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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献记录着当地奋斗历程，蕴藏着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精神密码，是在新时代开展党史教育

的重要资源，是弥足珍贵的党史资料。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传承、保护红色文献的重要

单位，肩负着红色精神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历史重任。目前，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在红色文献的挖掘、保

护、推广和传承中面临着人力不足、资金匮乏、重视程度不够、技术水平落后、与相关单位协同合作不

足、红色文献资源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对此，应该加强重视，扩大资金投入，拓宽红色文献的收集渠

道，推进红色文献资源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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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ecords of local struggles, red documents contain the spiritual cod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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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leading the people to victory in numerous revolutions. They are valuable materials of the 
party history, serving as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s an 
important unit for collecting, sorting out, inheriting and protecting the red documents,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red spirit and culture. Unfortunately, they are now faced with many prob-
lems in the mining, protection, promo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d documents, such as lack of man-
power, dearth of money, insufficient attention, low level of technology, lack of cooperation with 
other units, and improper management of red documents.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xpanding capital investment to broaden channels of collecting red documents, and to 
promote the digitization of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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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献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发布或者出版发行

的各种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会议记录、讲话稿、报纸、档案等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中具有代

表性的版本等[1]。红色文献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的过程，蕴

含着革命先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具有统一认识、凝心聚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面向未来，尤其是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

好、运用好红色资源。”[2] 
百色是广西革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大市。在百色起义过程中，百色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历史文献。

百色学院是百色老革命根据地唯一的综合性高等学校，肩负着弘扬革命精神、继承红色经典的历史使命。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百色学院图书馆为了满足百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百色作为革命老

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整理和建设了自己的红色文献库，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红色档案数据库。 

2. 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挖掘与推广现状分析 

高校图书馆管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高校图书馆普遍为本校师生，尤其是教学科研人员服务；

因而，处于实际需求，高校图书馆往往重点收藏学科教育专业类的书籍，而当地红色文献资源整理和收

集工作相对滞后，出现红色文献收藏数量相对较少、质量水平相对较差、结构单一、开发和利用水平不

足等问题。如何挖掘与推广高校图书馆的红色文献，尤其是对于如何挖掘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的红色文

献资源，发挥革命老区自身原有的优势，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1. 挖掘不充分，保护力度不够 

在红色文献资源库的建设过程中，百色学院图书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第一，对红色文献

资料的重视不足，红色文献资源保护的氛围不浓。第二，现有百色旧革命基地区域红色文学，百色革命

老根据地地区的红色文献资源分布很广，缺乏针对性、有效性的整理和保护。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文献

资源建设体系存在不完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第三，在百色革命老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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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与其他高校相比，百色学院的规模相对较小，在纸质文献资源中，图书资料较

为匮乏，当前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文献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红色资源的内在吸引力和外在吸引力有待

提升，其内涵还需进一步发掘。百色革命老区现有的红色文献数据库存在严重的数据问题，影响了资源

的有效整合。第四，百色革命老区红色文学的特征还没有真正揭示出来。“红色资源”功能未充分发挥。

图书馆馆藏结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馆藏内容相对较少，数据技术更新发展缓慢，对数据库的维护和管

理的重视教育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当今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由于缺乏专门的人才来进

行文化环境的建设，存在“重建设而轻维护”的深层此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加强老百色革命根据地

红色文献的建设，必须从更高的起点上推动红色文化的多角度传播，加强对稀有精神资源的发掘，使其

在社会上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建设红色教育平台。 

2.2. 信息技术赋能红色文献推广力度不足 

红色文献的保护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对有关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红色文献的保护，既要具

备一定的文物保护知识，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在红色文献进行保护工作上的经费投入有

限，出现了图书馆人员编制数不足，岗位技术人员待遇偏低，人员不稳定的问题；此外，现有部分红色

文献资料收集数据整理分析工作从业人员需要专业能力素质教育相对较低，而且教学理念比较陈旧，难

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工作中红色文献资料的保护与发展。从长远来看，百色红色文献的利用和发展将

受到阻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新媒体技术和红色文献的保护和利用将更加紧密。不断拓宽红色文

件保护工作的视野和路径。受资金、人才、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百色市利用新媒体技术保护和

利用红色文学的程度普遍偏低，文学的智能化程度普遍偏低，与外界缺乏互动，立体感、体验感、认知

感较差。 

2.3. 搜集难度大，百色起义口述史料濒危 

由于受革命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影响，用纸质记录革命历史的资料极少，口述史便成为红色文化传

