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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与式特藏建设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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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PART 1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特藏原则声明》



     

                             ——陈思和，《试论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的意义》



图书馆主导

校内其他部门主导，图书馆参与

校内其他部门主导，图书馆不参与

学校无需提供

不知道

--SCONUL(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Mapping the Future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7

英国SCONUL关于图书馆参与或主导的相关服务情
况调查（未来10年）

特藏是图书馆最具不可替代性的工作，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国外图书馆界



国内图书馆界
从学术研究来看，特藏研究日益关注，论文逐年增加。



从业务实践来看，33所双一流大学中，21所设有特藏部门，占2/3

国内图书馆界

特藏部门名称 学校 数量

古籍+特藏 古籍特藏部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
8

特藏
特藏部/特藏服务部/特藏资源服务

中心/特藏分馆/特藏文献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兰

州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
8

特色资源 特色资源部/特色资源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四川大学 2

古籍+特藏+修复 古籍特藏与修复部 厦门大学 1

特藏+数字化 特藏与数字化部 复旦大学 1

特藏+文化 文化与特藏部 东南大学 1



背景图书馆特藏得到了业界空前关注



•  

    传统特藏



02

复旦图书馆：特藏快速发展

特藏与数字化部成立

2016

2018~传统特藏
特点：年代特殊

~ 2016

继承 拓展

新特藏
特点：主题、载体、类型特殊

2016~

百年馆庆

2018

03

01
团队规模增大

空间优化调整

特藏快速增长

理念转变

  用户参与

  深度服务



• 红色经典收藏

• 陈望道老校长藏书

• 陈毅元帅藏书、照片及其他文献资料

• 延安鲁艺版画

• 华东革大资料

• 日军侵华地图专藏

• 王德少将红色主题图书

• ……

主题类特藏



• 当代文学史料特藏

--诗人与诗歌：民间诗刊、诗人（北岛等）及诗歌

资料；

--作家与作品：卢新华《伤痕》读者来信、手稿等；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手稿、读者来信等；无

名氏手稿、信件、书画等；王安忆所有小说签名本

等

--文学评价家：贾植芳手稿、书信等；鲁迅研究专家

王观泉手稿、日记、书信等

• 埃及学研究特藏

• ……

主题类特藏



• 印谱文献数据库（全球最大规模印谱全文数据库）

• 顾维钧数字档案

• “复旦校刊”数据库

• 民国书刊数据库

• “战疫中的复旦”专题数据库

• 陈毅专题数据库

主题类特藏



INDEX复旦图书馆：特藏建设和服务面临挑战

专业馆员数量少

主管馆长

特藏部主任

1人

标引与元数据

1人

库房与阅览室管理

1人

外联与公共关系

1人

特藏整理与研究

3人

数字化

1人

协管馆长

临时项目工
作组

特藏建设



INDEX

整理揭示难度大

复旦图书馆：特藏建设和服务面临挑战

n 数量庞大

n 主题多样

n 内容复杂

n 载体各异

档案 书信 书刊地图照片 手稿 日记 艺术
作品

数字
文档期刊<5万 5-20万 20-50万 >50万

资源收集难度大 n 通常具有稀缺性/唯一性

n 正常渠道难以获得



背景特藏受到普遍关注的同时，在建设、整
理和服务方面也面临挑战



专家（用户）参与特藏建设PART 2



INDEX复旦图书馆：特藏建设和服务面临挑战

专业馆员数量少

主管馆长

特藏部主任

标引与元数据 库房与阅览室管理 外联与公共关系 特藏整理与研究 数字化

协管馆长

临时项目工
作组

特藏建设



个 人 特 色 文 献 建 设

• 收藏家
• 教授/研究人员
• 专业爱好者/非专业研究人员
• 二手书商

资料
归属

• 馆长/馆员联络
• 编外特藏建设馆员

• 特藏特聘专家
• 各学科教授

• 收藏者本人联络

建设
方式

扩展特藏建设主体

红色经典特藏：历史系金光耀教授

东方学特藏：文史研究院刘震研究员

法学特藏：法学院王伟教授、陈立青年副研究院

老法文旧藏：外文学院褚孝泉教授

地图特藏：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徐建平副教授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社政学院张乐天教授

