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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民国文献的价值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民国文献的分散收藏以及民国文献的保护不

利，制约了民国文献的使用与研究。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开展文献传递服务多年，已将各类期刊论文、普通图书、

大型特藏以及古籍文献逐步纳入 CASHL 服务范围，民国文献传递服务

的开展与推广也势在必行。为此，复旦大学图书馆牵头开展了“民国

文献传递服务在华东南地区高校的推广与探索”前瞻性项目研究，通

过大量的文献调研、网站和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了解民国文献的分

布情况、用户群、需求程度等，确定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课题对该

项服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如：目次数据揭示问题、馆

藏数据提交格式问题、各馆管理差异问题、合理利用数字化资源问题、

收费标准问题、版权问题、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

合实际的设想。通过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在华东南地区高校的推广与探

索研究，明确了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必要性，并认为将民国文献资源

全面纳入 CASHL文献传递服务体系是切实可行的。 

关键词：民国文献  CASHL  文献传递 

 

 

 

 

 

 

 

 

 

 

 

 

 



3 

 

目录 

 
第一章 民国文献传递研究背景 ............................................................................................. 5 

第一节 研究前提 ..................................................................................................................... 5 

1 CASHL 文献战略保障需要 ..................................................................................................... 5 

2 民国文献的价值日渐提高 ................................................................................................... 5 

3 复旦现有馆藏可带动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发展 ............................................................... 6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 ......................................................................................................... 6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目标 ......................................................................................................... 7 

第四节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7 

第五节 课题研究的主要过程 ................................................................................................. 7 

第二章 课题研究成果及分析 ................................................................................................. 8 

第一节 民国文献收藏主体的调查 ......................................................................................... 8 

1 各大公共图书馆 ................................................................................................................... 8 

2 档案馆和博物馆 ................................................................................................................... 9 

3 高校图书馆 ......................................................................................................................... 10 

4 港澳台地区 ......................................................................................................................... 11 

5 海外收藏 ............................................................................................................................. 12 

6 个人收藏 ............................................................................................................................. 12 

7 其他收藏机构 ..................................................................................................................... 12 

第二节 民国文献传递需求问卷调查分析 ........................................................................... 13 

第三章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规范 ........................................................................................... 19 



4 

 

第四章 课题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的设想 ............................................................... 19 

1 目次数据揭示问题 ............................................................................................................. 20 

2 馆藏数据提交格式问题 ..................................................................................................... 20 

3 各馆管理差异问题 ............................................................................................................. 20 

4 合理利用数字化资源问题 ................................................................................................. 20 

5 收费标准问题 ..................................................................................................................... 21 

6 版权问题 ............................................................................................................................. 21 

7 宣传问题 .............................................................................................................................. 22 

参考文献 ................................................................................................................................. 22 

附录 ......................................................................................................................................... 23 

附录一：民国文献传递服务问卷调查——读者版 .............................................................. 24 

附录二：民国文献传递服务问卷调查——馆员版 .............................................................. 26 

附录三：CASHL 华东南地区民国文献共建与共享服务启动大会纪要 .............................. 28 

附录四：CASHL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指南（草案） .............................................................. 30 

附录五：读者对 CASHL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建议或意见 ................................................. 32 

附录六：华东南地区参与提供馆提交目录格式模版 ......................................................... 39 

 

 

 

 

 

 

 

 



5 

 

 

第一章 民国文献传递研究背景 

第一节 研究前提 

1 CASHL 文献战略保障需要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简称 CASHL）作为教育部领导下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建设的文献保障

服务体系，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其最终目标是成为“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资源平台”。民国文献传递作为重要的文献类型之一，纳入 CASHL资源建设平台，

可以丰富 CASHL文献保障类型，符合 CASHL文献战略保障需求。 

2 民国文献的价值日渐提高 

2011年 5月 16日在陕西西安召开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多数与会专家认

为，“民国时期文献是指形成于 1911年至 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

体。”民国是距今最近的历史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民国文献的价值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 

首先,民国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与学术研究价值。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了大量的政府文

件，如《国民政府公报》等；发行了种类繁多的报刊杂志，如《申报》、等；形成了一大批

地方文献，如《满洲三省志》等；还诞生了不少近代著名人物的年谱、日记及相关著述，如

《拉贝日记》等。这些文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市政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既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对现时工作有着重要

的查证与参考作用。由于特殊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常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的“第三个诸子百

家争鸣时代”。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碰撞，文化借鉴与文化辩论空前繁

荣，由此促成了我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学术的开山

著作，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胡适的《中国哲

学史大纲》等等。其次,民国文献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与艺术研究价值。目前，民国文献在收

藏界的受追捧程度不逊于线装古籍，文物价值正在凸显。版本界也已经将对古籍版本的研究

鉴藏扩展到民国书籍，并在当代藏书家中产生了“新文学版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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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旦现有馆藏可带动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发展 

民国文献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之一，藏书量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参考研究

价值。11万册民国时期图书中，有 1920年代至 1940 年代出版的文艺作品约 7000种。解放

前出版的中文期刊近 5000 种，报纸上千种。从数量上考量，复旦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的馆

藏数量在全国高校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上海高校中是屈指可数的民国文献高保存量的高

校。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前任馆长秦曾復介绍，复旦大学图书馆曾为已经出版的《民国丛书》

前四编提供了 80%的底本。此外，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还涵盖了诸多学科，内容广

泛、多样、全面，涉及当时的文学、语言文字、社会科学、历史地理、教育、经济、政治、

法律、哲学、宗教、军事、体育、艺术、图书情报、新闻、自然科学、数理化、医药卫生、

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门类。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中不乏珍品文献的收藏。以民国图书收藏来看，稀见

图书约有千余种。如《若馨》是张爱玲同学张怀素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37 年在上海出

版，出版社不详。书中还附有汪宏声和叶莲珍写的两篇《<若馨>序》。以民国期刊收藏来看，

珍稀期刊约有百余种。如《新芬》1920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出版，共出五期，上海新芬社编

辑发行。该刊物倡导男女平等，为妇女争取地位，作者希望通过刊物表达“五四”运动后，

破除“男尊女卑”的旧制。 

另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中有一批来自捐赠的书刊,这批书刊中藏有不少珍

品。以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先生捐赠的藏书为例，“他的藏书有两大特点：第一，有许多罕

