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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
“电子期刊知识讲座”在我馆举行

　　网络环境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图书馆资源结构的调整。电子期刊作为数字
化信息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图书馆馆藏资源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何做好电子期刊的采选引进以及入藏之后的管理服务工作，是意义重大而
亟待积累经验的课题。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在今年2月换届之际，
提出今后期刊工作研究的重点是开展对电子期刊的采购、编目、管理服务方
面的研究。为此，研究会于2001年6月14日在北大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了
以电子资源的采购、整合与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期刊知识讲座”。 
　　讲座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筹备，并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力协助。北
京市37所高校图书馆的160余名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了讲座，其中一些图书
馆领导亲自带队参加。 
　　报告开始之前，东道主北大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高倬贤同志致欢迎
词，北京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北京高校图书馆学会理事长胡越同志作简短发
言，表达了上级学会对期刊研究会主办这一活动的肯定与支持。蔡蓉华理事
长讲话简短介绍了第四届北京图书馆高校期刊工作研究会的理事会组成、研
究会的宗旨、主要任务及2001年拟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 
　　讲座内容有两项：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毅作了题为《电子资源建设
与服务》的报告，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兼信息咨询部主任肖珑作了题为



《电子资源的整合和服务》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当今电子资源开发的最
新进展，电子资源的种类，如何制定电子资源的采选政策和原则，如何对采
选来的电子资源进行技术处理，以及如何开展服务等方面，同时介绍了清
华、北大两校图书馆在电子资源的采购、整合及服务方面的具体做法及经
验。 
　　两位专家的报告很精彩，内容丰富、知识新颖，反映了当今电子信息资
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最新进展，受到与会同人的欢迎与好评。大家普遍反
映，这类讲座对于图书馆--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图书馆工作者是非常需要的，
可以起到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促进工作的作用，今后应多组织一些这样的
活动。 　　　　　　　　　　　　（史复洋）

“古籍联合目录资料库合作建置研讨会”会议纪要

　　“古籍联合目录资料库”建置计划，是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
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选定的合作项目之一。为推动此项工作
的顺利进行，4月19日、20日，"古籍联合目录资料库合作建置研讨会"在台北
举行。 
　　本次会议除台湾地区合作馆代表外，还邀请了内地、香港、澳门、北美
等地区古籍收藏单位代表出席，针对收录范围、分类法、主题词、著录项
目、名称规范、相关标准格式及转换等议题展开了研讨。由于受各种现实条
件的限制，难以获得完全一致的解决方案，经各方共同探讨在收录范围、著
录项目、名称规范、分类法和主题词等方面确定了若干规范。 
　　“古籍联合目录资料库”的建置工作，台湾地区部分已开始进行，并已
取得某些成果和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今后华文世界古籍联合目录奠定了初步
基础。为保证资料库的质量，决定成立“品质控制小组”（暂定名），其成
员可由实际参与合作的各单位代表组成，并聘请若干专家担任顾问。 至于本
资料库的建置模式，可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共同进行的方式。 
　　总之，完善的古籍联合目录资料库并非一蹴可就，当务之急在于促请各
馆即时展开工作，并克服现实条件，共同携手早日为大众提供可用的古籍书
目资料。 （李雄飞）

我馆代表参加“中文元数据应用国际研讨会”

　　2001年5月7-9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中文元数据应用国际研讨会”，
这是国内首次有关中文元数据研究的专题研讨会。我馆的肖珑、冯项云参加
了这次会议。 
　　肖珑以北京大学古籍数字图书馆元数据为例，作了“中文元数据标准的
设计与实现”的报告。我馆几年前以拓片为基础进行元数据研究实验，2000
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古籍数字图
书馆元数据"项目通过立项后，开始以古籍、善本、拓片、舆图、敦煌卷子以
及旧报刊等特藏资源为对象进行元数据开发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此
项目已经完成了中文元数据标准框架和拓片元数据标准等任务。肖珑的报告
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认为北大的研究从资源特点出发，元数据标准
研究和著录系统实践相结合，工作认真且有成就。 
　　此外，还有来自国家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台湾辅
仁大学图书馆的代表各自介绍了他们正在从事的元数据研究项目。 
　　在本次研讨会上，共有10位专家宣读了论文。为了对中文元数据的应用
进行一些实质性的研究，大会组织了两次专题讨论，一次是有关元数据标准
化的讨论，一次是有关元数据开发与应用的专家论坛，在讨论中，很多代表



