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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体现出

城市的风骨和灵魂，也是城市的气质。我国拥有幅员

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间的迁移、融合与发展以及千

差万别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中华大地上产生了

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城市。文化城市集中体现了中华

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

珍贵财富。保护并发展我国的文化，是高校图书馆的

重要使命。
一、城市文化与城市

1.城市文化在社会关系、精神等方面有着深厚的

积淀，是一个城市的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城

市的内在性格。如同人一样，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既

有先天的遗传，也有后天的环境的改造。同时，城市文

化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城市人们的价值观念。在
城市体系中，文化是根基，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决

定着城市的兴衰存亡。在对城市的建设中，一定要从

它的本质出发，以正确的价值理念作导向，打造城市

品牌文化，发展城市特色经济，做到从传统中发掘新

知，从理论走向实际。
2.以潍坊市为例，北海文化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基

础。作为齐鲁文化发祥的腹地，曾经的鲁东半岛的经

济中心，潍坊在其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确曾有过经

济文化高度繁荣的辉煌。我们可以用五句话概括北海

文化：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笃功务实，经世致用；刚健

自强，义利并重；尊贤重智，重礼尚德；包容开放，雅俗

并济。每一句话都概括出了北海文化的精髓。这些赋

予人们以观察世界和分析世界的独特方式，并由此形

成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这正是北海文化

内在精神的体现，也是北海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

产，并长期成为地域认同的核心。
3.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有助于建构并提高人们

的文化价值意识。文化的价值意识作为人的一种强大

的精神力量，具有指导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的特性。一个地区人民的凝聚力的根源在于文化的深

层结构，在于共同的价值取向。城市文化的价值意识

或价值精神，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鲜明的区域性，它可

以体现出该地区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对当地人民生

活、学习和工作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二、城市文化与高校图书馆

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是由城市创造和发展的，而

图书馆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和重要标志，它最广泛、最
完整地保存记载着人类活动的知识和文化典籍。与之

相比，高校图书馆既有收藏文物、科学研究和陈列展

览、宣传教育等三项基本功能，又有其特殊性，即支援

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同时，它也是师生获取知识和

借阅文献最重要的场所。因此可以说，高校图书馆是大

学的心脏，也是传承和弘扬城市文化的重要基地。
1.城市的历史与高校图书馆。每一个大学都有自

己的底蕴和内涵，这些都是在依托其所在城市的内在

本质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而城市的本质即文化，是通

过厚重的历史累积起来的。城市的历史越悠久，其大学

的底蕴和内涵就越浓重，其高校图书馆就越具有代表

性。高校图书馆馆藏的多少和建筑风格都会或多或少

地联系到城市的历史文化，而且高校图书馆的规模也

反映出大学乃至城市的科学研究能力。潍坊最早的人

类遗址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正是因为悠久的历史

产生了广博的北海文化。从春秋末期的齐国政治家晏

婴到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从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到北宋

金石学家赵明诚，从清代画家郑燮到民国时期的王统

照……现如今的潍坊学院图书馆，根据潍坊的历史，收

藏了许多潍坊历代名人的文献典籍，其中明末赵秉忠

的状元试卷就陈列其中。该图书馆已和这座城市的历

史紧贴在一起，读者在翻开城市历史的同时，悠久灿

烂的城市文化会注入心田，激发出自豪感和正能量。
2.城市的形象与高校图书馆。现今衡量一个城市

的形象，已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发展，转变为经济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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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并重。城市形象是城市当下文化的外在展示，

大学是城市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是城市文明的窗

口。大学从城市发展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源动力，而城

市则凭借大学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获得发展的助推

力。每所大学在命名之初，必定要加上地区限制，如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这就将这个大学的品牌与城市

