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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发利用好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有助

于促进与当地党委、政府及各部门、各单位和有

关人员的交往，了解文献信息资料的需求状况，

有的放矢地做好服务工作；有利于加强地方文献

品牌建设，增强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

馆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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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宁波地方文献发展现状出发，阐述地方文献建设的意义，找出宁波市开展地方文献建设存

在的问题，提出宁波市开展地方文献建设的建议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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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即阐述、研究地方文化

历史的文献。○1 它对本地区的科学研究和领导决

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是本地区经

济建设和科研工作不可缺少的宝贵历史资料。宁

波是具有 7000 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它所积

累的大量史料和文化现象，汇成珍贵的地方文

献，无疑是研究宁波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

各个领域的重要依据。地方文献收藏的好坏，不

仅是衡量地方图书馆藏书建设好坏的标志之一，

也是评价其所具个性和特点的重要依据。 
一、宁波地方文献建设的意义 

1．为宁波地方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如地方

志、专业志以及乡镇村志，是各级领导了解所辖

地区各种情况的最佳途径。 
2．在收集宁波地方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挖

掘开发宁波地方史志资源，形成地方文献品牌，

成为宁波市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为研究宁波地方

历史提供持续有力的资源保障，为宁波高校及宁

波地区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丰

富的文献资料。 
3．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地方文献对家乡真实的具体

的记录，就可以了解家乡各方面的历史及现状。 
4．对外宣传。不仅是本地人了解当地综合

情况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对外宣传的窗口，是

上级领导、外地客人先从理性上了解该地区的窗

口。[1] 

[2] 

二、宁波地方文献建设的发展现状 

宁波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民间文献极

其丰富，天一阁、档案馆、博物馆、文保所、方

志办、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藏有大量的地方文献，

各具特色。天一阁以地方志与古籍为主；档案馆

以市直属（包括原宁波地区）各机关、团体、企

事业单位、著名人物形成的档案，以及建国前本

地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为主；博物馆以文

物为主；文保所以文保点相关资料为主；方志办

以地方志为主；宁波大学以宁波帮资料为主等

等。宁波地方文献的收藏及服务表现并不突出，

品牌建设也并未形成。根据中央精神，浙江省相

续出台的《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浙江

省公共图书馆地文献工作条例》《浙江省公共图

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规范（试行）》等法规文

件都对地方文献的保障体系建设、地方文献的数

字化以及文献征集、分类使用和内容载休、工作

分工等文献进行了规范，但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经济较发达城市，也是国家副省级城市，地

方文献建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三、宁波市开展地方文献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对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 

虽然浙江省有关地方文献文件法规相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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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但是在宁波的地方文献出版机构和著作权人

的意识中，并没有概念，对呈缴制度并不了解，

对地方文献的法律法规不解，或者说对地方文献

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这难免会影响地方文献

的收集，阻碍地方文献事业的良性循环发展。这

些现象的出现其实与图书馆的主动宣传不够有

关，导致缺乏社会的广泛认同感。 
（二）地方文献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网络环境下，与其他文献一样，地方文献不

