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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特色馆藏的内涵! 阐明特色馆藏要突出个性! 介绍特色馆藏的信息性" 差异性以及读者对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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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馆藏的内涵

特色是一事物所表现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

征# 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的环境

因素所决定的! 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 馆藏文献资

源的特色是一个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文献资源区别于

其他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文献资源的特征! 主要是指

馆藏文献资源的专业化和独特的馆藏文献资源体

系# 青海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就是从藏医药这个资源

特色来区别与其他医学院校的特色馆藏的#

要想形成图书馆馆藏的特色化就必须从数量和

质量上入手# 文献的品种数量是影响馆藏特色化的

重要因素之一! 假如文献的品种数量太少! 就难以

形成其馆藏资源的特色# 但是必须清楚! 衡量某类

馆藏特色不能以其被收藏的绝对量来衡量! 而是要

看其被收藏的完备程度也就是所谓的缺藏率的大

小# 还必须要以文献的质量来控制品种数量.%/

# 也

就要做到使所收藏的文献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深度!

能代表一个学科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 在建设特

色馆藏资源的时候就意味着对具体的图书情报机构

入藏的学科范围$ 文献类型等进行有目的的限制#

但对于任何一个图书情报机构来说! 无论是其服务

对象还是其用户需求特点都具有多样性#

!%特色馆藏要突出个性

图书馆特色馆藏就像人一样! 必须具备独特$

明确的个性! 才能反映其特色! 也使其能够在众多

的图书馆中令读者印象深刻因而脱颖而出# 它的这

种特色能使该图书馆和读者建立起某种关系! 顺利

进入读者的生活! 并在其心中产生某种印象!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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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馆藏本身变成了一个 %有意义& 的个体# 在知

识和文献每天更迭变换的情况下! 特色馆藏的创建

就变得更为重要# 对于图书馆员而言! 影响特色馆

藏的原因很多! 如特色馆藏的数量$ 质量$ 知识的

周期时效以及特色范围的界定等等! 但其中特色馆

藏的特色界定是这些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 因此!

在特色馆藏的创建中! 图书馆员有必要将自己的特色

界定清楚! 以便在创建过程中能有所依循# 馆藏特色

会影响到读者对图书馆馆藏的观感和态度! 进而影响

到对图书馆馆藏信息的接受#

在与读者的沟通交流中! 从传统馆藏到特色馆

藏! 是图书馆在不断发展中追寻的一个高层面# 这

种特色一旦形成就使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形象 %更

上一层楼&# 图书馆不仅要挖掘特色馆藏本身的服

务点! 同时还要赋予特色馆藏一种形象! 使其形象

能够代表地方文化特色和重点学科# 将图书馆特色

馆藏形成一种把专业特色$ 地方特色$ 文献类型特

色$ 文种特色集于一身的特色馆藏# 如本校的特色

专业是高原医学与藏医药学同时又地处西北少数民

族集聚区! 因此无论是从专业特色$ 地方特色$ 文

献类型特色$ 文种特色上都具有了创建一个特色馆

藏的条件# 本校的藏医药专业既是本省的特色专业

也是重点学科! 那么这样的专业就能成为本校的一

个突破点! 也成了本馆一个特色馆藏的切入点.*/

#

&%特色馆藏的信息性

特色馆藏必须不断发展以适应当今新一代读者

的需求! 人们的求知欲是无限的# 今天年轻读者的

读书喜好和信息获得途径与几年以前的读者群体大

不相同# 即使是同一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阅

历$ 知识的增加其对待几年以前和几年以后的知识

热点都会相应发生改变# 读者接受信息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 任何信息的价值取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为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偏好! 特色馆藏必须对

