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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潍坊文化”的区域源流、历史渊源、内涵特色与社会价值,规划了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建设

的目标、框架、途径、方法,构想了特色信息资源库的运行模式。

关键词:潍坊文化;信息资源;资源库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165-04

基金项目: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11056)

作者简介:郭海明(1973-),男,湖南茶陵人,管理学硕士,潍坊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特色信息资源建设反映了一个图书馆藏书的

个性,代表了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衡量一个图书

馆信息资源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图书馆提升

服务能力的物质基础。特色信息资源库是指一所

图书馆在资源类型、内容、体系上区别于其他图书

馆而形成的独特信息资源集合,特色可以表现为独

具特色的具体馆藏类型,也可以是与众不同的整个

馆藏体系。建设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的目的

就是要构建与众不同的馆藏内容与资源体系,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与

水平。

一、潍坊文化概述

(一)潍坊文化的历史渊源

潍坊南依山、北临海的独特自然环境与深厚的

历史积淀成就了潍坊显著的地域优势和显明的地

域文化特色。从地域范围来看,潍坊文化所覆盖的

区域随着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但其核心区域始终

是完整的,从而保证了潍坊文化核心内容的有效传

承与统一。经考古发现,远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这里就创造了古老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

化和龙山文化,集中分布在当今的弥河、白浪河、潍
河流域,放射出潍坊文化最早的光辉[1](P1-3)。夏、
商、周三代都曾在此封邦建国。古北海郡、古青州、
古密州也相继在这里建制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这

里产生了辉煌的齐文化。潍坊是齐文化发祥的腹

心地带。潍坊文化与齐鲁文化同根同步又具有自

己的特色,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内

容。在这里诞生了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如管仲、晏婴、郑玄、贾思勰、张择端、王尽美、王统

照等。大批贤士良臣在这里施展过雄才大略,留下

孔融、苏轼、范仲淹、欧阳修、李清照、郑板桥等众多

历史名人的足迹。
(二)潍坊文化的内涵特色

潍坊文化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概念,有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是在今天潍坊地区存在和发展的一种

传统文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史前时期至春秋战

国、西汉至明朝初年、明清至潍坊特别市的建立、新
中国四个阶段。潍坊文化以齐鲁文化为主体,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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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数千年,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文化单元,有着自己独具的地域文化特色[2](P44-45):
第一,海洋文化特色浓郁。潍坊北环渤海,陆上水

系发达,海洋文化性是潍坊文化的基本特色。原始

社会早期的潍坊居民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以渔猎为

主,海洋化工已是现代潍坊的支柱性产业。第二,
古文化极其辉煌。有远古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和龙山文化、夏代的东夷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齐

文化。第三,汉代经学极其盛行。有着国内知名的

经学大师、名宿与门徒,出现了大批经学学术成果,
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第四,清代金石学与文学十

分繁荣。潍坊地区的金石学历史久远,宋代出现过

第一次高峰期,清代进入了又一个高峰。第五,具
有广泛的民间性。潍坊民间文化特别发达,主要包

括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民间风俗三个方面。最

有代表性的,如潍坊风筝、杨家埠年画、潍坊仿古

铜、潍坊嵌银等。
(三)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建设的价值

潍坊文化信息资源对潍坊经济、文化、科学研

究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
潍坊经济发展的需要。潍坊文化信息资源产生于

潍坊,是有关潍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

全部记录,其本身就是潍坊社会发展的结晶、记载

和表现,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技术性和科学性,对潍

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第二,是潍坊文化传承的需要。潍坊文化连绵

传承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

单元,有着自己独具的地域文化特色。研究、弘扬

潍坊文化,能够唤起潍坊人奋进、开拓、创新、进取

的创造性精神,推动潍坊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地方文化信息资源的学

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为科学研究提供信息、知识、参
考数据和真实资料,特别是与研究对象有密切关系

的发生地有关资料,只能从地方文献中查寻。第

四,是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当今图书馆要想在激烈

竞争的信息服务领域抢占竞争优势,就必须打造自

我资源和服务品牌。要做好特色服务,就必须拥有

自己的特色信息资源库和服务品牌。建设地方特

色文献信息资源库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创立信息服

务品牌与特色的关键工作。

二、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建

设思路

(一)建设目标

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建设应从潍坊地域

文化、区域环境入手来定位资源库建设的目标。潍

坊学院图书馆在潍坊文化特色资源库建设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建设潍坊学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更要

