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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特色文献转化利用　助力大学文化建设发展

———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实践

□周燕妮　刘霞　宋登汉　彭蛟　董有明∗

　　摘要　高校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要重视特色文献资源的建设、保

护与利用.文章介绍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四大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并以古籍特色资源“化、承、
用”、珞珈文化方阵“资源再造、智慧服务”、图书馆与博物馆“跨界融合”为例介绍了图书馆的服务

实践,以及推进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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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突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

所”[１].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也
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应该以高

度文化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特色文献资源体

现着图书馆的文化底蕴与资源价值,是师生学习实

践和教学科研的重要资源,更是展示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大学办学精神的重要载体.高校图书馆要注重

特色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保护利用与传承弘扬,助
力大学文化建设发展.

１　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研究现状

高校图书馆界对于特色文献资源的建设和研究

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些高校图书馆及科研院所

依托重点专业自建了一批专题文献数据库[２].１９９８
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启动,２００２
年«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中将高校图书馆

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列为重要评估指标[３],特色文献

资源建设愈发受到重视.２０１５年教育部修订发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应统筹纸质资

源、数字资源和其他载体资源,注重收藏本校以及与

本校有关的各类型载体的教学、科研资料与成果,形
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４],进一步明

确了特色文献资源的建设重点.在国家政策指引和

示范项目带动下,高校图书馆基于学校的历史积淀、
办学特色、重点学科等,在特色文献资源建设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

应用,图书馆基础设施、资源规模和服务手段也在不

断升级,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要在保持原

有传统和特色的同时,根据发展要求及时而又适当

地调整资源结构和内容,形成动态发展的、具有可持

续性的竞争优势[５].一是增加了多种形式的数字资

源和网络资源,通过自主开发、合作建库、整体外包

建库等方式建设了大量的专题特色资源数据库,主
要涵盖传统特色文献和学科特色文献两方面.二是

特藏作为特色文献中最具独特性的资源愈发成为建

设重点,从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转化为多元的精神

价值取向,成为图书馆内涵的个性化标记点[６].有

学者对２０２１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前１００名

高校的图书馆调研发现,稀有书、手稿、地图、档案、
摄影集、绘画、论文等是数量最多的特藏类型[７].三

是传统特色文献的保存和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科研

教学需求,需要通过空间再造实现资源价值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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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并开展系列服务以促进特色文化辐射、辅助师

生科研和学习、激发创新实践能力[８].

２　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概况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

统,在百余年发展历史中,武汉大学图书馆(以下简

称武大馆)积累了丰富的古籍及民国文献.为适应

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更好地发挥服务学科和传承

文化职能,武大馆立足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

中心、教学支持中心、科研支持中心、文化教育中心、
艺术博物中心的职能定位,拓展特色资源内涵,加大

影印文献、海外史料的收集,建设珞珈主题文献、博
物馆特色资源等,形成了具有武汉大学历史底蕴、学
科特色、学术文化与校园特色的特色文献资源体系.

２．１　体现历史底蕴的古籍及民国文献

武汉大学一向有重视古籍保护和文献资源建设

工作的传统,武大馆现藏线装古籍２０余万册,其中

善本８００余种１．４万册.有３００多种古籍收入«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有６６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有８０种古籍入选第一批«湖北省珍贵古籍名

录».馆藏１６００余种地方志、４００余种家谱,均为特

色古籍资源.
武大馆还收藏有较为丰富的民国文献,包含原

版图书、原版期刊合订本、原版报纸等,侧重学术性

和系统性.其中原版图书２．７万余册,系统收录了

一些大型丛书,例如反映中外文化的商务版«万有文

库»,反映传统文化的商务版«丛书集成»初编、中华

书局的«四部备要»等.民国期刊合订本８０００多册,
基本涵盖了民国时期出版的重要期刊以及武汉大学

所办各种学报等.

２．２　突出学科特色的影印文献及海外史料文献

影印出版是古籍和民国文献再生性保护和利用

的重要途径,武大馆重视系统收集大型影印文献,以
弥补原版古旧文献馆藏之不足,同时拓展民国文献

特色馆藏.现馆藏影印文献９万余册,包含传统文

化(古代典籍)系列、民国文献系列、史料档案系列和

红色文献系列等.
武大馆重视海外史料文献建设,围绕历史学、哲

学、法学、文学等学科建设需求持续引入大型海外文

献,以国外原始资料为主,涉及图书、缩微资料、数据

库等不同类型.例如通过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CASHL)引入大型特藏文献２８套,其中图

书１０００多册,缩微资料近４０００件,如«日本外交文

书»«美国国务院朝鲜内部事务档案»«英国国务档案

纪事»等.与院系合作订购了大型海外史料档案类

数据库１０个,如 GaleScholar、剑桥档案编研、ProＧ
Quest历史档案数据库等.