见的俗文学作品。尽管从刻印或抄写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些书不能说是善本；但就传存之稀

少（有的甚至已是孤本）和在俗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来说，都是难得的珍本。第二，有

许多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而且都是初版本或者较早的版本。这些书中，有的后来很

少（甚或没有重印，今天已寻觅不易；有些虽一再重印，但作者在重印时有所修改，已非本

来面目，从而也不复成为研究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可靠资料。” 

通过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利用这些文献，实现其价值。复旦大学图书

馆作为 CASHL的全国中心之一，将带动华东南地区图书馆先行推进该项服务。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 

 通过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实践活动，为 CASHL 全面展开民国文献传递工作提供有效数

据支持，奠定今后的工作基础。 

进一步探索出文献传递服务的工作重点，树立有针对性的学科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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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目标 

使华东南地区高校间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得到认可，用户在民国文献的使用方面更加便捷

快速。 

第四节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参与服务的图书馆馆藏进行整理分析。同时，通过文献调研，网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

了解民国文献的分布情况，重点了解全国部分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收藏情况。通过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试行，调查研究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用户群，需求程度，服务满意度。

调研确定该项服务的内容和方式等。 

第五节 课题研究的主要过程 

2014年 

4月 20日，提出申请。 

5月 15日，批准立项。 

6月 26日，召开复旦的文献小组会议，开展工作讨论，工作分工。（浙大分配任务） 

9月——12月，前期准备。民国文献馆藏情况调查。 

9月 15日——11 月 18日，前期准备。开始问卷调查，调查包括读者版和馆员版。重点

调研联合的各馆所拥有的民国文献的馆藏情况和可以获取利用的民国文献的状况。调研华东

南地区民国文献受众读者群的文献需求。 

12 月 9 日，中期宣传。在 CASHL管理中心、CASHL 全国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CALIS、

CADAL项目组、CASHL学科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倾力合作下，“CASHL华东南地区民国

文献共建与共享服务启动大会”在上海成功举行。结合华东南 CASHL文献传递宣传推广活动，

组织讨论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相关事宜，交流服务经验，对于服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

备案。比如：民国文献的版权问题 

 2015年 

 4月——6月，提交馆藏，上传 CASHL。后期推广。在总结前期服务经验的基础上，建

立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制度规范，将服务的理念、实践向 CASHL成员馆推广，为 CASHL全面

展开民国文献传递工作奠定基础。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在华东南地区高校的推广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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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课题研究成果及分析 

第一节 民国文献收藏主体的调查 

目前，民国文献的收藏主体有以下几部分： 

1 各大公共图书馆 

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作为近代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及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其馆藏民国

文献颇为丰富。国家图书馆有着丰厚的文脉资源和资金采购优势，其民国文献的收藏不仅涵

盖北京地方文献，而且涵盖全国各地出版的文献。上海图书馆作为当时的文化和出版中心，

所收藏的民国文献也非常丰富。南京图书馆与重庆图书馆，由于有着国民政府浓厚的官方背

景，其馆藏民国文献也蔚为壮观。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图书馆，民国文献的

馆藏自然丰硕。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逃离南京前后，民国政府许多机关、团体及院校所存

文献被送抵南图。因此，南京图书馆也是我国目前馆藏民国文献最丰富翔实的公共图书馆之

一。重庆图书馆前身是国民政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

的卓越贡献，并借助于重庆“陪都”时期的政治影响，重庆图书馆建设之初，即确定重点收

集二战期间的各类抗战文献，使得民国文献成为特色馆藏。据称重庆图书馆是我国二战时期

图书、期刊、报纸收集最齐全、藏量最多和最完整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另外，如天津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各省及直辖

市公共图书馆所藏民国文献数量也很可观。这类公共图书馆是地区文献收藏中心，又是许多

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居留地，因此也是民国文献收藏的主体。此外，散布在

各市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文献数量也不在少数。全国民国文献馆藏量超过 10万册的公共图书

馆如下： 

图书馆名称 图书 期刊 报纸 文献特色 

国家图书馆 450000 册 200000册 20000万册 数量最多，类型最丰畜 

首都图书馆 113217 册 12000册  1400 余种红色文献，主要为

解放区出版物;另有丰富的

地方文献 

上海图书馆 400000 册 190000册 10000册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期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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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收藏比较齐全 

重庆图书馆 110000 册 20000册 7000册 抗战文献品种最多、数量最

多、保存最为完好 

吉林省图书馆 120000 册 40000册 360 种 伪满资料 

成都图书馆 24197册  12 种  

广西壮族自治

区图书馆 

49950册 2127册 310 册  

柳州图书馆 总量 20000余册 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献 

湖南图书馆 80000余册 4921种 400 余种 地方报刊收藏比较齐全，如

1912-1949 年《湖南政报》，

1919 年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

《湘江评论》等。另藏有毛

泽东著作版本 2600多种，新

中国成立前印刷的多达 200

多种。 

湖北省图书馆 总量约 160000余册 160 多种湖北地区新中国成

立前出版的报纸。 

浙江图书馆 100000 余

册 

8000余种  丰富的新文学书报刊资料;

地方出版的报刊如《杭州白

话报》，《浙江潮》等。 

南京图书馆 400000 册 10000种 1000种 政府出版物数量最多，范围

最广 

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 

总量约 250000册 孙中山文献 5300 多册(件);

南海诸岛资料。 

2 档案馆和博物馆 

中国第二档案馆是国内民国文献存放最集中、内容最丰富的单位之一。因为南京作为国

民党政府所在地遗留下的档案文献(包括书刊图册等)1949年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南

京博物院前身是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藏民国文献主要包括民国档案、图书、期刊、

报纸、手稿、地图、告示、票据、拓片等，共计五万余册件。各地方档案馆、历史博物馆除

了收藏有民国时期大量当地政府的档案文献以外，还收藏了部分民国时期的书刊和图表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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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图书馆 

据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数据和笔者的调查，全国许多高校图书馆，都保存着大

量的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只是藏量的多少和珍稀不同。而且不同于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

