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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图书馆阿拉伯语馆藏建设与合作发展展望

□何韵　冯彩芬　程焕文∗

　　摘要　自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举办以来,中阿双方在资源共享、文献保护

与利用、数字图书馆、图书出版等方面已开展交流与合作.地处南海之滨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展

阿拉伯语馆藏建设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并具备阿拉伯语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条件.通过采

购和接受赠送等方式,中山大学图书馆着力建设阿拉伯语特色馆藏,并建议在馆藏建设、编目指

导与合作、古籍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方面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开展更广泛和深

入的合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阿拉伯语　馆藏建设

分类号　G２５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４

１　引言

历史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紧密联

系起来,二者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交流互

鉴.地缘上,阿拉伯国家位于“一带一路”的西端交

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

伴.自２００４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先后建立

了中阿部长级会议、中阿互办文化节等一系列交流

合作机制.自２００８年起,图书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被正式纳入中阿合作论坛的两年行动执行计划.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为庆祝“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部署而举办的首届“中国阿拉

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
论坛上,中阿图书馆馆长代表就建立信息领域合作

机制、图书馆资源共享与合作发展、文献典籍保护与

利用、数字图书馆发展合作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研讨和交流,并通过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４北京合作倡议»(简称“«北京合作倡议»”)[１].
根据该倡议,２０１５年４月阿拉伯联盟秘书处在开罗

主办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

会议,会议以建设中阿信息化社会为主题,就中阿在

信息化社会领域的尝试与实践、中阿图书馆在保存

国家(民族)记忆方面的作用和措施、合作建立中阿

数字图书馆内容进行了探讨.中阿代表于２０１６年

４月在利雅得进行了中阿图书馆数字信息领域联合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计划２０１７年正式推出中阿数

字图书馆网站[２].２０１７年５月,第二届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北京举行,与
会代表围绕“中阿图书馆资源的共知共建与共享”展
开研讨与交流,进一步打造了中阿图书馆界的交流

平台,并推出了中阿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３].由此

可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深化中阿图书馆

合作具有一定的政策依据和指导意义,中阿图书馆

合作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２　中山大学阿拉伯馆藏建设的意义

２．１　阿拉伯人在广州的历史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自唐代开始,广州首设“市舶使”,总管对外

贸易.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文化交

流,如秦汉以来同印度地区、隋唐以来同阿拉伯地

区、明清以来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以广州

为主要基地.唐代广州设有专供阿拉伯商客寓居的

区域,称为“蕃坊”,大约以今广州市光塔路的光塔为

中心,南抵惠福路,东以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

民中路,北到中山六路.在这些阿拉伯商人高度集

中的地方,唐朝政府准许他们自治,依伊斯兰教的法

律行事.因此,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得以

迅速建立并发展.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商人不仅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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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阿拉伯货物,而且还带来了阿拉伯文化.他

们在广州等居住地修建了清真寺,将阿拉伯人的语

言、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传入广州.目前仍开放的

清真寺有怀圣寺、先贤古墓、濠畔清真寺、东营清真

寺和新市回族坟场.

２．２　中山大学阿拉伯语教学与对外交流

阿拉伯语(以下简称“阿语”),是指源自公元６
世纪的古典阿拉伯语的一种或多种语言,阿语作为

伊斯兰教的通用语言,自公元６世纪开始便有古阿

语文献,«古兰经»即是以古阿语撰写的.中山大学

国际翻译学院阿拉伯语系成立于２００９年,现有专职

教师６名,其中２名为阿拉伯外籍专家,每年招收２５
－３０名学生.阿语系与图书馆共建阿语馆藏,内容

涵盖阿拉伯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领

域.在对外交流方面,阿语系积极拓展与中东国家

高校的合作,目前已和包括约旦大学、科威特海湾科

技大学、埃及坦塔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耶路

撒冷大学等在内的八所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合作

关系.