医学史特藏：历史系高晞教授

上医人史料特藏：上海医学院周国民教授

校外专家：

朱清松/世中人先生（当代诗歌资料）

张来畇先生（缅共人民军资料）

林章松先生（印谱文献）

刘申宁先生（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

沈蔚女士（沈自尹院士史料）

史红根先生（中西医结合资料）



个人专藏建设进展——来自教授与研究人员

2018：顾维钧数字档案

2019：张来畇——缅共人民军资料专藏

2014：德国著名印藏学家Michael Hahn教授印藏学藏书及资料

2021：德国梅塔教授（Adelheid Mette）印度学专藏

2021-2023：美国哈佛大学韦策教授（Michael Witzel）吠陀学藏书及资料

文史研究院 刘震研究员

历史系  金光耀教授

社政学院  张乐天教授 2018：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998盒。

特藏特聘专家参与特藏建设情况



个人专藏建设进展——来自教授与研究人员

中文系 郑土有教授  

2019-2021：香港中文大学John Deeney教授中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历史系  黄洋教授

2022：德国著名法学家赫尔穆特·科因教授（Helmut Coing）罗马法与德国民法

研究专藏

2023：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林邦夫教授西班牙史和欧洲中世纪史专藏

历史系  金寿福教授

法学院  王志强教授

历史系 李思琪副教授

中文系  栾梅健教授

外文学院 姜林静教授

2022-2023：日本神奈川大学广田律子教授中国西南地区民俗学幻灯片、录像带

2018：美国艺术史家鲁斯曼（Edna R. Russman）和德国考古学家迪林
（Norbert Dürring）古埃及学藏书

2023-：以色列Albright考古研究所Gitin教授古代西亚史相关考古报告资料

202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Walter Hinderer教授德国文学专藏

其他专家（用户）参与特藏建设情况



用户参与式特藏整理与服务PART 3



“书（特藏）是为了用的”