高校图书馆中民国文献以图书和期刊为主，其他类型的文献只是少量的。 

图书馆名称 图书 期刊 报纸 文献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

馆 

100000余册 35000余册 6187册 其中解放区出版物和国

统区进步出版物的收藏

量尤为突出。 

复旦大学图书馆 110000余册 16000余册 1300余册 文献数量大、种类多、

类型丰富，不乏珍品书

刊。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

馆 

40000余册 170000余册  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期刊

收藏较全，其中不乏珍

品 

中山大学 100000余册 170000余册 3000册 馆藏民国期刊的种类及

册数，位居全国前茅，

在高校图书馆中居榜

首。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 

35000余册 2000余册 50册 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

资料最为丰富。 

厦门大学图书馆 30000余册 40000余册 2365册  

吉林大学图书馆 58000 4744种 248种  

河南大学图书馆 100000余册 4800 余册合

订本 

780余种 馆藏体现了近现代的出

版特色:以人文社科为

主。一些知名品牌的杂

志馆内都有整套的原刊

收藏，对民国时期出版

的河南旧期刊多有收

藏，且使用频率很高。 

北京大学图书馆 约 23737册 约 27650册 660余种  

武汉大学图书馆 12725 11873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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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 16381种 2400余种 95种  

南开大学图书馆 8000 9000 1300  

南京大学图书馆 2497种   主要以南京大学前身—

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图

书馆时期的馆藏为主。 

同济大学图书馆 10000余册    

郑州大学图书馆 10000余册 98种 有，不详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 

5690种 

 

2180种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

馆 

30000余册 212种，1700

余册合订本 

  

西南政法大学图书

馆 

5300余册 206册  馆藏特色资源丰富，尤

以清代及民国法学文献

门类齐全为特色。 

山东大学图书馆 61092册 13341册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

馆 

31607册 6837册 1546册 文献种类丰富，馆藏大

量福建地方出版特色文

献。 

4 港澳台地区 

在 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带走了大批民国文献，分别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和中央档案

馆。加之许多学者和研究单位、大学落户台湾，他们有较丰富的一手文献。其中许多是当事

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学者们的采访笔录、报道、著述等。这从两岸学者交流和大陆近几年来

引进购买的港台书籍中及网上的评介文章中可见一斑。香港地区民国文献虽以地方史料为

主，但由于它既不同于内地，又不同于台湾的政治文化角色，其民国文献收藏有相对独特的

视角。除中国大陆地区之外，我们所称狭义上的民国文献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撤离

时带往台湾地区。由于民国文献本身主导对象是民国政府，因此，台湾地区的民国文献或许

更具历史解读价值。据悉，目前这些民国文献主要馆藏于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及军事、行政等军政机构的典藏部

门等，其编辑出版与开放利用工作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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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外收藏 

民国文献也不乏流传至海外者。据了解，北美、欧洲、日本及俄罗斯地区等也收藏存有

大量的民国时期文献。目前，国家图书馆正在对其存藏情况进行了初步摸底调查，随后将组

织海外实地调研，了解海外存藏现状。譬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 382种民国报纸，40236

种民国图书，包括记载长征史实最早的文献《红军长征记》朱德签名本、2500 多件胡汉民

往来信函和文稿、大量的手稿如《慈溪县国税册稿》等、油印本如《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

院课程一览》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都收藏了大批有关国民政府

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文献和口述史料；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图书馆的中国近代经贸、

边疆及西藏事务档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民国时期海关、商业、外交及教会档案；

还有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文献如《中央政治通信》等，则散落日本或俄罗斯。诸

如此种情形者，不胜枚举。由此，加强中国大陆与台湾及海外地区之间民国文献的交流合作，

将是未来民国文献整理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 

6 个人收藏 

据收藏协会统计，全国民国文献收藏者数以万计。他们多年来在旧书市场、地摊上，以

及个人手中收购交换的民国文献，很有特色。其中一些还是民国时代过来的学者、收藏家，

其规模不可小视。个别文献收藏的专题性、系统性、独特性，要比图书馆、档案馆还完整，

例如天津《今晚报》某位编辑，个人收藏的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著作多达一百

余种，超过当时全部此类文献的一半。天津铁路局一位姓张的退休教师，藏有关于天津地方

铁路系统的老照片上千张包括清末至民国期间的火车站、机车、货场、从属医院、学校、仓

库、旅馆、餐厅，从官员到搬运工、职员等。它们真实形象地记载着铁路发展史上的各时期、

各局部细节。这类收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7 其他收藏机构 

一些历史研究机构、社科院等等，文献来源主要是民国时代研究单位和个人研究者遗留

下的；也有的是为研究者定向选购的，虽然不多，但较有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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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国文献传递需求问卷调查分析 

通过发放《民国文献传递服务问卷调查——读者版》问卷，了解读者对民国文献传递服

务的需求。 

1 问卷设计 

共 16题，包括单选题、多选题、问答题等多种形式。了解读者的年龄、身份、对民国

文献的了解情况以及开通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后的需求。 

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总体情况说明 

（1）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自 2014年 9月 15日开始，至 11月 18日结束。 

（2） 通过网络平台（问卷星）、图书馆主页、微博、微信、读者邮箱、纸质问卷等多途

径发放，共回收 1022份问卷。 

（3） 调查对象主要以复旦大学本专科学生、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为主。其中本科生

和研究生占到 93.64%。 

 

（4） 调查问卷主要地区分布如下：上海 973份、国外 9份，浙江 8份、江苏 8份、湖南

4 份，台湾 3份，天津 3份，甘肃、广西、河南各 2份，湖北、山西、陕西、安徽、

北京、福建、香港等地各 1 份。问卷发放网站虽面向全国开放，但是推送主要依

靠复旦大学图书馆，纸质文献也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发放，因此回收的问卷以上

海地区为主，一共 973份，占到总量的 95.21%。 

（5） 通过问卷的回收，了解到民国文献的主要需求专业集中在中文、历史、新闻，在调

查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专业，例如：化学、临床医学、经济学等，基本上很少有读

者使用民国文献；还有一些专业，例如：社会学、英语翻译、国际政治等很多读

者使用民国文献，但是对 CADAL数据库等不是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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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数据与分析 

（1） 您是否知道“ CADAL 数字图书馆 (CADAL Digital Library)”这个网站？

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单选题]  

配合身份分布，统计如下： 

 

