图书电子版 

大上海介绍了上海市都市 



“大上海计划”市政规划图 



路径与创新 

创新思路，增强流量，创造“地方文献” 

 

  借用多力，多媒体形式+创造“内容” 

 

  立体策划，现代思维+贴近生活 

 

  内容为王，主流价值+情景还原 

 

             

 



多媒体形式创造“内容” 

创造新资源。制作
地方名人专访、地
方文化专题片 

整合已有资源。开
发多媒体数据库 

利用国家基金。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专题资源项目 

 

 



 

石 库 门 

石库门多媒体数据库建设 
明  复    图  书  馆 



以上海黄浦图书馆为例:石库门红-蓝-绿 

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石库门孕育了近现代

上海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生活方式。石库
门孕育并滋养、影响了上海以至中国的近现代文明， 。 

“红·蓝·绿—石库门的三原色”是国内第一部以多媒体形
式刻画“石库门”文化风貌和时代特征的数据库。 

 

上海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相融合的重要载
体…… 

 



石库门民居 



石库门与红蓝绿名人------- 



‘石库门之恋’总体思路 

立体刻画，要有三色。红（革命传奇）-蓝（海派

文化）-绿（百姓生活）。 

形式多样，动静结合。有电子书、图照、视频等
多媒体样式。 

贴近百姓，要接地气。引起读者共鸣，让更多人
都感兴趣。 

艺术再现，情景还原。借鉴影视等传媒方法，让
读者参与编演。 

 



场景还原，情景再现 



长宁区图书馆“长宁名街”专题片主要思路 

 

站在今天回望过去 

注意纵向贯通平衡 

注意改革开放成就 

用年轻人视角发掘 



“长宁名街” 之选择依据 

 

法华镇路       找到古代上海繁华 

新华路           领略上海多种风情 

愚园路           发现上海持久魅力 

天山路           寻访改革开放成就 



以新华路为例：兼顾历史注重当今发掘未知 

从三个方面演绎 

     时光印记—建筑风情 

     国宾大道-- 红色印记 

     国际电影节—艺术时尚 



路径与创新 

探索新法-激活受众-激活地方文献 

      开展系列“悦读”活动。阅读----朗读----- 
行读----讲读，让他们从纸上从路上，更多地了解
本地，阅读本地，情寄乡愁 

     读者参与资源建设。 出谋划策 

      读者参与多媒体的创作，让他们出演角色 



让读者成为讲座主角 



让读者参与活动组织：体验先贤之旅 

 

纸--走结合的阅
读之旅 

   

 商务百年微旅 

  以建筑串联历程 

  以体验感受先贤 

 



商务印书馆-现代出版业的起点 

商务印书馆－近代
文化双子星座之一 

民国时期成为世界
五大出版机构 

主要基地与成就在
静安地区 

 

 

 

 



走近名人活动  夏瑞芳   张元济   王云五 

 





“见过五位中国第一人”的张
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

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
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
经理、监 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
史馆馆长。 



最早的厂房 

1897年创业时，设在江西路德昌里的厂屋  



1912年 

河南路 

211号 



最好的图书馆 

1924年建立的东方图书馆 



最繁盛的时代 

1930年代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
全景（占地80亩）。  



让读者参与情景还原-秋之白华 



让读者从演艺里体验：石库门里革
命爱情 



结束语 

  全媒体时代地方文献资源建设需要找寻规律、
需要多媒体的资源，需要创造内容、需要创新
活动形式，吸引关注度 

   我愿与各同仁多交流，一同探讨地方资源
建设新路径，因为上图的各类资源与信息相对
较丰富，还有为上海多个区图书馆的项目策划
经历。 



QQ:1605635165，1350165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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