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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情快递

学术之窗
常用学术搜索引擎简介

        CNKI学术搜索    http://scholar.cnki.net   由中国知网建立，面向

海内外读者提供中、外文学术文献、学位论文、报纸、会议、年鉴、

工具书等各类资源统一检索、导航、在线阅读和下载服务。

        超星读秀  http://www.duxiu.com  由超星海量文献资源组成的庞

大的知识系统，是一个可以对文献资源及其全文内容进行深度检索，

并且提供原文传送服务的平台。

      开元知海  http://www.yidu.edu.cn  CALIS开发的学术资源发现系

统，用于检索、发现国内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它可与CALIS馆际互

借系统配套使用，在一站式发现本馆资源的同时还可通过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的形式获取外馆文献。

       开世览文  http://www.cashl.edu.cn/portal  由CASHL开发的学术资源

发现系统，组织若干所具有学科优势、文献资源优势和服务条件优势

的高等学校图书馆，有计划、有系统地引进和收藏国外人文社会科学

文献资源，借助现代化的网络服务体系，为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机构和工作者提供综合性文献信息服务。

       文津搜索  http://find.nlc.cn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推出，该系统有效整

合了国家图书馆自建数据和部分已购买了服务的各类数字资源，实现

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与获取，使图书馆内的封闭资源向世界范围内的

读者用户开放，提供高效、精准、专业的图书馆领域元数据统一式搜

索服务。

       NSTL检索  http://www.nstl.gov.cn  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开发，收集整理了全球理、工、农、医各学科领域可免费获

取的开放科技期刊、会议资源，面向全国开展科技文献信息服务。

        OAlib  http://www.oalib.com  基于一个开放存取的元数据库的搜

索引擎，提供的开源论文超过四百万篇，覆盖科学，科技，医学、人

文社科及其他各领域。所有发表在 OALib Journal 上的文章都存放在

OAlib数据库中，并可免费下载。

活动预告

主办：厦门华厦学院图书馆    协办：厦门华厦学院读者协会    顾问：王小如 谢增鸿     主编：吴洁    责任编辑：吴毅刚

    大数据时代，知识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能力在未来人才竞争中重要性日益突出。为提高读者搜索和分析数据、定位来源、提出和论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优秀

素养，激发创新创意，促进跨学科合作，在第22个“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图书馆特面向本校读者推出华厦学院首届“搜知达人”专业知识检索大赛。

    一、参赛形式：自由组队参赛，每队2人，分工合作，限报30队。

    二、竞赛题目：本校所开设专业，由参赛队伍随机抽取，每队抽取一个专业。

    三、竞赛方法：

    1、研究该专业设置情况，分析出相关学术关键词。

    2、检索出相关图书分类号，从书库中找出2本该专业图书，拍下封面照片，每本拍1张。

    3、通过图书馆网站CNKI下载2篇该专业论文（PDF格式）。

    4、通过互联网查询出1条该专业学术动态：新书、项目、成果、会议、专利等，自由选择，拷贝1条至word文档保存。信息具体要求将于现场公布。

    5、将所拍摄图书照片、下载论文与学术动态文档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以信息准确无误、到达时间早者为胜。

    四、比赛时间及报名要求

    1、报名时间：“书香华厦”QQ群论坛将于4月18日中午13:30-15:00开放预约报名。先报先得。4月19日群里公布成功预约参赛学生名单。

    2、报名方式：实名制加入书香华厦QQ群138895392。群内会发起报名提醒，敬请关注抢报。前30队按要求报名成功填写报名信息的同学，可获得参赛资

格。（每队由1人参与网上抢报即可。）

    3、比赛时间：4月25日下午2:30图书馆大厅集合。

    奖励丰富，发放科技类学分，并将举行表彰大会，敬请关注图书馆公告栏、书香华厦QQ群138895392与书香华厦微信通知。

                          第九期“真人图书馆”阅读活动公告
   嘉宾简介：周云岗，浙江绍兴人，1979年8月出生。2002年毕业于集

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学士。现任华厦学院商管系党总支书记、

副主任、副教授。2002年6月到华厦学院工作至今。长期从事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和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曾获华厦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基层党组织；厦门市委教育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示范点；

厦门市优秀人民教师；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建省委教

育工委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活动时间：4月27日14:30-16:00(校历第9周周四下午)