分析：五个不同身份人群中，“不知道”的占绝大多数，说明“CADAL数字图书馆(CADAL 

Digital Library)”网站的知晓度还不高。 

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可采用多种手段，提高知晓度。 

（2）您经常使用的民国文献资源类型有：  [多选题]  

配合身份分布，统计如下： 

 

 

分析：五个不同身份人群中，对民国图书的需求是最大的，其次是期刊、报纸、档案，需求

度相差不多，其他类型的民国文献需求度不高，但是科研人员研究范围较广，对其他类型的

民国文献有较大需求度。 

建议：加强馆藏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的整理，开放各种类型文献供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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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使用民国文献的主要目的：  [多选题]  

配合身份分布，统计如下： 

 

分析：五个不同身份人群中，本科生及研究生民国文献的使用目的主要是完成作业，而教

师和科研人员主要以科研为主，其他身份人群则是个人兴趣爱好为主。 

建议：做好民国文献的学科大类的整理工作，便利用读者的学习与研究工作。获取民国文

献的主要途径：  [多选题] 

配合身份分布，统计如下： 

 

分析：五个不同身份人群中，获取民国文献的主要途径还是以网络为主,但是对纸本的依

赖程度也比较高。本科生及研究生，还有其他人员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取民国文献，而

教师和科研人员则倾向于通过馆藏纸本获取民国文献。 

建议：加大对民国文献数字化资源的宣传，尽量利用数字资源，既方便快捷，又能够更多

的保护民国文献。 

（4）如果您有民国文献的需求，但不知道怎样获取，您会选择：  [多选题] 

配合身份分布，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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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五个不同身份人群中，绝大多数读者都是以网上求助为主，其次是找图书馆员帮助。 

建议：加大 CASHL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力度，以便利于读者的学习与研究工作。 

（5）您知道的有关民国文献的数据库：  [多选题] 

 

分析：从图表中可知，大多数读者对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数据库比较熟知，

对于其他的数据库知道的人数较少。爱如生、大成老旧刊等数据库多是商业性质，

只有单位购买读者才可能看到，所以使用人群并不多。 

建议：CASHL一方面应加强与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应统筹购买这些商业

资源，满足读者需求。 

（6）如果您所在的图书馆开通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您的需要程度是[单选题] 

配合身份分布，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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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五个不同身份人群中，认为对科研有帮助、很需要及偶尔会使用的占多数，认为不

需要的占极少数，说明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在学生、教师、科研人员，尤其是教师人

群中，有一定的需求度。 

建议：做好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长期宣传和推广工作，在读者需要时，能第一时间为读者

服务。 

（7）您觉得哪些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是您比较感兴趣并希望获得的[多选题] 

 

分析：除拟加入华东南民国文献传递的馆以外，对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其他地方的图

书馆的需求也比较高。 

建议：CASHL 应加强与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特别是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拥

有大量民国文献馆藏的公共图书馆。其他高校图书馆，尤其参与华东南民国文献传

递的高校应向读者揭示民国馆藏资源，也宜早日加入开通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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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果您提出一笔民国文献传递请求，希望在几天内得到答复？[单选题] 

 

分析：对于传递时间，读者的要求都是越快越好。 

建议：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在时间上，应尽量提高服务效率，满

足读者要求。 

（9） 目前试行的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对于有版权争议的文献，暂不提供，对上述规定，您，

[单选题] 

 

分析：对于暂不提供还存在的版权争议问题的民国文献，大多数读者表示可以接受，但是

还有近五分之一的读者表示不能接受。 

建议：应尽快协商解决民国文献版权争议的问题，合理规避风险。针对目前的版权情况，

一方面可以利用“合理使用”原则。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的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

权作品的合法行为。CASHL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其目的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的，

并非为了商业牟利，因此可视为合理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著作权法中的有关规

定。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

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

向其支付报酬。最后还建议：在网站显著处提出声明，“该处民国文献仅提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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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参考使用，不可作为商业用途，和盈利性行为，如因使用者违反版权法规定，

法律责任自负。” 

（10）目前试行的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对于还未数字化的民国文献收取一定的费用，您认为：

[单选题] 

 

分析：对于在民国文献传递服务中还未数字化的民国文献收取一定的费用的问题，大多数

读者表示可以接受，但是近四分之一的读者表示不能接受。 

建议：在“CASHL华东南地区民国文献共建与共享服务启动大会”上，与会者就此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建议考虑民国文献的价值以及保护难度，对于已经数字化和非数

字化的民国文献收费标准应该加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民国文献也因根据实际情况收

取合理费用。 

（11）您对开展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意见或者建议：开放性题目 

分析：在该题目下读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归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服务规范，提高服务效率，版权保护问题，文献保护问题 

建设：对于读者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应作为项目后期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认真思

考和提高。 

第三章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规范 

在“CASHL华东南地区民国文献共建与共享服务启动大会”上，围绕《CASHL 华东南民

国文献传递服务规范》展开讨论，大家就提供馆和用户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

了非常中肯的建议和意见，并形成试行《CASHL华东南民国文献传递服务规范》稿（具体见

附件四）。 

第四章 课题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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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次数据揭示问题 

    由于民国文献，特别是报刊杂志，当中内容繁杂，篇幅精小，给目次揭示带来很大困

难。目前，国内对民国报刊杂志的目次加工尚不完善，如果以目次形式加入 CASHL资源检索

平台，势必增加大量的前期加工工作。 

设想：为了方便检索与利用民国文献，目次数据库的建设待后期条件成熟后再加强。

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分阶段逐步完善，第一步先整合各馆馆藏目录清单，提供检索和服务；

第二步扫描封面目录，方便用户了解文献的大致情况；第三步，加工目次数据，将数据整合

至 CASHL目次数据库，提供具体篇目的文献申请。 

2 馆藏数据提交格式问题 

由于各馆民国文献馆藏揭示程度不同，有的已融入图书馆的集成系统，有的仅在独立

的检索系统中揭示，还有的馆藏尚不清楚，有待整理和回溯。而且，由于各图书馆集成系统

不一样，导致系统批导出数据格式不尽相同。 

设想：在现有情况下，拟采用向 CASHL 管理中心提交 EXCEL 形式的馆藏目录清单，数

据项包括：收藏馆名称、刊名、著者、出版社、出版年、语种、学科、开本、馆藏描述等。

尽量统一各馆数据格式，便于将来揭示和利用。 

3 各馆管理差异问题 

高校中民国文献的收藏数量并不少，且极具特色。以华东南地区高校为例，上海师范

大学收藏 600 余种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老教材，堪称“百岁教材”；厦门大学收藏了不少的地