２．３　多元文化服务的需求

广州是阿拉伯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２０１３年,
据广州阿拉伯商会提供的数据,常住广州的阿拉伯

人超过２万,来自也门、叙利亚、突尼斯等２０多个国

家,占全部外籍阿拉伯人的５０％[４].近几年,随着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贸易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

阿拉伯人在广州居住,逐步形成了广州阿拉伯人社

区,也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文化在广州的传播.与

广州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阿拉伯城市有迪拜、科威

特城、亚历山大.据阿语专业毕业生自评统计显示:
阿语专业毕业生就业最好的城市中广州名列第一

位,毕业生平均起薪排名前十位的高校中中山大学

位居第三,仅次于北京大学及北京外国语大学[５].
由此可见,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与阿拉伯国家

在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上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一带

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广州应进一步发挥经济枢纽和

文化纽带的作用;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广州拥有阿

语文化传承的土壤,具备阿语人才培养的条件和能

力;从现实意义来看,广州具有阿语交流的多元文化

服务需求.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加强建设阿

语馆藏,不仅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

中阿图书馆馆长论坛以及«北京合作倡议»落到实处

的体现,将有助于探索我国高校图书馆阿语馆藏建

设的路径,促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阿语人才培养

提供文献保障.

３　中阿出版合作进展

３．１　阿拉伯国家出版概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阿拉伯国家的人口约为

４．０６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５％[６].据２０１５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面向２０３０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

年图书出版总量在２５０００种左右,由于地区动荡等

外来因素,阿拉伯国家图书出版总量整体增长缓

慢[７].整理该报告中有关图书出版的数据后发现,
从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累计出版

图书总量为１６１５０４种,平均每年 出 版 图 书 量 为

２３０７２种;就单个国家而言,年平均出版量排名前三

位的国家分别是埃及、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从图

书出版总量来看,大部分国家在２０１４年的图书出版

总量高于年均出版数量,只有少数国家,如科威特、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低于年均出版数量(见表１).从

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来看,出版量较多的学科集中

在生物医学、工程学、数学及化学领域(见表２).其

中,２０１４年科学出版物最多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
出版量为１０８９８种;其次是埃及,出版量为８４２８种;
第三是突尼斯,出版量为３０６８种.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阿拉伯国家图书出版情况(单位:种)

国家
累计出版

总量

年平均

出版量

２０１４年

出版量

２０１４年与年均

出版量的比较

埃及 ４４２３９ ６３２０ ８４２８ ↑２１０８
沙特阿拉伯 ４０５５４ ５７９３ １０８９８ ↑５１０５

突尼斯 １８６９７ ２６７１ ３０６８ ↑３９７
阿尔及利亚 １２５５６ １７９４ ２３０２ ↑５０８

摩洛哥 ８７５３ １２５０ １５７４ ↑３２４
约旦 ７２２６ １０３２ １０９３ ↑６１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６３５８ ９０８ １４５０ ↑５４２
黎巴嫩 ４８３９ ６９１ １００９ ↑３１８
科威特 ４３３０ ６１９ ６０４ ↓１５
卡塔尔 ３２４９ ４６４ １２４２ ↑７７８

阿曼苏丹国 ２６３６ ３７７ ５９１ ↑２１４
伊拉克 ２２８５ ３２６ ８４１ ↑５１５
叙利亚 １６２７ ２３２ ２２９ ↓３
苏丹 １３６２ １９５ ３０９ ↑１１４
巴林 ７７０ １１０ １５５ ↑４５

利比亚 ７５９ １０８ １８１ ↑７３
也门 ７３０ １０４ ２０２ ↑９８

巴勒斯坦 ４１４ ５９ １４ ↓４５
毛里塔尼亚 １２０ １７ ２３ ↑６

合计 １６１５０４ ２３０７２

注:数据根据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面向２０３０报告»整理

而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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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阿拉伯国家出版物的学科分布(单位:种)

国家 农业 天文学 化学
计算机

科学
工程学

地球

科学
数学 医学

生命

科学
物理学 心理学

社会

科学
合计

埃及 １３３８ ６６５３ ６０８ ５９１８ ２１４１ １１２６ ８３４６ ７２ １１００４ １８５ ３６ ９６ ３７５２３

沙特阿拉伯 ７０５ ２２６ ５６５６ １１０５ ５４９１ １７３１ ２８２５ ５４９０ ５４５６ ３４８４ ３８ ８３ ３２２９０

突尼斯 １０９１ ４０ １７０６ ４４２ ２４３６ １５１６ １１８４ ２５７３ ３８１４ １４８５ １８ １１７ １６４２２

阿尔及利亚 ２６８ ９５ １５６８ ３９３ ３１７７ ７０８ ９７４ ４５１ ９４５ ２１９４ ７ ２９ １０８０９

摩洛哥 ２４３ ２６ １３８２ １３３ ９２３ ８３６ ８００ １８７０ １０５５ １４３６ １３ ３６ ８７５３

约旦 ３８７ １４ ６９３ ３３９ １０２９ ４４８ ３８５ １２５５ １００５ ５５９ １４ ５１ ６１７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９７ ２８ ５４７ ３８０ １７４３ ４３３ ２６０ １３９０ ９９０ ４３３ １６ ４１ ６３５８

