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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公共图书馆作为地方历史文献的主要存藏机构，积极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

出版工作，对于保护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 过程］运用

网络调研法、文献分析法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全国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概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 结论］

结果表明，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存在参与程度不高、参与形式单一、主动性缺乏等

问题。建议公共图书馆可以从发挥资源优势、加强学术积累、寻求多方合作、创新参与方式、建立有效机制

等方面，提升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质量，履行图书馆保护传承地方优秀特色文化的职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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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丛书是汇集多种著作，依一定原则、体例编辑的图书，包括汇编、辑佚、郡邑、自著等类

型［1］。地方文献丛书相当于郡邑丛书，是专门收集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人士著作和相关文献的书，

对于保护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07 年初，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2］。2012 年，“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计划”项目正式启动［3］，相继拉开全国古籍普查和民国文献普查序幕，各地得以摸清地方

历史文献存藏家底，为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4］，强调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

出版，加快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在国家相关政策推动下，近年来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文献丛书编

纂工作陆续启动、完成，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公共图书馆是地方历史文献的主要存藏机构，具有保护、传承、弘扬地方历史文献和优秀文化

的职责使命。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公共图书馆古籍及

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在知网以“地方文献丛书”为主题词检索相关研究论文，发现内容集

中于对某一部或某一地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情况的介绍、评价上，少有文章从公共图书馆参与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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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为此，笔者拟运用网络调研法、文献分析法、综合归

纳法，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全国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概况进行调查，分析公共图书馆的参与经验和

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对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及地方文献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有所裨益。

1 公共图书馆参与全国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现状   

1.1 整体情况

为充分考察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情况，首先通过网络调研收集到全国地方

文献丛书信息近百种，然后整理选取 2000 年以后启动，涵盖省、市、县、镇各行政层级的代表

性丛书 40 种（表 1、表 2、表 3）作为主要分析研究对象。

表 1 省级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

序号 丛书名 项目时间 主持单位 参与图书馆 参与情况

1 《湖湘文库》 2006—2013 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 湖南省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2 《山东文献集成》 2006—2011 年 山东省政府、山东大学 山东省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3
《 内 蒙 古 历 史 文

献丛书》
2007 年至今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
馆等

合编、提供底本

4 《浙江文丛》 2010 年至今 浙江省政府、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负责编纂

5
《 广 西 历 代 文 献

集成》
2010 年至今 广西桂学研究会等

广西图书馆、南宁
图书馆等

项目推动、举办新书
首发式

6 《巴蜀全书》 2010—2023 年 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大学 四川省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7 《巴渝文库》 2010 年至今 重庆市委宣传部等 重庆图书馆 负责编纂文献总目

8 《新疆文库》 2011 年至今 新疆自治区政府 新疆图书馆等 参加首发仪式

9 《燕赵文库》 2013 年至今 河北省委、省政府 河北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接受赠书

10
《 陕 西 古 代 文 献

集成》
2013 年至今

陕西省委宣传部、古籍整理办
公室等

陕西省图书馆等
参与新书发布和学术

会议

11 《荆楚文库》 2014 年至今 湖北省委、省政府 湖北省图书馆
拟 计 划、 选 书 目、 负

责“方志编”

12 《云南丛书续编》 2014—2021 年 云南省委、省政府 云南省图书馆等 学术指导、提供底本

13 《琼崖文库》 2014 年至今 海南省委、省政府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等
编选书目、提供底本

14 《山西文华》 2015 年至今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图书馆等 开展宣传活动

15 《江苏文库》 2016 年至今
江苏省委、省政府、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
南京图书馆等 负责“书目编”

16 《贵州文库》 2016 年至今
贵州省委、省政府、贵州出版

集团
贵州省图书馆等 提供文献、学术指导

17 《朔方文库》 2016 年至今 宁夏大学 宁夏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学术指导

18 《天津文献集成》 2013—2017 年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问津书院 天津图书馆 合编、馆员主编

19 《八闽文库》 2019 年至今
福建省委宣传部、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
国家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1 公共图书馆参与全国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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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级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

序号 丛书名 项目时间 主持单位 参与图书馆 参与情况

1 《温州文献丛书》2001—2007 年 温州市委、市政府 温州市图书馆 负责编委会工作

2 《广州大典》 2005—2015 年
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

文化厅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

市图书馆等
负 责 底 本、 日 常 事

务、开展活动

3 《绍兴丛书》 2005 年至今 绍兴市委、市政府 国家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学术指导

4 《泉州文库》 2006 年至今 泉州市政府 泉州市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5 《重修金华丛书》2008—2013 年 金华市委、市政府
国家图书馆、金华各市县图