传统特藏

• 古籍
• 民国书刊
• 老西文图书
• 老日文图书

红色经典特藏

• 陈毅藏书、资
料

• 延安鲁艺版画
• 日军侵华地图
• 老红军向异日

记等
• 开国少将王德

藏书

当代中国社会生
活资料

• 张乐天收藏
• （民间收集）
• （定向捐赠）
• ……

现当代文学史料

• 民间诗歌资料
• 海外华人文学

史料（卢新华
《伤痕》、周
励《曼哈顿的
中国女
人》……）

• 左联文学史料
• 鲁迅研究史料

机构主题特藏

• 复旦人学术史
料

• 复旦人文库
• 复旦学位论文
• 复旦学术典藏
• 战疫中的复旦

数字特藏

• 印谱文献
• 碑帖拓片
• 顾维钧数字档

案

主题专藏

• 古埃及学
• 东方学（印藏

学、吠陀学）
• 西班牙史
• 欧洲中世纪史

2016- 2017-



INDEX复旦图书馆：特藏整理和服务面临挑战

专业馆员数量少

主管馆长

特藏部主任

1人

标引与元数据

1人

学生团队

库房与阅览室管理

1人

外联与公共关系

1人

特藏整理与研究

3人

学生团队

数字化

1人

协管馆长

临时项目工
作组特藏建设



招募对象

报名时间

研究范围

复旦大学师生

2021年起，每学年秋季学期初开放报名

研究需基于特藏中心所藏专题资源开展

每年择优资助3-5个课题项目资助说明

用户参与特藏整理与研究——开放课题



入藏 整理 编目加工 上架服务

特藏文献常规服务流程

整理与研究课题服务流程

简单著录
评估所需
资源状态 用户培训 提供服务

用户参与整理 用户提供信息

用户参与特藏整理与研究——开放课题



ü 在评估后使用未经整理的特藏文献并了解整理流程

ü 学习符合要求的数据组织理论及技能

ü 获得相关工作经验与署名成果

ü 促进并支持参与者自身的学术研究

用户 图书馆

ü 加速特藏文献整理与编目工作

ü 积累制作更高细粒度的元数据的基础资料

ü 重新审视内部工作流程、优化管理与服务模式

ü 突破特藏文献研究成果常规展示形式

用户参与特藏整理与研究——开放课题



• 2021-2022立项课题3项。

用户参与特藏整理与研究——开放课题



• 2022-2023立项课题3项。

用户参与特藏整理与研究——开放课题



• 2023-2024立项课题4项。

用户参与特藏整理与研究——开放课题



成效：以“卢新华《伤痕》手稿校勘和读者来信整理研究”为例

研究：

ü 撰写学术论文4篇，共7.5万字。

ü 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汇报5场。

整理：
ü 补充收集相关史料多份。

ü 完成《伤痕》墙报稿以及同《伤痕》文汇报初刊

版本校勘。

ü 协助特藏中心整理卢新华读者来信，并对读者来

信后续的规范化处理拟定了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

1.卢新华《伤痕》阅读史片论（1978-1979）——由《伤痕》读

者来信、戏剧改编与教材选本说开去（张宝元，22290字，录用

于《当代文学史料》）

2.《紫禁女》的副文本隐喻系统——论《紫禁女》题目修改、题

辞设置及封面选取（张宝元，12379字）

3.异域空间的传奇化叙事与寓言化书写——论卢新华《米勒》

（焦妍与，10518字）

4.卢新华《伤痕》“墙报稿”与《文汇报》初刊版本对校初探

（张宝元，20195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



成效：以课题“近代东北的土地测量与测绘--以关东厅临时土地调

查部《地籍图》为中心”为例



用户参与式特藏展览——嵌入课程合作策展

现场课堂 文献调查
课程作业 专题展览

图书馆：

提供文献服务与研究实践空间

支持课程成果展示与交流活动

教师：

基于特藏文献与展览结构设计教学

活动与课程作业，鼓励学生参与



用户参与式特藏展览——特藏学术参展支持计划

特藏整理

与研究课题
成果展示 学术策展支持计

划

图书馆支持特藏研究成果展示：

2023年起，在“故纸探新”开放课题中增

设“学术策展支持计划”分组，并获得复

旦大学校友基金支持。

2021年度首期「故纸探新」特藏整理与研究课题项目之一
结项成果展示，策展团队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色资源学术策展支持计划：

2023年起，每年秋季学期初面向全校师生开放征集并进行评选，

依托馆藏特藏资源，支持学术研究成果展览展示与相关教育实践

活动。 

用户参与式特藏展览——特藏学术参展支持计划



通过开放日等各类活动促进跨学科交流、推进校内外的机构合

作，帮助用户提升学术成果影响力，同时激活特藏资源，让展

览走出校园，服务社会。

用户参与式特藏展览——特藏学术参展支持计划



 

“本次展览以上海城市精神

之一‘海纳百川’为指归，以

上海方言为城市发展史的一个

侧影，聚焦上海方言的演变， 

展示开埠至今180年来上海城

市的发展。”

    “读者来信是八十年文学的灿烂

回响，亦是本次展览的重心与主

体 ……重现历史视野中复旦中文系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求

学氛围，在新世纪接续与传承‘人

文复旦’的文化传统。”

   “本次策展围绕的主题是‘民

国时期白话尺牍指南的历史使命

何为’。希望以展馆空间为知识

场域，为被展出的图书与观看展

览的受众创造出一座‘双向奔赴’

的桥梁。”

    “希望展览‘以人为中心’，

既强调文献中的‘人’，也重视

作为展览接受者的‘人’（即观

众），使其在观看中体验那个时

代语境中女性作家的挣扎、苦闷、

魄力与勇气，对生与死这一永恒

命题做出自己独特的回应 。”

“ 上 海 闲 话 ” 之 根 ：
1 9   世 纪 以 来 上 海 话 文 献 展

四 十 六 载 谁 寄 我
— — 《 伤 痕 》 读 者 来 信 展

写 信 不 求 人 ：
民 国 白 话 尺 牍 指 南 与 理 想 生 活

向 死 而 生 ：
民 国 女 性 作 家 文 献 展

特藏文献｜珍本图书

负责人｜赵倬成

 22级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特藏文献｜《伤痕》读者来信等资料 

负责人｜孙晓迪 

      23级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特藏文献｜民国图书 

负责人｜万益君 

21级新闻学院博士生

特藏文献｜民国图书 

负责人｜厉佳萱 

21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2023-2024 学术策展支持计划入选项目



用户反馈与评价



总结与展望PART 4



总结与展望
 RLUK (Research Library UK) 2022-2025 Strategy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heritage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as ：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s the bedrock of multi 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ross professional practices 
which underpin the role of research libraries as laboratories of experimentation for the art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beyond.

文化和遗产收藏与服务的角色——研究基础设施：

是支撑研究型图书馆作为艺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领域

实验场所的多学科研究和跨专业实践的基石。



• 图书馆是学问之府库

• 图书馆是知识之源泉

• 图书馆是大学之魂灵

• 图书馆是永远之良师

• 图书馆是神交之好友

• 图书馆是学生之参考室

• 图书馆是教员之研究室

• 图书馆是学术之试验场
• 图书馆是灵魂之修养所

• 图书馆是道德之改良所

• 图书馆是学者之参考不

• 图书馆是工商之制造厂

• 图书馆是智识之交易所

• 图书馆是高等之游艺场

• 图书馆是各界之俱乐部

• 图书馆是教育之流通处

• 图书馆是思想之保存所

• 图书馆是理论之实验室

• 图书馆是万事之问津处

复旦图书馆计划与定位  / 杜定友（主任）

刊载于《复旦》1924

总结与展望



• 更大范围用户参与特藏建设
• 更多主题开放用户研究与策展
• 更多渠道获取建设和研究经费
• 更多元能力的特藏馆员团队

团 队 是 关 键

总结与展望

请
用
图
书
馆

请
助
图
书
馆



THANK YOU
欢迎交流，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