黎巴嫩 １２７ ２０ ３０２ ２１４ ５９３ ２９０ １６２ １９０５ ８６５ ３０１ ９ ５１ ４８３９

科威特 ４６ ５ ２８１ １７５ ７１７ ２１５ ２０８ ８７３ ５８９ １５５ １１ ２１ ３２９６

卡塔尔 ２０ ４８ ２６６ １４７ ６８９ ９２ １２５ ７８６ ６１３ ４３３ ４ ２６ ３２４９

阿曼 １０６ １５ ２５４ ７３ ４８８ ３５４ １２７ ５２６ ４５２ ２２９ ２ １０ ２６３６

伊拉克 ９６ ９ ３１７ ５７ ５０２ ２１３ ６１ ４３８ ２４１ ３４３ ２ ６ ２２８５

叙利亚 ２５８ ０ １１７ １４ １６５ １２３ １４ ３３９ ４１０ １６７ ２ １８ １６２７

苏丹 １４１ ２７ １３１ １７ ７０ ７２ １０ ４２７ ３９５ ６０ ２ １０ １３６２

巴林 ６ ３ ２９ １９ １３６ ５０ １７ ２４４ １３２ １２１ ６ ７ ７７０

利比亚 ２１ １ １２４ １２ １１５ ９３ １９ １５３ １６３ ５３ ２ ３ ７５９

也门 ２３ ２ ８２ ２４ ８３ ６３ ３８ １７２ １３３ １０６ ０ ４ ７３０

巴勒斯坦 ３ ０ ８０ １３ ５６ ２３ ９ ３２ ３３ ８１ ６ １ ３３７

毛里塔尼亚 ８ ０ １８ ０ ５ ２８ ４ ２１ ３５ １ ０ ０ １２０

合计 ４９８４ ７２１２ １４１６１ ９４７５ ２０５５９ ８４１４ １５５６８ １９０１７ ２８３３０ １１８２６ １８８ ６１０ １４０３４４

注:数据根据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面向２０３０报告»整理而成.总计不包括未分类的出版物,而这些出版物在某些情况下占有相当大的

比例,如:沙特阿拉伯(８２６４种),埃及(６７１６种),突尼斯(２２７５种)阿尔及利亚(１７４７种),约旦(１０４７种),科威特(１０３４种)和巴勒斯坦(７７种).

３．２　中阿出版合作概况

自２００４年“中阿合作论坛”以来,中阿在出版领

域开展了多元化的合作,尤其是在中阿双语互译、数
字化平台建设、版权输出等方面成效卓著.

２０１５年８月,中国出版集团与阿拉伯出版商协

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协会涵盖了２２个阿拉伯国

家近９００家出版机构.协议包括构建合作机制、建
立定期互访机制和建立中阿合资公司三方面内容.
成立了包含中阿双方以及阿拉伯汉学家在内的联合

工作组,负责具体沟通、协调、推进合作事务,制定了

中阿双方共同认可的三年合作规划和当年合作计

划.该战略合作协议是业内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开展

的大规模合作[８].
阿拉伯国家一年中有四大书展,分别为埃及开

罗国际书展、黎巴嫩国际书展、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和

约旦国际书展.通过举办国际书展,让世界了解阿

拉伯国家的出版状况,推动世界各国进行版权贸易

及合作,增进文化交流与沟通.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国际书展上,thats阿语数字

内容运营平台与拥有１２７年历史的阿拉伯地区最古

老的出版机构玛阿里夫出版集团(MAREF)以及阿

语电子书平台ikitab签署数字内容授权合作协议.
至此,thats阿语数字内容运营平台已和３０余家阿

拉伯出版机构签订了数字内容合作协议,并与阿拉

伯地区７０％的出版商达成了数字出版合作意向.
目前,thats阿语数字内容运营平台已授权图书达

６５００种,整合了国内２０余家出版机构的阿语内容

资源,成为国内最大的阿语数字内容运营平台[９].
在２０１７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

