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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是图书馆的基本资源，是图书馆发挥社会功用的基础。我们今

天所说的图书馆藏书，早已突破了单一图书的概念。今天的馆藏，既包

括传统的纸质文献，也包括多媒体文献、数字文献。它们都是文化遗产、

文明成果，都需要图书馆收藏、传播、保存和传承。图书馆作为天下公

器，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功能，既要为社会发展提供全面、完备、系

统的文献资源保障，又要为当代社会提供文献服务，并要承担文明传承

的使命。就发挥提供文献保障、传承文献遗产的功能而言，目前还没有

其他社会机构可以取代图书馆的藏书。为此，卡尔·波普尔得出了一个

著名的论断：如果世界毁灭了，只要图书馆收藏的客观知识和人类的学

习能力还存在，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再次运转；但如果图书馆也被毁灭，

人类恐怕就要回到洪荒时期了。

社会文献量逐年递增，比如每年的图书出版种数就在连年增长，如

今已达年出书 45 万种之多，加之数字资源增长更是迅猛，图书馆的文
献收藏也水涨船高，藏量增长很快。做好馆藏文献的整理与服务、推荐，

予读者以引导，使读者不至于面对海量文献无从下手，本书即是基于此

初衷，由大量馆藏中钩稽要目，编排组合而成，以期达成宣传馆藏文献、

裨益读者的目的。

文献是馆藏的主体，亦是目录编制的基础。文献一词，源出《论语·

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

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其大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文，典

籍也；献，贤也。”“文”指典籍文章，“献”则指先贤的言论记载，后将记录

知识的载体统称为文献。随时代迁延，其范围渐次扩充，不再局限于书

籍，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与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

序

韩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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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乃至当今的数字资源等等，皆被纳入了文献的范畴。文献收藏的历史

源远流长，几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藏书这项事业。但真正为学人所重

视，进入学术层面，则始于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校书，编成《别

录》，为后世叙录体提要树立了楷模；其子刘歆，加以改变，编成《七略》，

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书目分类体系，对后世目录的编制，影响极

为深远；西晋时，荀勖撰《中经新簿》，根据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图书

数量的变化，创立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确立了

经、史、子、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四部之前有总序，大小类目之前有小

序，每书有提要，是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最完善的代表，也是中国书

目方法集大成之作。至此，中国目录学体系发展完备，为古代典籍的整

理、分类、保存、传播建立了一整套规则。

文献藏而目录立，目即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意，合称目录。它

记录图书的书名、著者、出版与收藏等情况，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

是反映馆藏、指导阅读、方便检索、揭示和报道图书的工具，对藏书而

言，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在《目录学发微》

中，将目录归结为三种：一为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为

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为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第一种，因其剖析

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如《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即采用此例。目录的作用，章氏指出有六个方面：“一是述作者

之意，论其指归，辩其讹谬；二是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故人之

面，而见故人之心；三是一书大义，为举其例，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

想见本末；四是品题得失，借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

同；五是择撢群艺，研核臧否，为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六是阐明指

要，资学者博识。”

目录学的发展，随着现代分类与目录体系的建立，与四部体系相得

益彰，共同组成了目录学内容，使得各种文献并有所归，全部纳入目录

体系之下，起到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为藏书编制目录，是图书馆的本来职责。宁夏图书馆自 1958 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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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先后编制过多种图书目录，如《宁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馆藏

天主教图书目录》（系列）、《宁夏地方文献暨回族伊斯兰教文献导藏书

目》（一）（二）等，但始终没有一种综合反映馆藏的目录呈现给读者。本

书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目是馆藏体系的代表性反映，反映了本馆藏书发展的历程。

1958 年建馆伊始，通过多方接收捐赠、政府拨款购买和征集免费文献等
方式，迅速集聚起了基本馆藏，达到 20 万册左右，奠定了开馆服务的基
础。此后，抓馆藏建设成为历任馆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到 1975 年，馆
藏总数突破了 100 万册。今天，馆藏已达 200 多万册（件），几代人不懈
以求的馆藏规模，如今已然拥有。但其中缺憾之处亦有，自建馆至今，购

书经费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馆藏建设始终不能全面覆盖图书出版，造

成了大量的缺藏。特别是 1990—2003 年期间，购书经费只支持订购报
刊，无力购买图书，造成十几年缺藏。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进行藏书建

设，养成了我馆珍视馆藏、爱护馆藏、注重馆藏建设的传统。欣慰的是，

2007 年以来，尽管与兄弟省区馆横向比我们经费还是偏少，但政府保证
了购书经费的稳定，宁夏图书馆每年可以增补书刊新馆藏 6 万余册，为
积累资源，满足读者需求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具备规模的同时，馆藏文献的种类亦臻全面。目前，我馆馆藏中，

