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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文献若干问题的思考

ABSTRACT　Local documents are regional documents with local characteris2
tics. Their collection policy can be determined by such three factors as time ,space

and content . In collecting local documents ,librarie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local

chronicles ,reference book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materi2
als about local people and local s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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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10 年来 ,关于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问题 ,笔

者先后发表过几篇不成熟的文章 ,谈了一些想法和

意见 ,反思起来 ,觉得思路比较分散 ,构架轮廓也不

很清晰 ,某些问题的阐释缺乏理论底蕴。有鉴于此 ,

拟在条理、深化过去认识的基础上 ,结合地方文献工

作实践的现实考察 ,综合地思考地方文献理论与实

践中的有关问题 ,旨在较为完整、准确地反映个人意

见 ,以教正于从事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

学者和地方文献工作者。

1 　地方文献的概念

要想做好地方文献工作 ,建设地方文献数据库 ,

首先必须对地方文献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有

一个共同概念。这个概念要标准、规范 ,便于理解和

实际操作 ,否则 ,各个图书馆就会各行其是 ,以至于

出现地方文献工作大相径庭的局面。因此首要的是

给地方文献一个清楚、确切的定义 ,揭示其内涵。地

方文献的属概念是文献。那么什么叫文献 ?《辞海》

(1989 年版) :“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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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注 :‘文 ,典籍也 ;献 ,贤也。’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

图书文物资料。如 :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

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 :医学文献。今又为记录有

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

频、视频等手段将人类知识记录在各种载体 (如纸

张、胶片、磁带等)上。”《辞源》(修订本)“文献”:“文 ,

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 ;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

人。《论语·八佾》: ⋯⋯。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

物。”1983 年 7 月颁布的《文献著录总则》(CB3792.

1283)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

种定义已被国家权威工具书《辞海》(1989 年版) 所

采纳。《图书馆学百科全书》添足为“记录有知识和

信息的一切载体。由 4 个要素组成 : (1) 所记录的知

识和信息 ,即文献的内容。(2)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符

号 ,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是借助于文字、图表、声音、

图像等记录下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3) 用于记录

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 ,如竹简、纸张、胶卷、胶片

等 ,它是文献的外在形式。(4) 记录的方式或手段 ,

如铸刻、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等 ,它们是知

识、信息与载体的联系方式。”“文献”的概念随着历

史的演变而演变 ,古今定义有数 10 种之多。我们给

“文献”定义不应拘泥于古代学者对“文献”的诠释 ,

而应该定位在当代认识的水平上。因此 ,“文献”是

“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简要而明确的定义

应该成为权威性的界说 ,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不要再

穿凿附会 ,标新立异。玩概念游戏只会混淆视听 ,贻

误工作。地方文献是文献的种概念 ,在文献这一属

概念下 ,地方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本质区别在于

“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循此思路 ,地方文献就是内

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

2 　地方文献的作用

地方文献是某一地域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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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 ,是地方文化的沉淀 ,是

认识某一地域的工具。具体地说 ,它有着资政、励

志、存史的作用。资政 :一是为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和

有关部门在制定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

策、规划和措施时提供地方资料和历史借鉴 ,避免决

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二是为地区经济建设提供详

实可靠的信息资料 ,进而发掘地方资源 ,发挥地方经

济优势 ,推动地方经济建设 ;三是为各行各业的专业

人员了解有关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从事专业的研究

提供系统资料。励志 :首先是为各地、各部门进行爱

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参考资料 ;其

次是弘扬地方文化 ,引发人们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和自豪感。例如湖南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湖南院士

风采》,收录湘籍和在湘工作的两院院士近 90 位 ,从

不同侧面展现出院士们辉煌的人生风采。在湖南这

块土地上 ,不仅孕育了彪炳当代中国史册的众多无

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艺术家 ,也涌现出了众多成

就卓越的科学家。作为湖南人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

和自豪 ,激发出建设好湖南的壮志豪情。存史 :主要

是为子孙后代保存地方史料 ;也为修志、编写年鉴、

地方百科全书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在前几年

修志热潮中 ,地方文献借阅往往是先预约后再等图

书馆通知 ,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例如湘潭市修志人员在湖南图书馆查到了几本 30