２．３　彰显学术文化的珞珈主题文献

武汉大学建校一百多年,名师荟萃、人才辈出,
创造了丰硕的学术与文化成果.武大馆长期致力于

收集与整理具有学校特色的文献,包含师生论著、校
园文化以及其他反映学校发展历史、学术成果与文

化特色的文献资料.通过实体馆藏、数字化平台、综
合信息系统等方式打造了彰显武汉大学文化特性的

多类型、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的“珞珈”(武汉大学的

别称)主题文化知识系统及其品牌,已形成方阵

效应.
(１)以珞珈文库为代表的实体文献.珞珈文库

典藏武汉大学师生校友著述,现有馆藏２．５万余册,
重点展示经典著作、获奖作品及优秀教材,历任校

长、两院院士、资深教授、知名学者、杰出校友的著

述,以及民国老讲义、手稿等珍贵资料.同时建设有

虚拟文库智慧孪生平台扩展实体馆藏功能.
(２)以机构知识库为代表的数字文献.武汉大

学机构知识库是收录武汉大学自成立以来所创造的

各类知识成果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目前收录６４万

余条元数据,近３万位学者,有４４万余篇期刊论文、
近１６万篇学位论文.此外还建设有武汉大学名师

库、珞珈影像库,武汉大学师生、校友的各类数字化

知识产品,包含手稿档案、艺术影视、摄影绘画、科教

录像等.

２．４　展示校园特色的博物馆文献

武大馆下辖万林艺术博物馆,收藏及展示学校

悠久办学历史积累下的种类多样、各具特色的丰富

藏品,并建设“珞珞如石”基本陈列予以展示.其中

有“标本唐”存世的数以万计的动物标本,考古专业

师生抢救发掘出的珍贵文物,还有南极测绘研究中

心科考队员从极地带回的标本,更有广大师生校友、
社会名流捐赠的稀有珍品[９].博物馆珍藏有著名历

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及

其冯氏家族向学校捐赠的书画、信札、古钱币等文物

及艺术品,并在图书馆开辟“冯氏捐藏馆”展示其中

精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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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转化利用实践

武大馆通过整合特色文献、集成系统资源、深挖

内涵价值、创新优化服务,在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提供重要支撑与服务的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武汉大学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

３．１　古籍特色资源“化、承、用”

２０２２年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要
通过“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
“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古籍普及传播”等方式加快

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１０].武大馆在古籍特色文献

建设实践中努力做好“化、承、用”,加强古籍保护和

数字化管理,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真正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切实发挥好古籍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１１－１２].
(１)科技赋能,化身千百.一是古籍数字化,参

与制定«CALIS古籍联机合作编目规则»,向“学苑

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提交书目记录近２万

条,古籍文献编目纳入图书自动化集成系统,持续进

行古籍书影采集工作.现已积累各类馆藏古籍书目

数据８万余条,完成近４００部古籍的全文书影扫描

工作,图片存储总容量超过８TB.二是管理集成化,
建设武汉大学古籍保护信息管理平台、武汉大学古

籍保护网,打造了集成化、网络化、可多人协作的工

作模式,实现了古籍收藏、保护、整理、阅读、研究、利
用等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

(２)传本扬学,存亡继绝.古籍整理和研究是武

大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加大力

度对馆藏特色古籍进行鉴定、编目、校勘、汇编,并使

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古籍内

在价值,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出版有«中国古籍珍

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

见方志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民国

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

登记目录»等.重视古籍修复工作,在“十三五”期间

共修复破损古籍１６３册８７９６页、修复破损函套３１１
个、穿线换面９９７册、除尘去霉１８３０册.

(３)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与

业务特长“活化”古籍、宣传古籍,每年协助“图书的

学问与艺术”“古代文学”等学校核心通识课程、专业

课程教学,通过讲解、观摩和实操的形式传授古籍版

本知识和修复技艺,受到师生肯定与好评.通过举

办古籍资源推广系列活动和古籍修复体验系列活

动,使原本冷门的知识和技艺从“小众”走向“大众”,
如“馆藏古籍精品书影展”“古籍寻宝游戏”“珞珈金

石书法展”等,带动更多师生读者深入了解并受惠于

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３．２　珞珈文化方阵“资源再造、智慧服务”
武大馆充分发挥珞珈文化方阵资源效能,深度