各个读者群体收集加工和发送有差异的信息#

读者根据其心中的特色信息认知感来决定接受

哪些信息和不接受哪些信息# 通常情况下! 人们只

接受那些与自己的偏好相一致的信息# 藏医药学的

读者在接受信息时还偏向自己所学的专业! 如) 藏

医疫病学或藏药管理等# 作为一名高原医学的研究

者来接受藏医药信息时! 那么信息取向则可能是从

医学角度来获取那一时间段的藏族生活风俗$ 饮

食$ 医疗情况以及当时高原人种的生理机能和人体

运动等等#

特色馆藏的创建是整个图书馆活动中的中心工

作之一! 图书馆的服务和特色馆藏能够提高读者对

于图书馆的满意度#

'%读者对馆藏特色的认知性

认知000试用000态度000强化000信任000

强化000忠诚! 就是说读者从对特色馆藏的认知产

生了对图书馆或图书馆的特色馆藏的试用期望! 产

生了试用行为# 又由读者的试用经验也就是说在试

用的过程中对图书馆的满意度的提升形成思维导向

或决定性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读者整个的图书馆借

阅行为中经图书馆员的强化! 就会增加读者的借阅

量或者吸引更多新读者# 如果在读者继续借阅的过

程中能够加以强化就会使读者在心里慢慢地对该图

书馆产生一种信任和亲和的感觉# 行为心理学家认

为很多人对一种事物的态度是在认知和试用之后形

成的! 而不是在试用之前形成# 有些藏医药学专业

的读者在对本馆的藏医药特色馆藏的认识上! 最初

只是听说! 带着试用的想法到馆# 在这些读者试用

的过程中发觉特色馆藏所给予他们的便利! 便成为

本馆的义务宣传员#

(%特色馆藏的差异性

差异就是表征事物相互区别和自身区别的哲学

范畴# 任何馆藏之间的差异性总是存在! 只是大小

强弱而已# 而所谓的馆藏特色差异就是在同等条件

下区别于其他馆藏的细微特征! 如) 特色馆藏的服

务$ 阅读环境$ 获取方式等等# 因为就一所图书情

报机构而言! 它的财力和物力等情况会是有限的!

在同等条件下或条件欠缺的状况下就更应该注重这

种特色馆藏差异# 首先应该对读者群体或其他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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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藏进行调查! 这样就能够使图书馆人员准确把

握 %读者需要什么&# 在此基础上分析满足读者差

异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并研究图书馆是否具有相应

的实力! 目的是明确 %本馆能为读者提供什么&

.+/

#

)%图书馆馆藏特色的定位

图书馆创建特色馆藏为的是使图书馆能在读者

心中获得一个根据地# 所谓的特色定位! 就是要塑

造图书馆自身的形象或强化现有的目的# 本馆当初

是从本校所处的地方性和所在区域的特征出发创建

了一个具有藏医药特色的馆藏# 现如今图书馆的宗

旨是存在于图书馆本身之外的! 只有一个定义那就

是创造读者# 从表面上看图书馆向不同的读者提供

同样一本文献或同一条信息! 但实际上读者所接受

的则是不同的信息在加工后的成果! 这就是所谓的

读者差异! 而创造读者就是创造这种差异# 那么界

定特色就应围绕着专业$ 地方$ 时间$ 文献类型$

文种$ 读者群体的这种差异等等来进行.)/

#

*%结语

创建特色馆藏需根据本馆馆藏重点$ 科研实

际$ 服务研究专长$ 服务研究成果和读者用户需求

选择建设专题馆藏# 保证重点! 突出特色! 永远是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原则# 在创建过程中要

避免重复! 各图书情报机构应选择其他图书馆没有

或与之不同的主题进行创建! 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

建设.&/

# 特色馆藏建设是一项具体而又复杂的系统

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只有以特色馆藏为依托!

充分调研$ 科学论证$ 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重点

投资$ 分步实施# 完善特色馆藏建设既有长期性和

广泛性! 又具有复杂性和需求的迫切性# 由此可

见! 特色馆藏的创建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

程" 是一个使无序的信息有序化! 繁杂的信息专业

化! 分散的信息集中化的一个过程# 在知识经济的

时代! 建设独具特色的馆藏是图书情报机构信息建

设的必由之路! 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信息

社会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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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新农合$ 妇幼卫生$ 社区卫生$ 采供血等方面的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连点成面! 促进医药卫生信息系统整体建

设! 防止和减少 4信息孤岛3 的问题" 加强卫生信息的分析研究和利用" 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监管! 注重发挥信息化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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