年代湘潭县的统计资料 ,如获至宝 ,解决了问题。

3 　地方文献的特征

地方文献属于文献的范畴 ,同样具有内容广泛、

形式多样的特征。而其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 所谓特

征 ,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

志。地方文献的本质特征是由地方文献的作用所决

定的。

3. 1 　地方区域性
这是地方文献本质特征。地方区域性是指地方

文献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反映某一区域范围的地

理位置、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灾异、建制沿革、

物产资源、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名胜古迹、政治军

事、经济生活、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地方

区域性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 ,小到一个自然村 ,大到

一个国家 ,甚至整个地球。地方文献的地方区域一

般来讲是相对一个国家而言的 ,是国家领土所辖的

某一个部分 ,如湖南地方文献、广东地方文献 ,似乎

没有“中国地方文献”、“日本地方文献”之说。

3. 2 　历史资料性
这是地方文献非本质的主要特征。地方文献要

起到资政、励志、存史的作用 ,必须具有历史价值 ,能

够提供重复使用。凡是内容涉及某一地方的图书文

物资料 ,而不论其出版形式、出版地、出版者以及出

版物载体如何 ,都应视为地方文献。但有一部分不

具备史料价值 ,如大量的单位和个人在某一特定历

史时期的经验总结、会议交流材料等等。有的甚至

是“文献垃圾”,如涉及地方的色情作品 ;严重歪曲现

实的出版物 ;“文革”中诬陷当地党政领导的所谓“罪

证材料”等等 ,都不宜不加选择地一律纳入地方文献

收藏范围。如果说地方区域性是地方文献“范围选

择”的要求的话 ,那历史资料性就是进行“质量选择”

的准则。

4 　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可以考虑从时间、空间、内

容三方面来确定。

4. 1 　时间范围
地方文献包容古今 ,只要记录有地方知识的各

种载体 ,都在收集之列。严格地讲 ,不存在时间范

围 ,只有其时间的界定 ,如有古代的、近现代的、当代

的之分。

4. 2 　空间范围
地方文献的空间范围是指地理空间 ,一般是以现

行的行政区划为准。但也不要割断历史 ,不同的历史

时期 ,行政区划变化比较大。如湖南湘乡 ,是清代大

儒曾国藩的家乡 ,有“曾湘乡”之称。1949 年以后 ,湘

乡属地逐渐划出成立双峰县、娄底市 ,还析出一部分

给了涟源市、冷水江市。曾国藩的家乡富厚里已划为

双峰县属地。杨沫、白杨是同胞姊妹 ,在一本权威性

的人物工具书里 ,杨沫原籍湖南湘阴 ,白杨原籍湖南

汨罗 ,如果是熟悉杨沫、白杨两姊妹的人看了这本工

具书的介绍就会疑窦顿生 ,其实汨罗是 1966 年从湘

阴分划出来的 ,杨沫、白杨原籍湖南湘阴 (今汨罗) 。

由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作用 ,行政区划是可以变更的。

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时 ,要充分考虑人为因素导致的

行政区划的变化。同时 ,要考虑因为地理、民族、语

言、宗教等因素影响形成的自然区划。如洞庭湖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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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紧密联

系的河湖冲积平原与环湖丘岗低山地带 ,包括湘鄂两

省 23 个县 (市)及江陵、枝江两县各一小块 ,其中湖南

省境内 20 个县 (市) 。搜集洞庭湖区的文献资料 ,就

必须收集湘鄂两省 23 个县 (市) 的资料 ,湖南图书馆

编印的《洞庭湖区史料汇编》就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

产物 ,洞庭湖区是一个整体 ,不可能单纯用“行政区

划”去肢解它们。又如 ,湖南的汉语方言大致可分为

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乡话、湘南土话 ,因此 ,

在收集湘东、湘东南一带的赣语、客家话资料时 ,势必

涉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

4. 3 　内容范围
地方文献是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知

识记录 ,天、地、人、事、物 ,包罗无遗。地方文献按出

版形式可以分为图书、连续出版物、档案、实物资料

以及其他资料 ,如谱谍、碑刻拓片、图录、表册等。而

从具体内容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若干方面 :

(1) 全面报导和反映某一地域自然现象和社会

现象各个方面 ,如综合性志书、手册、年鉴、报纸、期

刊、百科全书等 ;

(2) 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其负责人活动

的材料 ,如会议文件、公报、法规汇编、讲话稿等 ;

(3) 考察和研究某一地方的资料 ,如调查报告、

游记等 ;

(4) 从历史的角度反映和记述某一地域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的资料 ,包括通史、革命史

料、党史资料、文史资料等 ;

(5) 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制沿

革、疆域变迁、人口增减的资料 ,如地图集、地形地貌

等 ;

(6) 某一地域民族或家族起源、演变、繁衍生

息 ,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宗教信仰的资料 ;

(7) 某一地域的水文、气象、气候、灾异的资料 ;

