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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收集我省少数民族文献 

陈维莱 

云南是一个有25种民族的边疆省，少数民族所居地域占全省面积70％以上，全省131个县（区），县县都有少

数民族，没有一县是单一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我馆作为全省独一无二的综合性大型公共图

书馆，是全省的文献资源中心，要充分发挥馆藏优势，就要尽全收集我省的正式出版物和有关我省的地方民族文

献，特别要把收集我省少数民族文献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下面只就近来我馆如何收集少数民族图书、期刊、报纸

的情况作一介绍。 

我省有正式出版社七家。云南民族出版社和德宏民族出版社以出版少数民族文献为主，文字有汉文、傣文、

彝文、纳西文、哈尼文、景颇文、傈僳文、拉祜文、佤文等多种。全省地、州、市、县的民族研究所以汉文或少数

民族文字出版的专业性刊物，文献价值较高。其它各地各单位所出版的综合性刊物，既反映当地汉民族的生活内

容，也不乏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报纸也一样，除德宏民族团结报、西双版纳民族团结报、迪庆报等几家报纸用当

地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外，其它用汉文出版的报纸，往往是民族文献和地方文献合二为一。 

省图书馆要收全这些书刊、报纸，难易程度不一。昆明地区的正式出版社所出的书刊资料，相对说来较易收

集，它涉及范围不大，比较集中，有较固定的发行渠道，易于掌握。但各地、州、市、县出版的民族文献，范围

宽，山高路远，且多系自办发行和内部发行，不定期出版，出版信息闭塞，无正规传递渠道，出版量小，成本邮寄

费高，这些，造成了收集上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是这样做的； 

一、争取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我省党和政府历来对省图书馆收齐收全本省地方民族文献十分重视，在不同时期都发过有关文件，要求省图

书馆注意做好入藏本省出版部门的缴送样本工作。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这些非常好的传统和制度被破坏了。1987年

10月我们主动给省委、省文化厅有关领导写信，反映尽快尽全收集民族民间文献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办法。省

委宣传部于同年12月25日转发了省文化厅（1987）云文群字第345号文并作了批示，重申凡我省各级各单位编印的

一切书刊资料（包括内部资料、民族文字资料、各种志书、报刊等，均应及时完整地给省图书馆赠送样本。 这个

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支持了省图书馆的工作，宣传了图书馆在社会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对搜集收全我省民族地方

出版物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的地、州、市县领导看到文件后，也向下发了类似的通知。 

1988年6月30曰，省新闻出版局也在“关于各报纸、期刊缴送样本……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全省各报刊

社（编辑部）要给省图书馆缴送样本的规定。 

二、广泛宣传上级文件精神 

上级两个文件的下发，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就可坐等出书单位把图书资料完整送上门来，上级机关发文件的范

围有限，除对口单位外，多数出书出刊出报的单位都不知晓。况且，由于种种原因，即便是直接得到文件的单位，

亦因人事的变动和诸事的繁杂，能够把文件精神进一步向下贯彻到具体办事人身上的毕竟是少数。鉴于此，我们就

把文件复印转发，凡可能出书出刊出报的单位或已经知道出书刊的单位，我们都送上文件一份，让其了解。如各

地、州、市、县的政协（出文史资料）、党史办（出各种党史资料）、方志办（出方志资料和各种志书）、科研所



（出科技资料））民委（出民族概况）、文化馆（出文化资料）、文联（出文学刊物）等等，我们都转发了文件。

三年来，我们前后发信千余封，有不少单位发一次信不行，又发第二次、第三次。 

亲自登门宣传。在昆明市区：一旦得知谁家编印出书，我们就亲自登门访求，充分宣传向省图书馆赠送图书

资料的意义。采访人员亲自登门宣传访求，是出书单位最为欢迎的方式，有书可直接交访求人员带回、避免了投邮

之劳、既节约了邮寄费，所赠资料比邮寄保险，同时，又密切了双方关系，互相了解了情况，加深了感性认识。 

电话联系宣传。在昆明地区，有不少单位出了书，就向省图书馆发订单，我们借此机会进行宣传，根据书的

内容、保存价值一单价等情况，确定馆藏所需复本数，尽量说服对方全赠。如果全赠有困难，就赠一部分，购一部

分。若电话联系还不清楚，就亲自跑一趟。如有一个单位出了本资料，原计划赠送给有关单位和隔壁两邻的领导，

唯独没有考虑赠送给省图书馆。我们知道后，主动与其联系，向他们宣传省图书馆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全省人民搜

集提供书刊资料。这个单位后来给图书馆送了两本。 

利用社会力量帮助宣传。如亲朋好友以及有业务关系往来的同志，通过他们做工作亦能起到好的效果。” 

利用办训练班、学习班之机进行宣传。1988年，我馆举办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学习班时，就把省委文件发给

到会的馆长，并约请各兄弟馆为省图书馆收集当地的图书资料，收到了一定效果。 

总之，要加强宣传图书馆，让整个社会部来关心、支持、利用图书馆，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一项职责。一

有机会，就要不怕麻烦，不怕多费口舌。这些年来，在图书馆购书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宣传说服，使出