方特色文献；福建师范大学收藏了抗战时期的民国文献以及台湾地区的民国文献，颇具特色；

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有不少民国期刊杂志的创刊号。但是，各图书馆对民国文献的服务政

策均不一致，有的相对开放，有的束之高阁，基本上民国文献的利用率都很低。 

设想：各馆在摸清民国文献的家底的前提下，共同商定统一的服务政策。 

4 合理利用数字化资源问题 

数字化主要包括缩微、数据库建设。据全国缩微复制中心统计，截至 2014 年底，已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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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馆藏文献 149860 种。其中，收入《中文报纸联合目录》（初稿）旧报纸约 7800 余种，已

拍摄 4378 种；收入《中文期刊联合目录》的旧期刊约 2万余种，已拍摄 15230 种；民国时

期的平装书约 18万种，已拍摄 98493种。 

数据库建设进程相当迅速。目前部分图书馆已经完成了馆藏民国文献题录数据库的建

设工作。如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已建有《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

《国家图书馆民国期刊书目数据库》；湖北省图书馆建成的《馆藏民国时期中文图书书目数

据库并内含馆藏革命文献目录子库》；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建国前东北期刊数据库》；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建成的《馆藏解放前期刊目录》等。此外，目前部分高校图书馆已经参加

了 CADAL 数字化项目，不少民国文献已经完成数字化。截至 2015 年 4 月，CADAL 收入民国

书刊 236,594册；项目二期计划建设民国文献 20 万册（期），包括：民国图书 4 万册，民

国期刊 14 万期，民国报纸 2 万期。但是还有一些高校的民国文献还没有进行数字化，而

纸质民国文献已经采取加装了无酸盒等保护措施，基本上采取不到迫不得已尽量不去动的原

则。因此没有数字化的文献如要提供文献传递服务，难度较大，也不利用文献的保护。 

设想：首先，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要由优于高校图书馆，CASHL民国文献传递服务

可以充分的与公共图书馆合作，满足用户的需求。其次，CASHL要加大与 CASHL 与 CADAL合

作，开放 CADAL民国文献的使用权限，加强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把现有的数字资源与各馆

提供的民国文献匹配，提供相应的封面目录。再次，确实还没有数字化的文献，找到收藏馆，

收藏馆仅需提供缺漏文献即可，不需要再将所有文献再次数字化。这既有利于用户对民国文

献的利用，也有利用保护民国文献，同时还可以促进 CASHL 与 CADAL、CALIS 在资源与服务

方面的协同合作，为三 C进一步合作与协调发展提供契机。 

5 收费标准问题 

各馆通常把民国文献作为特藏文献，在服务收费标准上也各不相同。为实现资源的共

建共享，在 CASHL管理中心的支持下，建议所有 CASHL 成员馆参与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并按

照一般民国文献 2 元/页，特殊民国文献（地图、插图等）10 元/页的标准由 CASHL 管理中

心给予收取费用 50%的补贴。 

6 版权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尚有部分民国书刊属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

公民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这部分作品著作权中的经济性权利，一般由原始著作权人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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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但由于年代久远等诸多因素，这些著作权人大多己无法查明。目前国内有影响力的数

据库，均在各自的网站上发表了免责声明。如：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CADAL。 

①通过设置 IP 地址段，缩小传播范围。②利用“合理使用”原则。即基于正当目的合

法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CASHL 民国

文献传递服务，其目的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的，并非为了商业牟利，因此可视为合

理使用。③利用著作权法中的有关规定。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图书馆、档

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建议 CASHL 在网站显著处提出声明：“该处

民国文献仅提供个人学习参考使用，不可作为商业用途，和盈利性行为，如因使用者违

反版权法规定，法律责任自负。” 

7 宣传问题 

CASHL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开通无疑是便利于用户的，但是很多需要民国文献的用户还

并不熟悉这一项服务，CASHL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对这项服务进行宣传推广，一方面拓展 CASHL

文献传递的范围，提高对高校的文献资源保障力度；另一方面，提高用户对民国文献的使用。 

设想：CASHL网站主页显著处设置民国文献专栏；检索平台可以显示民国文献标签。各

CASHL成员馆同时做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宣传专栏，包括对民国文献的基本情况介绍，CADAL

网站介绍、传递服务介绍、补贴政策介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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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民国文献传递服务问卷调查——读者版 

复旦大学图书馆将联合浙江大学图书馆 CADAL中心(“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简称 CADAL)开展民国文献传递服务。为了

更好的了解读者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特请您花几分钟时间参与本次调查，让我们知道您的

想法，更好地为您的学习科研服务。 

调查问卷有效期：2014年 9月 15日——2014年 11月 18日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以下信息！※为必填项 

1、※您的年龄：  

18-25岁（）26-40（）41-55（）    56岁以上（） 

2、※您的性别： 

男（）女（） 

3、※您的身份： 

本专科学生（）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其他（） 

4、※您所学的专业或研究方向：________________ 

5、（单选）您是否知道“CADAL数字图书馆(CADAL Digital Library)”这个网站？

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知道并经常用（）知道但很少用（） 知道但是从未用过（）不知道（） 

6、（多选）您经常使用的民国文献资源类型有： 

图书（）期刊（）报纸（）档案（）其他____________ 

7、（多选）您使用民国文献的主要目的： 

科研（）教学（）获取专业学习所需信息（）完成作业/毕业论文（） 

个人兴趣爱好（）其他（） 

8、（多选）您获取民国文献的主要途径： 

馆藏纸本（）数据库（）网络资源（） 

9、（多选）如果您有民国文献的需求，但不知道怎样获取，您会选择： 

找图书馆员帮助（）托关系找朋友帮忙（）网上求助（）放弃（） 

10、（多选）您知道的有关民国文献的数据库： 

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数据库（） 

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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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1、（单选）如果您所在的图书馆开通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您的需要程度是： 

