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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积极参加“智慧图书馆从理论到实践”学术研讨会
智慧图书馆（smart library）是建立在智能技术以及其他各种新技术和管理理念基础上

的新一代图书馆，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它的出现必将影响图书馆的业务结构、运行机制、管

理方式与服务能力。现在国内外学界业界正在广泛讨论和大力探索智慧图书馆的概念、理论、

模式、技术和最佳实践。

3月 29 日-4 月 1 日，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与“阳光悦读”组委会联合举办的“智

慧图书馆从理论到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我馆副馆长汪健和技术部杨毅主任参加了此

次会议。

会议现场

与会者合影

此次研讨会旨在探讨智慧图书馆的概念与理论，总结国内外智慧图书馆的实践进展，推动

国内更多的图书馆运用智能技术，推动图书馆加快向下一代图书馆的转变，并与同行、专家学

者一起分享国内智慧图书馆成功案例。研讨会上各位专家的报告深入浅出地阐述使与会者听了

耳目一新，让大家对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了解。

通过参加研讨会，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这次研讨会将在今后工作中，引发我们更多的从理

论和实践上去关注智慧图书馆，感受智慧图书馆的出现对图书馆的转型变革带来的全方位影

响。

(技术部 魏引娣)

新闻直通车



图书馆参加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的第十三届春季图书博览会

2017 年 3 月 13 日至 19 日，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第十三届春季地方版图书博

览会，采编部孙梦溦和吴利妹两位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围绕“科技融合文化、平台护航转型”为主题开展的。博览会主会场展销品种以适合

馆藏的出版社图书，包括重点品牌书、畅销书，以及各大出版社 2016-2017 年高端、精品专业

图书。还特设畅销书、高码洋精品书、少儿图书等专区。这次博览会有 420 多家出版社参加，

展出图书品种达 20 万种。会议还开设云服务平台、移动数字图书馆和自主研发的成蹊智能管

理系统体验馆。体现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科技助推传统文化转型的现代化新型图书馆理念。

本次博览会是全国高校图书馆、市区公共图书馆与出版企业采购新书、交流市场信息的馆

配会，也是各出版企业研讨行业发展的一次盛会。我馆为这次现场采购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根据现有馆藏状况，结合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特点及新专业设置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

了本次现采的方案。重点采购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学术著作、新专业书籍，专业方向侧

重于自然科学和应用型类图书。通过这次现采，提高自然科学图书比例，缩短与人文社科图书

的差距，优化我馆图书的配置。

此次会议共采集约4300多种书目，共计约12900册图书，总码洋约65万元，圆满的完成本

次现采任务。随着这批图书陆续进馆，将大大丰富我馆的藏书资源，逐渐完善我馆的藏书结构，

更好的满足师生的需求，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采编部 吴利妹）

图书馆研究馆员黎莉作“读书立志笃行，做新时代

模范先锋”的学术报告
2017 年 3 月 15 日下午，图书馆研究

馆员黎莉老师受校团委邀请，在校大学

生活动中心“2017 年安庆师范大学社团

发展论坛”上，为出席论坛的社团组织

骨干 150 多位学生作“读书立志笃行，

做新时代模范先锋”的学术报告。

黎莉老师笔耕乃勤，出版了 25 万字

的《读书：读什么，如何读？》的专著，

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40 余篇。书法练习坚

持 40 多年不辍。开设的《书法练习与创

作》公选课，其教学与研究颇有心得。

故受聘分别担任校社团组织“振风读书

协会”以及“大学生书画协会”的辅导

老师，以知识和智慧关心帮助协会的建

设和发展。

黎莉老师报告内容：从人为什么要读书为切入点，通过阐释校园文化的内涵、大学读书时

期人生阶段性的目标、以及社团文化中立志笃行的事例和感悟，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解读社团组织的先锋性。同时从理论上揭示出社团组织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或说是核心组成部分。黎莉老师博学多才，报告中引经据典、循循诱导，既有理论高度同