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载方式，在革命纪念馆展览和教育工作

中发挥着独特作用。”[3]百色的红色文献分布较广、收集工作难度大，因此口述采访成了学校获取红色

文献的一种非常重要作用方式。在红色文献建设中，缺乏对口述材料的灵活运用。准确完整的百色起义

口述史料为保护百色红色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信息和依据，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灵魂。然而，目前百

色学院图书馆对百色起义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关注度低、重视不足、进展缓慢、挖掘不够。 

3. 制约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挖掘与推广因素 

3.1. 与相关单位协作力度不足 

目前，百色学院在建设红色文献资源的同时，还搜集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右江工

农民主政权旧址等有关资料，与百色市志办、党史办及其他红色纪念点还没有形成资源建设与服务的联

合。而这些管理部门则往往藏有大量使用珍贵史料。据统计显示，百色、河池各级纪念馆藏有一批较为

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主要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史料；红七军赴江西会师的档案资

料；百色起义档案史料等。在研究百色起义乃至红七、红八军这些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发挥着重大作用。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争取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对于开展红色文献资源的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 

3.2. 红色文献资源建设投入不足 

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红色文献资源建设面临着人力不足、资金匮乏、技术相对落后，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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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下，馆藏红色文献的知识存储、服务利用和传播效能问题亟待解决。”[4]红色文献进行资源

管理建设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参与者就是中国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的建设我们必须要得

到学校及政府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 
1) 专项资金投入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难以满足红色文献的收集和分类的需要。由于我国的红色文献资源大多分布在较落后的革命老区，

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方财政比较吃紧，高校的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经费严重短缺，致使其开发经费严

重短缺。这对大学图书馆的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人力资源投入不足阻碍高校红色文献资源建设 
红色文献的保存工作细致，对从事有关科研工作的管理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技术的基本理论

知识，并且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人力资源的缺乏，使得红色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

研究、服务等方面的专家缺乏，制约了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3.3. 管理混乱，缺乏创新 

1) 违背科学发展规律 
缺乏创新性的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缺少长期的建设机制。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文献

资源管理建设工作过程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此外，文献资源环境的构建也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科学规划，

不能马虎，要逐步推进。在现实中，忽视制度、规划、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现象多次出现。 
2) 服务水平仍有待提升 
目前，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是一味追求文献资源建设的数量和速度，没有改变传统的等待读者到

来的方式，也不能主动为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平台。对“红色档案”的后续整理与深加工工作没有引

起足够重视。 
3) 红色文献资源的宣传力度较小 
加大对红色文献资源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从理论上讲，为了方便读者利用红色文学资源，在红色文

学资源建设后，必须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加大对红色文学资源的宣传力度，从而实现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充

分利用。但在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高校图书馆在红色文献资源上的宣传工作还很薄弱，参考

室内的红色文献资源利用率较低，从而间接地制约着它的功能。加强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发掘

与宣传文献进行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管理服务的核心，只有不断深入地挖掘文献价值，积极地开展社会服

务企业创新，促进馆藏文献的利用，只有这样，大学图书馆的基础功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才能更好地

实现育人价值。 

4. 推进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挖掘与推广路径 

4.1. 创新模式，拓宽推广渠道 

1) 拓宽收集红色文献渠道 
红色档案多为非正式刊物，散布于民间。为了更好的搜集，可以通过复制、订购、交换、捐赠等多

种形式进行，逐步完善百色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件保障体系。 
2) 设立“呈缴制度”，以征集新刊文献 
为了促进政府有效开展红色文献收集工作，可以建立“提交制度”来收集新出版物。基于国家“呈

缴本”的体制，设立“百色呈缴本制度”，其初衷就是当百色出版管理机构出版企业关于红色文化研究

参考资料时，当地相关文献收藏机构发展可以通过根据自己收藏一定数量的新刊文献。与旧地区红色文

件生产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支付关系。为了保证旧地区红色文件收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提交系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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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以与其他收集方法有机结合。 
3) 积极探索，拓宽推广渠道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以线上内容赋能线下空间服务，以线下空间推动线上内容传播。将文

献进行数字化是文献研究服务中的关键技术环节，下大力气和苦功夫去开发数据库，并积极发展展开相

关知识图谱构建的探索。在数据库建设的同时，响应读者需求，坚持移动优先、大屏幕优先的技术导向，

全面引入全媒体技术，打造“百色学院”微信应用与百色起义历史互动平台[5]。 

4.2. 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保障体系 

1) 给予资金和政策倾斜 
积极争取上级对右江革命老区红色文学的发掘和推广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大对革命遗址的保护

