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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读者，主动服务 
--人文社科区为读者提供新的服务

  图书馆借阅量排名揭榜 李隆国、姜霖荣登榜首

　　图书馆在五月份开展的"与时代同行，创一流服务"优质文明服务月活动中，特别
公布了自1999年7月19日新系统启用以来借阅量达100本以上的教师名单（见附表
一）和借阅量达200本以上的学生名单（见附表二），以表彰他们读书不倦、勤奋好
学的精神。在17名教师中，从学科来看，理科教师有2人，文科教师有15人，其中社
会学教师最多（4人），历史系讲师李隆国名列第一。从职称看，教授2人，副教授4
人，讲师及助教10人。在7名学生中，从学科看，理科1人，文科生6人，其中中文系
和国关学院各2人。经济学院硕士生姜霖名列第一。从学生类别看，硕士生最多，为
4人，本科生2人，双学位1人。 从所借图书类别看，教师倾向于借阅与自己专业有关
的书籍，学生则在自己的专业书籍之外，还借阅大量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和文艺小
说。 （图书馆 张红扬）

1. 借阅量达100本以上的教工名单

姓名 职称 读者号 单位 借阅量

李隆国 讲师 1971189 历史学系 205

赵旭东 讲师 1965431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所

154



李康 讲师 1971253 社会学系 137

李猛 助教 1971153 社会学系 136

章亚航 副教授 1933253 国关学院 133

吴晓樵 助教 1971206 西语系 132

陶伟 博士后 1967357 生命科学学院 130

王 建 讲师 1965193 西语系 121

黄春高 讲师 1966360 历史学系 120

靳希平 教授 1949041 哲学系 115

吴杰伟 助教 1974031 东方学系 110

王宗昱 副教授 1954104 哲学系 109

刘田 讲师 1966408 计算机系 107

袁 刚 副教授 1953312 政治学系 106

马振方 教授 1933109 中文系 106

冯前进 讲师 1960234 东方学系 106

高丙中 副教授 1962353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所

105

 

2. 借阅量达200本以上的学生名单

 

姓名 学生类别 读者号 单位 借阅量

姜霖 硕士 19925039 经济学院 378

陈尔杰 本科 9611086 生命科学 259

李逸 双学位 9924202 国关学院 245

黄湘 硕士 19828263 光华管理学院 240

张振海 本科 9820012 中文系 239

潘 玲 硕士 19720028 中文系 225

郭建业 硕士 19924075 国关学院 209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精华展》反响强烈

　　为向公众展示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古籍典藏，在新馆建成两周年之际，《北京
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精华展》于5月22日隆重开展。 

 　　 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近百年来，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成就了今天为海内外
所瞩目的古籍收藏，富藏约150万册，居全国第三，高校之首。尤其是善本书，多达
15000余种，17000多部。从版本来说，宋元本多，明嘉靖以前本多，孤稿本、抄校
本、名人手校题跋本多；就内容而言，经、史、子、集、丛皆备。特藏中，方志多、
家谱多，舆图也有相当数量。金石拓片近3万种，约6万份。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囊括了历朝各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史考据，辨章学术源
流，考究文物制度，追溯古代文字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与参考价值，长期以
来，不仅在北大传统文化学科群的教学与科研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国
内外学者所广泛利用。 
　　 本次展览精选了我馆古籍善本特藏中的精华，分为善本、金石拓片、舆图、书
画四个部分，展品中有我馆所藏最早的文献《北凉承平间高昌县高昌郡赀薄》；唐开
元5年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北宋崇宁3年刻本《弘明集》；程甲本、程乙本



《红楼梦》；米万钟的《勺园修禊图》（复制品）；米万钟、康有为等人的绘画、书
法真迹等，共计146件展品，既体现了古籍善本的文物价值性、又展示了其极高的艺
术欣赏性，开展首日即观者如织。从开展头两天的情况来看，观者踊跃，反响热烈，
每天都在400人次以上。 
　　 本次展览，不仅是我馆古籍善本特藏精品的一次大规模展示，更是向广大师生
普及古籍知识，弘扬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实施形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
课堂。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对展品作了精心选择，在突出历史文物性的基础上，
也注意展品的艺术欣赏性，力求做到雅俗共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古籍特藏部)

