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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思考与作业：

请拿出一张纸，列出你认为图书馆应该收
藏的各种文献类型，写下名称即可，本节
课后段上缴并供讨论



提纲

一．引言
二．馆藏文献的组织
三．馆藏为什么要有特色
四．看得见的收藏



一、引言



 兴起的年代

 扩张的年代

 紧张的年代



数字时代图书馆收藏的种类

1 、购买性收藏
2 、使用性收藏
3 、创造性收藏
4 、转换性收藏
5 、保存性收藏



有关数据收藏的术语举例

• O ： OA, OAI/PMH, Ontology, OPAC …

• E： E-book, E-journal, E-publishing, E-learning, 
e-only, e-Scholarship, E-science, …

•  C ： Co-laboratory ， Consortium, Coalition, 
Community( 通常是 virtual 的）， Collaboration ，
…

• …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
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Supporting
creation

Connecting communities

Curation



二、馆藏的组织



 图书分类法
 馆藏发展政策
 专家选书以弥补招标

采购
 三线典藏制

与藏书特色形成相关的
主要制度性文件





三线典藏制

•一线书库、二线书库、三线书库 

•特藏可能不只一个库房，可能在
二线书库也许在三线书库。



藏书划分，根据主题或创作把各种不同载体的
信息有组织地收藏和保存起来。

• 按文种划分 
• 按学科门类划分
• 按载体形式划分 
• 按服务对象划分
• 按藏书的使用方式划分
• 按藏书利用率划分 



下面是三线典藏制下的各种藏书布局方法，请问那些
书库会出现特色馆藏？

• 依用途分：基本书库、辅助书库、专门书库
• 依使用方式分：开架书库、半开架书库、闭架书库
• 依时效分：新书书库、总书库、提存书库
• 依功能分：流通书库、参考书库、储备书库



三、馆藏为什么要有特色？



特色馆藏？

     特色馆藏是指图书馆收藏的某一学科领域或专题的
文献资料独具特色，在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中占优势
或垄断地位的那部分馆藏。特色馆藏是特色建设和
特色服务的基础。

Special collection vs. Featured collection

① 在某个图书馆中具有优势的部分馆藏；

② 在整个图书馆体系中能够与其他馆形成互补或强
强合作的馆藏。



四个特性
• 学术性：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或文化价值；
• 专门性：针对某一学科领域或专题的文献，进行广泛

而深入的收藏，数量、品种、类型有一定规模；
• 独特性：人无我有、人缺我全、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 开放性：可对外合作与形成互补。 



特色馆藏的主要类型
 学科特色

 地区、民族或语言特色 ( 如地方志、家谱）

 专题特色（如海报等）

 时代特色（如古籍、民国文献、剪报资料）

 学校特色（如校刊、毕业论文、校友资料）

 名人特色（如手稿、书信、日记、科研档案等）

 民间民俗特色（如契约、侨批、传单）

 文献类型或载体特色（如电影、书画等）



     一个图书馆不仅要有很多书刊，而且应该有
档案。在中国，图书馆同档案馆常常分开。比如，
大学里只有收藏本校资料的档案，很少有给师生
作研究用的档案。现在有些大学图书馆已经成为
研究图书馆，应该收集作为学术研究用的档案。

                                                   （马大任）



满文、蒙文、藏文收藏

蒙文“五保护佛经”
永乐八年藏文大藏经
满文金瓶梅 

本片提供：马小鹤



特色馆藏处理的三步工作法：
   A. 图书、期刊、中文、西文、其他
    B. 普通书刊、特色馆藏、新遇主题或创作
    C. 二级主题或学科、版本、载体等的甄别





• 合作收藏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也叫图书馆整体化建设

图书馆的合作收藏



整体化建设使文献收藏的外延更广，其核心是资源共享

• 合作馆藏发展
• 书目记录共同体
• 馆际互借
• 在线资源协议
• 合作开发
• 人员培训
• 其他服务



典型的案例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Google 
Books

•OCLC 、 CALIS 、 CADAL 、 CASH
L

•法明顿计划



1. 它们很多是纯粹的一个自愿参加的计划，没有来自政府或者
私人机构的资金支持 ;
2. 没有相互之间的理解，足够的耐心和决心，是坚持不了的。 
3. 目录揭示是非常被看中的一件事，只有图书馆专业的人才会
这么去做。
4. 更为深度的内容揭示、全文检索和文献提供成为一种必需。

相关合作案例的启示



收藏整体化，保存多样化

沈继武：藏书建设的要求是体系化，实现两种体系：
•整体图书馆藏书资源全面集中化的藏书体系；
•个别图书馆藏书资源重点特色化的体系。

--《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



东南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长久以来是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
我国有不少的研究机构，尤其是华南、西南和东南部的一些大学和研究
机构开展研究。港澳地区的大学也由于历史和地理的渊源开展长期的东
南亚研究资料的收藏。

在出版方面，大量的文献资料可能在该地区以外的国家出版，包括欧洲、
美国、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出版语种繁多。