中文特藏文献、中文古籍、外文古籍、1949 年前文献、地方文献、工具书
文献、学术文献、报刊文献、中文图书、外文文献、数字文献都在同步增

加。各类之下又分细部，如地方文献下又划分为宁夏地方文献、回族伊

斯兰教文献、西夏文献等，门类齐全，完全可以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研究

与检索服务。前图书馆馆长丁力先生、副馆长张欣毅先生，一直十分重

视馆藏的积累、体系的完备，在这方面用心甚多，不时参与日常采购，为

馆藏的积累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在加强馆藏建设，合理布局文献收藏的同时，本馆的目录建设工作

同样在有序推进。2004 年始，我们全面开展计算机目录建设工作，目前
已经著录书目数据 35 万余条，80%的中文图书文献已经实现了书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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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数字化建设，为读者快速检索提供了条件。

揭示、宣传藏书，让读者全面了解图书馆馆藏，更好地利用馆藏文

献，是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编纂了这样一本图录式书目，

旨在反映宁夏图书馆近 60 年的藏书发展与积累，以图书的系列收藏展
示我们的藏书史，是我们馆藏的一次展示与汇报，也是对我们馆藏建设

工作回溯性的检验。宁夏图书馆虽然没有大量的孤本、珍本、善本类文

献，但图书馆藏书依然有许多不为读者了解。此次呈现的 200 余种图
书，是我们馆藏的代表，基本体现了图书馆藏书的缤纷之色。

每册藏书都凝结着馆内人员的心血，他们的职业素养、知识积累、

个人品质，都包含在这些馆藏当中。因此，这不仅是一册图书目录，更是

几代图书馆人心血的凝集。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借此机会，我要对那

些曾经为本馆建设、发展与服务以及馆藏工作作出卓越贡献的领导和

馆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向参与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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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中，中文图书是存量最多、读者接触最频密的一类文

献，也是图书馆藏书中着力最多的文献。此类文献既满足读者需求，也

扩充馆藏量，是图书馆展开工作的基石。其采购以尊重读者需求为宗

旨，惯常的热门书、畅销书、经典著作等，均广搜毕采，不断补充。在持续

采购新书的同时，对于传世之中外经典，凡新出版者，也不时购入，并不

以重复图书看待，故藏书中，出现同一经典多版本的著作共处一架的盛

况，比如《鲁迅全集》，即多达七个版本。经典之魅力，于此毕现。

中文图书是馆藏建设的主体，本馆自建馆至今，购书经费一直不宽

裕，因此馆藏积累增长缓慢。20世纪 90 年代之前及 2004 年至今是馆藏
增长的两个稳定期，而 1990—2003 年期间因无力购书，错失中国出版
黄金期，致使大批精美文献缺藏，诚为憾事。

从 2004 年开始对本类文献进行计算机编目，加工过的馆藏已达 35
万余种，近百万册，基本保证了读者阅览和外借的需求。本章遴选的这

些图书目录只是沧海一粟，将各学科类别中典型的文献各选择一两种，

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作用，稍显本馆馆藏特色。

第一章
中文图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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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著作

宁夏图书馆馆藏精品集萃

领袖著作，主要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领导人的

全集、选集、研究文集、传记资料等。本馆收藏此类图书

2000 余种，并注意新版的不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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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文图书文献

《毛泽东选集》

毛选曾经是时代的象征，如今有关毛

泽东的传记、研究类著作，层出不穷，一直

是受读者追捧的热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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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手迹

宁夏图书馆馆藏精品集萃

领袖手迹的出版也是近年来的热点，不仅能学习领袖的思想

精髓，亦能领略领袖的另一面，欣赏他们的艺术创造。比如毛体书

法，已经成为很多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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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撰稿，汇集成册，

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版发行。

第一章 中文图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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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著作

宁夏图书馆馆藏精品集萃

诸子百家是中国思想的策源地。各家著作历来被奉为经典，

原著不断地再版，新的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一直是经典阅读的

关注点。馆藏中收录了众多的诸子百家原著及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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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编年》

中国古代学术，竞相嬗递，承接有序，但

思想学说众多、学派林立、著作浩繁。如本书

这样整理国故的著作，不时问世，成为馆藏图

书采选的重要文献之一。

第一章 中文图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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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家文集

宁夏图书馆馆藏精品集萃

中国近现代，诞生了许多学术思想大师。他们的著作，大多已

出版了全集，如钱穆、饶宗颐、梁漱溟、季羡林等。

00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