仅范围广泛，数量巨大，形式多样，具有不同载

体、版本，不同的生产、出版、发行单位，而且

还包括未出版的，如果仅靠订购和市场购买以及

零星收集是很难搜全的，这就涉及地方文献的呈

缴制度，以及地方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虽然浙

江省已经制定了有关法规，○2 但作为副省级城市

拥有立法权的宁波，目前还没有制定配套的地方

政策法规或地方规范性文件，缺乏与档案部门、

文博部门、社会上有关文献的保存单位的沟通与

联系，也没有积极主动地与各生产、出版、发行

单位建立协作关系，致使地方文献资源的保障体

系不够完善。 
（三）地方文献缺乏共享合作的机制 

地方文献较为分散，因单位的性质和个人的

喜好不同，服务观念、服务方式也不同，存在差

异和各自特点。如天一阁和方志办的地方志，文

保所和博物馆的文物史料，档案馆的文书实物档

案和高校馆的宁波帮资料等较为丰富，但他们录

属不同单位和部门，地方文献建设处于各自为政

的状态，读者调阅非常不便，就是因为宁波缺乏

统一协作的共享机制。 
（四）地方文献工作缺乏规范、科学的管理 

地方文献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缺乏一个能形

成鲜明馆藏特色和科学藏书体系的长远规划，对

地方文献仅仅限于零散、偶然性的简单收集，没

有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科学的规划，缺乏系统性和

完整性。同时，对文献的收集标准、范围认识不

一致，对收集的重点、渠道不明确。对地方文献

的数字化缺乏统一规划，无专门的地方文献书目

数据库，更不用说对其的整理再版研究工作。 
（五）地方文献工作缺乏特点和品牌 

地方文献的收藏没有反映当地经济文化的

发展特点，没有与当地发展相适应，如宁波的港

口、物流、服装业、会展业等发展迅猛，但相关

的地方文献却少得可怜。收藏时没有紧紧跟上宁

波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缺乏主题范围，或者某

主题文献缺乏系统性、连贯性，缺乏品牌特点、

品牌意识。 
（六）从业人员业务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阅历和文化是很重要的。目前的地方文献工

作者大多都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但有些工作时

间不长，对宁波历史、宁波文化了解还很不够，

或者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有时会错

过宁波人的专著和描写宁波历史名人的专著收

集，或者购得后不能入地方文献库，以致影响了

读者服务，难以很好地解答咨询，不能成为名符

其实的地方文献信息导航员。[3]

四、宁波市开展地方文献建设的建议及对策 

（一）加强宣传力度 

保存地方文献不仅仅是图书馆的责任，更是

政府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地方文献工作，

涉及各行各业各部门各领域，因此我们不仅需要

利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流动图书馆、送书下乡

等各种活动，还需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电

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介大力宣传征集

地方文献的意义作用、内容范围，发布倡议书，

鼓励社会人士捐赠地方文献，让更多的人了解地

方文献的价值，也让更多关心和支持地方文献工

作的热心朋友参与到这一神圣的的工作中。 
（二）建立地方文献保障体制 

作为副省级城市拥有立法权的宁波，应制定

相应的地方政策法规或地方规范性的文件，一方

面建立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确立呈缴本范围、

类型以及呈缴办法，确立以个人呈缴为主，出版

机构为辅的原则收缴地方文献。如果个人无法确

定缴送时，出版者则应履行职责负责缴送，适当

地配以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地方文献收集网

络。针对藏有地方文献的有关部门，如档案馆、

文博单位以及县市区级图书馆等，都应确定本单

位、本地区的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鼓励个人无

偿捐赠，积极主动地与各生产、出版、发行单位

建立协作关系，实行个人呈缴、社会捐赠、企业

协作、单位购买和主动搜集相结合的地方文献采

集制度，完善地方文献收集网络，畅通地方文献

收集渠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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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立地方文献品牌 

根据宁波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特点，作出地

方文献品牌建设工作规划。确定募集地方文献范

围，确定重点收藏和主题收藏，不仅要注重宁波

正式出版的地方文献的收藏，更要注重非公开发

行文献的收藏，完善宁波市级地方文献体系建

设。将宁波政府公开信息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纳入到宁波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当

中；加强对文献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分析、

研究，建立主题数据库，如建立港口资源数据库、

服装数据库、会展业数据库，并使之系统完整，

创立自己的品牌特点；系统整理和重版宁波地方

文献的具有传统文化的基础性精神产品，如整理

和吸收宁波帮或乡贤的立德、立功、立言等立身

处世为人的原则；并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相关成

果；建设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包括加强地方文

献的主题索引、文摘、题录，并建立非公开出版

文献的目录索引。[5]

（四）加强数字化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随着网络化进程的发展，地方文献的载体形

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数字化的地方文献资源大

大增加，应关注和探索将网络中丰富的地方信息

资源转化为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的一部分，充分

利用光盘以及图书馆网站这个载体或平台，提供

给包括非网络利用者在内的广大读者。 
（五）加强地方文献队伍建设 

根据地方文献发展规划，各市（地）级馆都

应专门的地方文献馆藏地，有专门的地方文献

库，配备 4 名以上老中青相结合的专职人员，○3

推荐和鼓励专职人员参加本地区各种文化活动、

文化协会与组织，了解宁波文化发展动态，提高

对宁波历史、宁波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的业务

素养，并建立人才梯队建设计划，避免人才断层，

促进人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六）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为科研机构及企业各部门提供课题跟踪服

务，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把死的资料变成活的

信息，并主动推出去，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支撑，突出图书馆深层次文献服务的特

色，充分体现图书馆信息导航员的作用。[6] 

注释 

○1 摘自林天蔚《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中邱树森的原序一。 

○2 2003 年出台了《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条例》，2011 年

出台《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规范（试行）》。 

○3 依据《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条例》第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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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Ningbo’s development of local literature, aims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 documents in an attempt to find out feasibl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local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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