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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藏资源建设渠道多种多样。在采购、募捐等外向征集渠道以
外，各馆常在馆藏中提取、遴选和组织 

 

 以往图书馆常常从自己角度遴选特藏，此报告结合本馆的实践
及具体案例，向大家汇报如何应教学研的需求在馆藏中萃取提
炼特藏 

 



内容提要 

 

 一. 演进的学术环境与转型中的图书馆 

 

 二. 融入教学研——特藏资源建设和服务实践 

 

 三. 特藏建设和服务：前景展望 



一. 演进的学术环境  转型中的图书馆 

 
 1）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和网络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学术研究-方式产生革命性变革，需要通过网络处理、存贮和共享信息 

              -期待立即、直接、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资源 

              -扩大研究的影响力 

 

 图书馆- 信息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变革和创新的压力，同时使图书馆从     传统的范式中解脱出来 

           - 特藏完全数字化：必要性和可行性 

           - 学术成果、学者个人的揭示 

           - 追求科研成果和过程的影响最大化 

 

 
 
 

    
 

 
 
 



一. 演进的学术环境 转型中的图书馆 

• 2）学科融合的趋势， 强调科研核心竞争力 

 

• 学术环境-跨学科、多学科；以教授为主体教学研练成一体，实体或虚体的有强大资金支持
的重大项目增多，院系购书经费增加，国际交流合作加强，跨学科合作增多 

 

• 高校图书馆-以用户而不是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服务 

•   

• “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图书馆不仅仅作为资源内容的供应商，应该成为学校整个学术研究
与学习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今后图书馆工作的重点将不再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优秀
图书馆”，而是去参与和投身于建设21世纪“优秀的研究型大学”。     

 

• 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模式从传统上的全职参与馆藏建设和参考服务转型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
增值和组合的延伸服务，从关注图书馆员的工作到关注学者的工作、并基于学者的需求和成
果指标制定图书馆参与的战略。” 

• Anne R. Kenney《发挥学科馆员服务模式效能》 
                     （Leveraging the Liaison Model） 

 
 



 

 3）大数据时代 

 

 图书馆-学术过滤系统 

 

   进一步加强特藏文献的采集、挖掘和揭示特藏数据价值、实现碎片化的细颗粒度挖掘 

 

“从目前情况看，图书馆的数据规模以及对数据处理的实效性虽远未达到大数据处理的需求，
但是基于大数据开展的挖掘数据价值、提取知识的理念却深深影响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邓景康，《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3-8-29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本质依然是“内容为王”的逻辑，只有优质信息内容才有价值，才
值得被采集、储存和分析挖掘。” 

   

    上海图书馆陈超《大数据、大洗牌——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和出版社》 
 
 

 



二. 融入教科研：特藏建设和服务-案例一 
 

 
 需求方：北大国家汉学家研修基地 

 
 任务： 
中华典籍外译总结性揭示 

 
 目标：展示研修基地的汉学文献积累，揭示优秀汉学著作，激

励翻译家翻译更多的优秀作品 
 

 2014年11月1日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百位汉学翻译家） 
 
 

 
 
 



为汉学家研究基地提供的知识服务 

 A）与基地的教授们共同研修中华典籍外译概况，并拟定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典籍暨传统文化研究著作外译本
目录”共204种。涉及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日文等语种，包括早期译本、名人签名本、名人赠书、名
人藏书等珍贵版本                                  

 

 B）根据上述目录设计准备并举办展览 

 

 C）在基地举办的国际会议“国际汉学家翻译大会”上介
绍概况 

 

 

融入 

揭示 

宣推 



 A）与基地的教授们共同研修并拟定“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中国

典籍暨传统文化研究著作外译本目录”共204种。涉及拉丁文、

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语种，包括早期译本、名人

签名本、名人赠书、名人藏书等珍贵版本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馆藏中制作较为权威的特藏专题目录？ 

 
 
 