挖掘,多维效用,打造图书馆引领的珞珈文化精神空

间,通过资源再造与智慧服务,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了

图书馆在大学校园中的文化引领职能.
(１)资源再造.以珞珈文库为重点,实现特色

资源的空间再造、记忆再造和内涵再造.通过服务

新生教育、招生宣传、团体参观等不断挖掘文化内

涵,举办“学成以归———武汉大学１３０周年校庆校友

学位成果转化文献展”“百年文脉 珞珈传承———人

物关系趣味系列展”等营造沉浸式珞珈文化记忆空

间,使珞珈文库因其文化内核成为师生爱校教育、校
史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的“新地标”和“打卡地”.
参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中心口述项目“中国图书

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完成了彭斐章、谢灼华、沈继

武、詹德优、燕今伟、俞君立６位先生的口述史访谈

与制作,拓宽了珞珈主题特色文献的内涵.
(２)智慧服务.武汉大学机构知识库是师生论

著最完整、最全面、颗粒度最细的数字资源平台,也
是学校论著成果的唯一数据源.系统切实简化了学

者论著填报工作,实现了“一次认领、少量填写、数据

通用”,并可按需生成影响力报告,建立个人主页,提
升学术影响力;简化了科研绩效统计工作,能可视

化、多角度展现校院两级学术成果及相关影响力数

据,通过接口服务于职称评聘、年度考核、人才评价

等各类管理系统,为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提供可信

数据和决策参考.

３．３　图书馆、博物馆“跨界融合”
图书馆与博物馆都是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

要场所,武大馆依托图书馆与万林艺术博物馆在管

理体制、地理位置上的便利,创新工作模式,广泛开

展馆际跨界合作与互动,充分发掘馆藏图书和文物、
标本、艺术品资源,实现沉浸、联动的“跨界融合”,为
师生和社会公众培养科学精神、提升艺术素养、涵育

人文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绝佳平台.
(１)“图书 ＋ 展览”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博物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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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东方欲晓———毛泽东主席艺术形象主题展”
中,梳理毛主席相关著作与读物,在展厅打造了“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毛主席读书区,成为党史学习教

育和校园文化的新亮点.在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等

合办的“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中,图书

馆深挖馆藏文献资源,同期举办“大漠遗珠———敦煌

主题文献展”,展出敦煌研究主题相关文献１０００余

种,为师生近距离感受敦煌文化魅力带来更全面深

入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２)“学科 ＋ 展览”最前沿的文化展示平台.与

相关学院深度合作,综合利用馆藏图书、文物、艺术

品、标本及相关学科收藏的文献、实物、数字化成果

等资源,举办最前沿的综合性学科展.如“向南,向
南! 南极科考成果展”“慧眼寰球———遥感科普交互

展”“‘口腔新视界’科学艺术展”“‘跃时代’武汉高校

毕业设计联展”等,将学科成果展示与科学文化弘扬

有效结合.
(３)“博物馆 ＋ 艺术档案库”特色化文化保藏中

心.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档案库在武汉大学设分

中心(即武汉大学图书馆国家当代艺术档案库),依
托图书馆艺术类馆藏与实体阅读空间,收藏有当代

艺术图书、杂志、手稿数千册,成为艺术研究的重要

资料库,服务文化育人和师生创新创造力的激发.
同时,学校成立与博物馆“馆院一体”的武汉大学当

代艺术研究院,进一步推进“国家当代艺术档案库”
这一特色资源的建设与转化利用.

４　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保障

措施

武大馆在发展规划中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文

化引领作为重要内容,提出“聚焦高品质,不断提升

特色资源建设力度与成效”“注重特色、深入挖掘,积
极推进古籍特藏建设和保护”“实施文化引领工程,
持续建设三全育人高地”,并从组织和政策保障、协
同联动、人才队伍等方面创造良好环境.

４．１　组织和政策保障

(１)整合资源,强化组织保障.２０１９年以原古

籍部为基础,成立与资源建设中心、文献借阅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等相并列的独立业务中心“古籍保护

中心”.２０２１年成立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

研究中心,牵头全校古籍保护、文献修复及整理研究

工作.２０２２年组建独立业务中心“特藏中心”,全面

负责除古籍外的实体与数字特藏资源的管理、展阅、
研究、开发、使用和保护工作.