对我的科研帮助很大，很需要（） 

目前本馆所提供的服务已经足够，不需要（） 

目前影印民国文献及民国文献数据库已经能够基本满足需求，没有必要（） 

可能会偶尔使用（） 

12、（多选）您觉得哪些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是您比较感兴趣并希望获得的：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厦门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3、（单选）如果您提出一笔民国文献传递请求，希望在几天内得到答复？ 

1-5天（）5-10天（）10天以上（）其他______________ 

14、（单选）目前试行的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对于有版权争议的文献，暂不提供，对上述规定，

您： 

可以接受（）不能接受（） 

15、（单选）目前试行的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对于还未数字化的民国文献收取一定的费用，您

认为： 

可以接受（）不能接受（） 

16、您对开展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意见或者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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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民国文献传递服务问卷调查——馆员版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以下信息！ 

1、贵校名称：_ ____________________ 

2、贵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_郑辉______电话：___邮箱：__________ 

3、贵校民国文献的主要类型及数量： 

民国文献类型 数量 

图书  

期刊  

报纸  

档案  

其他  

 

4、贵校是否有订购民国文献数据库或者自建数据库 

有，订购数据库（）有，自建数据库（） 

两者都有（）两者都没有（） 

5、贵校的民国文献是否已完成数字化： 

是，全部（）是，部分（）还没有（） 

6、贵校是否愿意参与民国文献传递服务 

愿意（）不愿意（） 

7、如果有读者需要的民国文献贵校有，但还未数字化，是否愿意扫描后提供电子版： 

愿意（）不愿意（） 

8、贵校师生及科研人员对民国文献使用的需求情况： 

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 

9、对华东南地区高校图书馆开展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您的看法是： 

读者有需求，所以有必要（） 

目前本馆提供的服务手段已经足够，没有必要（） 

民国文献是珍贵文献，出于加强保护的考虑，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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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献传递会加大工作量，没有必要/目前没有能力进行（） 

目前影印民国文献及民国文献数据库已经能够基本满足读者的需求，没有必要（） 

 

10、您所在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是否已进入“CADAL数字图书馆(CADAL Digital Library)”？ 

是（）否（）不清楚（） 

11、您对开展民国文献传递服务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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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CASHL 华东南地区民国文献共建与共享服务启动大会纪要 

为了提升 CASHL服务水平和拓展服务功能，建设一个覆盖全学科、支持国内科研成果

水平提升、推动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的文献资源战略体系，在 CASHL管理中心、CASHL全国中

心复旦大学图书馆、CALIS、CADAL项目组、CASHL学科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倾力合作

下，“CASHL华东南地区民国文献共建与共享服务启动大会”于 12月 9日在上海成功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胡晓明馆长，复旦大学图书馆杨光辉副馆长，CASHL管理中心副主任肖

珑，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凌，CADAL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黄晨，厦门大学图书馆陈小惠

副馆长等来自闽、浙、沪三地的高校、科学院及公共图书馆负责人、馆际互借员，共计 45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上午的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静波主持。胡晓明馆长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感谢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同仁组织策划此次会议，同时肯定此次会议的议题集中，并强

调 7家图书馆抱团取暖，共建共享民国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光辉代表会议主办方复

旦大学图书馆致欢迎辞，回顾了 CASHL服务项目的发展，由最初的外文文献传递，逐步将古

文献和民国文献资源纳入服务体系的过程。他期望将来，CALIS、CADAL、CASHL 通力合作，

协同发展，让研究者从文献资料的束缚中走出来。 

CASHL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副馆长做了《从文献渊薮到知识服务

——CASHL发展战略探索》主旨报告。发言总结了 CASHL成立十年来，从文献收集、文献共

建共享到知识服务，信息服务一体化渐进的发展趋势。重点介绍了 CASHL未来的发展战略，

CASHL在联合教学开展学科服务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她指出，CASHL特色服务小团队所做的

科研支撑服务，学科前瞻性研究、学科发展潜力研究和战略布局建议等，丰富和提升了 CASHL

的服务。 

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凌做了《CALIS资源建设与资源共享

思路》报告。CALIS运行十六年来，已完成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高校图

书馆“整体跨越式”发展打下基础，今后 CALIS将致力于建立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信息协同

服务体系，促进高校图书馆与信息产业界的开放协同发展。他详细介绍了 CALIS 馆藏实体文

献、网络数字资源和馆际共享资源三位一体的资源发现观念。在资源共享方面，CALIS试图

建立各种文献获取方式融为一炉的“从发现到获得”、“一个账号，全国获取”的一站式“CALIS

文献获取体系”。 

CADAL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晨发言主题为《CADAL 的共建共

享与民国文献实践》。汇报了 CADAL项目资源建设、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目前 CA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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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百万图书数字化的建设目标，下一步将整合云技术、大数据、大服务，与用户交互

共享知识，与信息机构透明共享用户。将来 CADAL将实现整合海量资源，融合先进技术，提

供泛在个性服务。发言中提到，CADAL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即将开通，提供 70家成员馆在

线阅读服务。 

下午的会议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陈永英主持。复旦大学图书馆张春梅介绍了民国文献提供

服务开展的用户调查情况，根据问卷调查分析了用户的需求。同时介绍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藏民国文献状况，强调了民国文献史料与学术研究价值以及文物与艺术研究价值等。 

随后，厦门大学图书馆陈小慧、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郑辉、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庄雷、

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周保明，就各自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收藏

整理和利用、服务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接下来，会议围绕《CASHL华东南民国文献传递服

务规范》讨论稿展开讨论，大家就提供馆和用户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非常

中肯的建议，比如已经数字化和非数字化的民国文献收费标准应该加以区分，7家参与提供

服务的图书馆制订统一目录格式，进行目录整合供读者检索。经过讨论，大家普遍认同在民

国文献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支持文献开放共享，愿意将各自馆藏资源为社会所拥有并提

供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杨齐介绍《国家期刊库》的建设与服务情况，对推动学术期刊资

源开放共享进行探索。 

本次大会前一天晚上的《CASHL民国文献传递服务规范》讨论会，对下一步的民国文献

传递服务模式进行探讨，提出“CASHL、CALIS、CADAL”在民国文献共建共享方面实现进一

步的融合，共同保障民国文献的开放获取。 

此次会议就民国文献提供服务项目诸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为 CASHL华东南地区民国文

