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得特等奖！暨南学子在 2023
年广东省高校图书馆“学问杯”
影评大赛中荣获佳绩

斯远东华工档案与早年

赴苏俄学习回国传播马

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革

命 先 驱 史 料 的 收 集 线

索，充实了世华馆旅俄

侨史侨情文献的收藏，

拓展了相关文献收集渠

道与建设思路。

世华馆是我校图书

馆特色文献机构，同时

也 是 一 所 兼 具 华 侨 文

献收藏阅览、侨史侨情整理研究、华侨历史文化展示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华侨文博场馆，现已成为暨南大学彰显

百年侨校特色的一扇独特窗口。

2018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华馆察看了

馆藏华侨文献与实物，发表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至五洲四海的重要讲话。世华馆馆藏文献和实物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

体，并进而彰显别具特色的华侨历史文化与华侨精神。

世华馆将以此次调研活动为契机，牢记嘱托，不忘

初心，着力夯实华侨文献馆藏品类，提升华侨文献整理

研究与活化推广水平，积极推动南北相关机构的交流与

合作，从而进一步扩大世华馆的影响力，为百年侨校传

承与传播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弘扬华侨华人精神、增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拓展新的路径。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数字平台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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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捐赠仪式在图书馆举行

7 月 3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多语种图书捐赠仪式在我校图书馆举行。

北京崇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我校捐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9 个语种），共

计 200 册。我校党委书记林如鹏代表学

校接受赠书，向捐赠单位代表余富文颁

发捐赠证书并致辞。仪式由副校长饶敏

主持。

林如鹏表示，学校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时的殷切嘱托，近

年来在坚持立德树人、深化办学特色、

弘扬暨南精神、擦亮金字招牌、传播中

华文化、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进步，学校综合办学实力稳步提

升。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学校正在扎实推进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这批图书的到来恰逢其时，不仅为主题教育提

供了生动教材，也为青年学子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境内

外师生读书学习提供了好读本，对暨南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林如鹏强调，广大师生、党员干部务必要学好用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著作，

（捐赠现场）

（调研组收集的侨史侨情文献）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增进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

认同，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补足

精神之钙、夯实信仰之基。

余富文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也

是寻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此次捐

赠旨在让暨南师生更好地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他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把“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研究中心”共建项

目推向深入。

本次获赠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第四卷含中、英、日、德、法、俄、

葡萄牙、阿拉伯、西班牙等 9 个语种版

本图书，共计 200 册。

学校党委宣传部、党政办公室、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学院、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加

了捐赠仪式。
（发展规划与交流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调查研究以及文化传

承发展的重要论述，推动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广东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高质量建设与发展，6 月 13 日，学

校副校长饶敏率图书馆馆长刘增合、副馆长林文兴、世

华馆主任王华、综合办主任周琪等一行北上黑龙江哈尔

滨、黑河等地展开调研工作，收集侨史侨情文献资料，

加强与相关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调研组先后赴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博馆与图书馆、哈

尔滨市博物馆、哈尔滨医科大学伍连德纪念馆（中国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黑河学院图书馆、中国侨乡文

化（黑龙江）研究中心、旅俄华侨纪念馆（黑龙江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黑河市侨联等机构进行走访调研。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镇以及中国的南大门，是

东南亚、北美等地华侨华人进出中国的枢纽性都市，相

南北华侨文献工作交流互鉴
——黑龙江调研活动纪要

关文献机构的侨史侨情资料丰富；而哈尔滨与黑河作为

北疆门户，是华侨华人进出俄罗斯的重要通道，是旅俄

华侨文献与实物的收藏重地。两地华侨文献与实物收藏

的地域差异性与互补性，决定了南北华侨文献工作需要

加强联系交流、合作共赢。

调研组与各机构人员进行深入座谈交流。饶敏表示，

我校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时的殷切嘱托，

积极发挥侨校学缘优势与位于广东侨乡的地缘优势，今

后将加大整理、挖掘与活化优秀华侨历史文化的力度与

深度，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教育形式与手段，

拓展与海内外各界的联系与合作，讲述好华侨华人故事，

传承赓续华侨华人精神，增强包括港澳台侨青年学生在

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调研组与相关机构人员就南北地域特色华侨文献建

设的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学术交流以及人员互访等具

体事项展开充分的交流与探讨。

调研组收集了一批珍稀华侨文献资料，获取了俄罗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调研组与旅俄华侨纪念馆人员合影）