国,展出３５００种、５４００多册图书.作为全国最大的

对外出版专业机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２０１６
年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数量占总量的

近５０％,２０１７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首日就输出版权

１２１种.如文化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已翻译

０３

中山大学图书馆阿拉伯语馆藏建设与合作发展展望/何韵,冯彩芬,程焕文

　　　　　TheProspectonthe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fArabicCollectionsin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HeYun,FengCaifen,ChengHuanwen



2
0

1
9

年
第1

期

和出版近千种中国优秀图书[１０].

４　中山大学阿拉伯语馆藏建设

近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通过资源采购和接受

捐赠的方式,积极搭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文化

交流的桥梁,建立一个可供中阿各层次的学者开展

学术研究的资料库,汇聚世界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

与伊斯兰文化相关的纸质文献、音像资料、网络信

息,为中山大学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

文献信息支持和保障.

４．１　采购

中山大学图书馆近三年来购入的阿拉伯语资料

约８０００余种,其中２０１６年采购图书５０００余种,出
版地包括埃及等２８个国家,其中阿拉伯国家占

５３６％,非阿拉伯国家占４６．４％(图１),出版时间主

要集中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图２),学科主题主要包

括:文学、宗教、政治、历史、哲学等(图３).

图１　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６年采购阿拉伯图书出版地分布

图２　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６年采购阿拉伯图书出版时间分布

图３　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６年采购阿拉伯图书学科主题分布

４．２　捐赠

目前中山大学图书馆受赠的阿语馆藏主要为翻

译学院转赠的阿拉伯海湾大学赠书,共计６６４种近

８００册.该批图书的出版时间约在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
近一半是哲学(宗教)类图书(３９６种),历史(１１８种)
和文学(７８种)图书也较多.此外,在其他外文赠书

中也有零星阿语文献.图书馆将阿语文献集中陈列

于小语种资料阅览室,实行开架阅览,允许读者

外借.

４．３　特藏建设

２０１６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购得一批阿拉伯特色

文献,共计３５７种,４４３册.该批文献包含１６－１９
世纪欧洲、中东地区、亚洲的阿拉伯出版物和手稿

(１３９种),以及相关参考资料(２１８种),以阿拉伯语

为主.其中出版时间最早的是１５４７年出版的关于

«可兰经»的意大利语出版物(见图４).

图４　１５４７年出版的关于«可兰经»的意大利语出版物封面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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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中阿图书馆合作展望

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上,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作题为«关于建立阿拉

伯图书馆的设想»的发言,提出中山大学图书馆阿拉

伯语馆藏建设以及中阿图书馆合作的初步设想.

５．１　加强阿拉伯语馆藏建设

目前中山大学图书馆通过以下五种渠道建设阿

语馆藏:一是通过国内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订购的

书单由相关院系提供;二是组织相关院系师生在外

文书展上现场采购;三是充分发挥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的功能,加强国际交换;四是与阿拉伯国家的领

事馆建立合作关系,广泛吸收社会团体及个人捐赠;
五是本校师生捐赠.但即使有上述五种渠道,阿语

馆藏建设仍进展缓慢,阿语文献采访主要存在以下

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阿语文献出版信息获取来源单

一;二是阿语文献主题较为集中,类别不够多元化;
三是回溯性图书较难获得.因此,开展中阿图书馆

合作,加强阿语馆藏建设应采取如下措施:
(１)双方互相提供专业的书刊采购指导.主要

是及时提供所在国家最新的出版信息,协助对方图

书馆制定系统性的馆藏书刊采购计划.
(２)双方建立长期的书刊交换关系.可通过馆

与馆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或者联系领事馆,制定

书刊交换计划.
(３)双方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开展诸如巡回书展、文化周、作者分享会

等活动,并在活动中推介优秀图书.
(４)设立分馆模式.此模式为中阿双方共同进

行馆藏建设,推进两国文化、学术、学者交流,为中国

与沙特、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更为广泛的文化与教育

合作提供了范例.