书馆等
提供底本

6 《金陵全书》 2009 年至今
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出

版传媒集团
南京图书馆等

提供、搜集、整理
文献

7 《无锡文库》 2010—2012 年
无锡市委宣传部、凤凰出

版社
无锡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开展宣传
活动

8 《台州文献丛书》 2011 年至今 台州市政府、文广新局 台州市图书馆 举办首发式

9 《扬州文库》 2013—2015 年 扬州市委、市政府 南京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开展宣传

活动

10 《红河文库》 2014 年至今 红河州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省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11 《衢州文献集成》 2013-2015 年
衢州市委、市政府、衢州

学院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12
《 东 莞 历 史 文 献

丛书》
2015—2018 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
莞市莞城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
市莞城图书馆

合编

13 《中山文献》 2015—2020 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

中山故居纪念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国家

图书馆等
合编、提供底本

14 《遵义丛书》 2015—2019 年 遵义市委、市政府、市政协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15
《 韶 关 历 史 文 献

丛书》
2019—2022 年

韶关市委宣传部、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国家
图书馆等

合编、提供底本

16
《 茂 名 历 史 文 献

丛书》
2020—2022 年

茂名市委宣传部、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茂名
市图书馆

合编、提供底本、开
展宣传活动

表 3 县、镇级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

序号 丛书名 项目时间 主持单位 参与图书馆 参与情况 备注

1 《义乌丛书》 2008—2021 年 义乌市委、市政府 义乌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义乌市为浙江省金

华市代管县级市

2
《 西 樵 历 史 文
化文献丛书》

2010 年至今
西 樵 镇 政 府、 中 山

大学
广 东 省 立 中 山 图

书馆等
提供底本

西樵镇隶属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

3 《宁海丛书》 2012—2016 年
宁海县委、县政府、

文广新局等
宁 波 图 书 馆、 浙

江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

宁海县隶属浙江省
宁波市

4 《晋江文库》 2014 年至今
晋 江 市 政 府、 方 志

办等
福建省图书馆等 提供文献

晋江市为福建省泉
州市代管县级市

5 《常熟文库》 2018—2021 年 常熟市委、市政府
国 家 图 书 馆、 常

熟图书馆等
提供底本、学术
指导、开展活动

常熟市为江苏省苏
州市代管县级市

根据调研资料，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情况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从空间

范围来看，全国几乎每个省级行政区域都开展了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市、县、镇级的则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少数城镇，与地方经济和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其次，

从项目时间来看，各地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启动时间集中在 2010 年前后，2010 年以后省

级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纷纷涌现，这与 2007 年以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范

围内广泛实施、公共图书馆开展古籍普查摸清地方历史文献存藏情况密切相关。再次，从主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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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来看，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宣传部、文广旅体局等部门组织实施，集

合出版社、高校、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及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综合来看，公共图书馆

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参与率达 100%，发挥了提供底本、编选书目等不可或缺的作

用；同时受公共图书馆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职能特点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不同地方文献丛书的

公共图书馆参与方式、作用不同，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1.2 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程度与方式

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程度与方式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1.2.1 全面参与，负责整个项目

在某些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中，公共图书馆作为主持单位全面参与，负责统筹主导各

项相关工作，署名为丛书的编者或合编者。例如：《东莞历史文献丛书》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东莞市莞城图书馆合编［5］；《天津文献集成》由天津图书馆、天津市问津书院合作编辑［6］；《内蒙

古历史文献丛书》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主编［7］。这类地方文献丛书占比不多，表现为出

版形式单一、以影印为主、出版规模较小（一般在 50 册左右）等特点，与动辄数百上千册，出

版形式多样的一些省级地方文献丛书相比有很大差距。

1.2.2 主要参与，承担重要工作

在某些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中，公共图书馆是主要参与者，承担较为重要的编纂或

管理工作，如湖北省图书馆负责《荆楚文库·方志编》的编纂工作［8］；重庆图书馆负责《巴渝

文库》第一大书《巴渝文献总目》的编纂工作［9］；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要负责《广州大典》

的底本搜集、整理等工作［10］；温州市图书馆负责《温州文献丛书》编委会和编辑部日常工作

等［11］；南京图书馆承担《江苏文库·书目编》的编纂工作［12］。这类图书馆一般是地方最大的公

共图书馆，作为地方主要的学术或文化力量参与到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工作中。

1.2.3 被动参与，提供支持

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是由于自身的工作内容或业务特点，被动地参与到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

版项目中，主要表现为项目工作组联系公共图书馆、协商提供文献底本等。如《重修金华丛书提

要序》中对编纂《金华丛书》过程中“国家、省属及市属图书馆、博物馆提供用书方便”表示感

谢［13］；又如在《湖湘文库》的编纂中，湖南图书馆等单位给予了支持［14］。

1.3 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中的作用

由于参与程度与方式的差异，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

相同，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1.3.1 文献普查，拟定目录框架

2007 年、2012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相继启动

实施，公共图书馆作为主要参与力量，对服务范围内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普查，地方文献存藏整体

