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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文化标识”延续“城市记忆”

图书馆：文献开发 复兴地方文化

重点文献征集内容：
1.地方年鉴（统计资料、年度报告、白

皮书、蓝皮书等）

2.地方志（各类专业志及各镇、村志）

3.地方史（各时期、各行业、各专题及各机

构或个人；史实、大事记、史料等）

4.地方概览（包括区域词典、百科全书，各种

综合的大全、指南、概况等）

5.家谱及族姓资料（包括遗存和新编的）

6.旅游读物（介绍区域山水胜迹、风物习俗、旅

游服务为主题，也包括各种题咏集、资料集及节会

文献等）

7.本地作家著作及手稿

8.专题资料汇编（永康百工、门博会、胡公文

化、陈亮文化等相关的文献资料）

9.名录（包括各类企事业组织与社会机构名录

和产品、商品等名录，企业30页以上的样本）

10.地图地情（包括书册、单幅等行政区域图、

交通图、旅游图、乡镇地图、会节地图）

11.政协文史资料（新四军、抗日文献、政

协工作、台侨联工作文献等）

12.电话号码簿（各种黄页、邮政编码薄、

企事业单位号码薄等）

13.地方丛书、文献汇编

14.图照集（以图照为

主体，特定时期、特定主题

或特定机构的文献汇集，重

点收集民国前的老照片、老

身份证、户口簿、土地证等）

捐赠热线：0579-89280973

（750286）

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数十排书柜

齐肩站立，书香四溢。

在一格书架上，记者翻到 4 本青

皮薄本，几行黑色竖体小字注着嘉

靖、光绪、道光、正德，这是 4 部明清

时期《永康县志》。

这些不同时代的字迹，就像音符

一样汇成了一段历史的旋律。

“不同于其他图书，地方文献重

在它的史料价值，懂它的人，能慧眼

识金，当做研究历史的宝藏。”图书馆

馆长徐关元说。

据了解，地方文献可谓“一地之百

科”，涵盖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土

人情、人物传记、名人轶事等形式不一

的信息资源，极具本地区特征。

早在20年前，市图书馆就开始征

集、整理、入藏省十大类地方文献，并

高瞻远瞩，深挖地方特色文献专题。

承载着太多新老永康人情结解

放街，无论是八家店还是老电影院，

都留有存影；曾经辉煌的民间艺术

——永康鼓词几成绝唱时，去年，图

书馆专门请鼓词老艺人唱了一个多

月的“古事”，抢救性录制保存了 90

个鼓词。再将视线拉近，本届中国五

金博览会信息资源也将“入住”图书

馆，作为专题文献进行收藏，这已是

第二十年。

如今这些分散于各处，极具永康

特征的文献资料被图书馆一一珍藏，

并逐渐形成四大专题文献：永康百工、

永康门博、陈亮文化、胡公文化；系列

文献有期刊小报、党报、文史哲文献；

节会文献 100 多个；谱志文献 567 部

3700册。

“很多文献眼前看不到价值，但是

五十年上百年后，意义非同一般。”徐

关元说，地方文献存在的第一个价值

就是存史。一代一代的人，只有通过

文献记录下来的历史轨迹，去了解过

去，才能把握现在，启迪未来。

为丰富文献资料，图书馆还组建

了地方文献志愿者团队，并以图书馆

为“文脉”，触及真街区文化站、20个分

馆，来搜寻、征集地方文献。网络上，市

民可在图书馆官方网站中浏览到各类

文献、本土作家作品。

由于种类丰富齐全，专题特色鲜

明，2012年图书馆在全省公共图书馆

地方文献考核中脱颖而出，获评为浙

江省地方文献示范馆，全省仅6家。

地方文献，虽有很多的故旧，

却可以“复活”。

近年来，图书馆先后举办了

“十佳藏书家评比”“读书知识竞

赛”“五金科技文献信息展”“未成

年人读书节”等活动，旨在通过地

方文献二次开发，重塑永康“文化

标识”，延续“永康记忆”。

其中“走读永康”活动，经媒

体报道后，吸引了众多读者参加，

形成创新品牌。

回想起当时热闹的场面，“导

游”图书馆主任俞彬琳仍很兴奋：

“紫微园是我市的文化大观园，内

有名臣胡则和王崇的故居；其园

内数十幅楹联也有不少趣话，可

谓一步一景,一景一典故。”

而在同行人看来，“走读永

康”之所以受到推崇，就是因为很

好地将地方文献串联，并就地取

材，给孩子埋下保护文献的种子，

而且鲜有成本支出。

徐关元说，地方文献往往是

阅读的死角。因为生长于此，不

愿意去深读，以至于对家乡的人

文历史、典故、民间故事缺乏系统

了解，如此一代代延续，会越来越

陌生。因此二次开发这些珍贵的

地方文献，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对地方文献最好的

保护，是让它得到更好、更广泛

的传播与共享。腹有诗书气自

华，对一个人如是，对一座城市

亦如此。保护好地方文献，也就

保护好城市文化的“传承密码”

和“遗传基因”，才能打造出有底

蕴的文化之城，提高城市综合竞

争力。

据悉，10 月 19 日至 25 日文

化艺术周，图书馆将举办“舌尖

上的永康·美食知识竞赛”及永

康味道图片展，鉴赏楼美茹等摄

影家编辑的《永康味道》。10 月

中 旬 ，他 们 还 将 送 展 览 下 乡 ，

让农村人也重温怀旧美食，诸如

即将失传的狮子馒头。

另 外 ，9 月 25 至 10 月 15

日期间，读者还能在图书馆观赏

“20 年五金博览会文献展”，见

证一个展会是如何改变一座城

市的。

典藏特色 获评浙江省
地方文献示范馆

如果把整座图书馆都
看成一本书的话，地方文献
无疑是最精彩的篇章。透
过时代所留下的文献，我们
就可清晰地了解到，永康所
走过的一段段历史轨迹。
如今，地方文献不再只是一
种留存的、记忆的符号，而
是通过不断地二次开发，延
续“城市记忆”，为后人树起
地方精神标杆。

文献征集
需要人人参与

热烈祝贺第20届中国五金博览会隆重举行

□记者 田妙联

我市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

杰地灵，广泛全面、系统地整理

这些文献遗产既是城市文脉

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城

市文化传承的需要。徐

关元说，地方文献征

集 需 要 大 家 的 支

持，如果您手里有

永康的山、水、

风 俗 人 情、政

治 经 济 方 面

文献，请记得

送 到 图 书

馆，一旦入

藏，就将

成 为 图

书 馆 的

宝 贝 ，

得 到

用 久

保存。

二次开发
复兴地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