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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红色资源整合与开发研究

———以四川革命老区为例

胡馨匀

（四川文理学院 图书馆，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分析四川革命老区高等学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数据库现状，从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数据库建设工

作的必要性和作用入手，探讨四川革命老区高等学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数据库资源的开发和优化馆藏信息资源，

查找存在问题，提升管理内涵，拓宽服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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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红色资源的概述及教育意义

红色资源是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主线的精神资

源，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奋斗历 程

的历史遗存，是进行教育的优质资源，是人们树立

人生观的鲜 活 教 材．高 等 学 校 作 为 重 要 的 教 学 科

研基地之一，为了推动科学发展、力求建设成地域

文献突出、文化色彩浓厚的、有价值的、有 生 命 力

的四川革命 老 区 文 献 数 字 资 源 特 色 数 据 库．四 川

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如一处丰富的矿藏，具有鲜 明

的时代特征，散 发 着 历 史 的 华 彩．［１］立 足 本 地，从

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的原则出发服务地方，成
为高等学校 图 书 馆 建 设 之 本．四 川 革 命 老 区 红 色

文献是我校图书馆整合四川革命老区独特的红色

文化资源，为我们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提供 历

史线索，在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２　红色文献数字化的必要性

高等学校图书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教育

机构，优化馆藏信息资源结构，自建四川革命老区

红色文献数字资源，在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方 面 具

有重要作用．［２］四 川 文 理 学 院 地 处 川 陕 革 命 根 据

地大巴山革命老区，在高等学校图书馆长期 发 展

过程中，我们根据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收藏和自建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保存地 方 红

色文化遗产，突出大巴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优势，

追寻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形成比较完备的 红 色

文献收藏，给地方红色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特 色 和

历史文化内涵，让教育者将崇高的信念、丰富的革

命精神融入 教 育 教 学 实 践 中．四 川 革 命 老 区 红 色

文献为认识四川革命老区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

资料，通过对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的传承，能增

强民族自豪感，引领社会风尚．

３　查找存在问题，提升管理内涵

３．１　存在的问题

建设四川革命老区红色 文 献 资 源，离 不 开 技

术保障．目前，我校图书馆在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

献资源的建设中，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和突 出 问

题，如红色文化氛围不浓，积累的四川革命老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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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献资料不多，大量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 资

源散落民间，处 于 无 保 护、无 管 理 的 状 态．四 川 革

命老区红色文献内容建设缺乏系统性，信息的 收

集和整理欠缺完整性，管理缺乏规范性，规模不是

很大，纸质文献资源方面，图书资料太 少，四 川 革

命老区红 色 文 献 建 设 还 处 在 一 种 较 低 层 次 的 水

平，缺乏内在的感染力和外在的吸引力，对红色资

源内涵的深度挖掘不够，已经建成的四川革命 老

区红色文献数据库存在数据质量不高，难以有 效

整合资源，没有显出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特色，
“红色资源”没 有 发 挥 出 应 有 的 作 用．［３］馆 藏 结 构

不尽合理，馆藏内容不够丰富，数据库的维护和管

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数据更新慢，面对浩瀚的信

息时空，文化建设的人才比较缺乏，造成“重建设，

轻维护”深 层 次 开 发 不 够 的 局 面．［４］因 此，有 必 要

进一步加强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建设，在高 起

点上推动红色文化，深度挖掘稀缺的精神产品，搭
建红色教育平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重要作用．
３．２　提升管理内涵

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

献数据库有助于及时、高效地获取红色文化信息，

我校图书馆通过征集等多种途径，搜集四川革 命

老区红色文献资源，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建 立

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数据库，不断完善红色 资

源馆藏，增加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数据库的操作 性

和易用性，对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的收集应 力

求全面、完 整 和 有 一 定 连 续 性，不 断 提 升 管 理 内

涵，设立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专题书架，富有创

造地实施优化，扩展馆藏文献资源，使 结 构 合 理、

载体新型，对一定范围内的四川革命老区红色 文

献馆藏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

步完善．

４　建设红色文献数字资源

４．１　加强软硬件建设

我校地处大巴山革命老区，挖掘红色资源，自
建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数据库是高等学校图书