    活动地点：图书馆二楼休闲区咖啡吧

   报名要求：收集嘉宾信息，独立准备并提交1个以上的阅读问题。咨

询电话：6276236

  报名时间：书香华厦QQ群空间群论坛将于4月13日周四中午13:30-

15:00点开放网上预约报名。先报先得。4月14日书香华厦QQ群里公布成

功预约学生名单，并通知领取入场券。

  报名方式：加入书香华厦QQ群，我馆

将在预约报名期到来前，发起报名提

醒，敬请关注抢座哈。前20位按报名贴

要求成功填写个人信息提交阅读问题的

同学，可获得咖啡厅专享座位和免费饮

品。还能获得0.25的阅读学分！ 

  知识链接：真人图书是一种新型的交

流分享方式，读者“借阅”的是一个个

有故事、有生命的人。这样面对面的对

话方式，对实现人与人跨界交流、减少

领域偏见、打破隔阂等方面都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也能对社会不同领域有更好

的了解。

2017“搜知达人”专业知识检索大赛

    3月21日和28日，图书馆在303多媒体研讨室举办了两场知识小讲坛活动，分别向读者介绍了图书馆电子

资源、图书馆工作流程等，为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了解图书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引与帮助。主讲人分别

为图书馆许力钧和柯慰群老师。

    许力钧老师所讲主题为《考试类数据库介绍》，介绍了图书馆网站在用在线模拟考试类数据库平台，通过

平台中计算机等级、会计证、英语四六级、AB级、资格证书等各种考试题型资源的分类解析，引导读者使用

各类试题资源，为读者考级助力。

    柯慰群老师所讲主题为《图书馆管理员的风采》，介绍

了毛泽东、李大钊、莫言、爱因斯坦等名人在图书馆的工作

经历，紧接着对图书馆采编、流通、信息技术等各部门工作

流程进行了简要讲解，使读者了解了图书管理工作的经年累

月、细水长流之特点，感触到知识来之不易。

    讲座现场气氛轻松活跃，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图

书馆知识小讲坛”是我馆加强读者服务的一项举措，也是入馆教育工作的深层次延续。让图书馆各岗位工作人

员走上讲台，通过馆员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让读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图书馆及馆藏资源，从而积极

走进图书馆，实现自我学习，提高个人素养。同时通过该活动，也使我馆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了服务水平，建

立“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让服务工作更贴近读者需求。

活动预告

图书馆举办第23、24期知识小讲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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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林前沿 让古籍上网   把资源开放

芸台书话             善本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时运变迁》睿智书评
   “二战”后，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时运变迁》的作

者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即为战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两位核心参与者。作者

回顾了诸多世界经济事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几次石

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除此之外，本次再版，作者也增加了对当前世界经济趋势的解读。深入了解

战后世界经济的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以及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有启示性意义。

　 这本书是关于“二战”后美国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方面最权威的著作。

书中记录的世界经济格局、货币体系。

　　这是“二战”后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美国、日本权威财经高官的亲

身经历。本书的写作方式，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立场不同，观点也有差

异，关注点都是全球经济、货币体系、国家（大国）地位的演变，其中的脉络

是货币、贸易、债务，摩擦和谈判贯穿其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日元

地位、拉美天量债务、英镑和法郎面临崩溃、日元和西德马克咄咄逼人，诸如

此类重大、棘手且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国家地位的问题面前，选择没有定论、

不知道后果，全依赖决策者的思考和判断。任何第三方的事后记录、分析和推

演，都无法体现那种局势的紧迫和作者本人的思想变化。

　　另外，即便再权威的理论，在不确定面前，都保证不了结果，只有决策者本人，承担压力和抉

择。书中关于弗里德曼和货币主义的记录，是一个很好的殷鉴。这种写作方式，博弈双方的态度跃然

纸上，不同于主题鲜明、论点统一的其他著作，可能会让一些读者不适，却恰恰提高了本书的价值：

国际事务、大国之间，决策的复杂性、决策者的心态、对市场的影响，远不是阴谋论那样直接、线

性。

　　保罗·沃尔克的影响自不必说。通过网络搜索，关于他的链接不计其数，荣誉称谓也是各种各

样：时代的智者、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美国人的英雄……关于他的书很多，别人写的传记就有三

本，晚近的两本侧重于他治理美国建国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去拜访他时，专门问了他对那些

