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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春天的脚步，伴着银杏的嫩绿，云南大学即将迎来自己90岁生日的

庆典，而作为支撑学校教学、科研与育人活动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云南大

学图书馆亦将庆祝自己90岁的生辰。

90年来，云大图书馆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千方百计地搜集、积累了

包括17余万册古籍、数千种报刊在内的近300万册印本文献，并与时俱进，采

集加工了丰富的电子资源，为一代代莘莘学子提供了丰沛的知识泉源。

90年来，云大图书馆人甘当人梯，默默奉献，全心全意地为师生服务，

伴随学校的发展与播迁，学校办到哪里，图书馆人就把文献信息服务送到哪

里，把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洒在哪里，种下一片赤诚。

90年来，云大图书馆人薪火相传，不断地总结办馆经验，探寻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和管理的方法与规律，创立了自己独有的图书分类法——云南大学图

书分类法，并运用于图书管理实践，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目录学界留下了自己

亮丽的倩影。

90年的风雨征程，云大图书馆人吃过苦，受过累，有过成功，也受过挫

折，有过欣慰，也有过懊悔，但一路走来，其步履少了踌躇与蹒跚，多了坚毅

与稳健。

为庆祝和纪念云大图书馆办馆90年，也为了展现云大图书馆人传承与求

索的心迹与历程，我们选取了图书馆员自选的论文代表作和回忆图书馆生活、

工作的短文，形成这一本纪念文集结集出版，其内容涉及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

面。希望这份小小的礼品，能为云大图书馆人及对图书馆事业感兴趣的人，带

来启迪、思考、回忆与些许的温馨。

万永林

2013年孟春于东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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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图书馆工作拾零

郑智英

冬去春来，沧海桑田。转眼间，我进入图书馆工作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了（1987—2012年）。流逝的时光侵蚀了光洁的面容，留下了纵横交错的皱

纹，满头的青丝变成缕缕白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沧桑。在我37年的工作经

历过程中，25年耗去了2/3的时光，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刻下了厚重的一笔。回

首往事，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1987年10月我正式进入云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的馆址位居现在的怀

周楼，按照学科专业系室为单位（当年没有院），分为读者服务参考咨询部

（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史外、政经法各参考室）、教师研究生

参考室、流通部（外借书库）、技术部（主要是开展声像缩微等专业技术工

作）、采访部、编目部和办公室等部门。当年的参考室包罗万象，各专业的中

西文图书、期刊、检索刊物都按照各系专业的设置，分别对应在相应参考室

中，所以称为专业参考咨询室。我进入馆后就分配在生物参考室，室内藏有中

外文生物学科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藏书，既有基础学科的数理化基础、生物学科

密切相关的医农林渔环境科学、生态地理、气象地质、古生物，还涉及相关的

外文原版书影印书、期刊等等。包括大型检索工具BA（生物学文摘）和微生

物文摘、寄生虫文摘、林业文摘、动物学文摘等外文国际检索刊物，化学室收

藏CA（化学文摘）、物理化学、四面体、高分子化学等相关专业中外文检索

刊物和文摘索引，更有相关专业的老师研究人员和研究单位赠送的各种文献资

料；参考室的图书一般不外借，只能在阅览区浏览和查阅（如果要外借只能去

书库）。因为，参考室文献资料相对集中，便于查找，入室查阅的人流量很

大，不少教师和研究生都把相当多的时间投放在参考室。那时在参考室工作，

只要善于学习勤于钻研，个人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能较快地得到提高。可

惜，我在专业参考室真正工作的时间不长，因为怀孕和产假耗去了许多的时

间，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让我遗憾不已。后因新馆要重新布局藏书，也就

是中外书刊、检索资料全部按类型分开典藏，我所在的生物参考室将和化学参

考室合并进入新馆后称为生化阅览室，进入生化阅览室的只能是原来生物和化

学参考室的中文藏书，而期刊进入四楼期刊阅览室，文摘和检索刊物并入五楼

的科技文献检索室，外文书（日、俄、英等）全部进入外文书库。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料布局，大多实行借、阅分



