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美国高校图书馆受政府政策指导和财力支持，
重视欧洲和东亚研究及相关区域文献建设。 其区域

文献发展很快［1］。 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敏锐

地察觉到区域研究文献收集整理的重要性， 开始关

注和重视从区域研究角度收集整理文献。 北京大学

图书馆的南亚研究收藏 ［2］、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日韩

文献古籍 ［3］已有一定规模，吉林大学图书馆的满铁

资料 ［4］，广西图书馆、广东图书馆、云南图书馆等公

共馆的越南研究文献 ［5］等也各具特色，但仍缺乏体

系，文献形式较单一，以纸质为多，数字化产品开发

不够，共享限制多［6］。
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 （以下简称

“中心”）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挂牌成立，专业收藏闽

台两岸、港澳、东南亚及华侨华人资料，2010 年 9 月

对读者开放。 经过几年的建设， 中心成为集文献收

藏、专题特色库建设、学术讲座传播三位于一体的研

究资料中心。
1 多元化的工作实践

1.1 整合电子资源，构建特色数据库
中心的成立，充实了厦门大学图书馆的自建特色

库。 其中“东南海疆研究数据库 ［7］”受教育部 CALIS
（中国高校文献保障系统）全国高校专题特色库项目

资助，并在 2012 年 5 月的项目验收评比中被评为一

等奖。 数据库内容包括东南海疆区域人文、社科及海

洋环境与生态等多学科的相关文献。 其建设目标是

成为一个涵盖我国东南地区及东南亚各国、 着重为

海洋发展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的区域研究

数据中心。 现有数据 22 万余条。
1.2 协助华人寻根问祖，参与华侨社会活动

因厦门的地域优势， 中心馆员与东南亚华侨有

较广泛的接触， 参与了新加坡开埠初期著名侨领陈

笃生后裔的寻根、祭祖、宗族聚会等社会活动。 陈继

廉先生是陈笃生的直系玄孙。 2010 年，陈先生经华

侨介绍来到中心，希望馆员协助其寻找陈氏祖坟，联

络宗亲，并将组织世界各地陈氏后裔回闽祭祖。 中心

馆员认真研读陈先生赠送的《陈笃生宗谱》，理清陈

氏宗族脉络，通过网络、亲友四方查找，奔赴漳州陈

氏聚集地及坟山探访， 并邀请地方文史专家出谋划

策，寻求当地纸媒协助。 最后在该馆员的带领下，陈

先生在龙海苍头村见到了祖先的捐缘碑铭和修建苍

头村石路的捐缘碑。 对中心馆员给予的帮助，陈先生

深表谢意，并将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陈齐贤等陈

氏先贤十余 幅珍贵照 片及资料赠 予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1.3 关注学术研究，通过学术活动拓展文献收藏

中心有两名馆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厦门市华侨

史学会， 参加过多次与华人华侨相关的国内国际学

术会议。 通过参会馆员们了解到海外华人研究的最

新进展， 以及华人研究文献收藏机构的基本情况和

工作进展，结交了不少同行，与学者、收藏家们建立

了联系。 2010 年 10 月，两名馆员与专家联合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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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心 2013 年 11 月活动内容

活动主题

一场关于福 建 省 新、旧

侨乡的田野调查报告

马来西亚华人“独 中 复

兴运动”与文化认同

从 文 学 流 变 看 台 湾 社

会的变迁

古 韵 今 声———雅 艺 南

音音乐会

活动主讲人

王付兵 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暨南洋研究院）

赵海立 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暨南洋研究院）

黄美娥 教授（台湾大学台湾文学

研究所）

鲍元恺（厦门大学特聘教授、艺术

研究所所长）

活动主要内容

这项始于 2002 年的田野调查，是“福建省新、旧侨乡比较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
由王付兵教授与同事、学生共同合作完成。 研究对象选择了福建省老侨乡典型-晋

江市以及新侨乡代表-长乐市。 通过对两个侨乡在人文地理、侨汇、华人华侨和港

澳台同胞对侨乡的捐赠、投资概况四个方面的比较，王教授用大量丰富的田野调

查数据与大家分享了华人华侨对于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对于未来趋

势的预测

华人社会于上世纪 70 年代掀起一场席卷马来西亚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不仅把

还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从灭亡边缘救活并发展起来，而且创办了新的独中。 独中

复兴运动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强烈传承意识与传统，同时这种意识在

运动中得以加强

通过以台湾文学作品为经、以台湾历史为纬，剖析了台湾文学的发展、流变，并从

中窥见台湾社会的变迁，从而强调了“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文学中投射出的

史观”的观点

讲座以音乐会的形式向听众介绍保留至今可考证的最接近古代原貌的音乐表演

形式———南音

侨史论文《新马的闽南籍华侨与辛亥革命》，参加在

新加坡召开的“孙中山、南洋和辛亥革命”学术会议，
实地走访了部分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文献收藏机构

及民间收藏人士，掌握到第一手资料收藏情况，收集

到一批国内不易获得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此次出访，
中心馆员代表厦门大学图书馆，与新加坡福建会馆、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新加坡

国家美术馆、陈笃生医院博物馆、马来西亚华校董事

联合会总会（董总）、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槟州华校

校友会联合会、马来西亚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光

华日报社、钟灵独立中学、槟华女子独中等单位及槟

城历史专家张少宽先生、郑永美先生等建立了联系。
1.4 开展对外协作，合作办展、联合编制电子期刊

中心与国内外相关收藏机构， 如博物馆、 档案

馆、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等紧密合作，建立长期的业务

协作和资源共享机制。 2011 年 8 月，由华侨博物院、
厦门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笃行一生，继往开来：一个

