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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情资料组到方志馆的转型——关于方志馆“国情书”处理方案的思索 

 

阿不来提•托合提 

 

在国家图书馆近期的机构调整中，古籍馆与善本特藏部合并重组成新的古籍馆，并履行方志馆的职能。国

情资料组改称地方文献组，实际上肩负着方志馆的使命。这样地方文献组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与前身有很大的

变化，在此，论证并提出处理“国情书”的方案，谨供大家参考。该方案由三部分构成：国情资料组的现状及

处理“国情书”的必要性；“国情书”处理方案；“国情书”处理后馆藏方向展望。 

第一部分：“国情书”的现状及其处理的必要性 

一、国情资料组的设置及现状 

（一）设置及其合理性分析 

国情资料组成立于 2001 年，当时分馆修缮完成，出于图书馆缺少为读者提供国情信息的阅览室和科室的原

因，就在分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下称中心）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新方志、文史资料等馆藏的基础上，设立

了国情资料组。为什么要在中心的基础上设置国情资料组？这可能是因为新方志、文史资料等文献，在内容上

大量地记载了当代地方的经济、政治、历史、人口、文化等与国情密切相关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

些记录就是国情信息。国情资料组作为一个专藏库，建立以来，在为党政军国家机关及研究机构服务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与此同时，其中有些问题需要斟酌。  

虽然新方志、文史资料等文献在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国情信息，而以此来把它划归国情文献并设置国情组，

本人认为稍显偏颇。因为新方志、文史资料和旧方志、家谱结合起来，已经形成了一个严格的体系——地方文

献。而这种把新方志和旧方志割裂开来的处理方式，在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地方文献面前，显得有些牵强

了。同时，国情这一概念，作为政治学的词汇，意思很明了，就是国家情况，但是，当把它拉进图书馆分类体

系里面，那就无法定义及划定范畴。如果冠以政府出版物这一名称，更有代表性，可以选定范围，但是，近年

来，该组这方面的书籍收集的又太少，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有点名不副实。 

多年来，国情资料组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问题没有浮出水面；同时，如果国情资料组继续存在，这些问

题也可能会妥善解决。然而，今年，国家图书馆进行了机构调整，国情资料组改组为地方文献组。这样，地方

文献组在发展方向和重点等问题上，就与原先的国情资料组有所出入。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我们无法回避一

些战略决策性问题的思考，按古人的说法：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我们要慎重考虑如何改造和提高才能满足地

方文献组——“方志馆”这样一个称号。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要深入剖析它的现状。 

（二）现状 

中心改为国情资料组之后，发展的重点仍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是多了国情信息收藏和阅览的职能，即

增加了“国情书”。现将本组现状简介如下： 

1、馆藏文献 

在进行 2007 年 5 月的方志馆策划调研报告时，我们已经作了对馆藏文献的统计，在此将这些数据重新展示

出来。目前共有藏书 5.2 万种，24 万册。其中原版旧方志 6,013 种、111,426 册；山水志 2,784 种、26,096 册；

影印旧方志 5,483 种、8,464 册；线装家谱 3,200 种、40,000 册；影印家谱 463 种、1,119 册，新家谱 600 余

种；新修省市县三级志书 4,157 种、14,498 册，专业志 7,288 种、8,728 册；文史资料 13,595 辑、21,382 册；

胶卷 3,000 盒。其中旧方志收藏居全国首位，家谱收藏数量仅次于上海图书馆，文史资料居全国前列。除了这

些地方文献之外，可以称为“国情书”的文献，如年鉴、发展报告等书籍，估计不到藏书量的 10%，而且这些

书或是没有进一步开发的必要，或是早已二次开发过，发展的余地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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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开发 

文献开发方面，本组加强对旧家谱、旧方志的开发，最近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

卷和少数民族卷、《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中华各姓祖先像传集》、《清代孤本方志选》等。 

3、数据库 

本组有两个数据库，一个是《地方志人名索引数据库》，是新方志人名的索引。另外一个是《文史资料篇名

索引数据库》，是文史资料的篇名索引。有了这两个索引数据库，读者查询时，能便捷地找到其所需的资料，而

不用地毯式搜索。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文史资料篇名索引数据库》，因为某一地方的文史资料少则几辑，多至十

几辑、几十辑，而且没有统一的体系结构，不像方志那样结构清晰，读者看目录就能找到所需资料的出处，且

一县一市方志多数就一种，多了也就两三种。因此，如果文史资料读者不知道所要利用的资料在哪一辑，那只

能用笨办法——逐一翻阅，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对书籍损害也很大。有了该数据库，读者避免了大量翻阅书

籍，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也减轻对书的破坏，此外，也大大减少了一线人员的提书量。目前这两个数据

库正以每年各 2 万条的数据在建设补充当中。 

4、数字方志 

最近几年，本组进行的浩大工程是数字方志，由专人负责，并有技术部门大力支持，将馆藏旧方志分批数

字化，并上传到网上，供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读者阅览，这是一项艰巨而有巨大意义的项目，今年已经初步完成。 