（调研组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座谈交流）



新闻公告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数字平台以

“华侨华人”为主题，以服务学术研究为基本宗旨，同

时惠及全社会。通过“概况”“资源”“展览”“出版物”“文

化活动”五大板块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和发布，集资源检

索、宣传展示、侨务资政、文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

首页的“本馆动态”重点展示世华馆工作动态及推

荐馆藏文献资源。

“概况”版块介绍了世华馆的基本情况、开放时间、

征集公告及文献荐购方式等。

“资源”版块是数字平台的核心，包含了纸本馆藏、

数据库和特色馆藏三部分。该板块整合了馆藏文献、数

据库及各类型涉侨信息资源，可一站式检索馆藏纸质文

献信息、自建专题数据库、已购数据库及相关外部资源。

世华馆自建的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先后获得“新

世纪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2001 年 -2003 年）

项目”“CALIS 专题特色数据库项目（2003-2005 年）”

资助，开发了海外侨情、侨务信息、学术资源、侨务政

策法规等 8 个专题数据库，目前数据量 30 余万条。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数字平台上线
已购数据库包括旧海关刊载中国近代史料、沙加缅

度蜂报、旧金山纪事报、广东地方历史暨华侨文献、中

国与现代世界：外交与政务秘档 1869-1950 年、美国解

密文件参考系统、华侨华人族谱、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在

线数据库，各数据库均有丰富珍贵的涉侨文献。

为了满足访问者不同的资源检索需求，平台设计了

多种检索方式，提供多个检索筛选条件，且相关条件交

替使用，努力实现资源的精确定位。

“展览”版块展示了世华馆的常设展览、VR 云展

馆和专题临展。

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于 2020 年 12 月建成开放，

依托馆藏文献与实物，通过图文、多媒体、场景模拟等

多种展陈手段，多维度呈现华侨华人移民史、创业史、

贡献史以及中外人文交流史。

为满足无法线下观展的人士，世华馆精心制作了

VR 云展馆，让大家足不出户云游“华侨华人历史文化

展览馆”。VR 云展馆采用全景拍摄、VR 虚拟合成等技术，

带你云游“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

进入 VR 云展馆界面后，点击底部的按键可以切换

场景，放大或缩小界面。云展馆分为世华馆中庭、展览

馆入口、序厅、华侨华人、华商经济、华文教育、华文

传媒、华文文学和尾厅等部分。我们为云展馆录制了专

业讲解，分为普通话和粤语版本，各场景设置了高清大

图、文字介绍、视频解说等热点服务。

“出版物”版块提供了世华馆编辑的《侨情简报》

月刊和《侨情综览》年度工具书，及参与编辑的《侨务

工作研究》。

《侨情简报》于 2002 年创刊，是一份对涉侨信息进

行收集、整理、甄选、编辑、发行的动态性简报，数字

平台可提供在线电子版浏览。

《侨情综览》是对侨务、侨情、侨研等主题信息进

行收集整理，具备年鉴性质的涉侨工具书，在数字平台

可浏览其书目信息。

想要参加活动的读者不要错过“文化活动”板块！

这里有华侨华人文化周、海外华文作家讲座、世华馆志

愿服务等品牌活动的最新预告和精彩内容。

以上是世华馆数字平台和 VR 云展馆的大致介绍，
更多精彩等着大家去探索和发现！我们致力于为学界及
大众提供更为丰富的华侨华人文献信息资源，热忱欢迎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数字平台的共享共建。

（世华馆数字平台） （VR云展馆）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6 月 28 日，“书香台山”图书捐赠仪式在暨南大学

图书馆举行。台山市向暨南大学捐赠“书香台山”第一、

二期榜单图书共计 26 册。学校党委书记林如鹏代表学校

接受捐赠，并向捐赠方代表江门市委常委、台山市委书

记李惠文回赠《暨南大学图书馆赠书纪念卡》。台山市

领导刘利元、学校图书馆馆长刘增合等参加了仪式，刘

增合向对方赠送了《暨南大学图书馆藏珍贵古籍图录》。

林如鹏代表学校感谢台山市的捐赠，他表示，暨南

大学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台山是著名侨乡，侨

务资源丰富，校地友谊深厚，近年来在科学研究、文化

交流、人才培养、对口帮扶等方面合作愈发紧密，本次

捐赠活动，为我校进一步挖掘华侨华人资源提供了支持

和帮助，希望双方全面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交流互动，打造新时代校地合作标杆。

李惠文感谢暨南大学长期以来对江门、台山的大力

支持，希望学校继续支持地方发展，携手打造高端侨务

智库联盟，一体建设港澳台侨创新创业基地，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智力和人才支撑。