面貌得以明晰，为明确地方文献丛书内容框架、保护地方特色珍贵文献奠定了基础。如湖北省

图书馆原副馆长阳海清先生基于对湖北文献全面深入调研实践编纂的《现存湖北著作总录》，为

《荆楚文库》文献编中的古籍部分和方志编书目的编纂、厘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学者称为

“荆楚首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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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底本提供，保障版本质量

将馆藏文献作为底本提供给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组，用于影印或点校整理出版，是各

级公共图书馆在丛书出版工作中所发挥的最基本、最普遍的作用，保障了地方文献丛书的版本质

量。如以影印方式出版的《衢州文献集成》所用底本包括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重要收藏机

构的宋元善本 9 种、明刻本 45 种、清刻本 134 种、名家稿钞本 43 种等［16］。再如，根据《无锡

文库》总序及第四辑编纂说明所述“无锡历史典籍保存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中”，《无锡文库》的

编纂即得益于各大图书馆提供版本保障，得以保护和抢救珍贵文献，保存文脉，其中《梁溪先生

文集》就是“据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影印”［17］。

1.3.3　底本整理，确保内容全面

地方文献大多散存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机构或个人手中。因此，编纂地方文献丛书不

能只依靠当地图书馆的文献馆藏，还需要编纂人员广泛联络和奔走，进行文献搜集与整理。在地方

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中，许多公共图书馆发挥了文献搜集整理的作用，为丛书内容的全面性提供了

保障。如在《广州大典》的整理出版项目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为文献搜集与整理的主力军，

负责广泛搜集散存各地的广州府文献，并进行了版本比勘、扫描校对等繁重的整理工作［18］。

1.3.4　人力支持，负责项目日常事务

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是地方重要的文化工程，涉及人员、经费、机构合作等复杂的管理事

务，需要专门工作组进行统一规范的协调与沟通。有些公共图书馆发挥专业的人力资源优势，作

为主要力量管理项目日常事务，推动相关工作有序开展。如温州市图书馆负责了《温州文献丛

书》编纂出版的日常工作，包括组织编纂会议、联系作者，以及文件档案整理，保障了《温州文

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的顺利完成［11］。又如广州图书馆设立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负责《广州大

典》及其后续丛书的编纂工作，与广州图书馆合署办公［19］。

1.3.5　学术指导，提供智力支撑

公共图书馆专业馆员在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地方文献知识、研究经验及学术

成果，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指导作用，为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提

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如在《江苏文库》的整理出版中，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学者

参与论证会议，根据图书馆工作经验，提供了学术指导［20］。

2 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不足   

然而，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还存在不足之处。整体而言，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2.1 参与程度不高，主导力不足

大部分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作为主导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多为政府宣传部门、出

版社或高校。以本次调研所选取的 40 种丛书为例进行统计发现，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有 34 种，占

比达 85%。其中，由政府部门与出版社联合主导的有 6 种，由政府部门和高校联合主导的有 4 种。

例如：河北《燕赵文库》由河北省委、省政府主导，河北大学为主要参与力量；宁夏《朔方文库》

以宁夏大学为核心；《浙江文丛》以浙江省政府和浙江古籍出版社为主导和主要实施力量；《江苏文

2 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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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以江苏省委、省政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为主导和具体实施力量。而由政府部门和公共

图书馆联合主导的为 2 种，加上由公共图书馆独立主导或联合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力量主导

的丛书 5 种，则公共图书馆的主导占比仅为 17.5%，且多是规模小、形式单一的丛书项目。

2.2 参与形式单一，主动性缺乏

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形式普遍表现为提供底本。如《中山文献》收录文

献底本来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各地所藏［21］；《衢

州文献集成》所收地方文献部分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16］；《重修金华丛

书》的编纂组成员从金华各县市区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找书［13］。事实上，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

整理的形式丰富多样，但多数公共图书馆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只作为文献收藏单位被动参与。

2.3 参与主体失衡，基层馆极少

根据调研资料，不论是省级还是市县镇级的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参与其中的公共图书馆

多集中在少数大型公共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各省级图书馆等，而基层公共图

书馆参与极少，一般只偶然作为地方文献丛书的受赠单位被新闻报道提及。如三原县图书馆接受

陕西省社科院古籍整理办公室捐赠《陕西古代文献集成》［22］。与之相应的是目前地方文献丛书

整理出版主要在省级层面，市县镇级别的仅在经济发达的少数沿海城市。

3 对于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建议   

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图书馆的职权范围、

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公共图书馆如何扬长避短，积极参与到地方文献丛

书整理出版当中，充分履行传承保护地方优秀文化的职能，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发挥资源优势