如上所述，由国情资料组的馆藏、文献开发及数据建设等方面可以看出，本组发展的重点以及潜力，在于

如何发展地方文献、开发地方文献及通过网络手短促进这些资源的利用（同时达到文献保护），而国情信息方面

的建设和发展非常薄弱。 

纵观国情资料组的设置和现状，我们认为方志馆大力发展的方向，应该而且也只能是方志、家谱为核心的

地方文献，如何集中最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发展地方文献，才是方志馆的首要任务。“国情书”数量上不多，

而且比较杂乱，散沙一片，利用率也不高，本人认为，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发展方志馆的核心事业，避免混淆

主次、力量分散，有必要对“国情书”进行妥善合理的处理。 

第二部分：“国情书”处理方案 

经过对国情资料组近几年发展的回顾及现状的审视，结合国图机构调整，我们认为国情书最好的处理方式

是将其请出去，把它们回归到所属的门类中，让它们在同类的海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样既可以让这些书籍

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文献组也可以突出其特色，优化馆藏，避免鱼龙混杂，成为名副其实的方志馆的核心。 

国情库里的“国情书”，大概有这么几类：年鉴、发展报告、政府出版物（书籍及政府公报等期刊）。新馆

有年鉴阅览室，年鉴可以发送到年鉴库，这样，年鉴阅览室的馆藏将会更加齐全；发展报告可按照各自的归属，

划归自己的门类当中；政府出版的一些书籍，也划到同类当中；就期刊来说，相关方志、家谱的期刊保留，其

余的转出去。以上书籍期刊，此后不再接受。 

除了以上这些文献之外，国情库多年来接受了一批非正式出版的个人文集等，这些书籍由于没有正式出版，

其它相关部门不予受理，可暂时保存下来。 

另外，由于库房容量等问题，国情库多年来没有进行库房整理，导致多种书籍掺杂一起，尤其是方志家谱

相关的工具书、参考书，与其它如“国情书”等混淆在一起。此次，处理“国情书”时，必须要把二者分清，

不可把工具书、参考书等同于“国情书”处理掉，把它们保留下来，整理好，以供利用。 

目前，国情库有四间构成：一间储藏报告、参考书，未编目的新家谱等；一间是综合志，在最后一架存有

一些杂书；一间是文史资料，中间又有一批参考书；一间是专业志，最后两架有“国情书”和参考书。趁这次

处理“国情书”的机会，应该整理库藏，其中三间分别存放综合志、专业志和文史资料；另外一间专门收藏方

志、家谱相关的参考书、工具书、研究性著作以及过刊。这样的收藏，能使格局分明，工作也会有条不紊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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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处理“国情书”和整理库房，应按如下的步骤进行： 

第一步：分清工具书、参考书与“国情书”。这一步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有用的书留下，不可错过一册。本

人认为，应该请深谙方志、家谱等文献和熟知工具书的专家，先筛选出工具书、参考书等，与“国情书”分开。

这项任务顺利完成，那么下面的步骤就顺水推舟，水到渠成了。 

第二步：数据更改，清点登记。有很多参考书、工具书的目录，依然保持着原先转来时的情况，需要更改；

同时，“国情书”的数据也要更改和交接。此外，要认真清点要转走的书籍，登记在册，备案。 

第三步：参考书、工具书归位，国情书转走。以上两步做好了，这一步就是纯粹体力劳动了——搬运和摆

放。 

第三部分：“国情书”处理后馆藏方向展望。 

“国情书”处理后，我们就摆脱了一个大尾巴，馆藏方向会更加清晰。地方文献组将形成以方志、家谱、

文史资料为主，相关的参考书、工具书为辅的层次化、体系化的地方文献特色专藏库。 

为了形成这样一个好的景象，我们要不遗余力的“补缺”和“填空”。之前，在没有成立方志馆时，我们可

以因自己的馆藏而自豪，但是，方志馆一旦成立，这样一种升级，要求我们再接再厉，以更全面的、更精深的

馆藏和服务来迎接各种挑战。 

“补缺”。馆藏旧方志应尽量齐全。原版旧方志，采来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内容齐全，

不限载体形态。近来，我们也找到了“补缺”的很多门径：交换、购进重版、购进缩微胶片。但是这些方式运

用的太少，尤其是交换，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在此建议收集有关方志和家谱研究的学术论文、专著、期刊和学术研讨会文集，这也是“填空”的一部分。

如果方志馆不具备这些工具性的资料，那么方志馆就没有达到其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方志作为传统文献的一个

门类，有其分支及相关文献范畴；发展到现在，它又具备了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层面的延伸学科，这些相关的

文献不应缺乏。如果慕名而来的读者，看到研究性资料少得可怜，那肯定会大失所望。因此缺乏这些资料，就

如同树只有树干，没有枝叶。要丰满方志馆，这些资料必须一应俱全。 

最后，期望方志馆茁壮成长，在国家地方文献的收藏、整理和开发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