时又清晰易懂。她独特的激情和诙谐、风趣与幽默、像诗一般语言的解读方式，使整场报告笑

声、掌声不断。

最后黎老师创作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书法作品赠予社团联合会，

以此格言与各位同学一道，为安庆师范大学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而共同努力和奋斗。

（团委 图书馆）



小时候的春天是伴随着笛声度过的。

当春天的第一枝嫩芽探出头时，我们踮起脚尖，开始翘首仰望，直到拥有第

一根杨树枝。这时的杨树枝青青嫩嫩而饱满，也是树皮还没有完全长成熟的时候，

只要我们稍微的扭动一下，从中抽出白棍，这样就能得到一段完整的杨树皮，再

将两头裁齐，一头用小刀刮去外边的皮，这样一个简单的树笛就做成了。把树笛

放在嘴边“啧啧”两声，就能吹出浑厚而沉稳的乐声。杨树枝的汁液染绿了我们

的手指，染绿了衣服，在梦里还闻着放在枕边的手上那青涩的味道，睡梦中嘴角

上扬的我们，快乐依旧在延续吧！我们时常鼓起腮帮，将树笛和乐声一同吹出，

树笛跌落尘埃，乐声却留在记忆中，回荡着……

我们的树笛就这样在春天里奏响了。

儿时上学或放学途中喜欢绕道，经过一段长长的田间大路，大路两边的田野

铺满了青葱的小麦。我们钻到路边的花草丛中或窄窄的埂上寻找那种肚子滚圆快

要抽穗的野麦子，结果惹得蝴蝶小虫一哄而起，我们挥舞着小手追着它们。从野

麦子里抽出滚圆的穗，再小的手也能三下两下就能将它变成一个简单的麦笛，放

在唇边，吸气，于是麦笛发出清脆的声音，如小鸟喳喳。清晨树头的小鸟喳喳，

树下我们是喳喳小鸟，我们还不时的向小鸟炫耀着我们的“喳喳”声。当然了，

总有几只小鸟生气地扑棱一声飞走了，我们追着小鸟继续“喳喳”。欢声笑语，

乐开怀！

美丽的麦笛带给我们别样的快乐时光！但麦秸秆所带来的无声的音乐也让我

们着迷。

麦子成熟，收割后的麦秸秆便堆在堂前屋后。我们时常爬上去，结果总是哧

溜一下就滑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自创的滑滑梯，有时在大人的一

声呵斥声中我们跑个精光，转眼间，趁大人不在，这个麦秸堆又

成了我们的乐园。但是我们最快乐的还是利用麦秸秆做成的无声

的笛。那时豌豆已经成熟了，我们就偷偷的在大人的簸箕里或腰

篮里抓上一小手的豌豆，放在书包里，麦秸秆随时随地都有，所

以这倒不必去刻意准备。选择一根圆圆的滑滑的很完好的麦秸秆，

截下一段，用剪刀将一头剪成条状，稍微押平一点，将豌豆放在

上面，从另一头吹气，豌豆便在上面跳跃起来。我们经常比赛，

看谁能把豌豆吹得最高，而且还能接住。有时只顾仰着头吹啊吹，

却无暇顾及脚下，往往不是碰了其他的东西而弄得腿青肿一块，

就是拌了一跤。我们的快乐就如这翻飞的豌豆，虽然麦秸没有麦

笛声悠扬，却无声地延续了麦笛的快乐。

树上小鸟喳喳，树下喳喳小鸟。

笛声悠悠！悠悠笛声！

（阅览部 汪银燕）

馆员博客



有感于“翰墨春风”书法精品联展

2017年 4月 7日，为迎接我校 120周年校庆，安庆市书法家协会举行“翰墨

春风”书法精品联展。本次展品是从安庆各县市征集的 200多幅优秀作品中，选

出 50幅精品在我校美术学院展厅展出。由校工会选送的本人的草书作品《毛泽

东诗，沁园春•雪》，得到了安庆市书法家协会行家们的认可而有幸参展。作为

书法业余爱好者，四十多年的执着、坚守和练习，还是有所收效。要知道安庆文

化底蕴深厚，书法家辈出，能挤进“家”的行列，实属不易。这也是对我的一种

鼓励和鞭策。

中国书法之美，不仅是写一手漂亮字的外在“颜值”，更是书写者内在气质、

修养和情感的一种意境表达。特别是草书，讲究线条的飘逸和苍劲以及整幅作品

的连贯和气势，而且还要写出自我和个性。这些对书写者的笔墨把控有很高的要

求。记得中小学时期因习字认真，结构工整，在小县城的书法比赛中总是获奖。

每到春节，小镇上的春联几乎被我包揽，可谓是年少出名。受虚荣心的驱使，每

天练字比一般人要来劲和刻苦。1976年底，不到 17周岁下放农村，有机会结识

皖籍书法家黄鹤筹先生并拜其为师。当年 80多岁的黄老再三叮嘱：“取一家楷

书，要练四十年才能去攻草书。”23岁大学期间，曾获首届江西省级大学生书法

比赛二等奖、南昌市级三等奖，均是以颜体楷书参赛。并有幸得到赣籍全国著名