“书香台山”第一、二期榜单图书收录台山本土及

海外台山籍知名作家、学者的著作，内容包括感知、书写、

根植台山历史及当下的作品，多维度呈现连接中国与世

界的侨乡台山记忆、台山面目，富于浓郁的会通中外的

独特侨乡文化特色。此批赠书将入藏图书馆“世界华侨

华人文献馆”。

台山市向暨南大学捐赠
“书香台山”系列图书

（发展规划与交流部）

在上学期末及新学期伊始，学校副校长饶敏先后
两次莅临图书馆调研指导工作，刘增合馆长及馆务会
成员一同参加。

7 月 6 日下午，饶敏来到校本部图书馆和番禺校区

图书馆调研指导工作。在校本部图书馆，饶敏认真听

取了图书馆本学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特别是将在暑

期进行的图书馆楼顶天面修缮补漏工程施工方案。随

后，她实地查看了图书馆一楼密集书库和七楼古籍与

特藏书库的漏水情况，叮嘱图书馆要在确保施工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彻底解决图书

馆漏水问题。

在番禺校区图书馆，饶敏重点考察了教师研修间、

视听空间和自习室等场所，她对图书馆增加教师弹性

休息空间、更新打印设备、积极利用视听空间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表示赞赏。在实地考察仓库和自习室时，

针对仓库改建密集书库及自习室完善设施设备等问题

都提出了指导意见。

随后，刘增合在座谈会上汇报了图书馆申请拓展

馆藏空间的五个方案，饶敏从方案设计、经费筹集等

方面给予了破解难题的方法。她充分肯定了图书馆的

各项工作，指出图书馆是展示学校办学层次和水平的

窗口，一定要下功夫建设好人才队伍，擦亮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古籍特藏等名片，

同时也要做好各项安全工作，尤其是在防范意识形态

8 月 31 日，饶敏莅临校本部图书馆指导新学期工作，

刘增合及馆务会成员参加座谈。

饶敏副校长莅临图书馆调研指导工作

（林如鹏代表学校接受赠书）

（调研现场）

（座谈会现场）

（综合办公室、发展规划与交流部）

座谈会上，刘增合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这条主线，详细汇报了新学期图书馆扎实推进党

建工作与把牢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加强综合治理与制度

建设，强化跨校区资源与服务保障，拓展知识产权与学

科服务，加紧世华馆与古籍特藏整理，延长开馆时间与

筹建密集书库，推进智慧图书馆与文化建设等多项工作

计划。

饶敏听取汇报后，肯定了图书馆工作计划能围绕学

校中心，务实且有前瞻性。她重点指出，一是要继续推

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与加强意识形态主体责任不动摇；二是面对校区院系

与机构调整，扎实做好学科资源建设与服务，提升资源

利用效益不放松；三是多方联动，破解世华馆特藏建设

瓶颈，加强密集书库建设，创新新媒体宣传不懈怠。

最后，饶敏勉励图书馆继续做好班子建设，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内涵发展，推动学校“双一流”

与高水平大学建设。

风险方面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后，她嘱咐大家安排好假

期工作，为暑假留校的同学提供良好的服务。



大赛开展以来，图书馆积极向我校读者征集影评作

品，并围绕大赛结合我馆各类阅读推广品牌活动进行赛

事宣传，特色活动有：

  影评沙龙 

邀请上届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者针对影评写作这一

主题，为我校同学进行分享交流。

  观影沙龙

在多校区图书馆举办观影沙龙 6 期，观赏影片为本

届大赛指定影评电影，邀请我校同学现场观影评剧。

这些活动均取得不错的宣传效果，而我馆继去年荣

获优秀组织奖后，今年再创佳绩，获得最佳组织奖，文

化建设与推广部主任都蓝荣获最佳组织个人奖。恭喜以

上获奖的同学，同时也感谢所有参赛同学对本次活动的

支持！

总决赛分“湾区文脉秀”和“南粤风华展”两个

环节。在讲述湾区故事环节，冯楚茵以 Amazing Youth, 

Amazing Us——Exploring Cultural Riches, Fulfilling Dreams 

in the Vibrant Bay Area（触摸文化脉搏 筑梦多彩湾区）为

题，细数了湾区传统文脉，展现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

暨南学子对家乡厚土的深切情谊；在展现湾区风采环

节，冯楚茵以 Zhaoqing Duan Inkstone（肇庆端砚）为题，

化身文旅大使，声情并茂地为观众推介肇庆端砚，其精

彩演讲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最终，冯楚茵以总分第二荣获本次大赛“四星达人”，

我校外国语学院徐璐老师获优秀指导老师奖。根据参赛

人数及组织推广力度，我馆荣获本次大赛优秀组织奖，

文化建设与推广部主任都蓝荣获优秀组织个人奖。

本届大赛旨在引导参赛选手传承和弘扬优秀岭南文

化，建设和发展开放、多元、包容的湾区文化，触发乡

土情怀，凝聚使命信仰，助力湾区建设，展现语言魅力。

希望未来有更多暨南学子以语言为媒介，用英语讲好中

国故事，提升对外文化交流能力。

获奖新闻

7 月 20 日，由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主办的以“翰墨飘香书未来  踔厉奋发谱华章”为