传记和《时运变迁》的评价。这里只提及他对本书的态度（原话）

：“这是一本好书，我记得书里的每一个字”。

　　沃尔克参与的书也不少，但就我所知，他本人撰写主体内容

的只有两本，一本是他早期于政府工作时关于经济周期问题的报告

集，另一本就是《时运变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伯格

斯滕先生在我新译序言里说，本书是沃尔克最接近其自传的一本。

这并不为过。

　　别人写沃尔克，同沃尔克记录本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内容的

区别就很明显。《时运变迁》里，沃尔克对其遏制美国恶性通胀的

内容，恰恰着墨不多。本书跨越了他在政府期间的整个服务周期，

特别是与美国本土之外的国际事务的经历（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

代表美国主导全球浮动汇率制进程、参与广场协议以及牵头处理拉

美债务危机），记录的极为详细，这正是对我们最有价值的内容。

    摘自《新浪读书》  本书图书馆馆藏：F821.1/WEK3 一楼

    曾经，古籍研究者要查阅古籍文献是件难事，要经过层层申报、级级审批才能碰触古籍。而对于外地学者而言就更加困难，一般要等到假期，才有时间长途跋

涉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图书馆查阅，古籍研究的进度也受到影响。现在，伴随着全国古籍普查的顺利开展，古籍逐渐实现数字化，进入互联网向广大读者免费开

放。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搜到想查找的古籍内容，困扰古籍研究学者的一大难题得到解决。

    古籍数字资源进入互联网服务时代

  去年9月28日，国家图书馆率先在古籍文献资源开放、共享方面迈出第一步。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阶段成果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中华古

籍资源库”正式上线开展服务，标志着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影像和数据资源利用进入互联网服务时代。其示范作用迅速得到全国各省级公共图书馆的积极响应，各

馆纷纷推进所藏古籍资源的开放共享工作。今年2月28日，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4家单位联合在线发布了古籍数字资

源，数量多达1万余部，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

  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在首批已发布1.1万部善本古籍影像资源的基础上，此次发布古籍资源6000余部，包括从宋元到明清不同时代的各类型版

本，总量达到1.7万部，是国家图书馆最精华、最有价值的馆藏古籍资源，已发布数量约占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古籍60%。上海图书馆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

多的公藏机构，有“全球中国家谱第一藏”之美誉。此次发布第三批3000余种家谱数字化资源，在线家谱总数达到6000余种，涵盖省份和姓氏不断扩大。天津图书

馆在线发布馆藏古籍影像1000部，以明清刻本为主，包括特色馆藏宝卷等；浙江图书馆发布古籍影像25部，全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珍贵古籍。云南

省图书馆在线发布馆藏古籍影像157种，包括大理国写本文献《护国司南抄》、元官刻大藏经《大宝积经》、北元宣光年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滇南草本》、

明代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家族著述等一批馆藏代表性文献。

     各地古籍资源数字化及发布有序开展

  浙江图书馆早在10多年前便已经开展相关的试点工作，目前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有多个

古籍资源数据库，如浙江图书馆家谱全文数据库、浙江图书馆馆藏拓片数据库等。上海图书馆

馆藏家谱数字化项目是近年推出的力作，将经过数字化扫描后的馆藏家谱资源展示在网上，公

众无需前往上海图书馆，在公开网上就能进行家谱的全文浏览和检索。这一举措一改以往公众

必须远赴上图进行家谱全文阅读的状况，无论在时间、精力或是效率上都大大提升，极大地方

便了公众使用和阅读馆藏文献。云南省图书馆自2015年３月开始对馆藏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加

工，目前已扫描古籍312种1487册，将陆续在平台上发布已经数字化的其余155种701册馆藏善本

数字化资源，同时还将对馆藏的1400余种云南本地碑刻拓片进行数字化加工。这批拓片的历史

时段从晋至民国，涵盖了云南各地，其内容则涉及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是难得

的反映云南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方面的珍贵材料。

    从以古籍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

   以前图书馆的善本都是收藏在书库里，读者不能看，现在都可以看到了，而且更方便了。图

书馆工作正在发生一个转变，那就是从以前的以古籍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通过互联网面向

社会免费开放古籍资源，社会公众完全可以足不出户，欣赏和阅读最原味的文化遗产，是公共

文化服务“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求的具体体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典籍极为丰富，古籍数字资源的在线发布与共建共享，极大地促进了古籍传

播，开创了古籍服务新模式，不仅对消除数字鸿沟、建设第三代图书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揭示和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坚定和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传

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

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

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

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唐以后，雕版印刷术

出现，书籍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

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产生足本和

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

程度不同，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

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

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

性”、“九条”说。

    “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

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

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乾

隆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

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

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

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

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

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

考价值的印本、抄本；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

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

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

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                                                                                                      

                                                                                                                                                        具体标准，历代学

者、藏书家都提出过

不同看法，较有代表性

的是清末张之洞的说

法。张氏解释善本之义

有三:一曰足本，无阙

卷，未删削。二曰精

本，精校、精注。三曰

旧本，旧刻、旧抄。其

中一、二条是从图书内

容和校勘的角度提出

的，第三条则从版本产

生年代的角度来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