献提供服务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民国文献提供服务项目的开展和启动，是继 CASHL古文献

传递服务项目之后的又一拓展资源与服务的新尝试。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开展，必将促进

CASHL、CALIS、CADAL 资源与服务的协同合作，为三 C进一步合作与协调发展提供了契机。 

CASHL管理中心 

CASHL全国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 

2014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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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CASHL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指南（草案） 

2015.4.6 

CASHL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是在华东南民国文献传递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高校拓

展的文献服务。 

一、服务对象和范围 

1、 服务对象 

CASHL成员馆及注册用户，均可享受 CASHL提供的民国文献复制（部分）、文献传递与

相关咨询服务。文献提供馆除华东南地区试点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

大学、福建师大、上海大学、上海师大、绍兴文理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外，其它馆

可自愿参加民国文献提供馆。 

2、 服务范围 

1912年至 1949年间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文献资料。每种文献，只提供其中部分内容，

如封面、目录、序跋、正文等，且不超过全部文献的 1/3，如已有影印或数字化资源，原则

上只提供影印文献或数字资源的传递服务，不再另做数字化加工。 

二、传递方式 

提供馆将民国文献复制件（PDF、JPG等格式、300dpi以上），统一用馆际互借实物信

息管理系统中的事务号作为文件名保存并上传至 CALIS/CASHL服务器，供申请馆下载。不提

供原文献的馆际互借服务。 

三、服务流程 

1、 申请馆 

访问 CASHL主页，通过民国文献馆藏目录查找所需文献，提交文献传递申请。 

2、 提供馆 

将本馆的民国文献馆藏，用 Excel表形式，填写如下内容后提交 CASHL管理中心，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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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民国文献复制-非返还服务。 

收藏馆 刊名 著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学科 语种 开本 馆藏描述 

3、 CASHL管理中心 

CASHL管理中心将各馆提交的馆藏数据整合后，在 CASHL主页上单独揭示民国文献，提

供统一检索平台。 

四、收费、补贴标准 

1、 收费标准 

（1） 一般民国文献：2元/页 

（2） 特殊民国文献（地图、插图等）：10元/页 

（3） 代查代检：2元/篇手续费 

2、 补贴标准 

（1） 对于读者：CASHL 补贴 50% 

（2） 对于提供馆：CASHL每篇补贴 5元 

上述费用由 CASHL管理中心年底统一结算。 

五、服务承诺 

提供馆在收到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应答、运送、文献上传和结算工作。 

六、附则 

服务规范参照《CASHL 文献传递服务规范》。 

附：系统需求 

系统运送中，费用名称选项增设“馆馆：民国文献使用费”，计费单位设定为 2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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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读者对 CASHL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建议或意见 

 

序号 读者建议或意见 

1 

1、版权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请具有版权的方面授权，若不能授权的，也应

提供机会； 

2、在文献传递时，同时不断制作拷贝，不要重复扫描复印原件； 

3、应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平台，使得利用者有可以咨询、查阅进度的权限。 

2 

1. 扩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同学和老师知道，才能提升其利用率。 

2. 获取文献的程序简化。 

3 

1.CADAL二期数据，请在高校内部开放 DJVU下载 

2.CADAL目前采用 Flash播放器，造成很多较大尺寸的图像被压缩变形，严重影

响阅读。 

3.对已上网的 CADAL二期数据，建议通过付费购买的形式（须有机打发票）提

供整本 DJVU 电子书的进行传递，别弄什么三分之一的，没有意义。 

4.个人收藏文献与 CADAL中心实现交换，个人提供原本供中心扫描，中心回馈

个人所需 DJVU资料，必要时可签署保密协议。如可行，请联系 skr@live.cn 

4 

1.民国文献甚至比古籍还要脆弱，所以复制过程中，建议拍照，不推荐扫描，

尤其不要用非专业的扫描仪。 

2.民国文献中的广告，也请数字化。 

3.建议集中力量数字化重要且常用的报刊，已经商业化的不推荐重复数字化，

例如《申报》。 

4.建议编制主题词，尤其是人名、地名、时间、事件、主题，以便读者查询。 

5 保存的监管太难了 

6 本专业无必要，感兴趣可以看看 

7 传递速度与传递内容更快、更多些 

8 当时的人写的文献本来就是为了与人分享，传播后世。所以当前应该利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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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网络的优势，把文献向公众开放，不仅帮助研究者研究，更有助于历史的

保留和传播。 

9 短时间得到回复和完整的资料 

10 对民国文献应当保护之后再挖掘其价值 

11 

对于历史学、中文系专业的同学是一件好事情，对于其他专业同学而言，可能

无可厚非。 

12 

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高校来说，有资源重叠浪费之嫌，更多地是加强对资源匮乏

的高校的文献索取服务，鼓励优秀高校与弱势高校进行文献图书合作互助，避

免资源浪费与教育不平，谢谢 

13 多多普及 

14 多开展，但不需要收取费用 

15 多开展活动 

16 多挖掘民国资源！提供大家使用 

17 多宣传，广而告之 

18 非常不好意思，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没有明确意见。 

19 

非常感谢文献传递服务，就是我的账户里的钱就快要用完了，能不能再扩一点

费用 

20 非常好的事。 

21 

非常希望开通，建议： 

1.扩大三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杂志的文献 

2.扩大三十四年代主要的文学副刊文献 

22 非常有必要 

23 改变越快越好！谢谢！ 

24 更加方便查阅关于地理的各种民国文献资源 

25 公有财产，免费义务提供 

26 广开资源吧 

27 规范化流程，能切实帮助到搞民国史及民国时期其他方面研究的同学和老师 

28 国家应该予以更大的支持，造福学者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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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很好，对学习历史应该很有用 