   基地方和图书馆方共同合作 
 

基地方: 各院系各语种选定目录，专家审定； 
 

图书馆方：发挥优势，利用研究成果，和专家共同审定目录： 
 

讨论会5次，例会3次，邮件往返80件/次 
 





姓名 工作任务 部门 

殷莉 善本和特藏书提取、布展、值班负责
人 

特藏 

吴政同 文库书提取、布展负责人 特藏 

郐俊琴 善本和特藏书提取、布展值班 特藏 

韩昕岐 善本和特藏书提取、布展、值班 特藏 

范凡 日文书目查询及著录项提取 特藏 

张丽静 英文书目查询及著录项提取 特藏 

姜发敏 俄文书目校对 编目（俄文） 

力恺 日文书目校对 编目（日文） 

郭超 提要书目查询及著录项提取 特藏 

邹新明 书目合头、质量控制 特藏 

张红扬 展览总负责，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 特藏 

杜蓉 流通部提书 流通 

王继愈 流通部提书 流通 

巩梅 昌平存贮馆提书 分馆 

张健 办公室副主任，安保 办公室 

李付明 展览背板拆装、电工 总务 

刘常武 展览背板拆装、电工 总务 

参与人员 
 
图书馆 17人 
 
特藏 8 
 
流通 2 
 
分馆 2 
 
采编 2 
 
办公室 1 
 
总务 2 
 
基地（文史哲）14人 
 
教授3人 
 
学生11人 







       分经部、史部、子部、文学、中国学者译著、现代学术
经典外译六部分内容，概括介绍了从十六世纪至今国外汉学
家和中国学者翻译中国传统经典和现代学术著作的历史 







  为外国语学院暨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和法语系“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

学术活动提供知识服务，这一服务采用馆内和馆外、校内和校外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国家图书馆）共同合作的方式，通过资源共

享的途径来实现 

二. 融入教科研：特藏建设和服务-案例二 



 包括如下内容： 
   
 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法语系、图书馆共同举办“近现代中法文

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特藏部参与研讨，在研讨会上介绍相关特藏----中法大学藏书
以及北大名师相关著作，推送相关特藏； 
 

 邀请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我馆展出“印记----法国文化在中国
（1900-1949）”展览，同时半数藏品由北大图书馆提供，使
这一展览成为合作展览。 
 



       展览分为 “中国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中国人远赴法兰西”、

“教育•艺术•生活——法兰西印记在中国”、“中法大学藏书展”及

“北大名师相关图书展”等五部分，通过260余张照片及60余件实物展

品展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至建国以前中国对法国文化的接受与传播，以

及法国文化在中国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展览包括中法大学图书馆旧藏，李石曾、褚民谊、亚乐园等人捐赠

中法大学图书馆的个人珍贵藏书；胡适留学期间阅读的法文剧本、翻译

的法文小说；王力的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留法学

人、北大教授周鲠生、王世杰、岑麒祥、高名凯等人的代表著作等，颇

具历史文化内涵及价值 

 





       胡适留学期间购买的《莫里哀集》
（French Classics for English Readers 

Series）。此为胡适的购书题记 

       胡适留学期间读过的法文本法国戏剧Le voyage de 

Monsieur Perrichon（《佩里雄先生旅行记》，胡适译作

《滑稽旅行》）。书中多处有胡适批注圈划。  

胡适留学期间读过的Short Story Classics, Vol. 

Four: French，书中多处有胡适批注圈划。此为胡
适在乔治·桑小说《侯爵夫人》（The Marquise）
后所写的评语。 

《夫人学堂》，曾朴译，真善美书店1927年出版。 

曾朴，笔名东亚病夫，光绪十二年（1886）入同文馆特
班习法文，译有雨果的《九三年》等多种法国文学作品。

著有小说《孽海花》。 





院系反馈： 

   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孟华教授、法语系主任段映虹教授等非常感谢图书馆

对他们科研活动的帮助。因发现特藏提供的资料图片与自己的研究有帮助，

孟华老师邮件说：“这张照片对我有特殊意义，因为我近期一直在研究此

书的作者——法国汉学家德理文。而德理文恰是沙畹在法兰西公学的“前

辈”（沙畹是在德理文去世后接替了后者在法兰西公学的教职）。这真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2014年12月3日） 