结合潍坊地域文化、环境的特点进行特色资源库建

设的目标定位[3](P42)。在科学定位潍坊文化内涵的

前提下,对潍坊地方文献资源特点进行系统分析与

研究,然后确定要建什么样的资源库,明确各个资

源库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潍坊地方文化信息资

源是记录潍坊地区自然、历史、社会现象以及该地

区人士所著述的一切类型的文献,内容涉及本区域

的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经济、产业、民族、宗教、
自然资源、民风习俗等。应将潍坊地域环境看成一

个特定地域文化体系进行针对性研究。潍坊文化

特色信息资源库的建设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科学研

究;二是服务社会。服务和研究具体表现在服务地

域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学科建设等领域。因此,
潍坊文化信息资源库建设的目标应该定位为集研

究与服务于一体的潍坊地域文化信息资源中心。
(二)建设框架

根据潍坊地域环境、文化特点和优势,潍坊文

化特色信息资源库的建设框架可以设定为:潍坊文

化文库、潍坊历史文库、潍坊经济文库、潍坊地理文

库、潍坊资源文库、潍坊民俗文库、潍坊音乐文库、
潍坊文献文库、潍坊古籍文库、潍坊文化导航库。
潍坊文化文库主要收集与潍坊地域文化发展有关

的资料,包括文化源流、文化名人、文化遗存等;潍
坊历史文库主要收集与潍坊发展有关的历史资料,
包括区划沿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考古、历
史传记、年谱等;潍坊经济文库主要收集潍坊经济

与工业发展方面的资料;潍坊地理资料主要收集潍

坊山河、气候、水汶、地质、生态等地理环境方面的

资料;潍坊资源文库主要收集潍坊区域内自然资源

状况方面的资料;潍坊民俗文库主要收集潍坊民俗

风情方面的资料,包括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如杨

家埠年画、高密剪纸、潍坊风筝、潍坊嵌银漆器、仿
古铜制作等;潍坊音乐文库主要收集潍坊民间音

乐、舞蹈、曲艺、器乐等方面的文献与声像资料,主
要包括号子、小调、秧歌、大鼓、快书、茂腔、吕剧、周
姑子等;潍坊文献文库主要收集潍坊的专门研究资

料和潍坊籍人士著作资料,包括方志、族谱、专著、
文章、诗词、字画等;潍坊古籍文库主要收集潍坊地

区内流传的古典文献资料;潍坊文化信息导航库主

要是给用户提供信息资源网络导航。

661



(三)收集途径

潍坊文化信息资源内容繁多、类型复杂、涉及

面广,收集时一定要注意地域优势、区域环境和地

方特色。就潍坊学院图书馆而言,一定要根据该校

地方综合性院校的实际情况和教育文化环境优势

确立资源建设切入点,积极探索和创建有利文库自

身发展的途径和模式。在收集的过程中要调查研

究、科学分析、找准目标,抓住重点、突出特色,合理

分配有限经费。常用的收集途径有:[4](P64)一是征

订和购买,对于市面可以购得的文献资源可采用订

购的形式取得;二是拍买,许多地方文献资料为内

部出版或作者自费出版,在书目上根本查不到,特
别是古籍、旧版文献,只能到拍卖会或古旧图书市

场收集;三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呈缴本制度,要
求潍坊本地的出版物必须呈送样本;四是募捐,充
分发动社会各界友好机构与热心人士捐赠地方文

献资料;五是交换,通过与对方实物交换各取所需,
获取非买品资源;六是复制和析出等,对于无法收

藏到原始文献的资料,采取复制与析出原文的办法

收集;七是社会引入,针对社会藏书家的馆藏,采取

附条件引入的办法获得文献的使用权。
(四)建设方法

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规范和方法来建设潍坊文

化特色信息资源库,直接关系到特色信息资源库建

设的成败。首先,构建完备的信息资源建设组织体

系。需要在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充分整合潍坊

学院现有相关部门,如图书馆、北海(潍坊)文化研

究院,山东民俗文化研究基地、文化史研究所,成立

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建设中心,制定总体规划,
确定建设原则,统一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其次,联
合潍坊市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成立潍坊文化信息资