·4·

—
—

云
南
大
学
图
书
馆90

周
年
纪
念
文
集

离的三线典藏制。所谓三线典藏，即收藏的一种图书至少有三册复本，一册放

基藏，一册放阅览室，其余放入大库。这种典藏方式，体现了图书馆保存文献

的职能（基藏作为保留本特藏保存）、外借服务职能（大库流通）、室内服务

职能（阅览室为读者提供检索、阅读）。其优点在于，读者可以在室内初步阅

览了解相关资料、图书，确定借阅的对象，减少外借的盲目性，客观上提高了

馆藏图书资料的使用率和流通率。这种管理方式的特点是：各部门工作范围、

职责分明，便于统一管理。这种典藏布局，在80年代以前学科单纯、书价低

廉、复本较多的情况下，对文献资源的充分利用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正是这种

基于传统布局方式和功能使用模式，新图书馆——逸夫楼的设计依旧沿用惯

例，只是改进了阅览室设计，成了宽敞的大开间，在楼层四角和大厅中间设立

了楼梯通道，分散了读者通行，改善了通风条件。室藏文献相对集中在几个专

业范围内，按照学校的学科类别，划分不同的专业阅览室，将全校师生读者分

流到不同的阅览室中，减少集中外借对书库造成的压力。

迁入逸夫楼新馆，阅览室按照相近专业划分入藏专业图书：数理阅览室

包括物理系、数学系、无线电系、计算机系和地球物理系；生化阅览室包括生

物系、化学系；文史外阅览室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政经法阅览室包

括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一至二楼中间则是外借书库，当年的书库可不像

现在那样全部开放，而是要读者在书目目录柜用题名或著者姓名的方式查检到

所要的图书，写下索取号，递给书库管理员，由管理员进入书库找到书后拿出

来交给读者办理借阅手续。三楼中间大库是基藏书库，逸夫楼这种布局格式仍

然维持到现在，只是现在读者可以押（刷）卡即可自行进入书库。四楼中间是

期刊大库，放置装订期刊合订本，两个阅览室分别是社科阅览室和理科阅览

室，五楼中间大库放置古籍和民国时代书籍，阅览室分别是教师研究生阅览室

和科技文献检索室，当时考虑到方便教师科研就近利用图书馆资源的需要，图

书馆还专门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小房间用于科研教学。

1990—1991年，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室相关专业系科的需求，我们对服务

教学辅助用书需求作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把系科专业需要的一部分

藏书从书库调进阅览室。把同学、教师的选书意见反馈到新书的采选过程中，

让新购的图书更加贴切一线教学科研需要，为新阅览室的藏书布局奠定了基

础，同时为今后系统补充馆藏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建议。逸夫楼新馆的管理

随着条件的改善也发生改变，启用了新的技术监测手段，配置了图书监测仪等

科技设备。

1992年，建立健全了生化阅览室藏书读者目录卡片。阅览室的服务工作

进一步得到提高。我对当时生物系教师科研课题和毕业班论文情况进行了一

次跟踪查询，并将查询到的专题资料提供给相关院系师生作为参考；当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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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阅览室的入室借阅图书的读者占总阅览人数的17.9%，当年图书借阅率达到