二. 融入教科研：特藏建设和服务-案例三 
 
为燕京大学成立95周年编撰纪念册：《梦回燕园—傅海澜捐赠司徒雷登书信选
辑》 
 
唯一的95周年纪念品 
 
受到燕大校友会、北大校方暨国际合作部、司徒雷登书信捐赠人—司徒雷登私
人秘书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女士等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1. 基于捐赠文献，回馈捐赠人 

 
2. 整理揭示，体现和检验特藏馆员能力和素质 

 
3. 研磨数据，细颗粒化挖掘 











二. 融入教科研：特藏建设和服务-案例四  
 
深度揭示学术人物 建设与服务共融 

北大学术人物个人
主页  3个 
 
北大学术人物群和
微博聚合 2个 
 
学科性和文献型专
业数据库 2 个 
 

 

 

 



学术人物个人主页 

 缘起于北大教授个人赠书 

 

 揭示和挖掘赠书内涵：藏书和学术、藏书故事、批注题跋 

 

 更多的个人学术信息：学术简历等 

 

 



 



侯仁之：收藏名师学术一生 

 从一个人，到一个学科 

 从点到面 

 

 由与侯先生一个人的合作到整个研究团队的老师，以 

 及所有研究生：一个3000册图书、手稿及地图的完整的个人
藏书，一个专业数据库，一个研究团队；新书发布2次、展览
4次（90, 95, 100，101） 

 



 A）5次展览和纪念会： 

 恭贺侯仁之先生95寿辰暨《侯仁之》新书发布会（2005）； 

 侯仁之百岁寿辰生平和著作展暨生日纪念会（2011）； 

 侯仁之一百零一岁生日纪念会（2012）； 

 侯仁之《北京历史地理》新书发布会暨追思会（2013）； 

 侯仁之赠书展（2013）； 

 B）2个数据库： 

 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是国内首个北京历史地理的全文数据库，集全文资料、地图、图片

和影像资料的研究型专题数据库，得到研究者和专家的一致认可。 

 仁之玮瑛赠书数据库，将生平简介、藏书与治学、藏书故事、藏书题跋、著作书影等丰富

内涵编排有序，制作成“仁之玮瑛藏书”特色库，受到了侯先生家人、学生及历史地理学

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C) 获赠了侯仁之先生的个人藏书 3503册。包括个人中外文藏书、地图、名人手迹、个人

手稿等。 

 侯先生2013年驾鹤西去，我们终于可以说：从燕大到北大，从名不见经传的燕园学子到

学术大家，图书馆始终如影如随，相伴一生。而在此句话的背后，有图书馆员辛勤的付出 

 









三. 特藏建设和服务：前景展望 
 
 一、特藏空间管理及与其他馆藏的关系 

 
背景：特藏的兴盛，概念的讨论，数量的激增 
 
前景展望：在核心特藏之外，建设动态、开放的特藏 
 
                 按照教学研的需求，提炼萃取特藏 
 
链接案例一 
 
按照需求从全馆的范围组织、调用特藏 
 
各个部门参与知识服务 
 
特藏馆员在其中起核心的组织、诠释、沟通等作用 
 
 
 



三. 特藏建设和服务：前景展望 
 
 

二、高校学者教授需要“个人
的图书馆员” 
 
从学科馆员到个人馆员 
 
需要了解教师的学术背景、研
究领域、项目、课程等 
 
教师对图书馆员的利用 
 
降低沟通成本 
 
 
 
 
 

初景利、吴冬曼: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1期 



三. 特藏建设和服务：前景展望 
 
  

 
三. 特藏数字化——建设即服
务 
 
数字化成为文献服务主体已成
共识 
 
特藏中蕴含的大量隐性资源期
待发掘、整理及数字化 
 
综合资源（图书馆正式文献资
源以外的）的收集日益重要  



结束语 

 

       目前， 特藏和图书馆整体工作一样，面临转型

更新。它将走向一个开放、共享的未来，在多样化

的使用中、与读者交互中不断增值，成为人类共同

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