５．２　促进阿语图书编目指导与合作

对于阿语图书编目,CALIS联合目录规定使用

MARC２１格式,遵从«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andAccess,RDA)标准.目前可参考的

外部数据源主要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和 OCLC的

Worldcat,采用的格式与CALIS联合目录一致.中

山大学图书馆的阿语图书编目流程采取与翻译学院

阿拉伯语系合作的编目模式,即由阿语系安排大学

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作为图书基本信息录入员,老师

作为审核员,在专业西文编目员的指导下根据系统

模板完成编目数据并提交给图书馆.编目数据符合

CALIS的要求,内容包括①ISBN号,②作者,③题

名,④副题名,⑤文献分卷/分卷号、文献分卷/分卷

题名,⑥版本,⑦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⑧卷册、页
数,⑨丛书题名,⑩在主题一栏填写题名的大致中文

翻译以及内容简介.该数据可直接导入图书馆的自

动化系统,随后由图书馆编目人员完善书目数据及

完成 中 图 法 分 类.２０１６ 年 中 山 大 学 图 书 馆 在

CALIS联合目录中上载西文书目数据量为８５８５
条,位列全国第一,其中小语种书目数据(包含阿语

书目数据)上载量为３３６１条,位列全国第二.
阿拉伯国家图书馆的编目体系采用«杜威十进

分类法»(阿语版),分类法的翻译由埃及亚历山大图

书馆完成,并对类号２００宗教、３４０法律部分进行增

补与修订,在印刷版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第２３版»
(DDC２３)中有所体现[１１].此外,亚历山大图书馆的

“阿 拉 伯 图 书 馆 标 准 计 划 (Arabic Library
Standards,ALS)”中的编目子项目旨在为阿拉伯国

家图书馆的用户译介国际书目标准,并根据伊斯兰

文化及阿语图书的特点进行本土化,提升书目标准

的适用性.该项目提供«MARC２１标准»(MARC
２１FormatsinArabic)和«杜威十进分类法»(阿语

版)(ArabicDeweyDecimalClassification).[１２]

因此,阿语编目的格式和标准是既定的,其难点

在于阿语本身的识别和录入,尤其是阿语有书写体,
类似中国书法的草书,如果没有一定的阿语功底,无
法识别和录入.建议由阿方派遣阿拉伯馆员指导书

刊编目,中山大学图书馆培养阿语编目的专业人才,
加快阿拉伯语图书的编目及整理工作,促进阿语编

目数据共享,进一步优化阿语文献服务.

５．３　联合开展古籍保护与利用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界高度重视古籍的保存与

保护,从实践到理论研究均有较大进展.中山大学

图书馆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

独树一帜.２００８年３月,中山大学图书馆被国务院

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全国共１２
家);２０１４年９月,又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古籍保护

人才培训基地(全国共１２家).通过与美国、德国的

密切交流合作,开展了十余年的古籍修复与保护人

才培训工作.自２０１４年起,与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和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合作,率先在全国开展

古籍整理与保护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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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也遗存了不

少珍稀古籍.虽然阿拉伯各国在古籍保护的空间条

件、设施设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在阿拉伯典籍

的修复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如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埃

及文物部合作开展的为期一年包含六门课程的古籍

保护与修复培训项目[１３].
因此,阿方可分享保存与修复阿语古籍文献的

经验,中山大学图书馆可提供西文古籍修复的专业

培训,并通过举办讲座、展览和培训班等方式促进阿

语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５．４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合作

２０１０年,文化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工程”纳入“十二五”规划,并于２０１１年正式启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文化信息

化创新工程,制定分类和元数据标准是其首要任务.
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研

究———以分类存储和语义检索为中心”旨在通过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信息资源的多源异构特性及其

整合方案、分类标准、元数据方案、数据管护以及语

义分析及其应用等问题的研究,为相应的数字化与

系统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整

理、保护和管理方面成绩斐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合作开展埃及文化与自然遗产数字化的工作,建
立了埃及文化与自然遗产文献中心(Centerfor
DocumentationofCulturalandNaturalHeritage,

CULTNAT).该中心最新的项目是和博物馆合作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如“罗
马之匙(KeystoRome)”项目[１４].

中阿两国均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借助数

字化技术,中阿两国可在文献遗产整理与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数字人文与文化

共享、公共文化理论与服务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

与交流,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主题项目研发和文

化共享等方面发挥图书馆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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