(8) 有关某一地域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化

教育、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各项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 ;

(9) 有关物产分布、资源调查、经济发展的资

料 ,如资源分布图谱、统计资料、经济区划等 ;

(10) 某一地域党政组织机构、民主党派、社会

团体、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设置和变化 ;

(11) 某一地域历代各界人物 (含长期在某地域

工作和生活过的有影响的人物) 资料 ,包括照片、手

稿、日记、信函、传记、回忆录、著作研究资料及其成

名作、代表作 ;

(12) 反映某一地域的形象资料 ,如图片、照片

(新闻图片、风光图片、历史纪念地图等)和历史纪念

地、名胜古迹、旅游风景区的文字介绍材料 ;

(13) 反映某一地域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文艺

资料 ,如诗歌、戏曲、小说、故事、绘画、雕塑等 ;

(14) 反映某一地域自然和社会的口碑资料 ;

(15) 能反映某一地域自然和社会历史变迁的

实物 ;

(16) 其它具有地方性特征的资料 ,如电话号码

簿等。

5 　必须明确界定的几个问题

5. 1 　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能不能统统

作为地方文献
这个问题观念上是很明确的 ,实际工作中有困

难。地方文献是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 ,是内容上反

映某一地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历史价值的

图书文物资料 ,内容上不具备地方性的 ,即使是地方

出版物和地方人士著述都不能视为地方文献。

(1) 地方出版物 ,包括图书、报纸、期刊 ,有纸质

型的 ,也有缩微型、视听型、机读型的。一个地方的

出版物可以反映某一地域在某一时期的科学文化发

展水平 ,但出版物的内容纷繁复杂 ,涉及各个领域各

个学科 ,多数出版物在内容上不具备地方特色。如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图书目录 ,刊载图书

431 种 ,其中重版书 208 种 ,内容上反映湖南特点的

仅 15 种 ,不到 4 % ;湖南省图书进出口公司编印的

《湖南书目》(1997 年 1 —9 期) ,收书 1594 种 ,内容上

具有湖南特色的 141 种 ,不到 9 %。湖南图书馆

1998 年征订湘版报纸 53 种 ,可视为地方文献的 34

种 ,占 75. 5 % ;湘版期刊 108 种 ,可视为地方文献的

31 种 ,占 28. 7 %。因此 ,内容上不反映地方特色的

地方出版物不能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在实际工作

中有一定难度 ,图书的处理相对容易 ,报刊的处理就

比较困难 ,特别是把地方文献单独入藏的图书馆 ,同

一个地方出版的报刊势必会放置几处 ,这样就破坏

了藏书体系的完整 ,也不利于读者使用。湖南图书

馆的做法是把湘版报刊都集中在地方文献库。

(2) 地方人士著述同样不能以著者籍贯作为地

方文献的划分标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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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湖南韶山人 ,其著作内容广泛 ,仅湖南图书馆入

藏毛泽东著作版本 2600 多种 ,10000 多册 ,把毛泽

东著作视为湖南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湖南图

书馆在这方面的做法是 :为丰富馆藏 ,弘扬地方文

化 ,成立了“湖南名人资料中心”,与 3000 多海内外

湘籍或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籍人士进行了联系 ,收集

他们的著作及其藏书近 10 万册 ;对湘籍和长期在湘

工作的外籍人士的全集、选集、代表作品及其著述书

目、研究、评论文集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5. 2 　地方文献工作实践中要处理好收集和

收藏的关系
“收集”和“收藏”是两个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区

别的概念 ,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不可能都作为地方文

献收藏处理 ,这里有一个工作策略问题。在地方文

献征集中 ,要尽量拓宽渠道 ,广泛收集地方出版物、

地方人士 (包括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外籍人士) 著

述、地方史料 ,这是丰富馆藏、减少采购经费的一条

重要途径。例如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 1995 年 11 月 15 日下发的《关于做好征集地方

