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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名人档案特色资源创新服务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为例

□汤萌　郭晶∗　袁继军

　　摘要　特色资源体现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服务促进资源价值成长,在建设人文与科技

交叉学科的需求下,以数字服务为主导推进特色资源内涵挖掘与价值传播,从而支撑学科建设与

文化育人功能,是高校图书馆助力“双一流”建设的立足点.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以数字资源及

平台建设为契机,探索高校图书馆名人档案特色资源创新服务方法,通过以价值传播为导向的服

务实践经验,梳理多元异构资源的服务案例,探索基于数据深度挖掘的特色资源创新服务,支撑

高校“双一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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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特色资源体现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对于现代

大学图书馆来说,特色资源建设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支撑学科发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不仅要求高校图书馆参与校园文化建设、文化育

人,更强调高校图书馆对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的支撑

作用.其中,特色资源建设与创新服务将为学科建

设提供三个层面的支撑,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提供

特色研究资料的基础设施、文化建设的媒介、人才培

养的辅助平台.
目前的图书馆服务研究中,有关特色资源的讨

论方兴未艾[１－４].陈凌等提出创新服务的关键在于

特色资源成长性与服务场景,创造资源与读者互动

的环境[５];王乐指出特色资源是精准化学科服务的

基础,是教学资料和数字学术的数据来源,是校园文

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播阵地[６];黄雯越、王铮调研了英

美图书馆在馆藏规划、数字化、空间设置、展示与传

播、深度融入教研等方面的经验[７];鲁丹、李欣以数

字人文为导向讨论异构特色资源的整合方案[８];刘
宁静等构建了学术名人描述框架模型和关系模

型[９];刘丽霞等人提出了特色学科资源服务系统的

框架设想[１０];中山大学引入了数字人文管理服务平

台[１１];王 斌 英 构 建 了 特 色 资 源 效 能 评 价 指 标 体

系[１２];朱宁、常彦峰梳理总结了美国大学图书馆特

色资源服务的经验,给出跨库检索和管理系统的发

展建议[１３].
在欧美高校图书馆中,支撑教学与学生创新能

力培训也是 特 色 资 源 服 务 的 重 要 导 向.荷 拉 瓦

(TonyHorava)指出,未来图书馆变革的关键不在

于文献的载体形态是纸质还是数字,而在于文献的

价值[１４];哈里斯(ValerieA．Harris)与韦勒(AnnC．
Weller)探讨了创新服务的内涵体系[１５];基尔什鲍姆

(Kirschenbaum Matthew)和 韦 纳 尔 (Werner
Sarah)梳理了数字人文对古籍等特色文献研究的影

响[１６];迪恩(JasonDean)与格罗佛(EmilyGrover)
认为利用网络移动社交媒体开展特色资源咨询有助

于馆员深入教学团体、嵌入教研过程[１７];查普曼

(JoyceChapman)与亚克力(ElizabethYakel)提出

特色资源用户服务的数据驱动管理和互操作指

标[１８];莱丝雷(RuthvenLesley)等研究如何利用特

色资源激发学生的创新性发展[１９－２０].在此基础上,
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简称

李馆)的案例研究将探索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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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高校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工作方法和服务

模式.
大学图书馆建设以学者档案为中心的特色资源

服务,不仅可以促进文化育人,也会对特色学科发展

与研究有推动作用,这在国内外均有案例.例如,剑
桥大学图书馆建有“达尔文通信”“牛顿论文”等科学

名人专题馆藏,其数字化资源纳入数字图书馆,实现

平台关联互通[２１].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费正清

教授、海肖尔教授“稻田”课程教学幻灯片,制作分层

档案查询辅助信息,构建档案特藏元数据管理平台

及档案发现系统,实现档案类资源的实体管理、数据

化与智能化.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围绕卫德明

(HellmutWilhelm)、李方桂、萧公权等汉学家和中

国研究学者档案开展整理与揭示,与国内机构合作

数字化,举办展览提升档案的知名度,以此来引起重

视并推动保护.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建有钱

学森档案与背景学科(自动控制工程)资源以及面向

全球开放的数据平台.
相较于以上案例,李馆的特色资源建设不仅重

视支撑研究与学科建设,也重视嵌入学生培养与提

供社会服务.其特色在于:契合本校双一流建设规

划,跟踪学科建设动态需求,嵌入学科建设核心环

节;发挥李政道资源文化价值,开展科艺相通主题系

列活动、传播科艺交融思想,创新育人模式;在发布

形式上与社区开展联动,以新媒体多平台发布、实体

展览、科普活动等方法传播资源价值,产生社会效

应;构建特色资源数字服务体系.