表示了对北京大学古籍数字图书馆的极大兴趣，其中上海图书馆更表示要求
试用，并表示有兴趣参加以后的联合编目系统。 （李雄飞）

中国古代碑帖拓本展览在我馆揭幕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京港两地高校学术交流，由北京大学图
书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碑帖拓本展览，在结束了在
香港的近两个月展期之后，于6月11日上午在我馆隆重开幕。何芳川副校长、
戴龙基馆长、中大文物馆林业强馆长、北大艺术系彭其象副主任、我馆古籍
部主任张玉范先生等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何芳川副校长和林业强馆长
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双方致以简短而热情洋溢的开幕辞，并为展览剪彩。 
　　此次展览共展出148种展品，其中有98种是由我馆提供的，另外50种则
来自中大，可以说是集两馆藏拓之精华。从年代跨度来讲，上起战国，下至
清代，展示了书法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中镌刻时代最早的是战国时
期的石鼓文，最晚的是清道光9年刻的过云楼丛帖。而在品种上更可谓丰富多
彩，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画像等等，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如王羲之
书兰亭序、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书皇甫诞碑、褚遂良书圣教序，以
及苏轼、黄庭坚、米芾等的书刻拓片。我馆展品的特点是年代广泛、品种众
多，其中南宋曹辅墓志、元代鲜于光祖墓志、元代张伯颜圹志等实为罕见。
中大的展品特点是版本早，此次参展的宋拓本就有十余种之多，令人叹为观
止。 
　　本次展览为期两周，至25日结束。为配合该展览，两馆联合出版了一本
展品图册，148种精品尽收其中。另外，两馆及文物出版社还于6月12日在我
馆举办一个小型研讨会，，邀请了王靖宪、徐自强、王玉池、王连起、施安
昌、苏士澍、冀亚平、刘恒、伊藤滋、坂田玄翔等北京、上海和日本碑帖书
法界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前来座谈。 （汤燕 李雄飞）

学科馆员工作动态

　　　　　　　　　　学科馆员制度是图书馆为开展深层次的学科咨询而
　　　　　　　　　　采取的服务措施，随着学科馆员的确定，他们积极
　　　　　　　　　　与相关院系联系，各方面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现将
　　　　　　　　　　各位馆员的工作动态简单介绍如下：

　　卢振波（电子学）：在电子系资料室钱成老师的热心帮助下，获取电子
系全体老师的E-mail地址，共124个。给电子系全体老师发送IEEE/IEE数据库
使用通知，钱成老师还亲自到图书馆领取IEEE/IEE数据库的宣传材料并在电子
系资料室散发。很快得到电子系老师的反馈，他们对学科馆员服务的开展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对IEEE/IEE数据库的使用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张宇红（工商管理）：向光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室的负责人陈丽老师和
田旭红老师了解光华管理学院图书、期刊的收藏情况，以及教师学生对该资
料室的利用率及满足率等等。目前光华管理学院购书经费比较充足，教师和
学生对资料室书刊的使用率也不是很高，主要原因是教师和学生课程安排很
满。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以Email方式与光华的老师、学生联系更为适
合，目前已经搜集了该系大部分教员的Email，学生的Email还需按博士生、
研究生等分步骤进行搜集。另外与殷丽、肖珑等配合为经济学院学生、哲学
系教员、图书馆员等培训讲座三场，读者比较满意。

　　常大鹏（中文）：5月份以来，多次到中文系联系，终于得到全系老师的
电话号码及E-MAIL地址，然后给每位老师发了一封e-mail，希望他们能够切



身感受到图书馆的温暖和我们这些学科馆员的热情与周到，但发出的消息如
石沉大海，一去不回。下阶段准备仿照周幕红的做法，为系里老师做一些专
题方面的资料，如专题索引等。

　　周慕红（历史）：五月份给历史系每位任课教师发送两次介绍材料，其
中包括馆藏电子资源介绍和馆内最新服务内容介绍，并同主管科研的老师建
立联系，提出初步工作设想。系有关领导和有的老师认为，建立学科馆员制
度是件好事，历史研究比其他研究更需要文献资料的支持。大家商定有事情
及时联系，一道把这件好事办好。由于历史系五月、六月份搬家，不便进行
培训，改为发送文字材料、代老师检索问题和请老师推荐学术著作。几周
来，给全系任课教师发送与历史学有关的电子资源宣传材料约20种，用中国
期刊网和人大报刊数据库试检索问题1个，同时请常到馆的老师推荐好书。

