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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专业交流平台

文献资源建设专委会是江苏高校图工委

最早创建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作为江苏高校图

书馆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发

展理念，在全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图书馆数

字统一治理、馆际交流与协作等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成绩。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每年上

下半年各主办1次高水平学术研讨会，为江苏

高校图书馆以及省外图书馆提供交流平台，每

次会议均有100～200代表参会。通过会议交

流，拓宽视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一方面提

高图书馆文献资源人员的素质，一方面吸引图

书馆界、出版界、数据库等行业领域相关单位

的参与，文献资源的生产者、使用者和供应者

共同推动文献资源供给侧的改革和创新，不断

优化文献资源的供给结构和质量。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

文献资源建设专委会通过专题研讨交

流，探索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新方向，引

导图书馆提前布局全面提升文献资源建设水

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2

年下半年文献资源建设专委会主办“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论坛，探索

文献资源建设高质量发展。2023年上半年主

办“聚焦高等教育发展 优化文献资源保障

——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聚焦高等教育主题出版，探索未来学习中心

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2023年

下半年举办的年会即以面向学科建设的文献

资源配置与精准服务和新兴学科、跨学科建

设背景下的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为主题展开交

流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

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

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

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2024年

上半年文献资源建设专委会主办“教育数字

化战略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

讨会，聚焦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面向学习

型社会的文献资源配置与服务，建设高校新

型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专家报告提供前沿理念和趋势指引

文献资源建设专委会先后邀请省内外相

关专家在会议上分享观点和理论。中国图书

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

作《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理念》的

报告；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作《高校图

书馆资源管理与资源增值服务》和《重构视野

下高校数字资源建设：现状、途径与展望》的报

告；清华大学图书馆张书华博士作《开放资源

服务平台建设实践》的报告；CALIS资源建设

专家组副组长、浙江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

分委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图书馆资源发展总监

张军作《图像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以“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为例》的报告等，多维度提供前

沿内容和图书馆发展趋势指引。

各种实践案例有效推动创新发展

东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钱鹏《“翻转资源

建设”——东南大学图书馆读者荐购工作分

享》、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丽萍《开

放科学环境下的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创

新》、江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晓阳《新时期高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政策调研与实践》、江

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顾烨青《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中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若干思考》等总

结报告，详细介绍了高校图书馆在读者荐购工

作、资源管理与增值服务、特色资源建设等方

面的做法，可以为其他图书馆提供参考，切实

提升文献资源建设的效率和质量。

■戴 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其前身可

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中央大学图书馆和金陵大学

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在编写《南京大学藏民国

珍本图录》过程中，对馆藏革命文献进行挖掘梳理，

以此为契机发现一批革命文献，其中1938年版《资本

论》中文全译本因其背后不平凡的收藏经历显得更

加珍贵。此版《资本论》由已故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毓骅于20世纪90年代末捐赠给南京大学法学院，

后经时任校长蒋树声协调，交由南京大学图书馆收

藏保管。

《资本论》每卷的题名页上均有赠者手书“赠南

京大学法学院”“王毓骅一九三九年购于麦伦中学”

“曾躲过日军搜检”的字样和姓名章。第三卷上水渍

明显。“王毓骅一九三九年购于麦伦中学”的字样推

测是青年王毓骅在1939年购书时留下，而“赠南京大

学法学院”“曾躲过日军搜检”的字样推测是老年王

毓骅在捐赠时留下。这几段笔迹虽为同一人手书，

却跨越了半个世纪，经历了战火和时代变迁，在字迹

上颇有差别。

王毓骅 1923 年出生于江苏崇明，国际法学家。

上海麦伦中学高中部毕业。1941年，升入沪江大学

政治系攻读，翌年进入东吴大学，申请选修法学。

1945年获沪江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46年获东吴

大学法学学士位。同年，王毓骅远渡美国求学，1949

年，王毓骅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法学院完成学业，获

博士学位。毕业后王毓骅果断放弃国外优渥的工作

机会，选择归国报效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王毓骅先后执教于沪江大学、南京四中、南京大学法