爱护图书 　从我做起

　　上书组成立已经有几个月了，在领导的关心与指导下，在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馆内外的认可。从一开始我们
便面临着工作量大、工作人员少的矛盾，每天不但要将读者还回馆内的图书分类上
架，而且要将读者在馆内阅览的图书整理上架，还要随时整架顺架、维护架面的整
洁，减少错架率。由于工作量加大，成立之初许多同志都不能适应，一些身体不好的
同志甚至累得掉了眼泪。但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家有困难一起商量，互相帮
助，尽职尽责，完成本职工作，方便读者借阅。 
　　 每天，我们除了完成上书整架的工作外，一有空余时间，我们全组的同志便把
在上书整架过程中随时发现的破损的图书整理出来，进行修补。少时几本，多时十几
本，甚至 几十本。有的书被读者乱涂乱写，变成了他们的笔记本和练习册，有的一
些新书就被读者将其中的某些部分撕掉，变成残书。我们在工作中见到这种情况都非
常痛心，书是我们的好朋友，图书馆的书更是我们每一个读者的好朋友，我们作为图
书馆员会尽心地爱护每一个朋友，但我们更要大声地呼吁全校的读者，爱护、珍惜每
一本图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做起，爱护图书，不撕书、不画书、不折书、也不
在图书馆里藏书，（把自己需要的书藏起来，不让其他读者和管理员找到，这样十分
影响图书的管理和典藏，更影响其他读者的借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养成爱护
图书的良好习惯，这样我们的图书才能书尽其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流通部上书组)

编 者 的 话 图书馆的保安同志为保护读者利益，维持图书馆秩序，维护图书馆财产
安全，付出了许多辛苦。他们还在本职工作之外为读者作了许多好事。最近我们收到
一封来自读者的表扬信，在这里予以刊登，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读者与保安人员之间
的交流与理解。

尊敬的图书馆领导： 
　　 上星期六我不慎把手机掉入图书馆一楼的厕所管道里，当我告知当值的警卫
后，卢、孙、张三位警卫非常关心，不怕脏累，认真打捞，最终把手机捞了上来，使
我深深感动，特此致谢。 
　　　　　　　 　　　　此致 
　　　　　 敬礼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生 
　　　　　　　　　　　　 　　　　　　　　　　　学号：09728091 
　　　　　　　　　　　　　　　　　　　　　　　 2000年5月23日

2000年春季教学参考书配备情况

最近，教学参考书阅览室将2000年春季教学参考书的配备情况进行了汇总和统计，
基本情况如下： 2000年春季文科各院系上交87门课程的参考书单，指定参考书目
867种，共配备参考书685种，840册，满足率79%； 2000年春季理科各院系上交
121门课程的参考书单，指定参考书目422种，共配备参考书348种，439册，满足率
82%； 图书馆缺藏的图书采访部正在积极想办法补充和订购，目前有些图书已经买



到并提供使用，有些已经订购和复印。 读者在新系统查询中的"教学参考书查询"界
面，可方便地通过"教师姓名"、"课程名称"和教务部或研究生院提供的"课程号"来查
看教学参考书的书目清单，读者可根据索书号到指定的馆藏位置借阅或到教学参考书
阅览室阅览。 　　　　　　　　　　　　　　　　　　　（流通阅览部）

古　籍　部　工　作　动　态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馆藏图书的使用价值，日前，古籍部从保存本阅览室调拨了一
批大型文史工具书，实行开架阅览，方便读者查阅古籍文献。这批工具书计有《中国
历代经籍典》（台湾中华书局）、《国朝名臣奏议》（北大出版社）、《名山藏》
（北大出版社）、《国朝典汇》（北大出版社）、《昭代典则》（北大出版社）、
《皇明大政纪》（北大出版社）、《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中国地方志集
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传世藏书》（海南国际新
闻出版中心）、《清代起居注册》（道、咸、同三朝，国学文献馆）、《雍正朝起居
注册》（中华书局）、《乾隆朝上谕档》（档案出版社）、《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国立故
宫博物院）、《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等，共千余册。 
　　 长期以来，古籍部的工作一直处于一种吃老本的状态，只是在原有馆藏的基础
上做些"修修补补"。近两年来，我馆的资金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古籍书建设重新得到
重视。古籍特藏是我馆的一大特色，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馆领导很有眼
光，从去年起，每年拨出一定的古籍购藏专款，用于古籍藏书建设，这在历史上也是
破天荒的。我们深知这笔专款来之不易，应该很好地利用，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的
购书原则是以补充品种为重点。近日，我部由杭州宝贻斋购得一批古籍，共计34
种，多为家谱、契约和执照。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由于它的地域性、家族
性，以及刻印的非官方性，使得它的印量较少，存世的副本极少，多为孤本，因此，
家谱的收藏可谓花钱不多，但价值较大。此次所购古籍中，家谱占了绝大多数，计有
程、宋、赖、杨、周、卢、贺、汪、吴、蓝、郑、汤、赵、施等姓，进一步丰富了我
馆的家谱专藏。 
　　 我馆的古籍收藏是具有国际声誉的，为展示建馆近百年来我馆古籍收藏的风
貌，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我部举办了古籍特藏精华展，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古籍特藏部）