文献工作的通知》中明确的征集范围是 :“①新闻、出

版等单位公开发行的各种出版物 ,包括图书、期刊、

报纸、画报、音像制品、机读型文献等 ; ②各地、市、

州、县党委、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和省直各单位编印的

各类地方史志、史料、统计资料、水文资料、会议资

料、气候灾异资料、内部出版物及其它有参考价值的

文献资料 ; ③高等院校 ,地、市级以上的科研院所、公

司 ,大中型厂矿等企事业单位内部编印的学报、年

报、会议资料、文集、资料汇编、手册和目录、索引及

其它可留存图书馆供参阅的文献资料 ; ④地市级以

上的社会群众团体编印的内部报刊、会议资料和其

它可留存图书馆供参阅的文献资料。”并指出“今后 ,

凡属征集范围的地方文献 ,不论何种载体形式 ,何种

出版、发行方式 ,编印单位均必须每种 (每期) 免费直

接寄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征集组两份。”湖南图书

馆开展地方文献征集工作 ,就是遵循上述“通知”精

神。如果在地方文献收集中 ,拘泥于“地方文献”是

内容上具有某一地域特色的文献 ,那么地方文献征

集工作势必难以进行下去 ,更不利于馆藏的增加。

至于收藏 ,就必须下一番“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筛

选整序、加工处理的功夫 ,使“地方文献”名副其实。

5. 3 　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地方文献着重文献的史料价值 ,自然也存在学

术价值。要把文献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截然分开

是不科学的 ,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也有所偏

重 ,如何去界定 ,理论上不容易说清楚 ,实际操作中

也有较大难度。地方文献是指那些内容上反映某一

地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一般不涉

及科学理论与技术问题。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那就

更没有省界、县界了。具有某些地方特点的科学理

论和学术著作 ,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 ,即使有较大的

学术价值 ,一般都不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 ,只收藏反

映某一地域的整体科学发展水平 ,或者某一领域科

研进展情况的资料。杂交水稻的科研基地在湖南 ,

可以说杂交水稻是从湖南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

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推广情况以及所产

生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资料应作为地方文献 ,至于

杂交水稻的植种、栽培的理论和技术则不能视为地

方文献。袁隆平主编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简明

教材》就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又如 ,湖南省农业

厅、林业厅分别主办两种刊物 :《湖南农业》、《湖南林

业》和《湖南农业科学》、《湖南林业科学》,前者主要

是报道反映事业的发展 ,应视为地方文献 ,后者是学

术性刊物 ,虽然冠有“湖南”,但不能考虑看作是湖南

地方文献。有些文章说 ,地方病防治是地方文献 ,也

不能一概而论。地方病的地理环境、疫情、防治历史

和水平现状、防治机构等方面的资料是地方文献 ,防

治技术就可以不算。因此 ,在地方文献工作实践中 ,

要从文献内容的史料价值去判定是否作为地方文献

处理 ,同时 ,对文献内容交错、界线不清的也应适度

灵活掌握。

5. 4 　图书馆在收藏地方文献中的地位和作

用
地方文献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有历史价值的图

书文物资料 ,内容包罗万象 ,上自天文 ,下及地理 ,旁

及社会、人文领域各个方面 ;载体形式复杂多样 ,有

甲骨、皮革、缣帛、金石、木牍、竹简、纸张、胶卷、胶

片、磁带、光盘等等 ,全面收集、系统保存地方文献不

是图书馆所能承担的。具体到一个省来说 ,有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 ,有的省还有方志馆、音像资料

馆 ,这些“馆”都有收集、保存地方文献的任务 ,只是

侧重点不同而已。一般来说 ,图书馆收藏正式和非

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 ;博物馆收藏实物资料 ;档案馆

收藏档案资料。但这些馆在文献收藏上究竟应该有

些什么区别 ,可能是一个需要讨论而尚未开展讨论

的世界性问题 ,他们都是各自为政 ,没有统一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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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馆与馆之间也没有横向的业务联系 ,以至在地

方文献征集、收藏上产生交错现象。档案是国家机

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

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

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材料。

地方档案无疑是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

使用地方档案是地方档案馆的首要任务 ,但很多珍

贵的地方档案资料却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 ,如程

潜、陈明仁和平起义通电原稿、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

员会为保卫湖南宣言等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 ;民国

时期一些县的人口、赋税资料保存在湖南图书馆 ;60

年代初 ,省委宣传部下令无偿调拨一批湖南图书馆

藏的地方报刊给湖南省档案馆。湖南图书馆馆藏湖

南省古旧地方志 400 多种 ,离已掌握的古旧方志数

只差 10 来种 ,均藏在国外图书馆、博物馆 ,新出版的

方志 ,凡是已经出版的都已经入藏。目前省地方志

编纂办公室投资近千万元修建湖南省方志馆 ,纯属

长官意志下的重复建设 ,给图书馆人增加了几分无

奈。另外 ,有些文献同时具有地方区域性、原始记录

性和历史文物性 ,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谁最先得

到谁就获得了文献的所有权。如 ,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的帛书西汉长沙国地形图和驻军图 ,是珍贵的

