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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文献产品概述 
国图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  王兴、尹汉超 

 

2009 年 9 月 9 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Chinese Studies Center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简称 CSCNLC）正式揭牌对外服务。时逢国家图书馆百年馆庆，

中心的成立是百年庆典活动之一，它标志着国家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向学科化、专题化服务

又迈进一步。 

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中心以国家图书馆宏富的

文献信息资源为依托，以中国问题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中国问题和中国学研究

成果的全面收集和整理，丰富、完善国家图书馆中国学文献收藏，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面向国

家立法与决策机构、面向科研学术机构的文献信息研究与服务。 

一年多来，中心的各项业务活动渐次展开，在文献开发、阅览咨询、网站建设、学术交

流等方面相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其中，《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文献资讯》、《馆藏外

文新刊中国研究篇目汉译目录》、《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通讯》、《观点摘编·海外观点》

等系列产品体现了中心对馆藏中国学文献的不同层级和深度的研究与开发。 

 

一、《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文献资讯》 

《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文献资讯》（CSCNLC Documents Information，内部刊物，

电子发送为主）首发于 2010 年 1 月，旨在及时地向读者和同行通报中国学阅览室新到图书、

期刊，以及流通使用率较高的书刊。 

《文献资讯》分为室藏新书目、室藏新刊和室藏文献流通榜三个部分。室藏新书目和新

刊依次为西文、俄文、日文、中文书目，每条书目均列出书名、责任者、出版项和排架号，

方便读者在阅览室查找。室藏流通排行榜是依据每个月的阅览、复制和馆际互借的流通统计

制作，它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文献的使用率，权威性和不同阶段读者关注的焦点。 

《文献资讯》室藏新书刊对读者和同行进一步了解中国学书刊动态，掌握中国学某领域

发展的进展情况及有关的新资料、新研究成果带来极大便利。《文献资讯》流通排行榜的整

理发布，利于中心了解读者借阅需求，掌握读者借阅规律，对构建优质的中国学藏书体系具

有良好借鉴意义。 

自 2010 年 1 月《文献资讯》正式发行后，截止 2011 年 4 月，《文献资讯》已经连续发

布 13 期。发送对象包括：海内外部分中国学研究机构和学者、读者，平均每期发送邮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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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阅览室纸本发放 20 余份，受到读者和同行的广泛好评。一些著名学者如汤一介先

生、钱婉约女士纷纷来函表示感谢，汤先生认为《文献资讯》非常有用，钱女士在信中写道：

资讯电子版开拓视野，方便阅览，获益匪浅。读者的肯定，永远是中心工作发展的动力。中

心将一如既往地做好该项文献产品，加强揭示中国学文献的力度，在此基础上为读者提供更

多优质的服务。 

 

二、《馆藏外文新刊中国研究篇目汉译目录》 

《馆藏外文新刊中国研究篇目汉译目录》是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 2011 年 4 月刚推

出的一份半月刊，每期约百篇篇目。其目的是进一步揭示最新到馆的外文期刊里中国研究相

关的论文篇目，方便用户及时、深入地了解国外中国研究最新的文论。 

《篇目汉译目录》目前以英文期刊和日文期刊为主。第1期共收录6份英文期刊和3份日

文期刊，篇目共计99篇，其中英文54篇，日文45篇。著录项目包括论文作者，原文题名和

汉译题名，论文刊载的期刊卷期页码，英汉或日汉对照的关键词等。 

《篇目汉译目录》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领域中国研究的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及时引介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成果，为读者和同行了解海外中国研究动态及研究思路提供了

一个便利的窗口。 

 

三、《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通讯》 

《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通讯》（CSCNLC Newsletter，内部通讯刊物，电子发送为主）

首发于 2010 年 3 月，旨在及时地向读者和同行通报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的

使命、工作动态与业绩，正确传递海外中国学的最新成果、学术信息，介绍知名汉学家/中

国研究专家、研究机构与专业刊物。从栏目编排到内容组织，本《通讯》在酝酿之日起就注

重广泛借鉴、参考相关机构的同类出版物，并征求中心内外同仁的意见、建议。截至 2011

年 3 月，《通讯》已连续编发 5 期，平均每期发送邮件读者 200 余人，阅览室纸本发放 100

余份。从第 1 期到第 5 期，《通讯》栏目设置稳中有变，大体包括“中心资讯”、“新书选

荐”、“论文荟萃”、“名家名作”、“学术活动”、“刊苑撷英”、“机构引介”、“国

图资源”（第 5 期更名“研究资源”）等；信息量逐渐丰富，规范性进一步提高，在专注信

息性的同时也兼顾了篇目、内容和参考的专业性。 

从《通讯》所选荐的中国研究图书和专论来看，其领域涉及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人

文社会科学；内容上既包括传统汉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如思想文化、儒家学说、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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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中医中药，更反映出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关注，如经济发展、政治变迁、社会分

化、三农问题、法治历程、民族进步、地区安全、海外华人；相关著述的作者来自于世界不

同国家和地区，既有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柯文

（Paul A. Cohen）这样的著名学者和学术中坚，也包括了一大批崭露头角、观点独到的新人。 

在名家名作方面，5 期通讯共介绍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沙畹（Édouard 

Chavannes）、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等 10 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中国学家）和其

代表著作。在他们中，既有中国经典的翻译、传播者，也有中国思想、文化、历史、政治的

敏锐观察者；既有各国中国学（汉学）的开创者或宗师（费正清），也有独树一帜的奇才（高

罗佩）、女学人（芮玛丽），以及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华人大家（周策纵）。这些名家的经典

作品，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高罗佩的《狄公案》，

基本体现出美、英、荷等国各具特色的中国研究趣味、进路和成果，在国际汉学（中国学）

史上多是举足轻重。 

至于《通讯》重点介绍的 6 本刊物，既有国外同类学术期刊的翘楚，如《通报》（T’oung 

Pao）、《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也有在国内自成一家的《国际汉学》（International 

Sinology）集刊。其中，《通报》、《哈佛亚洲研究》和《国际汉学》专注于传统汉学，而《中

国季刊》、《中国研究》和《国情导报》则更多地刊载当代中国研究的最新原创成果。 

5 期通讯共引介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和中国本土的 23 家机构，总

体上侧重介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单位，其他还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

思德东亚图书馆等文献服务机构，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这样的智库组

织。 

自 2010 年 3 月第 1 期《通讯》如愿出炉后，这本薄薄的内刊随即受到热心读者的关注

和指正。以此为鼓舞，在编者和中心成员的共同维护下，《通讯》正积极致力于发展成为一

个联系中心与读者、学界和同行的综合信息平台。 

 

四、《观点摘编·海外观点》 

  《观点》是 2011 年 3 月两会期间立法决策服务部推出的专题系列决策参考资料，主

要内容是针对不同专题，寻找、提炼、归纳、综述各方观点。《观点· 海外观点》作为其中

一个系列由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制作。 

这期《观点· 海外观点》主要选择国家发展面临的难点、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以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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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规划要点，综合各方面情况之后，确定了经济金融、房产调控、社会差异、教育问题、

水利建设五大领域，广泛搜集文献和信息，最终入选的论文包括：聚焦人民币汇率、房产税

政策、社会公平问题、教育发展问题和农村水利建设，作者包括美国、新加坡、香港、日本、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这次制作《观点·海外观点》也是探索如何利用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立法

决策服务的一次尝试。以此为契机，中心今后将着重关注国外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

的研究，为立法决策提供更全面、更客观、更多样的文献信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