动 态 清 点 图 书 　方 便 读 者 找 书

　　自92年用计算机借还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未对计算机中的馆藏信息进行过清
点，有些图书已不知去向，有的已经损坏，还有的图书进行了馆藏位置调整，有些图
书计算机内数据状态已经不准确，给读者找书带来了不便。 
　　本学期以来，我们对过去积压的一些破旧图书全部进行了整理，该装订的装订，
该剔除的剔除，并在计算机中作了标识，第一批送去装订的1269册图书已经全部上
架，第二批需要装订的1554余册图书已经整理完毕，并送去装订，预计暑假前装订
完毕。同时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对读者找不到的图书随时进行清点，只要读者将找不到
的图书反映给工作人员，他们就及时查找该书下落，找到后及时上架和清点，并在计
算机中作出标记，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准确的馆藏信息，方便读者找书，同时也希望读
者将自己急需而又找不到的图书及时反映给工作人员。 
（流通阅览部）

过刊阅览室为读者做实事

　　在图书馆开展"与时代同行，创一流服务"文明服务月活动中，409过刊阅览室为
读者办了两件实事： 
　　 一、根据读者的需求量，决定将8层西文刊库中查阅及复印量最大的美国《化学
文摘》（CA）搬至7层库入口附近的期刊架上，既方便读者查询和复印，避免读者
上、下楼的麻烦，又可改善读者的阅览环境（许多读者喜欢在库里查阅，而库里冬冷



夏热）。时值夏季，气温高达30多度，库里更是高温闷热，本室三位女同志在两名
保安人员的协助下，挥汗如雨，连续奋战3个小时，下架、搬运、上架，把砖头块一
样重的合订本外文刊共1588册从八层库运下摆放在7层库入口附近的最佳架位上(占
15面书架)。这项工作虽然十分辛苦，但大家觉得只要读者方便了，自己再累也心甘
情愿。 
　　 二、增高了七层书库入口的高度。由于七十年代旧馆施工上的失误，致使入库
口的高度仅有1.70 米。因多年来一直闭架阅览不开库，只是几位女员工由此进进出
出，还不构成问题。实行读者入库开架阅览后，此处成为读者的必经之路，个子稍高
一点的读者都需低头进出，稍不留神，就会碰头。考虑到读者的安全，我室积极向领
导反映情况，要求把入口处加高。馆里十分重视这件事，尽管有承重樑的问题，施工
存在一定困难，仍决定对其进行改造，并很快就派来了施工队，在我们的配合下，顺
利完成了改造工程，将入口高度增加了20公分，这样即使是身高1.90米的读者，进
出时也可以安然无恙了。 
（409过刊阅览室）

古籍部整理原教师阅览室闲置图书

　　古籍部近日工作十分繁忙，主要是举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精华展》
和做搬迁俄文楼40万册未编古籍的准备工作。利用这两项工作的间隙，我部姚伯
岳、丁世良、李雄飞三同志，在两名保安的配合下，对原教师阅览室（223）二层小
库中、已闲置一年多的图书进行了部分整理，将其中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初
编》共2000余册吸尘、打捆，运至古籍特藏阅览室，使这批图书重新与读者见面。
　　　　　　　　　　　　　　　　　　　　　　　　　　　（古籍特藏部）

方便读者，主动服务 
--人文社科区为读者提供新的服务

　　自用计算机借还书以后，很多读者不清楚或忘记盖还书日期章，记不清所借图书
的应还日期而导致自己所借图书过期，针对这一问题，人文社科区的同志积极想办
法，为读者着想，利用接待读者的空隙时间，事先将应还日期盖在便条上，当读者办
完借书手续后，他们将此便条夹在书中，并提醒读者"这是所借图书的还书日期"。他
们的这一做法，方便了读者，减少了读者的等候时间，同时也得到了读者的肯定。
　　　　　　　　　　　　　　　　　　　　　　　　　　（流通阅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