　　魏丽娜（化学）：5月30日上午图书馆和化学院联合主办化学网上学术资
源专长讲座，特邀代理商Elsevier公司的技术专家Michael Kai和符惠珊介绍
CrossFire化学资料数据库产品及使用，到场的化学系师生共60多人。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卢振波老师就北大图书馆化学电子资源作了一个全面的概述。讲
座受到到场师生的好评，并当场填写了40多份问卷。

　　殷莉（哲学）：先后与哲学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胡军和吴国盛老师联系,
取得对方的合作支持。随后将我馆的哲学类电子资源介绍及服务简介通过E-
mail发给了各位老师，有些老师当即回复表示感谢。5月22日、6月1日咨询
部的肖珑老师和张宇红老师应哲学系的邀请，为该系的老师举办了内容为"电
子资源检索入门及哲学资源的网上查找"两场专场讲座，此次活动得到系领导
的高度重视，深受老师们的欢迎。

　　徐惠玲（经济学）：第一，了解系里情况，征集系里教员名单，E-mail
地址，联系电话及教员所授课程等。现已收集到16位老师的详细情况,同时将
我自己的自我介绍，E-mail 地址，联系电话等发给各位老师。第二，举办一
小讲座，介绍美国中心藏书情况，并将咨询部印发的图书馆最新电子资源散
页介绍给有关人员。第三，和系里有关人员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应系里
要求，下一步将联系安排教员来图书馆听讲座。

　　舒红（数学）：与数学科学学院主管教学和科研的院长取得了联系；将
我馆的电子资源及最新服务通过Email介绍给全院教职员工，并收到了一些反
馈。还将我馆"电子资源"的部分宣传材料放到数学图书馆，许多老师对此非
常感兴趣，并到数学图书馆索取不同的宣传材料。

　　梁姗（物理）：最近我与物理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张酣老师联络了一
下，征集了部分老师的e-mail地址，并将图书馆的电子资源简介和特色服务
介绍一并发给了上述老师。张老师提出了两点建议：1.希望相关的文献资源
再丰富一些（包括图书资料、电子资源）。2.能引进一些国外知名大学的教
材。现在所使用的教材太陈旧。

　　周黎丽（生命科学）：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发给了我负责的生命科学
院63个E-mail,（其中包括：学科馆员自我介绍、图书馆最新服务介绍、图书
馆电子资源、新书购买请求表格、馆际互借介绍、以及光盘数据库等等）。
已经收到了回复，有的老师还把改动的电话码告诉我，并表示谢意。



“庆贺季羡林教授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
六十六周年学术成果展”受到师生欢迎

　　5月16日上午10时，季羡林教授在戴龙基等馆领导的陪同下，高兴地参
观了“庆贺季羡林教授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学术成果
展”，平日仰慕季老的北大学子纷纷请季老签名，与季老合影，和蔼可亲的
季老与学子们沉浸在欢乐之中，展览开幕了。 
　　 整个展览展出了季老从山东济南高中毕业到现在的照片160多幅，证
书、聘书53份，荣誉证书46份，著作519册，手稿13份，珍品、条幅等实物
58件，是"文库"所办著名学者展展品最多的一次。其中有季羡林先生1934年
在清华大学头戴学士帽照片的毕业证书， 1948年北京大学聘请季羡林为文学
院教授的聘书，还有90年代季羡林教授荣获印度瓦拉那西（贝那勒斯）梵文
大学最高荣誉奖"褒扬奖"的奖牌，1999年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教授印度文
学院名誉院士的证明和披肩，1941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50年后
又荣获“哥廷根大学50年后在国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荣誉证书等珍贵
展品。一件件珍品，一本本著作，一页页手稿，既是季老学术上成就的见
证，又是激励北大学子们奋发向上，为创办一流大学而努力拚搏的动力。 
　　展览受到了学子们的热烈欢迎，参观者4000多人，盛况空前，并留下了
许多感人肺腑的话语，正如一位老教授所说：“这个展览办得很好，对后
辈、对学生有震撼心灵的力量，这是北大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正如学
子们在留言中所说：“（季老）您是我今后人生旅途中的榜样，您的品德、
爱国敬业的行为，无私地把心血奉献于国、于民、于世界的践行，永远引导
我们前进。” 
　　参观展览的还有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北大名誉博士香港著名爱国人士石
景宜先生，原图书馆馆长林被甸教授等。 　　　　　　　　　　　　　　
（周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