30 很好，能为教师或研究者节省时间和精力。 

31 很有必要，建议大力支持 

32 获取资源在不侵害版权的前提下，能够公开，便于获得就最好了 

33 积极支持 

34 加快数字化进程吧。 

35 加强推广和宣传。 

36 加油 

37 建设简洁易懂的网站数据库 

38 

能直接完整的数字化，可以供需要的人自己直接查看，而不是提出申请，再传

递的方式。 

39 建议免费服务 

40 

建议能够在图书馆主页显眼的位置，有明确的标识。另外，设计到费用的部分，

希望可以从我们的一卡通中扣除。 

41 尽可能数字化且可下载 

42 尽快开展，为教学、科研服务 

43 尽快实现。 

44 尽量多样，满足所需 

45 尽量快点、准点吧 

46 尽量数字化 

47 尽量提供多种传递途径和渠道 

48 尽量早、尽量全、尽量多 

49 开展并完善起来 

50 可以定期举行讲座培训等。 

51 可以开展 

52 可以考虑编写查询手册或者使用手册 

53 可以有电子扫描版的资料也是可以的 

54 可做讲座，广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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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快捷 

56 力求广泛普及 

57 满意 

58 满足有需要的科研人员 

59 免费且更加及时 

60 

民国的学术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基础，我们今天的研究要成分吸收民国学术

这座宝库。民国学者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复旦大学图书馆应尽

早开通这项服务，为复旦大学的学术建设贡献图书馆的应有的力量。 

61 

民国文献传递服务最终的效果应该是为了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不是为了传递而传递。所以传递时应该明确宗旨目的是是什么 

62 民国文献都关于哪些内容？哪些专业方向的？ 

63 民国文献应向全民开放，减少获得资料的障碍 

64 能提供的话，当然好。不行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65 请及时准确的提供给我！我所收到的服务经常难以令人满意！ 

66 请尽可能快上线，民国文献还是相当需要的 

67 请准确及时 

68 全面。开放。 

69 全文搜索功能的实现 

70 让平台申请流程规范、便捷化 

71 如果高效便捷的话可以适当收取费用 

72 如果有分科目录，先给大家看看最好！ 

73 

如果有人付费将整篇民国文献数字化，那么是不是该为后来者免费提供这项服

务？ 

74 如开通可通过邮件方式广而告之，不然不知道 

75 什么时候开通？ 

76 是一项很好的服务，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很大便利，希望能不断完善。 

77 收费项目适当合理吧。 

78 手续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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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首先，传递速度希望能快一些；其次，涵盖的内容能够尽量全面。我非常支持

这个服务的出现，真的很需要。 

80 速度 

81 速度更快，分类更全，数字化更高 

82 速速送来、 

83 提供更多材料的传递，完善关键词检索 

84 提升服务质量，如传递速度 

85 挺好的。 

86 同时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 

87 透明化 

88 完善民国文献传递服务，为科学研究提供助力。 

89 网页发送时过期时间太短 

90 为需要的人做更多的服务吧 

91 文献保存流传不易，谢谢老师们啦~ 

92 文献传递可以提高点效率。 

93 文献尽量完整与全面。文献传递的速度越快越好。 

94 希望处理速度可以提高。 

95 希望传递的民国文献的内容能够更加全面真实 

96 希望答复速度提高，希望开放资料再多些，扩大合作图书馆、档案馆数量。 

97 希望对于一些非珍本尽快数字化，能提供及时的服务 

98 

希望多收录较难找到的报纸期刊，越全越好。另外，希望影印能清晰一些。目

前国家图书馆的一些文献清晰度不够，某些字迹难以辨认。还有，如要收费，

希望价格合理一点，不能太贵。 

99 希望更全面更系统 

100 

希望贵馆能扩大开放范围，并且在适当条件下，针对不同地区，联合各地区公

共馆开展服务。 

101 希望回复可以更快一些 

102 希望获取民国文献的途径广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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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希望及时、高效 

104 希望價格不要太貴 

105 希望尽快完成文献传递服务 

106 希望尽量不要收取费用。 

107 希望尽早落实.. 

108 希望开展民国文献传递，方便学者研究。谢谢 

109 希望内容全面 

110 希望能查阅更多文献，更方便 

111 希望能多样化传递 

112 希望能放开禁忌，对文献多作开放。 

113 希望能够够尽量扩充民国文献传递的高校与单位，提高办事效率 

114 希望能够找到流落海外的一些稀见文献 

115 希望能将界面做得更易搜索，希望传递效率更高。 

116 希望能尽快实现，这是对于历史研究非常有益的事情。谢谢。 

117 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全的民国资料 

118 希望普及率高一些 

119 希望收录更多民国文献，减少纸本借阅对文本的损害，并提高研究效率 

120 希望数字化图书更加完善，种类更多，功能更多 

121 希望提供全面的目录、便捷的查找方式，有助于尽快找到材料。 

122 希望网络文献能够更丰富，便于页面内搜索、复制 

123 希望先提供各资源的网上目录检索，试读页的量能增加一些 

124 希望学校图书馆多多购买数据库，方便读者。 

125 希望有更多符合本专业的文献 

126 希望越来越好 

127 希望早日开通这个项目。个人相当喜欢民国 

128 

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做的有序合理，保护好版权，加强制度规范。 

加油！ 

129 先行先试，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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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现对大致分类进行宣传 

131 信息化，有利于教学与科研 

132 学术中立 

133 要注重被传递文献的质量 

134 意义深远，值得鼓励 

135 

因为对这方面的文献需求比较少，也没有具体了解，所以谈不上有什么意见或

是建议，真的很抱歉。 

136 优化使用体验 

137 愿对文献互通有所帮助 

138 在进行传递服务的同时，保护民国文献原件。 

139 

增加库量，保护好原书，复旦大学民国资料收藏丰富，应好好开发利用，整合

各系资源 

140 增加库中文献。整合各高校保存的民国资料。 

141 找相关专家加强文献整理与编撰，使文献资料库更全 

142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服务，个人感觉非常支持！ 

143 真的很期待，有助于保护图书，特别好。尽量以不损坏资料为主。 

144 支持 

145 支持，加油~ 

146 种类全收费低 

147 专业需求不是很大 

148 走进学生，开放自由使用 

149 最好免费 

150 最好能够数字化，方便获取。 

151 做到规范专业真实就很棒了 

152 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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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华东南地区参与提供馆提交目录格式模版 

民国期刊馆藏提交-模板 

收藏馆 刊名 著者 
出版

社 

出版

年 

学

科 

语

种 
开本 馆藏描述 

复旦大

学 

市政公

報 

南京特

別市政

府秘書

處 

南京

特別

市政

府秘

書處 

1927   
中

文 
26cm 

No.121-136(1932-19

33)；

No.149-167,174,177

（1935-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