地方文献 ,现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又如 ,1996 年 10

月 ,在长沙市区走马楼出土了三国吴纪年简牍 17 万

余片 ,100 多万字 ,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可以和

殷商甲骨、敦煌藏经、清朝内阁档案相提并论。三国

时期 ,长沙郡属孙吴控制。这批简牍大致分奏书类、

司法文书类、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类、名刺、官刺类、

帐簿类 ,涉及三国时代吴国 ,特别是长沙郡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诸方面 ,真实

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交往和

经济关系等等 ,有划时代的史料价值。长沙市人民

政府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 ,正在筹建长沙市简牍

博物馆。这批简牍是在基建时 ,从一口古井中发掘

出来的 ,据考察 ,这样的古井 ,就是当时长沙郡的“档

案库”。综上所述 ,收藏地方文献是若干个单位的共

同任务 ,图书馆只是其中的一个单位 ,一个主要单

位。

5. 5 　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的重点
在地方文献收藏上要突出重点 ,通过长期的不

懈努力 ,逐步形成地方文献藏书特色。特色体现在

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全馆藏书体系中 ,地方文献入藏

丰富 ;其二 ,在馆藏地方文献中 ,某几个方面的资料 ,

达到文献保障的研究级水平。各级公共图书馆都有

收藏地方文献的任务 ,由于图书馆的级次不同 ,收藏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重点也不相同。就省级图书馆而

言 ,收藏地方文献的重点是 : (1) 地方志。地方志有

综合性的 ,也有专门性的。综合性志书是以某一地

域范围 ,分类记述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及其现状 ,谓之“地方百科全书”、“地方古今总

览”;专门性志书是某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

要注意收集古旧方志 ,更要注意收集新编志书。现

在很多新编志书不在本地出版社出版 ,而是用外地

出版社的书号或采取交管理费的办法自办发行出

版 ,出版社不可能缴送样本给地方图书馆 ,修志单位

也没有意识到给图书馆收藏 ,收集中要特别注意这

种情况 ,以避免遗漏。既要注意收集综合志 ,也要注

意收集专门志 ,包括非正式出版的专门志 ,同时 ,也

要注意收集企业志、学校志等等。(2)地方性百科全

书、年鉴、词典、手册、图录。这些都是概述或者是汇

集地方志知识的工具书 ,是重要的地方文献 ,又有检

索地方文献的作用。如《长沙百科全书》、《湖南大辞

典》、《湖南年鉴》、《湖南资料手册》、《湖南出土文物

图录》等等。(3)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专门记述某

一地域或社会发展过程的文献 ,包括地方社会史、地

方经济史、地方文化史、地方革命史等诸方面。如

《湖南文史资料》(后改名《湖南文史》) 以及地 (市) 、

县 (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文史资料”,内容涉及近

百年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机构等 ,

撰述者多为当事人或目击者 ,内容多涉及到亲自参

加或亲自看见、亲自听到的事或人。已经整理出版

的地方档案资料 ,如《辛亥革命在湖南》等。(4) 地方

人物资料 ,包括传记、评传、回忆录、文学作品、纪念

文集、研究评论文集、哀挽录、年谱、照片、日记、信

函、笔记、文集、著作目录和家谱、族谱等。湖南图书

馆近几年加大了地方人物资料的征集、整理的力度 ,

成立了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广泛与湘籍和长期在湘

工作的外籍人士联系 ;建设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 ;编

辑出版《当代湖南人名辞典》;建立了若干个湖南名

人专库。(5)地方报刊。地方报刊是某一地域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所编辑发行的 ,有很

强的区域性、史料性 ,地方信息密度大。在地方报刊

中 ,有一部分不能视为地方文献 ,但为了保持地方报

刊的完整和系统 ,可以作为地方文献统一收藏 ,对地

方报刊的处理要有别于地方版图书。至于在某地出

版发行、而是外地编辑的报刊则别作他论 ,如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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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出版的、由海南省妇联主办的《东方女性》、湖北省

沙市文联主办的《中华传奇》等。

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献工作中需要研究和讨

论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还很多 ,本文囿于篇幅 ,

不可能都涉及到 ,只好留待以后“思考”了。为了真

正把地方文献工作开展起来并且深入进行下去 ,亟

须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成立全国性的地方文献研究

机构和研究会 ,组织和开展大范围的有关地方文献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二是编纂出版地方文献理论与

实践方面的专门著作 ,用理论去指导实践 ,由实践升

华为理论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没有

实践基础的理论是虚无的理论 ,目前这方面的专门

著作几乎空白 ;三是组织力量编制规范化的地方文

献分类表 ,因为地方文献资料内容、形式的特殊性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中国图书资料法》不能

解决其整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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