的书法家陶博吾先生的点拨。陶老指出：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最少要 20
年楷书的功底才能去触碰它。一般人，尤其是女性一辈子都无法企及。老先生当

年对我寄予厚望。“你颜体很有章法，字很大气，女孩中少有，将来可以尝试向

草书艺术高度攀登。只要坚持练下去，肯定能成大器。”正是陶老的这句话，成

为我毕生爱好研习书法的动力和源泉。

何谓书法艺术？简言之写好汉字。汉字又作何解释？汉字是表意兼表形的文

字，汉字是注重审美形象的文字，汉字如歌如画如符咒。汉字特殊的整齐性、丰

富性、简练性与音乐性，历经了几千年的书写和磨练，形成了中华民族一种独特

的符号艺术，即书法艺术。这种

艺术表现形式曾是历代文人尊

严、身份的重要标志。在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中，汉字的书写是基

于信息记载流通工具理性之上

所追求的一种造型艺术，是书写

者心灵深处涌动着的急流通过

笔底所流淌着一种独特的灵动

气韵、风骨、写实、写意、言志、

抒怀等观念价值理性的写照。也

因此，历史上对汉字的书写，对

书法的探究，是每个读书人的基

本生活方式。



然而时过境迁，在钢笔取代毛笔不到 100年、“键盘”问世普及不到 30年的

时间，毛笔字的稀罕、钢笔字的退位、电子版交流工具的取代已成为现实。我也

深感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瑰宝识它、爱它、懂它的人是少之又少。若“敲键”取代

了“书写”，书法仅仅作为纯粹的线条艺术，对现代读书人来说，过于抽象，难

以理解。其博大精深就我四十多年的爱恋者来说，也还只是在书法艺术的珠穆朗

玛峰山脚下仰望和徘徊。究其魅力和奥妙，不由得我想起 2500年前哲学家老子

的一句名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书法又何尝不是呢？

（参考咨询部 黎莉）

2017 年第一期

馆藏新书推介
《西方历史文献选读》 孟广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书号：K106/15；馆藏地：逸夫馆综合第一借阅室）

史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根基，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尤其是

当今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对史料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史料的内

涵也有了很大延伸。但是史料始终是制约世界史发展的瓶颈。

这套五卷本《西方历史文献选读》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套跨越古代

至当代的西方通史性的英文文献资料丛书。从内容上说，每一卷都是

精心遴选西方重要的历史文献，有的是全文收录，有的是截取其中的

核心部分，其目的是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展现西方国家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本

状况和特征。因此，所选篇目的领域也很广泛。但是，各卷根据不同

历史时期的特点，又各有特色和侧重，并不拘泥于固定模式。

书中所选的篇目，既有对某文献的全文收录，也有对某文献核心部分的截取。每篇文献后

还开列了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著作，引导读者延伸阅渎，并作进一步的探究。

《文化产业：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刘绍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索书号：G114/34；馆藏地：逸夫馆综合第一借阅室）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否具有经济属性，能否发展为产业？文化产业

