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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研究编篡《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科研课题，先后被立为内蒙古

言治 g高等学校 2003 年度科研项吕和窍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 2005

年度科研项目 D 编篡完成的《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一书，通过了内

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专家鉴定，达到科研项目颈期目

标。在本书付梓自放之际，我做~下注明。

一、内蒙古地区藏书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历史悠久，它有着自己独

特的发生、发展历程，具有鲜费的时代特在、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

编写《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是我多年的凤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注意搜集、整理、研究望书馆事业史的资料，曾参与《中国留书馆事

业十年 1978-1987} 的编写工作，发表过几篇有关内蒙古图书馆事

业史的专题性论文。直到 21 世纪初，我和几位图书馆界的朋友经过酝

酿筹备，组成《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编委会，开始编撰工作已是

2∞2 年 7 fJ了 O

本书由史、志窝编组成。上编为"史"的部分，共分十二章，论

述时间始于蒙元，经历北元、清朝、民盟和中华人吴共和国，下 F良止

于 2000 年 12 月 O 摄据叙述或实事的需求，可适当下延至 21 世纪初。

第一章按中型历史分期，简述内蒙古地区古代藏书事业史和近现代图

书馆事业史;第二章至第九章，依据现行 E书馆事业管理体制形成的

系统和类型，辅以窍蒙古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为藏

传锦教寺皖藏书、公共望书馆、科研院所留书馆、高等学校盟书'馆、

中等专业学校罢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党校围书馆、医院图书馆、工

会图书馆;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接专题划分为图书馆学教育、图书结

学研究和自书结学会协会。按系统或专题纵写史实，依据各自历史发

展廊络，划分历史阶段，确定章节结构和由容详略，充分反映出其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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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特征和吉身发展历程。主体部分是 1947 年以来自治 IK I!I书馆事业建

设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重点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近 30 年。

各章力争较全面地叙述和科学地分析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在各个历史时

期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突出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下编为

"志"的部分，由文献志、组织机椅志、人物志和大事志组成。

六年来，编委会开拓创新，严谨治学，罢结协作，力图把《内蒙

古雷书馆事业史》写成史志结合的学术著作，希望它既是一部科学的

专史，具有历史脉络清靳、史实可靠、数据准确、立论有据、言之成

理的特点，又是一部具有资料性的参考工具书，为世人所参考利用。

二、科研项 E 启动之初，在编写的< <内蒙古I!I书馆事业史〉编

写指导书〉中，明确提出本书编写的插导思想、基本内容、结构体例

和仔文、编写大纲、工作计结、人员分工和工作要求，是编委会进行

书稿撰写、审修、统稿、定稿的主要依据。编委分工是:主编为内蒙

古大学图书馆乌林吉拉研究馆员，主持编委会工作，负责制定、修订

< <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编写指导书》和统稿、定稿工作，并撰写第
一章、第二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编写文献志和组织机转志;副主

编为内蒙古大学盟书馆索主IE ;~研究结员，协同主编主持编委会工作，

并撰写第五章，编写人物志和大事志:编委依撰写章次为序:内蒙古

大学图书馆黄飞龙馆员撰写第三章:市蒙古农业科学院王子里研究员

撰写第四章:内蒙古大学图书信刘云昌哥研究馆员撰写第六章，合编

大事志并负责I!I片摄制;内蒙古党校望书馆林升历副研究馆员撰写第

七章;内蒙古~院图书馆桑有厚爵研究结员撰写第八章:内蒙古大学

望书馆莎白辣研究馆员撰写第九章:商蒙古畜牧科学院李凌副研究馆

员撰写第十二章 O 编委会成员撰写的相关章次和志书初稿、修订稿，

经过主编会同著者共同审读、两次编委会会审、学术顾问和专家学者

审修。全书数易其稿，完成项罢结题稿。进入 2008 年以来，学术频向

通阅全书，进有学术捏关:主编统稿、定藕;主编、副主编和编委林

卦历、王千里、刘云昌、黄飞龙共同参与本书后期审校、修改工作。

主编、编委林主!、历和聘请的赵建华副研究结员完成了全书的总审校、

出版等工作 O

各位编委在研究工作中，广泛民读相关图书馆事业史论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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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运用长期积累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就内蒙古I!l书馆事

业某一系统或专题的历史和现挟，进行理论恙结和系统化研究。同时，

注意利用内蒙古历史、文化史、串版史、教育史志、考古成果及各噩

市旗县志书等研究成果，充实、印证、订正内蒙古I!l书结事业史料。

还参考和引用了多位学者的有关学术论著。所有这些论著在各章的群

注和文后参考文献中都一一列出，在此，我们向各位学者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三、学术顾问张树华教授、常作然研究馆员、;武莫勒研究馆员、

王子舟教授，负责本书的学术咨海和审订工作。他们自始至终关注着

本书的编写工作，并给予捂导和咨询。编委会聘请的专家德力格尔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自书馆)、乔吉、那瑞中、肉拉坦仓、张科、赵建

华、郭卫华、何远景、茹琴毕力格、张渊、徐有宏、刘静宜、离政荣、

白俊明清先生，审阅了本书相关章节。学术顾问和专家学者认真审读

书稿，提击条多宝贵的具体修改意见，提高了全书编写质量。编委会

从内蒙古屋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各盟市

图书馆聘请了特邀撰稿人。他11'1依据〈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一书编

写要求，撰写了相关图书馆或相关地 LR 图书馆事业的稿件，为本书的

编篡工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特别是在各志书的编写工作中具有无可

替代的重要件用。我1fJ 对学术颜[司、专家学者和特邀撰稿人，给予编

委会的悉心捂导和多方面帮助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在本书编篡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内蒙古医书馆学会、内蒙古高

校图工委、内蒙古中专望工委和各图书馆领导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特别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阿拉坦仓馆长等馆领导为编委会提供井公用

房和必要的办公用品，资助出联经费 O 这一切确保了科研项自的 )1要科

完成，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诲。还要感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社长

石或编审和责任编辑邓地君副编审，纪《内蒙古图书信事业史》列为

重点学术专著出版，并给予鼎力相助。离时，我们由衷地感谢内蒙古

大学原爵校长包祥教授、内蒙古文化厅原副巡视员齐宝海先生对本科

研课题的关心和帮助 O 常征女士为本书的录入、排版和校对做了大量

工作，一并致以谢意 O

最后要说明的是，从总体上看，由蒙古图书馆事生发展曲择，告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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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混浮，机构分合，对史料和数据的积累不足，可资参考的罢书馆事

业研究成果又较为薄弱，有些历史档案未能得到利后，有些相关史料

还有待发握，调查研究不够充分，缺乏经费支持，更吉于多数编委是

兼职从事研究工作，这一切都使研究工作十分理难。因此，在史料的

收集、史实的论述、数据的核实、事例的选择、国芹的在置等方E受

到一定的限制。如之我们经拴不足，水平所限，尽管我们努力了，书

中难免会出现外误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更期望本书

的出版能提砖引玉，有意奇的自书馆事业史佳著问世。

马林西拉

2∞9 年 6 月于内蒙古大学雷书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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