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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行走书林：乔好勤文集》由乔好勤所著，全书共分八辑，包括目录学理论与书目工作、中
国目录学史研究、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学与图书馆事业、地方文献研究、图书出版与发行、阅读论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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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好勤，教授，字遂之，笔名于杞、穆瀚、舒岩，河南杞县人。
1942年9月5日生。
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曾任职河南省图书馆。
1981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88—1995年任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
《图书情报知识》主编等。
1995年调华南师范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信息管理学系主任、图书情报研究所所长。
2004年3月—2009年8月任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
先后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与培训组副组长、期刊研究组副组长，广东省图书馆
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资深专家委员会主任及广东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等。
出版学术专著与合著15种，发表论文140多篇。
曾获广东图书馆学会“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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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图书分类理论试探
  王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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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七志》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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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材建设系列化的有效探索——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材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经济大变革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国际图联(IFA)第55届大会侧记
  访法国国家图书馆
  关于现代化图书馆建设的几个问题
  当前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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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建筑史上的重大变革
  图书馆建筑物的发展与变革
  关于图书馆建筑工程的前期管理
  论图书馆建筑工程的中后期管理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信息管理学教育的崛起及其课程体系的探讨
  信息管理学课程设置的社会基础与基本框架
  广东信息化建设与信息管理学教育
第四辑  地方文献研究
  中国的地方志及其目录
  地方文献的范围及其界定原则
  “地方人士著述”是否地方文献
  流寓名人著述的地方文献价值——以苏轼在岭南的著述为例
  岭南文献探源
  岭南儒学的兴起及其著述
  杨孚《临海水土记》质疑
第五辑  图书出版与发行
  论出版发行目录
  中国图书发行现状透视
  图书发行学专业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图书发行学教育的良好开端
  出版发行学教育的现状和趋势
  中外出版发行学教育体制与课程结构之比较
第六辑  阅读论谭
  玩转阅读——高校大学生阅读现状及其对策
  阅读，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全民阅读与阅读的个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阅读的民族
  书香自古有传人
  大众阅读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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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经典——汉唐时期的岭南文化与岭南文献
第七辑  书评、序跋
  书林新葩学海津梁——《目录学概论》评介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评价
  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的指南——介绍两种工具书
  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盛事——读王绍曾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不朽的业绩——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座谈会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文献索引》序
  《医学文献题录累积索引》序
  《工科大学生必修书目》序
  《中国目录学思想史》序
  《文献与网络信息检索》序
  《中小学教师信息检索与利用技术》序
  《岭南学子书评集》第二辑序
  《岭南学子书评集》第三辑序
  《岭南学子书评集》第四辑序
  《目录学》前言
  《中国目录学史》后记
  《对外图书贸易学概论》前言
  《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专业10年》后记
  《图书发行目录学》译后记
  《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导论》后记
  《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前言
  《读书灯——中国古代读书劝学文选》前言
  《读书声——中国古代读书劝学诗选》前言
  《楹联精选》前言
  《梅花百咏》前言
  《咏竹百首》前言
  《风雅尽在读书时》前言
  《兵书五种》前言
  《国学经典辑览》前言
  《国学诸子辑览》前言
  《国学蒙书辑览》前言
第八辑  书林乱弹
  老子未必是馆长
  曹雪芹书箱与春柳堂藏书
  国外图书馆学和书业奖偶拾
  国外科学家简介
  写在本刊虎年岁首
  我的岁月没有虚度
  问道珞珈情自浓
  师门三记
  6601班，永难忘却的身影
附录：乔好勤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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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979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于乃义先生提出，“地方文献范畴
应包括文物、图书、资料三项”，而图书一项，可分为十类。
但他对这三项未作更多的阐释。
[2]同年，高树榆先生提出，“所谓地方文献，必须同时具备地方性和文献资料性”，地方性，即“某
一地的文献资料必须是与某一特定地方有关”。
文献资料性，即“必须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
他说，“按照这一原则，本人认为下列三方面属于地方文献，即：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作、论及
地方著述”。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凡某一地方历代出版机构、其他机构以及私人的出版物，均属于地方文献。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为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相当影响的人
。
他们的著作应包括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札、日记、奏折等。
”“凡论及某一地方的著作、专文；散见在书刊上的文章、图片；以及某些书刊中的有关章节、段落
都应属于这个范围。
”嘲这一提法显然与杜定友先生的“知名人士”、“重要人士”及“刻本”“直接有关”的表述不同
，范围更广。
198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联合编写组出版的《目录学概论》指出：“地方文献一般说，包括地方史
料、地方人士著作、地方出版物。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提出的经典式的地方文献三项说。
该书进一步提出判断三项地方文献的原则为：“地方史料取决于著作内容的地方特点；地方人士著作
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著作的雕印、出版的地点。
”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引用。
但是，该书接下去的阐述却自相矛盾和非常混乱。
例如，地方人士著作，《概论》说：“地方人士著作中只有内容带有地方特点的一切著作才是地方书
目收录的范围，”“地方人士著作中内容不带有地方特点的，不必收录到地方文献书目内。
”“地方人士传记收录在何地地方文献书目内，不按本人籍贯，而是列入与本人生平活动有重大关系
地区的地方文献书目”。
关于地方出版物，《概论》也说：“其内容与本地无关，可不必收录于地方文献书目，只有内容涉及
到一地⋯⋯，列入地方文献书目内才有价值。
”既然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只有内容涉及本地方的，才列入本地方文献，那么这些著作就符合
了第一个标准（内容标准），第二，第三个标准就毫无意义。
一既然“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雕印、出版的地点”，为什么又“不按
本人籍贯”，而又只看其“内容”是否带有地方特色？
既然地方出版物也强调“内容涉及到一地”，而又说“有助于说明一地雕刻出版特色的那些书刊”却
要列入地方文献？
显然这些论述是混乱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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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走书林:乔好勤文集》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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