华人家族与新马社会》专题展在华侨博物院开幕，中

心馆员参与了展品遴选、文字翻译、视频字幕编制等

工作。展览通过 100 多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图片

及部分珍贵文献史籍， 展示了新马社会陈笃生家族

几代人的经历和事迹， 让观众感受到华侨华人在海

外的奋斗与奉献。
2012 年 11 月始， 中心协助厦门大学南海研究

院， 定期出版 报道南海问 题最新热 点 的 参 考 性 刊

物———《南海导报》（South China Sea Bulletin）。 馆员

依托本馆数据库， 下载西文报刊中有关南海问题的

报道， 为南海研究院提供了几千篇文献资料。 截至

2014 年 8 月该刊物现已分中英文双语出版 20 期，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4300 多个研究人员和机构订

户。刊物中英文内容一致，分别制版，双栏显示，栏目

设“事件”“未来事件”“新闻选集”“出版物选集”。 该

刊物每月一期，每月 20 日开始编辑，下月初出版。 从

第 2 期开始中心以协办方身份署名。
1.5 组建“人文社科实验室”，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科
活动

中心购置了音响和投影设备，重新规划空间，在

每周五、六、日的下午 2 点 30 分到晚上 10 点这一区

间组织人文社科活动。 中心招聘了一批志愿者协助

进行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并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 凤凰网等单位合作， 迄今已举办超过 300 场活

动，得到读者热烈追捧，成为厦门大学图书馆的自创

品牌，扩大了中心的社会影响。活动内容大多与区域

研究有关（见表 1）。

2 关于中心发展的思考

2.1 明确收藏地域概念
构建区域研究资料中心， 对所研究地域的历史

文化、地理环境等应有所了解，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

收集目标。 地理范围广大时， 要明确收集的重点区

域。区域研究文献包括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相比研

究成果，原始资料更难获得也难保管，一旦有机缘获

得原始资料，及早保护并进行数字化产品开发，就能

很快形成收藏特色。如，北伊州大学东南亚图书馆重

视缅甸区域的资料，藏有极其珍贵的老挝棕榈叶书，
以及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东南亚的许多地图； 密西根

大学东南亚图书馆藏书以印尼、菲律宾、泰国为全面

收集重点， 该图书馆拥有由东南亚艺术基金会捐赠

的 10 万余幅东南亚照片［1］。
2.2 注重培植领域人脉

在国内外，研究华人华侨，特别是研究东南亚地

区华人华侨的专家和学者并非恒河沙数， 如果能和

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取得尽可能多的联系， 对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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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如在数据库试用后期，可以设计用户

意见表，通过读者反馈意见统计其使用频次、状况、
效果等，依据统计数据，决定是否采购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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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将大有裨益。
搜集区域研究文献资料需要有专家的眼光。 聘

请专家做顾问，不仅可提高图书馆的威望，扩大中心

在国内外影响，还可对文献收藏进行有效指导，快速

甄别。如地方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以厦门大学图书

馆顾问的身份，为中心馆员牵线搭架，引见了许多东

南亚的朋友； 其渊博的地方史和华侨史知识为馆员

们了解和搜集海外文献资料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此

外， 洪老的学识在国际交流对话中， 更能够深入话

题，挖掘资料信息，拓展思路，同时也为诸多华人朋

友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惑的史学问题。
2.3 提高馆员素质

流通阅览是中心的基础业务， 但大量的其他业

务，诸如文献收藏、学科服务、活动策划等，要求馆员

有更深厚的学科背景和人文素养， 以及国际化的视

野。 中心要求馆员围绕特定主题或领域的资料进行

了解和搜集，多与从事采访、国际交换等相关业务的

同事交流沟通，了解本馆需求，及时做好与各业务岗

的反馈工作。 中心鼓励馆员外出参观、学习，加入馆

内跨部门合作团队，接触最新的互联网络技术，应用

微博、微信、印象笔记等平台提高信息获取、发布及

知识管理的能力。
2.4 适时改变场所功能

高校图书馆的内部空间除了文献阅览外， 大多

用于读者“自习”或辟为读者休闲消费场所（如咖啡

厅）， 会议室或报告厅则主要用于校方安排的讲座，
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图书馆应该主动改善条件，多

方共建，策划各类型的文化活动，提升学术品味，以

期真正成为学校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 中心只有

1 名策划馆员，3 年举办了超过 300 场的各类活动，
充分利用了 600 平方米空间的 80 多个座位，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2.5 研究和资料并重

中心 的 定 位 要 随 着 服 务 内 容 的 变 化 而 适 度 调

整。目前中心以收藏资料为主，未来将提升为学术研

究和收藏资料并重的“研究中心”，为大学区域研究

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中心将对区域研究资料进行系

统的收藏与整理，依托特色资源进行区域学术研究，
推送区域研究资料，促进资源共享。
3 结语

总结中心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 大致可以概括

为：以藏为主，参与研究；贴近读者，服务学术；应用

技术，整合资源；拓展联系，加强协作。即以文献收藏

为业务主线，请来专家担任文献收藏利用顾问，深度

参与学术研究；充分发挥图书馆空间资源，推介人文

社科学者讲座报告；应用互联网络技术，对已有资源

进行整合，建设东南海疆特色数据库；与校内外、国

内外相关机构加强协作， 实现文献共享。 “服务、收

藏、研究、共享”将成为中心今后的发展方针。
中心的定位较高， 馆员从事的业务和传统的图

书馆业务有所不同。 创新的工作实践开阔了图书馆

员的视野，增强了图书馆员的学术素养，提升了文献

收藏的数量和质量， 逐步充实东南海疆研究特色馆

藏，助力厦门大学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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