２　特色资源服务的工作方法

李馆的资源建设以上海交大“双一流”建设规划

为导向,其特色资源以李政道捐献档案为主体,包括

实体场馆及线上数字资源中心.自２０１２年至今,李
馆共清点整理李政道捐赠资料①约８．７万件,已完成

７．６万件资料的数字化与编目,部分资源进行了三维

数字化与声像多媒体转录.上海交大在“双一流”建
设规划中,将李馆功能定位于文化育人;同时在人文

学科领域,重点打造“人文与科技交叉”学科群[２２].
李政道档案彰显了李先生的科研探索精神与赤子情

怀,这是其作为特色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的基础;
另一方面,李政道档案中的手稿、书信,又集中反映

了李先生的物理学思想发展,以及他推动建立中国

博士后 制 度、中 美 联 合 培 养 物 理 类 研 究 生 计 划

(ChinaUSPhysicsExaminationandApplication,

CUSPEA)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对于研究科学史、当
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李馆探索了以特色资源服务支撑学科建设与人才培

养的工作方法.

２．１　科艺育人,创新育人模式

作为世界级的物理科学家,李政道的思想特色

之一是强调科学与艺术结合.他认为:“(科学与艺

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深刻性、普
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２３].他与多位艺术家合作,
用艺术方法表现物理的理念、高深的科技,创作了大

量科艺结合的佳作.因此,科艺结合是李馆资源服

务的一项核心价值.李馆创设了一系列旨在传播科

学精神、支撑高校育人战略的科艺结合活动.
(１)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系列活动

该项目是一项定期举行、宣传科艺结合的专题

系列活动,包括大奖赛、作品展、讲座论坛、工作坊.
科艺大奖赛面向全球公开征集作品,活动主题由国

际知名物理学家提出.该赛事已举办６届,累积征

集入藏１３１幅作品②.２０１９年科艺大奖赛的主题为

“光的粒子性”,由２００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
政道研究所所长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拟定,并
获得 李 先 生 首 肯,２０２０ 年 的 科 学 主 题 为 “自 旋

Spin”.作品征集后由专业评委会评审,获奖作品和

主题画会举行为期一月的作品展.期间,李馆还邀

请物理学与艺术领域的专家共同研讨、演讲,探索科

艺育人的模式.
从２０１８年７月起,李馆举办科艺工作坊,由科

学家、艺术家集中为学员开展训练,促进学生理解科

学主题内涵、实践科艺结合理念,工作坊要求学生提

交至少一幅原创科艺作品,提升学员的科学与人文

素养.
(２)开展科艺主题的育人论坛和专题讲座

李政道资源既包含科学研究成果、艺术作品,还
有关于文化与社会的思考文章.基于此,李馆打造

了“天道酬勤”“心通天宇”两个主题报告.“天道酬

勤”定位于科普,侧重介绍李政道的研究经历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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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政道资源包含三级分类,一级类目为:纸质资源(手稿、信函、讲
义、论文、会议资料、图书)、实物、多媒体(照片、视频、音频).
在科艺大奖赛评审过程中,经过专业委员会的讨论,决定一、二、

三等奖若干获奖作品,未获奖作品李馆不予保留,返还原作者.例

如,２０１９年征集作品数为１９５件,其中获奖作品２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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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心通天宇”定位于发扬创新精神,侧重介绍李政

道相关艺术作品与其科学思想的关系.李馆与上海

市的周边社区合作,将讲座带入中小学科普与课外

教育,并成为上海交大图书馆馆员素养拓展的常设

内容.
李馆还依托社区网络深度联动,每年与上海月

湖雕塑公园合作联展与讲座,２０１９年５月在月湖雕

塑公园举办主题讲座“天道酬勤,好学通世事”,充分

体现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历年的科艺基金主

题发布过程中,李馆联合 政高校①共同发起宣传,
深入发挥科研育人功能.