(２)健全制度,强化政策保障.推动学校颁发文

件«关于建立完善论文著作成果“一数一源”数据维

护长效机制的通知»(武大图字〔２０２２〕１号),明确指

出“‘武汉大学机构知识库’系统是学校论著成果的

唯一数据源,是各单位采集与管理论著成果的数据

基础,也是学校开展职称评聘、年度考核、导师遴选、
人才评价、学科建设等各类管理决策工作所需论著

成果数据的唯一来源”[１３].出台馆发文件«关于加

强特藏资源建设与服务的若干意见»等,从目标、举
措、机制等方面明确了特藏建设和服务的基本思路,
为特色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３)设立专项,强化经费保障.特色资源的建设

和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近年来武大馆多

次向学校争取额外专项经费,在文献购置经费方面,
年均大套书购置经费达１２５万元;在古籍保护经费

方面,一次性投入２００万元打造了集中、西文古籍、
民国文献修复及技术研究于一体的文献修复中心;
在珞珈文库建设方面,投入４００万元建设了双层复

式结构的实体专藏空间,并申请专项经费建设了“珞
珈文库”线上虚拟平台.

４．２　协同联动机制

(１)建立馆内联动机制.特色资源的建设贯穿

图书馆各业务流程,武大馆重视统筹协调,以成立专

项工作组的形式,将不同部门的人才和资源充分整

合,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制定工作计划与实

施方案,提高协同合作的绩效.例如机构知识库二

期项目成立了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组,设立了集中

办公区,并提供充分的设备设施支持.工作组成员

共１３人,分为全职人员与兼职人员,覆盖全馆资源

建设中心、特藏中心、学术交流与服务中心、技术支

持中心及办公室等多个部门.
(２)重视校内合作共享.一是优势互补、共建共

享,与信息管理学院、历史学院、文学院、中国传统文

化中心等院系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建教学科研与实

习实训基地.如与信息管理学院签署深化合作备忘

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影
响力提升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根据合作内容,图
书馆成为教育部“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共建单

位.二是合作共赢、提升影响.与学校宣传部、团
委、本科生院、研究生院等机关职能部门合作开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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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与宣传推广活动,图书馆文化辐射力影响力

持续提升.如连续举办１１届的“武汉大学读书节”,
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现代图书馆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的责任与使命案例一等奖.武汉大学“书香大使”
活动成为学校暑期社会实践固定项目,获国际图书

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等.
(３)加强行业协同发展.武大馆重视与图书馆

业界、行业协会以及学术团体的友好联系,汇聚发展

合力.如获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赠送中华儒学经典著

作集成«儒典»１８１６册,获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

作委员会赠送古籍整理类图书１０００余册等,极大地

丰富了特色馆藏.为充分使用好、推广好这些著作,
武大馆特策划举办了“武汉大学百卅校庆古籍类图

书展”,为师生近距离学习研究古籍经典、弘扬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良好平台.积极参与国家图

书馆“«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巡展活动、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非遗技艺进校园”系列活动、湖北省图

书馆“馆长晒宝”活动等,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时代

华章贡献力量,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

好、发展好.

４．３　人才队伍建设

(１)壮大相关岗位队伍力量.积极争取学校政

策支持,近年来通过校内调动、事业编招聘、合同制

招聘及退休返聘等多元化人才引进机制,加大了古

籍整理与保护、特藏整理、宣传推广等岗位的专业馆

员配置,基础性工作人员比例逐年下降,专业性与研

究性工作人员比例不断提升.如特藏中心现有馆员

１４人(硕士以上学历７人),古籍保护中心现有馆员

８人(硕士以上学历７人),实现了“老、中、青”三代

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整体呈现高学历、专业化、年
轻化态势.

(２)加强相关岗位人才培养.促进学校职称评

聘制度优化,设立青年馆员科研引导基金项目,加大

服务创新、学术科研扶持力度,制定«馆员能力提升

工作方案»,拓展国内外培训交流等,通过“引进来”
与“走出去”全面推进专业馆员能力提升.近年来,
武大馆举办了“西文文献保护与修复研修班”,邀请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资深文献保护专家担任授课

教师;举办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学术研讨

会”,来自全国３０余所高校图书馆及古籍保护单位

的代表展开交流.同时派出馆员参加特藏建设、古
籍整理与保护、宣传推广等相关业务培训及学术会

议１００余人次,并取得相应结业证书.

５　结语

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

化与大学精神文化历久弥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特色文献资源是新时期图书馆工作的重要课题.
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是系统性、持续性的工作,图书馆

必须在发展规划与保障、资源采集与管理、实体空间

与布局、数字系统与平台、馆员能力与服务等方面建

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机制,打造特色文献的实体馆藏

与数字平台,实现集约管理和有效利用.同时创新

特色文献服务模式,深挖文献内涵、注重价值提升,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特色文献资源的

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推动知识创新与文化传承.
武大馆将持续深耕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充分调

动图书馆在文献、空间、服务与技术等方面的力量,
进行特色文献资源的集中收藏、有序呈现与有效利

用,进一步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彰显文化,努力实现

“特色永葆、文化长存、内涵常新”的目标,推动校园

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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