204.2%，图书利用率为22.56%。

1993年，参加徐玉杰老师主持的《省社科基金项目：大学生导读书目》

的编制，我负责其中生物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专题导读书目索引的编制。于当

年逐步实现了本馆资源对社会读者的有限开放。

1995年，对原室藏图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清退部分《云大法》

（《云南大学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云大法》）编目书入书库，同时接收数

理阅览室转来的计算机类图书，是迁入新馆的第一次调整。

1997年，为配合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建设，生化阅览室由311室迁入只

有原来一半面积的202室。计算机类图书先期退回书库，同时完成《杜威法》

《云大法》《中图法》破损图书的退库剔旧工作。当年7月即完成搬迁（这是

第二次调整，第一次搬迁）。当年发表论文一篇。

1998年，继续坚持阅览室藏书运行短期外借登记。1998年比1997年短期

外借量几乎增长10倍！实践证明，阅览室藏书短期外借的工作方式深受读者

的欢迎，图书管理工作也得到读者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协助完成科研论文两

篇，发表图书馆相关研究论文一篇。

1998年，校园网开通，当年年底阅览室配置了电脑。

1999—2000年，我利用校园网便捷、快速的优势特点，借助图书馆开通

的OCLC等大型外文数据库，先后为国家基金项目《云南三种药用植物内生真

菌的研究》，省基金项目《薄型聚氯乙烯（PVC）结构和性能的研究》《用红

外和拉曼光谱鉴别宝石》，科研课题《膜鳞翅昆虫——鱼蛉一种种类的识别描

述特征》等项目提供了信息查询、检索。协助完成科研论文两篇，发表图书馆

专业论文四篇。

2000年12月，荣获云南大学授予的云南大学第六届华藏奖学金二等奖。

2001年，图书馆机构改革，重新调整藏书布局，合并数理阅览室和生化

阅览室组建理科阅览室（306室），原生化室和原数理室《云大法》藏书退回

书库（第三次调整，第二次搬迁）。2001年5月，因为建设伍谢瑞芝文库，原

政经法和文史外阅览室的部分藏书又典藏进入理科阅览室成为综合阅览室（第

四次调整），2001年7~8月，综合阅览室完成流通阅览入藏图书的清点整理上

架工作，2001年9月，正式实行计算机借阅。此期间，发表译文一篇，发表论

文两篇。

2002—2003年，参加了本馆组织的计算机回溯建库工作，完成了国家法

律法规库文献下载的任务，同时多次往返北校区进行北校区藏书的回溯建库和

典藏录入的工作。

2003年下半年，馆里将书带盘的管理借阅工作交付综合阅览室。经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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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紧张的准备工作，完成全部书带盘标引上架工作，正式开展书带盘流通外

