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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地方文献的概念及范畴

古籍馆地方文献组 阿不来提·托合提

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规定了“省图

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搜集整理与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 (第一章总则第二

条)。”此后，各级公共图书馆都把发展地方文献作为首要任务，图书馆地方文献

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是，对于地方文献的概念和范畴等诸多问题，学界

和图书馆界都没有达成共识。在此，笔者回顾并分析近年来学者们对地方文献概

念和范畴的讨论，提出浅见，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地方文献的概念和范畴的演变

最早提出“地方文献”这个概念的是杜定友先生，早在 50年代，他就提出：

“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

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

手稿、印模、簿籍等等。”1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他指出包括地方史料、地

方人物与著述及地方出版物三个方面。后来，学界把杜先生的定义看成是广义地

方文献。

出于各种原因，60年代至 70年代末期，地方文献的研究暂时停滞。到了 80

年代，又重新发展开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骆伟先生就曾纵向分析了我国地

方文献的研究状况，得出了四阶段论。2

80年代至今，有一大批学者、图书馆工作者从事地方文献理论研究，主流

观点如下：“地方文献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文献。”持这种观点的以甘肃、湖

南省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为代表。

1988年，骆伟先生在《广东图书馆学刊》上发表了《论地方文献》一文，

对地方文献的概念、范围及地方文献学与文献工作的关系等诸问题，进行了全面

而深刻的剖析。骆伟先生对杜先生的理论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他赞同杜先生确

定的地方文献的三个方面，但是把前缀“地方”都改变为“区域”，发展为“区

域事务”、“区域人物”和“区域出版物”，前两者在内容上都要体现地方性。而

对于区域出版物，骆先生非常慎重，认为不能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

他对地方文献的定义是：“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

1杜定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图书馆学目录学资料汇编》第 9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2骆伟：《我国地方文献专题研究综述》，载《图书馆论坛》，第 26卷第 6期，2006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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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式的记录，凡在内容上涉及该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软文化，均属地方文

献。”3

1994年，葛丁海先生发表《明确“地方文献”的概念》一文，文章从“文

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个定义出发，分析地方文献的性质，认为

地方文献是记录有地方知识的一切载体。并对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是地方

文献这一观点发出疑问，并举出很多反例来批驳上述说法。

还有许多其他学者对地方文献的概念和范畴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但是都可

以纳入以上几种观点。现在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广义地方文献、狭

义地方文献以及骆伟先生上述二者辩证的结合。

二、 地方文献的性质诸说

任何概念一般都由两部分构成，既有内涵也有外延。内涵是其属性和本质；

外延是其范畴。因此，要定义一个好的概念，必须清楚它之所以是它的特性，亦

即本质。比起定义地方文献，学者们更乐意探讨它的性质。

地方文献的特征：鲜明的地域性；突出的时代性；载体多样性；内容的广泛

性。4

“从地方文献的本质特征出发，它是对某一地区自然、人文诸般现象的描述，

因而从其内容看，地方文献反映的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不是人类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因此，地方文献中没有人类对自然、社会的

宏观认识，因为它属于人类思想意识共性的东西；也不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

不具有地域特征；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不具

地域特征。地方文献中记录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并不等同于天文

学、地理学、气象学等学科的文献或学科信息，而是对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与报

导，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5

“地方文献是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记录、研究和探讨特定区域

内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沿革、发展及其现状的资料总合。其特征：区域性、资

料性、时代性。地方文献最能为一地区各种情况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6

3同注 2。
4程文娟：《试析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载《现代情报》2004年第 5期。
5林岫：《地方文献分类法论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年增刊。

6王成林、薛海燕：《地方文献工作刍议》——图书情报论坛，200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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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伟先生在分析地方出版物时，把地方出版物分为三类：内容完全涉及这个

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

科学理论的出版物。其实，如果把这里的“出版物”改成“文献”，那么这也是

对地方文献本质的描述。

三、 对地方文献性质的探讨

通过对各种观点的分析，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性质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去考

虑：地方文献如何成为文献的一类，它独立出来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区别于其他

文献。

地方文献最初定义是“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载体形态的”，

这个定义强调了两方面的纬度：地方性和资料性。这里，并没有指出一定是文献

的内容符合这两个要求。但是根据地方文献的范围，可知杜先生“有关本地方的

一切资料”并不针对文献的内容，因为地方出版物包含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了。但

是，如果把地方出版物也纳入到地方文献里面，那么就会滋生一个问题：地方文

献的划分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地方出版物也可以划到地方文献里面？

如果仅从杜先生的定义出发，笔者以为划分的标准就是上述的两个纬度：地

方性和资料性。就是如果文献内容是地方的，而且是第一手资料，那么它就是地

方文献。这两个标准很容易就可以区分其他文献和地方文献，不会混淆。但是杜

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面，又否定了仅以两个标准来划分的观点。那么地方出版物

划分到地方文献，它的标准又是什么？骆伟先生的论述，给了我们答案，论述过

程中却又把我们带入迷雾。

如上所述，他把地方出版物分为三类，而且认为只有前两种属于地方文献。

7问题到这儿应该很清楚了，但是他又认为：“区域出版物之所以作为地方文献，

主要从文献角度去考虑的，因区域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或多或少反映地方特

点，如古代有谓‘蜀本’‘浙本’‘闽本’‘麻沙本’‘平水本’等。”8这样又有了

困惑：1、以上文献是因为内容具有地方特点，才把它定为地方文献吗？2、如果

只有形式上，如版本意义上，有地方特点，它能属于地方文献吗？3、“从内容到

形式”这句话，是二者并列呢？还是或然？

如果骆先生认为以上几种文献，可以因版本特点可以归入地方文献，那么，

7骆伟：《论地方文献》，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 3期。
8同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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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又多了一个标准：版本。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地方文献：文献在内容上或

版本上具有地方特点，那么就是地方文献。那这种定义会成立吗？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文献”是如何定义的。

著名文献学专家张舜徽先生认为：文，即典籍；献即贤人。引申的意思即文

献就是典籍和贤人的言论。文献是一种经过人加工的叙述。地方文献也是经过人

加工的，比如地方志，它包括了沿革、舆地等诸多内容，它并非把舆地全部通过

空间转移在书上，而是通过文字、图表等形式表现出来。而版本本身一种客观存

在，只有这种客观存在通过语言、文字或其它形式表现出来，它才可以成为文献，

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地方文献。否则，它就不算是文献，更遑论地方文献了。因此，

具有地方版本特点的书，不是地方文献。而记载、反映地方版本特点情况的文献，

才可能成为地方文献，如各地的出版志等。

长久以来，“地方文献”学界一直把地方出版物纳入到地方文献的范畴内。

这种做法使得地方文献与其它文献的界限非常模糊，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积极发展

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阻碍了地方文献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此，笔者强调理论工

作应该是指导实践工作，而不是拖其后腿。写作此文的目的即是对“地方文献”

这个概念做一个梳理和界定，也是参加工作以来的一点心得体会，有不当之处，

还请前辈学人多多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