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哪些经济学特征？国际上哪些国家文化产业比较发

达？它们在发展 文化产业上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推动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作为一个经济 大国、文化大国，我国如何推进对外

文化贸易发展？本书尝试破解这些疑惑，作者从经济学理论剖析入手，

结合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一一解答。

本书以经济学视角分析文化问题，是研究文化产业的优秀之作。其

对文化产业相关概念的梳理和相关理论分析，特别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

度出发所做的分析，拓展了对这个问题观察和思考的视角；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介绍了美、

新书推介



英、法、日、韩等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还分别论述了出版、演艺、

电影、音乐、动漫、广告、网络游戏、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等九大行业门类的发展问题，并提

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对策建议。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索书号：I313.4/162；馆藏地：逸夫馆社科四借阅室、文学院资料室）

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感伤的长篇爱情小说。故事

讲述主角纠缠在情绪不稳定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直子和开朗活泼的小林绿

子之间，展开了自我成长的旅程。该书在日本广受年青人的欢迎，也是

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自该书在日本问世，已累计销售近 2000万册。

作者村上春树被称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著名的陪跑员，尽管每次都

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丝毫无损他的创作实力与作品魅力。他的

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于庸俗浅薄。

尤其是在刻画人的孤独无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写成负的

东西，而是通过内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

在其中的境界，以此来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

生活模式或生命的体验。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阎海军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