书、出刊、出报单位乐意主动将自己的出版物及时齐全地向省图书馆缴送样本，既可保证本省出版物在馆藏中品种

的齐全，又节约了购书经费，实在是两全齐美。 

三、几项具体联系方法 

除注意宣传工作外，我们还分别与出书、出刊、出报单位进行不同的联系。 

省内几家出版社，是我省出书最多的单位。滇版书是我馆的重点入藏对象，其中不少属于地方民族文献，很

有保存使用价值。这些书仅靠缴送样本不能满足馆藏需要，还需添补足够的复本才能保证读者持久的借阅和流通。

为此我们就与出版社约定，根据不同书的内容、保存使用价值、读者面的多寡，添补不同的复本数。这种类似合同

性质的以书面为据的联系方法，很得各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实行一年多来，效果良好。 至目前为止，全省各单位

给我馆赠送的期刊和连续出版物共有450种。刊物的保存，贵在完整系统而不缺漏。为了争取做到这一点，我们从

划到卡中着发现有缺漏现象、就去信要求补齐。我们计划，从1991年起，凡我省出版的邮发刊物不再从邮局预订，

改由从杂志社直接订购。这样更能保证刊物的完整性，还可加强互相间的联系。 

这几年，我们收到全省各地发来的报纸共180种，除云南日报、昆明日报、云南政协报、春城文化报等几种大

报外，都系小报，且多为不定期出版。由于邮局投递和所发份数的前后不一等多种原因，使得入藏的报纸经常残缺

不全，过后又无法添补，影响了入藏质量和今后的使用价值。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给各报社发函，请报社按我馆

所需发给合订本，除赠送的一份外，其余由我馆付费。联系结果，凡有合订本的单位，都能满足我馆需要。 

要尽全收齐地方民族文献，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出版信息。我们的信息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不拘一格、不拘

形式，各种报纸杂志、年鉴的浏览，主动的询问，乃至道听途说等等，一旦得知，即刻进行联系。三年来，我们的

采访人员在昆明市区走访了大多数有关单位。为了补齐资料，对某些单位访求多次。1988年9月，我们还派了两个

同志到玉溪地区的五县市进行访求，所到之处对省馆的工作都很支持，有的提出：“省馆要多少就给多少”。有的

说：“看到你们辛辛苦苦专程前来索要，不送也要送了”。“我们很需要图书馆。我们编的东西放在省馆比放在什



么地方都保险，很有意义”。还有的说：“我们原来不知道出的书要送图书馆，现在知道了，以后就会送了”等

等。这些说法议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鞭策。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收集地方民族资料时，得到兄弟单位和热心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人士的关心帮助。 

云南人民出版社是我省最大的出版社。它历史长、出书最多。多年来，它坚持不断给省图书馆赠送样本，无

论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上经济利益怎样冲击，也不管所赠图书的单价多么昂贵，他们仍照送不误。每种2

册。几十年来，若按书价计，真可谓成千上万。他们的出版物成为我馆地方民族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我

馆的馆藏作出了巨大贡献。云南民族出版社和德宏民族出版社，这些年亦能按国家规定，不失时机地给我馆提供样

本。 

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是我省有影响、科研成果显著的研究所之一，所出的大型刊物《彝族文化》年刊，

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很有保存价值。他们为使自己的刊物在我馆不缺藏，并有足够的复本，总是主动将样本寄

来，以便采访人员酌定。 

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出的《红河民族研究》已出11期，新刊一出，即派人将样本送到昆明。 

大理州图书馆的吴棠同志，关心支持省图书馆，每到昆明开会，就带上他为省图书馆所收集的一大包图书，

亲自交到省馆，也从未提出要什么劳务费。 

德宏州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叫王潞平，出于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热爱，他给我们寄来一份德宏民族出版社的图

书目录。此后我们就算联系上了。多次的信件来往，加深了互相间的了解信任，虽然我们之间从未见过面，但却象

老朋友一般。他不定期将德宏民族出版社及潞西县乃至德宏州的出版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确定了所需要的品种册数

后回信给他。不久书寄来了，发票也随书来了。邮费合理，书款正确无误，这时，我们才将书款邮资汇还。如此热

心热肠，实是难得。 

收集地方民族文献，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可说才只是开始，还有许多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其一、进一步认识收集地方民族文献的意义，提高自觉性，加强责任心。采访人员要不怕吃苦，乐在其中。 

其二、要扩大收集地方民族文献的范围。目前，我们主要是收集我省的现代出版物。亲自访求也主要局限于

昆明市区，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后要十分注意在省外出版的我省地方民族文献的信息，避免漏购。省内各专州、

县、市，要有计划的亲访，减少些“等人送来”，增加些“亲自去取”。 

其三、一定要注意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书并非都有保存价值，民族文献也并非都要购得很多，要加强

对每种书的具体研究：“能多则多，可少则少，严防大手大脚，把很有限的购书经费用在实实在在的地方。 

其四、目前，我馆把所收到的地方民族文献同所有入馆的图书资料一起分编、加工，一起入藏，这样就显不

出地方民族特色，也不利于查缺补漏，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今后要逐步创造条件建立专库专室，集中管理，方能利

于“藏为所用”。当然，现代出版的地方民族文献，存在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它缺少眼前的读者，但它的价值将随

着时光的推移逐步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