和发掘力度，加强对红色文献的保护与利用。同时，我国高校要把红色文献研究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并作为社会支持重点，切实保障红色文献进行挖掘与推广经费逐年不断提高。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红色文献挖掘和推广需要专业的人才团队。当前，人才的匮乏和技术落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图

书馆红色文献挖掘并促进进一步发展，限制了高校“三全教育”全面发展，成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挖

掘和推广的“瓶颈”，目前从事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挖掘推广人员未培训的专业人才，主要来自其他岗

位调整的非专业人员。为了进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采掘与普及的管理水平，促进高校图书馆红

色文献采掘与普及的发展，人才是关键。在加强中国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进行挖掘与推广使用

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为抓手：一是加快整合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数据挖掘与推广人才教育资源，

组建百色起义口述史料教学研究设计团队，积极抢救口述史料；二是经常性开展现有专职会计人员主要

业务相关工作的专题培训；三是加大红色文献开发利用自己专业的高端人才资源引进力度，充分整合经

济社会网络资源，确保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挖掘与推广服务工作有充足的专门管理制度机制、专业的红

色文献搜集人员。 

4.3. 开发和优化馆藏信息资源，推动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如何收集和整

理老百色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献资源，怎样对红色文献进行全方位的搜集与整理，怎样把百色革命根据

地的红色文献资料数字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革命老区的历史底蕴，如政治、军事、文化等，

能否向世人展示；高校图书馆能否充分利用红色资源服务于当地文化，常常受到馆藏布局的科学、合理、

调查、分析、研究等问题的制约。百色学院图书馆管理整合百色革命老区特有的红色精神文化教育资源，

对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文献进行分析，制作成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的专题数据库，百色

革命老区的红色文献，以社会历史文献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的艰辛与光辉，

对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物质文化的产生与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虽然红色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已

经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保存太分散，数字建设的程度并不令人满意，高校图书馆应积极推进红色文献

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加快红色文献馆藏数字化处理和专项数据库建设，加强与其他红色文献馆藏单位的

交流合作。在构建和共享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媒体资源。 

4.4. 推进资源共享，拓宽服务空间 

红色文献的种类有书籍、报纸、期刊、档案、手稿、传单等，数字化时我们需要分别对待，在数字

化发展建设的各种技术标准中，涉及图像扫描加工、数据标引、建库后期增补完善等多方面问题。首先，

要制定科学的扫描标准。所有红色文献类型均需采用 24 位彩图进行扫描，图像存储要根据不同文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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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得存储格式，发布格式统一选择 JPG 格式或者转化为 PDF 格式，便于后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其次，

要科学标引主题内容。需要进一步分析内容，注重本土内容的主题揭示，提供多渠道的知识发现服务。

第三，数据库建立后，应定期对数据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并动态增加类型，逐步完善系统的动态建设。

要想为后期的资源信息共享打下基础，必须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第四，为满足知识传播的需要，

让受教育者受到多层面的影响，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科研基地，应逐步实现从“资源建设”到“学科服

务”转变。百色学院图书馆的红色文献数字化资源不断增加，既能满足广大读者对纸质出版物的需要，

又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资源。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文献建设离不开图书馆管理工作人员收集

整理百色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的数据，在对红色文献资源环境、红色文献需求的市场现状进行全

面分析的前提下，对红色文献资源的建设和建设进行了规划和目标，尽可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向读者展

示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百色学院图书馆现有的图书、散文等传统文献和电子文献得到了大量的使用，

网络资源检索的运行为百色革命老区红色文献的数字化提供了依据。 
百色学院图书馆充分发挥百色革命根据地红色文献资源的优势，为地方文化服务。为在校学生学习，

为媒体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一个免费开放、技术发展先进、理念领先的公共服务场所，进而打造线下可用、

易用、好用的文献展示和传播信息平台。在线平台和离线空间不是无关的，而是紧密相连、融合的，在

线平台的内容直接呈现在离线空间的各种显示装置和交互设施中。 读者还可以在离线空间的引导下进入

更广泛、更自由的数字世界。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重要历史资料，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

下，开创了一个新中国的光辉历程。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在保存红色文献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

加强对其的发掘与宣传。在挖掘和推广红色文献的过程中，需要反思存在的问题，创新模式，拓宽推广

渠道，加大投入，完善保障机制，开发和优化馆藏信息资源，推进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促进资源共享，

扩大服务范围，切实发挥红色文献在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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