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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园中的一枝奇葩 

——记“民族文献专库” 

 刘桂馨（广东民族学院）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指出：“注意收藏本校的出版物和本校著者的学术文献”。在这个精神的指

引下，我们广东民族学院图书馆的“民院文献专库”（简称“专库”）应运而生了。它的出现给图书馆带来生机，

它进一步密切了图书馆与师生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图书馆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效能，成为图书馆这个书香园中

的一枝奇葩。 

“专库”是在1989年10月建立起来的。它的收藏范围主要是自建院以来本院师生员工历年来所出版的著作、

教材；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以及工具书、调查报告、科技报告、科研成果、专利文献、会议

论文集；内部试用教材、讲义、教学参考资料；公开发表的美术作品和历届学生的论文、同学发表的文章等等。到

目前为止，已经较为完整地收藏了本院的《学报》、《院刊》，收集了本院著者的学术论文近两千件（篇），并建

立起作者业务档案200个左右，以及本室文献目录，即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为读者查找本室资料提供

了方便。 

为了使于“专库”中收藏的科研成果得到进一步宣传和利用。图书馆和教务处，1990年5月共同筹办“广东民

族学院首届科研成果展览“。展出了一百多位教师的科研成果一千多件（篇）。会后，不断有读者来“专库”查阅

目录和资料。三年来的实践证明：收藏和提供本院著者的学术文献对本院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教学改革都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值得在高校中推广。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收集本院作者的文献，有利于保存本院师生员工的科研成果，也给馆内开展为科教人员跟踪服务提供了

有利条件。“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机构。它的工作是学校教学

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收集、保存、流通本院师生的学术文献资料是图书馆工作的一部分，尽管这类

资料收集困难，不易保存，但它对我院教学科研工作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和补

充了馆藏。例如：过去有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把自己的作品或者本院其他教师的作品介绍给学生作为辅导教材，学

生来图书馆查找时，我们都无法满足他们，现在就不同了，只要查找这些教师的业务档案，就历历在目。在建立业

务档案之际，我们工作人员从中了解到每个科教人员的业务专长、研究专题，我们图书馆为科教人员跟踪服务的脚

步便可由此而起。 

二、收集本院作者的著作，对“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体系”有一定补充作用。一般说来，本院广大师生

员工的教学科研成果，是每个人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内科学研究的结晶，是紧紧结合本院教育、教学实际的，它有

着切合实际的教育意义和教学效果。例如，我院是民族院校，“专库”所收藏的学术文献中有相当数量是关于民族

学、民俗学和有关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和改革开放等方面的论文，这给学生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现

实资料。同时也补充了由于书价上涨，购书经费紧缺而造成的有关民族方面藏书的缺漏。“专库”中收集到的非正

式出版的资料，例如某些学术交流会论文、“调查报告”等，也是市面上买不到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资料。“专

库”的这些珍藏，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本校的学术成果，也有助于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体系。 

三、收集本院作者的作品，有利于开展校际学术交流和巩固加强课堂教学的效果。“专库”中的作品，是作

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经验及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开展校际交流的好材料。再者，作品中大部分



内容是作者以自己所任课程为题材，对教材进行精辟分析，认识到问题的内在规律和实践意义所写出的文章。对学

生来说是难得的课外辅导材料。这部分知识，对学院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收集本院作者的著作，有利于学院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专库”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宣传部负责出版的不

定期“论文集”——“思想教育探索”，这个论文集是针对我院学生思想状况撰写的。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材。“思想教育探索”，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较有

说服力的资料。另外，“专库”还收存了有一定数量的有关培养“四有”人材的资料。以上的资料都是向广大读者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师生思想水平的文献，这些资料对学校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起到带头作用。 

五、收藏本院作者的著作，有利于推广我院学术成果和全面反映我院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并有助于领导了

解人才和使用人才。我院属于省级的二类学校，学生、教师，甚至社会上的一些人都认为教学水平低，自从“专

库”举办了展览会之后，学生对展出的我院教师所获82项奖励（这数字是不完全统计数字）。感到很钦佩，大大树

立了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改变了部分学生对民院教师的偏见，使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

自己的老师，增强了自信心和上进心；在展出的科研成果中，有一部分是学生的作品，这也使教师看到了自己学生

的进步和发展，对自己的教学工作充满信心，增强了荣誉感和事业成就感。 

科技人员的学术论文，是其本身多年实践的结晶，劳动的成果。从收集的作品中，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他们的

学术水平、业务专长。这就为领导了解人才，使用人才，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数据。领导可根据每个

科教人员的特点，安排教学任务与科研项目，做到有的放矢地开展各项教学活动。 

六、收集学生社团组织出版的刊物，有利于图书馆掌握学生的思想、学习动态，主动地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工作。我院学生会及各社团组织出版各种刊物，均送出两份给图书馆“专库”保存。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了解各

个年代，每届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为今后开展学生的工作提供了主要情报。我馆针对学生思想、学习、

生活情况，利用剪报资料，进行时事宣传教育，并且张贴推荐书目，举办“图书馆与读者”专栏等多种形式向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文明礼貌、道德情操的教育等。把图书馆办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寓教育于服务中，

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 

收藏本院的出版物和本院作者学术文章对鼓舞教师斗志，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教学质量都是很

有意义的。若干年之后，“专库”将成为本院自身的文化知识宝库。对深化学院的教育改革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