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大学办学水平的提升必须要依

靠其图书馆硬实力的提高，图书馆使优美的生态环境

和浓郁的学术氛围始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间接地影

响城市文化建设和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形象。无论国

外和国内，一座充满城市文化的图书馆，就是这座城

市的骄傲和文化力的象征。
3.城市的特色与高校图书馆。每个城市都有其独

特性，我们称之为城市的特色。独具城市文化的建筑

特色，无疑是城市特色的外化和标志。人们分辨城市

的特色，首先是感受到建筑风格的不同。高校图书馆

的建筑一定要充分体现出城市特色，发挥图书馆的文

化展示作用。作为大学的心脏，图书馆已成为大学形

象的标志之一，图书馆一定是大学中的标志性建筑

物，是学校的文化景点。高校图书馆的建筑风格，不但

要与城市的大环境相协调，而且还要有其独特的个

性。如潍坊学院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就别有一番特色。
潍坊作为国际风筝之都，每年都举办国际风筝节。潍

坊学院就依照这一特色，将图书馆建成了类似于燕子

风筝的形状。潍坊学院图书馆现有馆舍面积 3.35 万

平方米，主体成六边形（俯视图），坐北朝南，犹如燕子

的躯干；在六个边上都有相对应的延伸建筑，犹如燕

子的翅膀与尾翼。在空中俯瞰整个建筑，好似一只正

在飞翔的燕子风筝，仿佛承载了潍坊这座城市的历史

和文化、光荣和梦想。
4.高校图书馆的藏书和学术研究特色。在城市的

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环境，产生了独特的

历史和文化。高校图书馆在馆藏方面既要完善其他文

献的种类，又要有所侧重，体现出与城市历史文化一

致的特色。大学图书馆首先要满足师生对文献的基本

要求，即文献的广泛性，数量大，科目多，涉及的范围

广，可供选择的版本丰富。其次就是针对特色文献要

积极收集，即文献的集中性，版本全，篇目精，作者的

影响力大。另外，在学术研究方面，要着眼于全地区、
全省乃至全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下解读自己

的文化，再将自己的特色推向全国，同时提升城市文

明的内涵和城市文化品味。高校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功

能，是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用

民族文化、城市文化滋养自身的同时，要在藏书和服

务等各方面，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文化展示作用。

潍坊学院图书馆借鉴学习兄弟高校图书馆的经

验，不断丰富文献资源，大力弘扬优秀文化。现有馆藏

文献 350 万册 （其中纸质图书 220 万册、电子图书

130 万册），中外文报刊 6800 种（其中中文期刊 3200

种、外文期刊 3600 种），涉及理、工、文、经、管、农、法、
历史、教育和艺术 10 大学科门类。图书馆对纸质文

献、数字资源、电子图书等各种载体资源进行了科学、
合理的配置，形成了符合学校专业特色的、传统文献

与数字资源、现实馆藏与虚拟馆藏相互补充的馆藏体

系，成为学院的文献信息中心。潍坊学院图书馆拥有

《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等重点馆藏

传统文献；在古籍收藏上，图书馆拥有清代四大文字

学家之一王筠的私家古籍图书 6000 余卷，其中包括

明清刻本、善本、抄本、稿本、舆图及王筠本人补正的

《说文句读》稿本等珍贵文献。同时，图书馆也注重地

方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建立了潍坊文化名人馆和古

籍馆，为挖掘和传承北海文化提供了研究资源。
5.信息技术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现

在电子阅览的形式已经越来越普遍，在快节奏的学习

和工作中，读者更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多的知

识，汲取更多的文化营养。有底蕴的图书馆不仅有丰

富的馆藏，还要有优秀的图书馆馆员与高素质的读

者。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图书馆员要掌握信息技

术本领，让读者在数字图书馆中感受中华民族和城市

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要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修养，通

晓所在城市的文化，从而做合格的文化传播者。要更

加完备文献借阅管理体系，在购入图书时图书馆应注

重书的质量与数量间的平衡，在借阅管理中要对外借

的图书按时清查，对重要文化读本要重点登记，及时

联系持有到期图书的师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图书馆在对读者的培训上也要下功夫，使他们熟悉文

献借阅流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根据馆藏文化

精品，进行一些文化讲座。充满文化品格的馆员和读

者，就是浓缩的城市文化的名片和优秀文化的使者，

这也是高校图书馆履行文化使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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