馆信息化、数 字 化、网 络 化 建 设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在有效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上，形成馆 藏

特色，传承红色文化精髓，成为本地区的革命老区

红色文献信息中心，为认识四川革命老区的历 史

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文化，

加强重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整理，找 准

发展革命老 区 红 色 文 献 的 着 力 点．［５］挖 掘 本 土 资

源，形成自己的馆藏优势，探寻红色 渊 源，使 四 川

革命老区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的收 集、整 理、开 发、

利用形成良 性 循 环．四 川 革 命 老 区 红 色 文 献 工 作

应从收集环节开始，传承红色文化有目的地 选 准

切入点进行整合，通过开发利用，将静态的红色文

化资料变为 信 息 资 源．革 命 老 区 红 色 文 献 历 久 弥

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其感召力是学

校教育不可比拟的，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革

命历史文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要

充分利用形成的“红色档案”，培养责任意识和使

命意识，建设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材料及数 字 开

发的资源数据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爱国

主义教育 主 题 更 加 突 出，结 合 馆 情，结 合 社 会 需

求，实现其特有的价值．调整与优化馆藏信息资源

结构，挖掘革命历史文化内涵是我们永恒的使命．
４．２　开发和优化馆藏信息资源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作

为传播知识的桥梁和纽带，如何对四川革命 老 区

红色文献资源进行采集和收藏，如何将这些 纸 介

质的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资源数字化、如 何 提

供快速的检索工具，如何从多方面入手收集、整理

红色文献资源，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四川革

命老区红色文献数据库”的馆藏结构是否科学、合
理，是否对革命老区红色文献资源状况进行调查、

分析和研究，是否制订规划，确定目 标，反 映 出 一

个高等学校图书馆能否利用“红色资源”服务地方

文化，革命老区政治、军事、文化等历 史 的 深 层 信

息能否展现 在 人 们 的 面 前．四 川 革 命 老 区 红 色 文

献是我校图书馆整合四川革命老区独特的红色文

化资源进行加工分析、制作出来的 集 文 字、图 片、

视频、音频于一体的多媒体四川革命老区红 色 文

献特色数据库，通过历史文献再现中国共产 党 各

个历史时期的艰难与辉煌，对四川革命老区 红 色

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４．３　拓宽服务空间

高等学校作为重要的科 研 基 地 之 一，为 了 满

足知识传播需求，使受教育者多层次地受到感染，

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基地的大学图书馆，逐 步

将其服务方向由资源建设转向学科服务，我 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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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数字资源日益增加，在满 足

读者印刷型纸质资源的同时，又为读者提供了 大

量的数字资源．建设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需要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

进行搜集、整理，在综合考虑红色文献 资 源 现 状、

红色文献需求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红色文献资 源

建设的规划、目标，向读者多角度、多方 位 地 展 示

红色文化．目前，我校图书馆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

献数据库包含图书、论文集等传统文献资料和 电

子文献的广泛使用、网络资源导航的开展运行，这
些特色数据库为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数字化工

作奠定了基 础．作 为 地 处 川 陕 革 命 根 据 地 大 巴 山

革命老区的高等院校，对地方历史、地理、科技、宗
教、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材料和 有

价值的数据和事例，利用图书馆馆藏四川革命 老

区红色文献资源的优势，能更好地服务地方文 化

及政治的发展．

５　结语

高等学校图书馆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数字

化工作，是根据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需要，收藏和

收集一切有用的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献资源，建

立一个具有明确主题的、开放性的数据库，为四川

革命老区红色文献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个信

息资源的平台，起到“资政、励志”的作用，为高等

学校的研究 者 提 供 服 务．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在 四 川

革命老区红色文献数字化的工作中，我们将以 高

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建 设 四 川 革

命老区红色文献资源，力求建设成地域文献突出，

能使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和谐发展，能 为

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四川革命老区 文

献数字资源特色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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