Paul Kratoska: Academic Publishing in Southeast Asia

例：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特色馆藏



    东南亚地区共有 11 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东南亚地
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之前我们习惯称之
为“南洋”。历史上尤其是宋元以来，我国有大量人民飘洋过海，在那
里定居生活，连接中西方交流，并融入到“海上丝绸之路”上。因此作
为一个地理研究的对象，有大量的中国典籍的记载。如：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注》
中华书局， 2000 年。
［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
中华书局， 1981 年



厦大图书馆及南洋研究院的原有基础
如其中，海疆剪报资料 （ 1079册， 1905-1951 年）

    



有关东南亚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日韩越部分典籍

  ——［日］足立喜六：《法显传 中亚、印度、南海纪行の研究》
東京 : 法蔵館 , 1940

  ［日］山田宪太郎：《南海香药谱》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会， 1982 年

［日］辛岛昇：《 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
尔石刻与〈元史 ·马知名八儿等国传〉》
汲古书院，昭和 63 年。

 ……［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



有关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波斯、阿拉伯部分典籍

克劳斯 · ——来西：《蒙古世界帝国 乌马里及其著作〈眼历诸国行记〉中
对蒙古帝国的描述》

    德国威斯巴登：奥托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1968 年。

《世界境域志》，波斯佚名作者 ; 王治来汉译本
    Hudud al-‘Alá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tr.by W.Minorsky, 

London, 1970.伦敦， 1970 年。

［阿拉伯］伊本 ·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
    中华书局， 1991 年。

     ……



有关东南亚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欧洲部分典籍

 Hakluyt Society Series I , II, III & extra
  The Hakluyt Society has made available the Society's entire back catalogue from Series I, number 1 to 
Series II, number 190; in fact the entire collection of 290 volumes published between the years 1847 and 
2000. 

 Geography of the Malay Geography before AD 1500 黄金半岛： 1500 年以前马来半岛的历史地理
［英］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1990 年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bersonese: Studyes in the Historical. 1961 年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ed.by Claude Guillot, Denys Lombrad,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8

 乔杜里：《印度洋的商贸与文明：从伊斯兰教兴起至 1750 年的经济史》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K.N.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







馆藏特色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四要素

-- 因学而集

-- 因人而遇

-- 因地而聚

-- 因数而显



四、看得见的收藏



朱炎辉
Mr. CHOO Yam Wai , 笔名朱鲁大， 1932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
中小学均在华校接受教育， 1952 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中学， 1959 年南洋大学
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 1961-1963 年在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图书馆任图书馆助
理员，
1964-1967 年为南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 1967 年获美国国务院 “东西文化交流奖
学金”，
赴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管理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1969 年秋学成后，
受邀任职于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亚洲藏书部，专事搜集中文出版物，
并为该大学教职员和学生提供参考和咨询服务。 1971 年 4月至 1993 年，
返新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任该馆日本资料部主任。
夫人为张淑清（ Chong Shook Chin ），育有二子永康、永年。 
朱先生工作余暇，以读书探求中国近代名人逸事为至乐事，
同时也是军迷尤其是战机同好者。
2022 年 4月上半，分两批总计交了 143箱书给福昌物流公司运到马校。





线装古籍



个人档案
档案资料



 
战时南下的浙江文艺届人士有：胡愈
之、郁达夫、沈兹九、王纪元、王映
霞、夏衍等

出版有《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选集》《归航》《春风沉醉的晚上》
收集的物件、书本：相片 67 张，《郁达夫年谱》、《郁达夫手迹》、《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作品散见于《晨星》《繁星》《文艺》《救潮》《星海》《关仔角》《轮》《益群报副刊》
《星云》《南风半月刊》《星宇》《世纪风》《青年月刊》《华侨周报》《电影》《民众月
刊》《中马文艺》等刊物。

郁达夫，原籍浙江富阳， 1896 年生，
南来年代 1938-1942（ 1945.9 ）。
是中国创造社名诗人，擅长小说、散
文、旧体诗。主编刊物《晨星》《繁
星》《文艺》《文艺周刊》







谁在收藏？（以东南亚研究为
例）

康奈尔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davidchenlib.org)

•厦门大学南洋数字图书馆



以特色馆藏为基础的数字化
• ※ 珍藏、手稿：数字化以提供可用的替代品。
• ※  民国时期图书
• ※  早期学位论文、校刊
• ※ 照片
• ※  专题剪报
• ※ 易破损的藏品
• ※ 散页，通过数字化使之有序和集中。
• ※ 其他，为了使用目的的。







结语

特色馆藏是个体图书馆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形成的，
而这类采集的是一项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并经几
代馆员的努力才能达成的。只要坚定目标，持之以
恒，集中人、财、物等有利条件，综合运用各种获
得途径和办法，就能建设出馆藏特色的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对典籍的珍视，数十年从未改变。他说：“中华民
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
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
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2019.5.15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也指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
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
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问题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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