２．２　参与人才培养,建设社会服务机制

(１)特色资源与服务走进课堂教学

目前,李馆的资源与服务走进课堂教学有四种

方式: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提供空间服务和教学辅

助;为本科生通识课程提供宣教服务;为专业课程提

供一手研究资料或信息素养宣讲;为设计学院新生

提供“造型基础课程”的线上教学.图书馆特色资源

服务走进课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精神培养、专
业素养提升等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李馆依托馆藏特色资源,与本校教师合

作,讲授相关课程中的专题内容;或嵌入教学环节,
为教学过程提供资源与空间服务.如,李馆先后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生命科学发展史”课程

提供讲解宣教与空间支持,为“历史文献学”课程讲

授“民间文书发现与整理”专题内容.２０２０年６月,
由李馆、李政道研究所、设计学院联合面向设计系、
建筑系、风景园林系的７个大班授课,将科艺思想融

入线上课程平台,图书馆馆员讲授“在科学探索进程

中艺术思想的促进作用”等课程内容.李馆服务融

入校内课程的教学过程,取得较好反响,推动持续

合作.
(２)推动学术交流与社会实践,打造育人第二课堂

李馆通过创新服务支撑育人,实现教育的延伸.
图书馆依托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组建学生讲解队,
招募不同专业或年级的在校学生担任讲解员,定期

为学生开展技能培训等实践教育,为学生提供优质

的社会实践平台;根据需求为相关学科的师生提供

参观文献保存整理、修复扫描等现场的讲解接待,使
专业人员了解第一手研究资料的来源及加工整理过

程,配合学院定期开展工作坊、暑期学校、学术会议

等学术活动,积极开展合作项目,将创新服务融入学

院为主体的学术活动,打造文化育人的第二课堂.
(３)拓展社会服务品牌

李馆旨在展示李政道作为物理巨擘的赤子情怀

与科艺双馨精神,获批成为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展
览内容依托科研并定期更新.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
日,李 政 道 图 书 馆 展 区 正 式 开 放 １４２４ 天,总 计

１３６４０３人参观.在一期展区近６年的服务过程中,
李政道科学研究及科艺创作的资源日益丰富,资料

整理与挖掘逐渐深入;李政道科学精神、科研活动、
科教事业的相关研究日渐增多,原有展区结构与展

览内容无法满足传播与研究需求,亟待更新调整.

２０１９年底,李馆依托“文博能力提升专项”建设启动

新一轮陈展设计,增加了李政道家族谱系的可视化

展示,李政道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的历史资料,以及有

关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科学原理解析

(该理论是李政道１９５７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

要贡献),另新增三维科普视频２部.
为阐释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过程,馆员调研了理

论物理及科学史领域文献,引证相关专题研究,推动

展览内容创新发展.为还原１９５７年诺贝尔奖颁发

典礼现场,展览使用全息投影与实体模型相结合的

方式模拟场景;运用三维数字化模型与纹理实时渲

染展现诺贝尔物理学奖章,并提供触摸与手势识别

等互动方式.李馆面向全社会开放并提供讲解宣教

服务,团队包括专业馆员、学生讲解员以及自助语音

导览系统,形成多手段、多主体、开放式的宣教体系,
有效开展科学传播,成为高校社会服务的文化高地.

２．３　助力科研:开设课题、咨询利用与编研出版

(１)设立专项课题基金

２０１７年,上海交大设立“李政道与中国科教事

业”专项课题基金,吸引学者利用馆藏资源.由此,
以李馆积累和收藏的各类科学文献、研究手稿、通讯

信件、科艺作品等珍贵资料为支撑,围绕李政道对中

国科教事业的重要贡献,提供了“ 政项目与人才培

养”“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及其影响”“李政道科

教特色资源的管理与应用”等选题.设立科研课题

项目,既能帮助研究者完成学业和研究,又可以促进

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支撑高校相关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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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年９月, 政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移交上海交大.参与 政