公共图书馆作为文献收藏单位，有着独具一格的资源优势，可以助力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

推动地方优秀文化传承保护的均衡与高质量发展。一是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可以积极履行其引领一方优

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利用其藏量丰富的地方历史文献、专业的人才队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以及在参与省级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帮助、指导和推动地方文献丛书的整

理出版。如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省级图书馆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源，广泛地为各

级各类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提供文献底本，南京图书馆还组织专业馆员参与了《江苏文库》《金

陵全书》《镇江文库》等的提要撰写［23］。二是基层公共图书馆应注意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构

建有地域特色、内容全面的地方文献资源体系，为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提供文献保障。三是地方公

共图书馆界可以加强沟通，团结协作，形成地方优秀文化传承保护共同体，利用行业影响力和凝聚

力，推动基层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如广西图书馆界推动《广西历代文献集成》整理出版，内蒙古

自治区图书馆学会主持《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其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公共图书馆借鉴。

3.2 加强学术积累

基层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实践中，应注意加强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相关的前

期学术积累，为推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是注意梳理地方文献流传情况，

3 对于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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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地方历史文献存藏家底，编订地方文献存藏目录。二是注意分析了解本地历代文献的保藏情

况，明晰珍稀特色地方历史文献抢救保护和传播利用的重要意义与迫切性。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

出版中，文献全面调研是前提，目录框架拟定是基础，这些都是公共图书馆职能之中可以独立完

成的工作，也是公共图书馆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更有效地履行地方优

秀文化传承保护职责的必由之径。

3.3 寻求多方合作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除努力争取或依赖政府有关部门支持外，还应

拓展思路，在参与支持主体和具体出版方式方面灵活处理。一是面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如热

心地方文化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寻求多方合作，获取多样化的经费来源及人力、物力支

持。二是丛书的出版方式可以灵活化，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精，优先急需保护和传承的地方历

史文献与特色传统文化，循序渐进地整理出版地方文献丛书。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等主导

的《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虽然只是依靠热心学者的有限投资零星出版，但在抢救保存内蒙古

特色文献上、在方便读者查阅利用上也是颇有成绩［7］。

3.4 创新参与方式

公共图书馆是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不仅拥有各具特色、功能齐备的线下文化空间，还

有公众号、视频号、自主开发的小程序等线上文化空间，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软硬件设施条件，创

新参与方式和思路，多样化地推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一是举办地方文化学术交流会或地方

文献丛书出版总结会，促进地方优秀文化研究与传承。如在重庆图书馆举行的《巴渝文献总目》

出版座谈会，系统总结了《巴渝文库》编纂出版工作经验，探讨和研究下一阶段各项工作［24］。

二是借助新书发布宣传活动，培养大众地方文献传承保护意识，引导大众参与，共同推动地方文

献丛书整理出版。如台州市图书馆举行《台州文献丛书》第四辑首发仪式，宣传了台州地方历史

文化，彰显了丛书编纂成果和意义［25］。三是拓展读者服务，实现地方文献丛书的广泛利用，通

过设立地方文献丛书专架或地方文献阅读空间，举办展览、图书推荐、读书沙龙等方式，吸引读

者阅读和关注，提高地方文献丛书影响力。

3.5 建立有效机制

保护地方历史文献、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与特色文化是地方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责使命。地

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是抢救地方历史文献、保存地方文脉的有效方式。因此，公共图书馆应该将保

障和推动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纳入到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当中，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

人才保障机制，注重古籍与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人员的培养，设立专门部门，并制定相应的工作制

度，为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提供人力保障。二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古籍与

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与整理，促进地方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三是建立战略发展机制，将保障和推动

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纳入图书馆的重点工作规划，保障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的持续有效推进。

4 结 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长期蓄力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

4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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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等一系列政策的导向之下，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成为

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献存藏保护

与开发利用、文化传播推广、文化教育服务等职能。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公共图书馆应当从

自身的时代文化使命出发，积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主动参与、积极促进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

项目实施，抢救保护地方珍稀文献，传承弘扬地方优秀特色文化，以多种形式推动地方文献的活

化利用，为地方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科学、高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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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Series

Deng Yaqin

(Foshan Library,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As the main depository of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public librarie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ser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lo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Method/Process］The network research method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series in China.［Result/Conclu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single form of participation and lack of initiative in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local literature series collation and publishing projects. It is suggested that public librarie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series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resource advantages, strengthening academic accumulation, seeking multi-party cooperation, 
innovating ways of participation, and establishing effective mechanisms, so as to fulfill the functions and 
missions of libraries in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local culture.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Local literature series; Organize and 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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