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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资源开发目前是热门话题。由于独立研发能力不足，图书馆资源开发不得不仰仗外来帮助。就古籍

馆而言，笔者以为应充分认识自身特点，针对传统图书馆优势和数字图书馆发展大趋势，加强国内外合作，努

力推广传统文化。 

一一一一、、、、藏品开发藏品开发藏品开发藏品开发 

对现有藏品的开发，应从被动到主动，同步推进服务的设计与管理。原善本部 8 个科组各有特色，工作内

容和藏品性质有所不同，要有针对性地开发藏品。以善本古籍为例，百种精品的数字展示，既可以是馆藏珍品

的集中反映，也是数字图书馆开发的重要资源；而舆图、老照片的数字化存储与利用，也是能够快速开展起来

的。国内好几家大馆都有老照片收藏，上海图书馆还特别出版了馆藏中国老照片的图录。如果能以国图为门户，

联合制作数字图像并以目录等信息的相互关联，形成关系型数据库，其利用价值必然大大增加，一旦形成规模，

便可与英国、美国等大图书馆已有的老照片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获益的必然是各参加馆和广大用户。这种资

源共享不限于展览的合作，还延伸为学者互访、学术成果交流、藏品保存保护经验借鉴等。同时，如何加强管

理，让馆藏资源提供服务持续发展、不断更新，让图书馆和用户不断从中获益，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二二二、、、、从图书馆到博物馆从图书馆到博物馆从图书馆到博物馆从图书馆到博物馆 

古籍馆如果向古籍博物馆方向发展，需要做好软件和硬件的双重准备。如果说硬件可以迅速推进的话，软

件建设则需要一个渐进的持续进步的过程。 

首先要考虑“谁是用户”的问题，我们所推广的藏品是面向何种用户群，特定的赞助者？专门的研究者？

教师和学生？还是普通大众？针对不同的用户群，要有不同层次和特点的服务设计与管理。提供的服务是有针

对性的，特别的；但标准的建立却是需要“统一”的，如服务平台的统一、数据制作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行业标

准、用户行为的追踪等，确保潜在用户都能意识到图书馆及其服务的存在。例如，图书馆在收集使用者反馈意

见、追踪使用者研究成果、介绍新藏资源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作用，若能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建立学术信息情

报网，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学生提供需要的资料、研究情报和学术信息，将是非常有用的。 

其次，服务推广的模式可以多样化。如印制质量上乘、设计精美、没有错误、内容适当的馆藏宣传小册子；

用户邮件反馈；媒体宣传；有奖征文；印刷简报、发布消息；鼓励业务参观；网站建设，资源导航；免费纪念

品（纸杯、日历卡、信笺、信封、名片盒等等）；专业展览组织；开发视频短片；举办文化讲座；读者素质培训

（包括爱护藏品、尊重文化差异）等等。说到纪念品，很多学校和文化单位的外事部门，常为外事活动中赠送

礼物而发愁，常花大价钱买丝巾、皮包等物品，俗而贵。如果能够将古籍馆藏品开发多种形式和多种价格层次

的纪念品，向这些单位推广，岂不是既可推广中华文化，又能提升外事活动品味，还能小有创收的一举三得的

事情？传统文化和图书馆的观念深入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方 面，符号刺激的作用不可低估。 

再次，服务的客观评价要素主要有：（1）用戶友好系统和程序；（2）良好的环境和氛围；（3）乐于助人的

工作者。尤其是工作者，要从观念上具有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应该时刻考虑到自己的服务将为古籍馆带来哪

些可能的机会和社会影响。要做好这些方面，就要严格要求，及时总结错误和教训，赏罚分明。 

最后，要对读者进行培训。包括，图书馆使用介绍，除了笼统的办证、借阅规则、复制要求等，还应该有

专门性的使用手册，例如:（1）阅览室分布地图和特殊阅览室的使用手册，如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览室，让读者



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如何具体使用这个阅览室，最快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2）古籍