基金的高校还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新
竹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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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外合作和咨询服务

李政道特色资源为全球用户提供咨询及利用服

务,包括高校或科研机构、媒体、政府单位、企业、个
人等.针对不同读者的需求,制定«李政道图书馆档

案利用办法»«非开放档案利用方法»等文件,使用范

围主要包括展览宣传、影视制作、图书出版、学术研

究等.近年来,也有更多境外学术机构和个人来馆

利用资源,提高了特色资源的利用率,扩大了李馆的

国际影响.２０１８年,基于李馆特色资源制作的纪录

片«西南联大»«大师:李政道»、电视节目«世界听我

说»,分别在中央电视台第９套、上海纪实频道、中央

电视台第４套等媒体播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３)国内外征集交流与编研出版

李馆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藏品,历时８年采访

１４０多位相关人物,形成口述历史资料及影像资料,
深度挖掘馆藏资源的内涵,在整理过程中发掘资源

的研究价值、社会价值,以编研出版及学术论坛的形

式实现资源传播.例如,２０１４年«印象李政道»、

２０１６年«心通天宇———李政道教授９０华诞文集»,
以及即将出版的«薪火相传,道达巅峰———CUSPEA
四十周年纪念册»,基于口述采访精选而成的«口
述李政道(科教事业篇)»、科艺画册汇编等,还有

即将制作的CUSPEA学者专题研究方案,这些编研

出版成果已经成为物理学史研究与高教发展研究的

基础性资料.

３　创新服务的基础:数字特色资源建设

在开展前端服务的同时,李馆大力推动数字资

源建设,形成多元异构资源的数字加工、组织揭示、
数据挖掘、平台搭建、发布与获取等数字服务体系.
上海交大的“双一流”建设规划中对图书馆的定位是

“实现学校各类知识资产集中处理与开放共享”,“扩
充更多类型的教学信息资源,更新服务平台.”李馆

的数字资源建设力图满足学校在这方面提出的服务

需求,同时为“人文与科技交叉”学科群提供个性化

的研究资源支撑.

３．１　数字化加工方法的创新

(１)引入三维技术

李政道捐赠藏品中有大量非纸质实物,例如诺

贝尔奖奖章、李政道在教学科研中使用的天体物理、
粒子物理模型等,馆藏资源具有多类型、多载体的特

征,这些实物在宣教展览等服务场景中能起到良好

的推广效果.由于实物不宜频繁出展或借调,三维

数字化就成为有效的替代方案.李馆对实物类资源

进行三维数字化扫描、建立三维模型与纹理映射,这
些数字模型应用于后期的布展及线上资源利用.

(２)关联聚类支撑内涵挖掘

数字化建设使特色资源的内在关联显现[２４].
众所周知,李政道在物理学中影响最大的研究是发

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规律.该研究不仅本身

具有重要意义,更直接推动了此后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８年

间多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

联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李政道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教事业的发

展贡献卓著,直接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CUSPEA、 政基金、中国高能物理、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博士后制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制度等重要科技政策、科研设备与科技制

度的建设.李政道资源中保留了大量上述史实的相

关档案.在数字化建设中,李馆设计了物理学概念

的主题词表和人物关系主题词表,其中物理学主题

词表经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王垂林和本校

物理系学者建议、审核,帮助读者分析资源中各类文

献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专业领域知识内容的关联

性①,促进研究资源检索和学科资源建设,进而推动

相关领域的研究.
经过知识组织,学者易于发现关联资源并构建

创新知识,例如,CUSPEA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美

物理学界在人才培养领域合作的代表项目,对中国

科技事业发展影响深远.李政道捐赠档案包含有关

CUSPEA 的大量资料.经过标引、聚类、人工解读

之后,CUSPEA 项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

厘清.
(３)数字资源中心

李政道数字资源中心(TsungDaoLeeArchives
Online)是多语种、交互式数字图书馆,围绕文本、图
像、音视频,运用时间线、节点—链接等可视化方法

展示资源的层次结构、关系网络以及历时性变化.
同时,运用物理学专业导向的专题分类与知识组织

方法,实现展览、检索、发现等功能.虚拟博物馆具

备网络陈展功能,读者能够远程参观或预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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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物理学概念主题词包括天体物理、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基本粒子

理论、量子场论、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一级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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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提供“云笔记”个性服务功能;“CUSPEA 录

入”栏目,向学者开放资料上传、著录编目的权限,增
强互动性并创新资源征集方法.