源协作机构,以方便不同机构间的资源共享、协作

与交流。第三,制定潍坊文化信息资源体系建设标

准。潍坊文化信息资源建设标准包括:核心元数据

规范、资源建设工程管理规范、资源征集共享规范、
资源版权管理规范、资源分类标引著录规范、资源

数据加工规范等。第四,建立专门的潍坊文化信息

特色资源阅览室或书库,比方潍坊学院已经建成的

潍坊文化名人馆、古籍特藏书库及在建中的“潍大

记忆文库”。第五,大力开展潍坊文化信息资源数

字化建设,通过建设联合书目数据库、特色数据库、
虚拟馆藏、网络导航等形式构建出一个特色化的潍

坊文化信息资源平台与体系。[5](P95)

三、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的

运行模式

资源规划、收集与整理只是潍坊文化特色信息

资源库建设的第一步,资源库的管理、运作与服务

才是资源库建的目标和价值体现。对潍坊文化特

色信息资源库的管理、运作与服务是潍坊文化特色

信息资源库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内容。科学的管理

体制与运作机制是确保特色信息资源库健康发展

的重要手段,广泛、有效、富有特色的服务是特色信

息资源库生命力的体现。
(一)协作化管理

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的发展涉及建设者

和使用者双方合作与互动,要有效实现资源建设和

服务目标,就必须有科学的管理体制来明确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地方特色文献往往分散在这一地域

的各个地区,要想全部集中拥有是不可能的,潍坊

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也只能集中收藏潍坊文化的

部分文献资料,更多的资料还要借助于地方各级各

类文化信息机构的合作与参与。因此,潍坊文化特

色信息资源库的管理只能采取协作化的管理模式,
建议潍坊市文化主管部门牵头协同潍坊学院、潍坊

市内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社会藏书机构,成
立跨系统、跨部门的潍坊文化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协调机构,加强不同县市区、不同机构之间的资源

协调与合作。比如在潍坊市文化局内设立潍坊文

化信息资源协作中心,在潍坊学院图书馆设立潍坊

文化资源建设中心,在市县区图书馆及各高校图书

馆设立分中心。同时建设一套科学的协作管理制

度,明确各成员的责任与义务。
(二)市场化运作

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建设不是一个简单

的资源收集项目,它是一个深层次的特色信息资源

开发项目,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

后实际上就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信息产品。因此,潍
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库的的运作应采用市场化的

模式,即通过协作化的管理手段整合内部成员间的

特色资源,创立潍坊文化信息资源服务品牌,拓展

外部服务空间,实现坊文化信息资源库市场化。同

时采用科学的评估监督机制,对特色信息资源的利

用、开发与服务进行评估监督,以资源建设质量和

服务效果、经营管理手段为评估监督核心,推动潍

坊文化信息资源库的健康发展。在具体运作机制

上,可采用会员制的形式,组织政府部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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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成为会员,并交纳会费

来参与资源库的建设并享受充分的使用权利。从

而真正实现资源管理科学化、资源建设特色化、资
源服务社会化、资源运作市场化的目标。

(三)社会化服务

任何信息资源的建设都是为了服务。潍坊文

化信息资源库的建设终极目标也是为了服务,为潍

坊地方经济发展、区域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宝

贵的文献资源。因此资源服务是潍坊文化信息资

源库建成后的工作重点。我们应当面向全社会、面
向所有需要潍坊文化信息资源的用户开展广泛的

深层次服务。只有服务社会化,潍坊文化信息资源

库才有发展的动力。根据建设目标与资源框架,在
服务组织结构上,可下设立三个服务部门:一是阅

览部,负责特色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本地阅览服务,
其中包括印刷文献与电子文献借阅、数字资源下载

等服务。二是事业部,负责潍坊文化特色信息资源

库用户开发与管理,负责信息资源利用平台建设与

管理,负责特色信息资源的长期规划与建设,积极

拓展对外信息服务领域,建设潍坊文化信息资源服

务品牌。三是信息部,负责潍坊文化信息资源的增

值开发,负责特色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与服务,
负责定期编写潍坊文化专题信息刊物,开发出版潍

坊文化信息光盘,并为会员提供专题咨询、信息检

索、文献传递等服务[6](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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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nformationResourcesDatabaseConstructionof“WeifangCulture”

GUO Hai-ming
(LibraryofWeifangUniversity,Weifang,Shandong261061,China)

Abstract:Thethesishasoutlinedthehistoricalorigin,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andsocialvalueofthe
WeifangCulture,andhasplannedtheconstructiongoal,frame,waysandmanagementpatternofinforma-
tionresourcesdatabaseofWeifangculture.
Keywords:Weifangculture;informationresources;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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