借工作。2004年6月，综合阅览室为支援洋浦校区图书室的建设下架修改典藏

社科类图书（第五次调整）；2004年9月，协助北校区图书馆完成整体搬迁工

作，从北校区下架政治、法律类图书，伍谢瑞芝文库中的政治、法律类图书调

入本室（第六次调整）。调入的图书入室后与原有的藏书一起全部典藏上架、

倒架、清理、整序后对外开放服务。2004年完成馆藏资源使用调研并发表论

文一篇。

2005年3月，综合阅览室又重新进行了藏书布局的调整，将本室8…000余

册法律图书整体搬迁到伍谢瑞芝文库和207书库，又将基藏书库中的近2万册

中图法理科基藏书全部调整到我室（第七次调整），重新完成全部理科基藏图

书和我室原有藏书的理架整序工作。此时“综合阅览室”再次成为“理科阅览

室”。此期间，多次去北校区执行图书打包任务；去洋浦校区图书馆完成从致

知楼—力行楼—生科院圆盘展厅数次搬迁和图书开包上架理序等工作。2006

年3月，本室22…000余册藏书全部下架改典藏打包搬迁洋浦图书馆，光盘全部

移交技术部光盘外借室（第八次调整，第三次搬迁），至此我在图书阅览室的

工作全部结束。

2005年下半年至2006全年是图书馆忙于创优迎评的攻坚准备阶段，全馆

藏书大调整，一方面将阅览室藏书全部下架支援洋浦校区图书馆建设；另一方

面是馆藏图书布局的大调整，包括一至五楼的各个阅览室、书库的藏书变动。

赶在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之前，全馆完成了图书馆藏书布局的大重组。

我参加了一、二楼中文外借书库和三楼基藏图书的倒架理序工作；五楼科技检

索室检索刊物和专业工具书以及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的藏书调整上架理序工作；

四楼期刊大库过刊的下架打捆工作；参加了老馆书库陈旧书刊的清理打包工

作；完成上千条外文数据库的录入和下载工作。

从1989年8月到2006年3月止，我经历了东陆馆内的八次藏书的调整和

典藏地的三次搬迁，洋浦图书馆的数次搬迁。16年间我所在的图书阅览室共

接待阅览人数计1…214…263人次，借阅图书为376…876册，借阅光盘磁带2…823

种，约3…000片（盘）。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慨万千，每一次的调整和变动

都是学校的学科建设变化和图书馆顺应学校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无怨无悔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体现，阅览室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我们馆发展变革的

缩影。

2006年7月，与全馆同仁一道完成洋浦校区图书馆自然科学类图书整理上

架工作；9月与同仁一道完成东陆馆外借图书的换磁工作；10月加班加点完成

211室《云大法》藏书的整理上架工作；11月进入406期刊阅览室正常值班工

作。从进入图书馆到阅览室撤销，我管理图书19年，从管理图书转变成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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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期刊，406室给予了我熟悉岗位的环境和条件，使我尽快地熟悉了新刊的记

到和新报的整理上架流程，过刊过报的下架整理，装订目录的打印和期刊报纸

合订本的上架等工作任务。

2007年8月，我主动要求到洋浦馆上班，自2007年8月至2010年7月撤离

洋浦校区为止，装订期刊约13…000册；完成洋浦图书馆社科期刊库的全部倒

架理序工作和理科期刊库的部分倒架工作；协助完成32…000册赠刊的卸车搬

运工作以及完成全部赠刊的典藏、数据下载的工作。此期间参会论文三篇，两

篇发表，完成2个专题内容的讲座。

2010年7~8月，参加筹备呈贡临时馆的组建工作，参与临时馆的书架安

装、图书期刊的搬迁上架整序管理等工作。负责呈贡临时馆报刊工作和A组日

常的事务工作。

2011年协助部主任完成呈贡图书馆B区的组建任务，包括复旦赠书开包上

架理序、报刊架的标注和报刊上、下架的整理工作。积极协助白群老师实施西

南民族研究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参会论文一篇；入选会议论文一篇。

2012年，继续完成西南民族数据库的数据收录工作，在数据库成员的共

同努力下，西南民族数据库获得了由教育部CALIS中心颁发的CALIS三期特色

库项目的二等奖，并顺利结题。完成论文《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多元建设与个

性化服务》和《云大图书馆实施馆藏稳态发展理论的可行性》。

我从1987年怀周楼图书馆起步，一路兼程历经逸夫楼图书馆、洋浦校区

图书馆、呈贡临时图书馆的漫长而又短暂的25年工作岁月转眼而去。我感谢

有机会伴随着云大图书馆一路走到2012年的今天。冬去春来，夏去秋至，周

而复始，面对即将落成的呈贡新馆，经历了多次变迁，弹指一挥间，我就走到

了工作使命完成的末端。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布满白发的具有副研

究员职称的图书馆管理专业人士，曾荣获“云南省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先

进工作者”和云南省图书馆学会2004—2005和2009年度优秀会员。人生如同

这轮换而不重复的四季，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师长的教诲、同事的帮助、领

导的关心一幕幕回荡在温暖的心中，工作的辛劳和挫折、成绩的喜悦无时不断

呈现在脑海的深处。展望未来，已经高高矗立的云大图书馆新大楼，沐浴在明

媚的阳光中，它带着我们图书馆对于美好的无限期待！

我怀念和感激相伴相依的同事，“革命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影响着我

们这一代人。我实践着“工作的需要就是我的岗位”，勤恳劳作，忠实履行了

我的工作职责，无愧于人民给予的俸禄，感谢组织给予的荣誉。始发乃终极，

终极亦始发，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优良工作作风，将会在后来人的努力中得到秉

承、发扬和光大，衷心祝福我们云大图书馆的事业伴随云南大学的成长迎来更

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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