李馆数字资源建设的原则是扩展、交互、可维

护、操作友好.中心定期升级更新系统功能,平台拟

实施二次开发的重点在于增强数据开放获取与检索

利用:增加人物图谱,加强可视化展示;增加检索字

段和查询维度;制作主题词表标引数据,运用交叉导

航、增设筛选条件等方法,提升读者检索的查全率和

查准率.

３．２　特色资源知识组织与可视化路径

(１)研究驱动的主题发现与资源标引

笔者针对主题进行了文献调研,访问数据截止

到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中文论文检索中国知网学术

文献总库,英文论文检索 EBSCO 全学科学术全文

数据库,利用主题词检索、关键词检索与二次检索技

术,以 “李政道”与“诺贝尔奖”“宇称不守恒”“弱相

关作用”“超弦”“物理学”“科教”“人才培养”“中国”
“高能物理”“CUSPEA”“科学与艺术”等主题词或关

键词交叉检索,发现使用李政道资源或以李政道为

主题的论文共８７篇,提取关键词总计１５１个,其中

９１个可以归纳为３个研究领域.李政道资源应用

最活跃、最核心的三个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科技政

策与人才培养分析、物理学史、李政道人物与社会史

研究.基于此研究需求,李馆建设中英文规范词表,
开展信息匹配、标引,设置若干组标签集,包括“人才

培养”中的“少年班”“CUSPEA”“ 政基金”“博士后

制度”等.建设规范词表时,规定提取“中英文规范

名称”“中英文别称”“实体类型”“与李政道关系类型

与描述”等信息,随着数据标引数量持续扩增,后续

可增加新的标签集或调整结构.以上标签与目前应

用李政道资源的物理学、科技政策与科学史研究关

联密切.
(２)关系网络可视化

李政道捐献资源包含近４万件往来信函.为了

深度挖掘李政道的学术关系网络,实现书信网络可

视化,笔者利用时间轴辅助设计关系可视化的技术

路线:鉴于书信往来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数据,运
用节点—链接的网络表示,形成单位时间里的信件

来往路线,依托现有编目体系,提取信函类元数据中

的收信者及其机构地址、发信者及其机构地址的详

细信息,进行历时性的空间可视化分析.

通信往来中的人物、机构、地点信息经过标准化

处理,可在谷歌地图等 GIS平台中实现空间分布可

视化.鉴于李先生的学术交往范围广泛,遍及全球,
在可视化中笔者选取城市作为基本节点.信息标准

化处理后导入 Gephi与 ArcGIS,实现信函网络的可

视化分析,呈现来往路线,从而使读者直观认知李政

道某一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图１以１９６２
年李政道的信函网络为例,展示人物、地理信息提取

并标准化后的可视化效果.

图１　李政道书信网络(１９６２年)

４　结语

李馆形成了以藏品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
编研育人等为主体的育人服务体系,嵌入高校“双一

流”建设中的科研与人才培养环节,其工作方法包

括:第一,以特色资源数字化建设与服务参与人才培

养,如课堂教学、学术活动、社会实践等;第二,以特

色资源数据化服务支撑高校学科建设;第三,挖掘资

源内涵,组织价值传播导向的专题活动,以达到育人

和社会服务效果.
针对多类型、多载体的特点,李馆开发面向全球

开放的资源平台,实现异构数据整合组织与发布,并
通过标引、关联等分析方法呈现数据内在关系.数

字化建设过程中,知识组织、数据关联与学科研究前

沿实时互动,促使依托特色资源的创新服务嵌入高

校育人与学科建设.
李馆探索出的高校建设人文性较强的特色资源

的创新服务工作模式与方法,在利用特色资源发展

创新服务进而支撑学科建设、文化育人领域,取得良

好的效果,其经验模式适用于同样收藏有以人物为

中心的档案类、手稿类馆藏的机构,可以为高校图书

馆提供相关经验和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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