（索书号：D422.7/15；馆藏地：逸夫馆综合第一借阅室）

在全球性的工业化浪潮，以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

生活越来越陷入巨大的困境，要么逐渐衰落，要么成为旅游景点，

要么被巨大的城市同化为郊区，中国乡村的未来是什么，乡村生

活形式的自我价值还能否延续？乡村最近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

家和知识界的一个热点。该书作者以一个媒体人的执着，6年来

以甘肃一个乡村为个案，通过采访和观察，详细记录了这个乡村

前后几十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观念的变化。作者用最朴实的

文字书写乡亲的生活，用最真挚的情感关照乡村的未来。没有停

留于哀挽村庄死亡的“乡愁”，而是将村庄的现实困境和“大道

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梦并列起来，深入思考了各类困扰农

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及突围的方向。

本书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记录数十年来崖

边人的命运史，打开乡愁之结，探讨和寻找还乡之途。全书以细腻又极富深情的笔触呈现当下

中国乡土巨变中凸显的诸多问题：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等，勾画出乡土中国

巨变背后小人物的命运，有很强的“震惊”作用和启发性，是一部难得一见的纪实佳作。

（采编部 沈志富供稿）

2016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揭晓

1 月 22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全

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 办公室主办，中央部分

主要媒体和网站参与的 2016 年度“大 众喜

爱的 50 种图书” 推荐活动入选图书正式揭

晓。《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九 十年》《望春风》

《古书之爱》《小家，越住越大》《一百个孩

子的中国梦（彩绘本）》等 50 种图书上榜。

此次推荐活动的社会参与热情超出预期，参与

投票读者 达 4000 万人次，再创新高。入选

图书皆为既叫好又叫座的 图书，包括文化类

10 种，文学类 15 种，生活与科普类 10 种，

小知识



少儿类 15 种。图书重点突出，亮点纷呈，结

构合理， 品种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

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基本反映了 2016

年大众阅读的新趋势。

（一）文化类图书坚持正确导向，所选均

为原创图书， 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一是主

题出版重点图书继续引领阅读 风潮。如《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

《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

面·2016》《七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

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 干》，加深了

大众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

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解。二是通过追

溯中国历史，以史 为镜的图书热度不减。如

卜宪群的《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 到春秋战

国》。三是解读“一带一路”的图书备受关注。

如《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大

写西域》让读者看 清时代趋势，把握未来。

四是将较晦涩的知识转化为大众能 读懂的叙

述，雅俗共读。如内蒙轩的《马克思靠谱》，

韦力 的《古书之爱》。

（二）文学类图书突出原创佳作，体裁涵

盖小说、诗词、 散文、传记文学、纪实文学

等。一是反映当代人生活与情感 的文学作品

受关注。如《我们》《欢乐颂》，引导人们思

考， 在这个现代化的都市中，怎么去追寻自

己的人生和梦想，怎 么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面

对自我、面对他人、面对社会。二是 名家新

作迭出。如格非的《望春风》，微缩五十年时

代变迁， 演绎幽微处世情人性；张炜的《独

药师》，讲述了 19 世纪末 至 20 世纪初，

在长生、爱欲、革命之间，一个家族的命运 兴

衰；叶嘉莹的《好诗共欣赏》，结合传统诗论

和西方理论， 品赏中国的诗歌，引领读者体

会古典诗歌的精粹。三是名人 传记、纪实文

学精彩纷呈，大珠小珠落玉盘。既有“大家”

传记《搏击暗夜：鲁迅传》，也有小人物传记

《最棒的农民 高健浩》，以及讲述大山深处

特殊群体故事的《没眼人》。此 外，以色列

国宝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热门人选阿摩

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以其高超的写作

技巧和深刻的 文学内涵成为本次文学类入选

书目中唯一的外国文学作品。

（三）生活与科普类图书贴近百姓，注重

科学普及，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一是以大众

化语言讲述深奥科学知识，普 及科学常识。

本土科普作品《什么是科学》《美丽的化学反

应》以及引进科普读物《迷人的材料》《极简

宇宙史》秉持 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通过大

众化语言回答了深奥科学的若 干疑问。二是

重视儿童科学养育。海文颖的《接纳力》、月

华的《别等孩子长大了才后悔你现在做得太

多》着眼于孩子 成长的规律，以科学的理论

基础，结合作者在养育孩子过程 中的感悟和

心得，以及大量的亲子教育咨询案例，启发读

者 科学育儿。三是关注生活、关爱生命，引

导人们积极、健康、 优雅地生活。《养生堂

之养生厨房》旨在让读者的一日三餐 更加健

康，《花与树的人文之旅》深入浅出地为读者

揭示了 植物的生长秘密，《小家，越住越大》

从中国读者需求出发， 为国人量身定制，解

决国人的居住问题。此外，逻辑科普图 书《神

逻辑：不讲道理的人怎么总有理》分析了 19

种最常 见的逻辑错误，文字清晰精炼，语言

幽默诙谐，深受读者喜 爱。

（四）少儿类图书着力引导儿童健康成长，

培养民族自 豪感和爱国精神。一是着眼于中

国文化和主流思想意识，传 播传统文化。如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彩绘本）》以中国 元

素、中国经验、中国气派讲述中国故事，表现

孩子们真实 感人的梦想，激励孩子们为中国

梦奋斗；《伟大也要有人懂： 一起来读毛泽

东》重现一代伟人平实而光辉的一生，给青少

年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和解读角度，从毛泽东

的人生经历出 发，去真正了解他作为一个普

通人的理想与追求；《天青》 传递了舍己为

人的高尚精神和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操。二是对

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加重视。原创优秀儿童

文学作品《面 包男孩》《如画》《我很高兴

认识你》《我的名字叫丫头》《“沐 阳上学

记”丛书》《致未来的你——给男孩的十五封

信》《向日葵中队》，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尤

莉亚的日记》等，皆通 过儿童生活、学习方

方面面的描写，聚焦儿童成长与心理健 康问

题，引导儿童健康成长。三是精选绘本体现童

心、童趣， 传递人间温情。彭懿的《不要和

青蛙跳绳》通过奇想天外的 故事情节，丰富

有趣的画面细节，帮助家长和孩子更好地走

出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达到家庭和谐的目

的。

“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推荐活动旨

在引导大众广泛 参与读书活动，在全社会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文明风尚。

截至 2017 年，已成功举办七届，品牌影响力

凸显，成为读者每年翘首以盼的重要读书盛

事。

（参考咨询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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