馆的特色数据库，有哪些功能，如何使用。例如善本古籍书目导航系统使用手册；（3）如何做一个文明的读者。

除了有效使用并享受古籍馆提供的服务外，读者也要注意自身素质建设，如遵守阅览室规则，不在馆区吃东西，

不在室内打电话，入馆后手机要调静音或振动，学会“安静”，这条图书馆最基本的守则。听讲座要如何领取

资料，如何向主讲人提问，尤其是“智慧地”提问；参观展览要做哪些准备，可以从哪些地方获得帮助，展厅

逃生路线学习，爱护展板展品，等等。对于古籍馆发展给于支持和有价值建议的读者，可以建立 VIP 读者群，

定期推送古籍馆新信息服务，或者每年召开一次 VIP 读者沙龙，总结过去古籍馆工作的成绩和问题，讨论如何

开展古籍馆将来工作，为读者赠送本年度重大活动日程和纪念品等。 

三三三三、、、、几点具体建议几点具体建议几点具体建议几点具体建议：：：： 

（一）软环境建设，重要的是馆员思想观念和业务素质。古籍博物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设成的，因此与

博物馆界的合作和交流、馆员和专业策展者的培训也要提上日程。3 月 21 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全球博物馆

高峰论坛的全部内容，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藏品数字化、展览策划与制作、藏品的保存保护、读者素质教育

等方面，博物馆界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和讨论，现在各类交流和培训活动也在开展，应该利用这些好机会，培

养属于我们古籍馆自己的人才，为古籍博物馆的建设奠定基础。这方面，可以从古籍馆业务发展基金中拿出相

应的经费来开展。馆员的思想素质，则需要慢慢培养，可以从学习优质服务模范入手，请岗位标兵、业务骨干

对全体馆员尤其是新人进行培训和教育，形式可以多样化，讲座、联欢乃至以文会友都可以。古籍馆应有自己

的网络讨论空间，BLOG 或者 BBS 等类似 OA 模式都可以考虑，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 OA，因此有一个畅通信息渠

道，工作透明度高，上下、平行沟通都方便。 

（二）古籍馆的发展，与其他部门的常规业务比，更有特色和生命力。除了数字资源开发外，还体现在国

际合作的开展上。国际敦煌项目（IDP），开始英国国家图书馆没有投资，但 IDP 团队能够走过十五年，并还将

继续走下去，除了专业数字化技术人才、敬业的协调人员外，重要的还在于有专业的资金筹集人才。因此，古

籍馆未来发展，也要考虑培养一位或几位专业级的资金筹集人，这样，再开展新项目、培养人才以及参加各类

国际研讨会，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要充分利用已有项目形成的关系，深入拓展可能达成的合作机会，要有“走

一步，看两步”的眼光，视每一次合作为机会，为下一项合作打下基础。 

（三）数字化这方面除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华夏文明等宽泛的内容外，应该有古籍馆特色的资源开发。

如（1）扩大古籍馆的国内外影响，包括各个科组的藏品、功能的视频、音频介绍、在线讲座和展览等等，只要

是在古籍馆发生的，都可以整合起来，有英语和日语对译，扩大影响，提高古籍馆作为公共服务型图书馆的声

望；（2）将展览资源整合，集成 CAD 或者 SMART 等平面设计的展览系统平台也要搭建，作为博物馆，展览是最

基本的服务，要把古籍馆的展览推出去，必有相应的平台，有策展、布展人才，有工具的开发，这样才能好马

配好鞍，更快地奔驰。（3）同仁文库。古籍馆同仁每年都有大量文章发表，除《文津流觞》和《文津学志》外，

应该让大家在年终总结时，把文章集中起来，整理为“同人文库”，可以按标题、作者、出版物等检索点检索

和全文阅读，展示古籍馆科研队伍的面貌。对于科研带头人、学术梯队，以及获得科研奖励的标准、评选办法

和文章、科研岗位的馆员介绍及其成果，也应该在其中有所体现，形成多方刺激，激发同仁的科研欲求，客观

上形成古籍馆作为研究型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设。（4）合作机会。可以把近三年古籍馆计划开展的各种古籍整

理、影印出版、数字化、展览等项目胪列于古籍馆主页上（中英双语），让有合作意向的单位能够知道我们的想

法，能够与我们联系。 

作为古籍馆的一员，希望古籍馆事业能蓬勃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推广者，成为祖国文化事

业的核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