学院。曾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

题赠中提到的麦伦中学，是一所坐落于上海，拥

有百年办学历史的名校，也是一所传承着红色基因

的进步中学。它的前身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英国教

会在上海开办的麦伦书院。1927年中国收回教育权

运动后，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聘请夏晋麟博士担任

首任华人校长，学制为初、高中三三制。左翼进步人

士沈体兰自1931年9月起，长期担任该校校长。沈以

培养“有爱国精神与爱国能力之公民”为办校宗旨，将马克思生日

5月5日定为校庆日。沈推行民主的办校理念，聘请一批学识渊

博的进步人士来校任教，陈望道、田汉、黄炎培等就曾来校演讲。

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就曾以林庚汉的化名到麦伦中

学执教。他在任教期间，向师生们传授进步思想，建立了麦伦中

学校中共支部，又完成了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工作。麦伦中学的学

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发展成为上海中学生运动的一支重

要的进步力量，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淞沪战争时

校舍被炸，学校随后迁入租界武定路继续办学。1941年，随着租

界沦陷，学校停止办学。直到1945年，迁回原址继续办学，后改

称继光中学。

王毓骅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的学习在初中时因遭到日

本侵略军上海战争而受到影响。初三阶段颠沛流离，时断时续，

曾借读崇明县立初级中学，又逃亡到上海，初期只短期就读于惠

灵中学，直到在上海租界（当时被称为‘孤岛’）定下来，才续上高

中考入麦伦高中部。上海麦伦中学的学生生活是我一生的关

键。”王毓骅自述中的“孤岛”指抗战时期尚未被日寇占领的上海

公共租界，维持时间段为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至1941年太平洋

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截止。这一时期的租界四面沦陷，犹

如海上孤岛，故而得名。在这片“孤岛”上，一批拥有进步思想的

文化工作者，在我党的领导下，以或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出版发行

大量进步书刊，发起多种形式的抗日文艺活动，成为中国抗战文艺

的重要组成部分——“孤岛”文学，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遥

相呼应。上海“孤岛”文学在戏剧、小说等方面成绩斐然，像剧作家

阿英的《碧血花》、斯诺的《西行漫记》、许广平等人组织出版的《鲁

迅全集》，在这段时间内相继问世。王毓骅在1939年买下的这套

《资本论》，正是在“孤岛”文学时期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从王毓骅

的自述中不难推出，1938年至1941年间，他在“孤岛”中的麦伦中学

高中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求学时光，接触到大量进步书刊和革命思

想。其间，作为学生会会长的王毓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加

入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执委会。“执委会有两次

会议就在王毓骅家召开，其母还为他们做饭、守门、警戒。”

近代中国因贫弱而屡遭侵略的残酷现实，使王毓骅早早地就

树立了崇高的治学报国、为国效命的信念。他曾在采访中说：

“1941年夏我从麦伦中学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我因深深地感

到国家贫弱屡受侵略，国耻重重所以选择了政治系。”高中毕业

后，王毓骅升入沪江大学政治系学习，翌年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

攻读法学专业。东吴大学法学院成立于1915，为近代国内高校系

统地讲授英美法之肇始，被誉为我国近代法学人才的摇篮。王毓

骅大学毕业后选择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获印第安那大学法学

博士学位。王毓骅学成后心系祖国，毅然决然放弃留美的大好机

会，选择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投身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伟大事

业。20世纪80年代，王毓骅作为当时江苏仅有的两位法学博士

之一，调入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之后一直潜心于国际法的教研

工作和中外国际法的学术交流。著有论文《论“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国际法渊源的实践观》《条约法上的情势变迁原则》等，参与

编写《国际法教程》一书。1998年，从教学岗位上退休的王毓骅以

75岁的高龄，开始无偿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审定工作，负责字

母C、D、L、M、S部分的词条。虽然王毓骅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

波折，但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使其可以乐观豁

达地面对一切。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提供了人类正确认识

社会及其发展的原则和方法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提供了社会主义

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基础”。

时隔80余载，《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仍在不断发行传播，其蕴含的红

色精神依旧熠熠生辉。从南京大学馆藏《资本论》背后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得到启发：高校图书馆在做好革命文献原生性保护工作

的同时，要深度挖掘革命文献背后的故事，力求为读者还原历史真

相，让文献“活起来”，更好地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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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

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教育数字转

型。江苏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紧跟时代

步伐，在文献资源量合理化增长的同时确保

质的有效提升，为高质量教育提供高质量的

文献资源保障。

文献资源建设数字化转型趋势明显

文献经费是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些年来江苏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稳步增长，其中电子资

源经费增长趋势非常明显。电子资源订购馆

均数量和总数，在不同层次高校图书馆统计

中，都呈现明显增长。2017～2022年江苏全省

本科院校馆总经费平均值增长13.37%，而电子

资源经费平均值增长41.24%。“双一流”建设高

校馆的电子资源经费增长趋势更加明显，

2017～2023年“双一流”建设高校馆电子资源

经费平均值增长53.65%。

2017～2023年江苏“双一流”建设

高校与本科院校电子资源经费平均值趋势图

电子资源购置经费占比持续增长

2017年，江苏全省本科院校电子资源经费

占比为 56.95%，而到了2023年时，这一占比已

经增长到70.00%。2023年文献资源建设经费

稳步增长的趋势没有能够继续保持，其中电子

资源购置经费的上升趋势也因总经费减少的

影响转而向下。与电子资源持续增长的态势

相比，2017～2022年纸质资源经费在稳定中略

有减少，2023年减少幅度增大。从分配比例来

看，在文献资源建设经费减少的情况下，纸质

资源经费的减少幅度更大，各馆优先选择保障

电子资源的订购。随着数字化规模的不断扩

大，江苏高校图书馆新增纸质图书平均值整体

呈下降趋势，新增纸质报刊合订本平均值的下

降趋势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在减少纸

质资源的采购量。各项统计数据表明，传统的

纸质资源占统治地位的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已

经逐步转变为电子资源为主、纸质资源为辅的

文献资源建设新格局。

2017～2023年江苏本科院校

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经费对比柱状图

围绕优势加强特色数字资源库建设

图书馆围绕各高校的学科、地域文化、历

史传承等方面的优势，打造具有独特价值的

特色文献资源库。如南京大学图书馆“‘南雍

撷珍’古籍与特藏文献平台”、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民国教育报刊数据库”等。2023 年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统计与决策服

务系统”平台有60家图书馆填报了自建在用

数据库计247个，较2022年增加了21个，包括

全文数据库104个、复合型数据库40个、多媒

体数据库35个、工具型数据库12个、数值/事

实数据库3个、文摘/索引数据库31个、专题及

其他数据库22个；收录内容涉及综合性学科

类的有131个、人文社科类54个、科学技术类

37个、其他25个。

2023年江苏高校填报馆自建数据库类型分布图

构建覆盖全省高校图书馆的
数字资源保障体系

2023年由江苏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牵头立项，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8家高校单位

联合建设“江苏省高校珍贵古籍资源库”，第一

期共发布8家高校馆藏珍贵古籍95部836册，

图像书影100049张，是国内首个全省高校携手

共建的古籍全文图像联合数据库。江苏高校

图工委下属资源评价与引进工作组，全面负责

全省高校图书馆联合采购资源的组织工作。

2023年，江苏高校图书馆集团联合采购资源共

41个，较2018年增长近30%。其中，使用江苏

省教育厅下拨经费进行补助、买断的数据库有

6个，有效提升了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外文数字

资源的保障力度。在江苏高校图工委的组织

引导下，江苏高校图书馆顺应时代需求，除了

各馆自行订购的数据库外，还通过集团联合采

购、自建数据库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数字资

源的数量和内涵，数字化转型成果显著。

2018～2023年江苏高校图书馆集团

联合采购资源数量面积图

经费减少情况下的挑战与选择

2023年江苏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经

费6.71亿元，纸质资源购置经费2.34亿元，电

子资源购置经费4.30亿元，其他（包括非书资

料与其他文献购置费、文献加工费和资源共享

费等）0.07亿元。因为图书馆总经费的减少，

数字资源经费未能保持近年来持续增长态势，

各馆通过减少纸质资源经费的占比尽量维持

数字资源的订购，但是文献资源经费不可能一

直保持增长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传统的纸质

文献资源建设模式亟待更新，新的数字资源建

设模式尚未成熟，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实

现高质量发展刻不容缓。一方面，在文献经费

减少的情况下，要将有限的经费用于采购最切

合需求的文献资源上，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另一方面，继续拓宽数字资源建设的广度，更

好地利用互联网上海量的开放获取数字资源，

有效地将各种资源融合在图书馆文献资源体

系中，加强自建特色资源的力度，深入挖掘数

字资源的潜在价值。

江苏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数字化转型与挑战
■任志刚（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部主任）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飞速前进的发展趋势，在江苏省教育厅与江苏高校图工委的领导下，文献资源

建设专业委员会紧跟时代步伐，持续探索文献资源建设与发展的新内涵、新思路、新举措，加快构建

文献资源建设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江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姜晓云（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1938年国内最早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它的出版

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巨大突破。本文详述南京大学

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资本论》背后的故事。

江苏高校图书馆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