主题的 2023 年广东省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获

奖名单公布。本次大赛经过为期四个多月的投稿、初评

和终评的激烈角逐，最终产生出优胜作品。大赛分为本

科院校组和高职院校组，全省共有 115 所高校投稿 6793

篇，通过组委会严格查重审核，共有 678 篇作品入围终

评环节。经评委专家匿名评审，每组分别设特等奖、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人民日报客户端对赛

事进行了报道。

本次大赛，我校图书馆共收到投稿 60 余篇，经过

校内初评，向组委会选送 9 篇作品参加终评。在公布的

获奖名单中，本科院校组唯一的特等奖被我校新闻与传

播学院 2022 级硕士张志恒同学摘得，我校其他入围同学

分别获得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优秀

奖 1 名的好成绩。

6 月 17 日，第十二届“图书馆杯”广东英语口语大

赛全省总决赛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成功举办。大赛于

4 月 3 日正式启动，以“触摸文化脉搏，筑梦多彩湾区”

为主题，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图书馆学会、广

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阅途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共计 51 所公共图书馆和 118 所

高校图书馆协同组织，吸引 28573 名读者和馆员选手报

名参赛，反响热烈。

我馆积极筹备本届广东英语口语大赛，组织我校学

生踊跃参加网络初赛。本次网络初赛创新赛制，采取“14

天朗读马拉松计划”，选取 14 篇包含中国非遗文化、名

胜古迹等主题的“中国故事”英语文章，供参赛选手每

日朗读打卡，系统即时评分记录排名，我校初赛排名前

2 名的学生——外国语学院冯楚茵和管理学院张泽昕晋

级复赛。经过复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外国语学院的冯楚

茵脱颖而出，与来自全省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选

送的 19 名选手一同晋级全省总决赛，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5 月 29 日，由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主办，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

会服务创新委员会、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承办，北京

智信数图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二届“智信杯”广东

省高校信息素养挑战赛落下帷幕。

比赛重点考查参赛者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分析

鉴别能力、信息综合利用能力及动手实践能力。在两

轮比赛中，选手必须运用基于解决问题的信息意识、

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道德与伦理、互联网上各种实用

信息源、信息搜索的方法与技巧、知识管理工具、信

息安全与隐私保护解决等信息素养，来实现工作、生

活、学习、创业等场景下的信息获取与利用。

此次比赛首次增加了本科院校组别，共有来自广

东省内 41 所本科院校，40 所高职院校的近 7000 名在

校生报名参与，其中我校有 13 位同学报名初赛，9 人

参加初赛，5 人进入决赛，最终 1 人获得二等奖，3 人

获得优秀奖，获奖者均为大一、大二同学，分别是来

自法学院 / 知识产权学院的卢开亮同学荣获二等奖；

来自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刘燚、李昊峰同学以及来自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靳寿鹏同学获优秀奖。祝贺我校获

奖同学！

第二届“智信杯”广东省高校

信息素养挑战赛获奖名单揭晓

暨大学子以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荣获第十二届

“图书馆杯”广东英语口语大赛“四星达人”

（冯楚茵在比赛现场）

（颁奖仪式现场）

（文化建设与推广部）

（文化建设与推广部）

（学科服务与咨询部）

摘得特等奖！暨南学子在 2023 年
广东省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中荣获佳绩

 获奖名单

（活动现场）



资源·活动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是一部由韩国文集编纂委

员会搜集整理、首尔景仁文化社出版的资料集，目前

已出版 4000 册，辑录韩人文集 4000 多种。丛书包含

了从公元七世纪到二十世纪逾千位韩国学人的作品，

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经济、军

事、地理、天文等多个领域，展现了韩国历代知识分

子的家国情怀以及韩国人民的知识领域和水平。其中

大量资料描述或涉及中国，也为研究中韩两国的历史、

文学、中朝关系史以至东亚地域史、世界文明史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新的研究视角。其收录的资料大部

分从未公开，具有珍贵的学术资料价值，堪称东亚区

域史研究领域的一座文献宝库。

中国古典文献资源导航系统（奎章阁）（网址：

https://www.kuizhangge.cn/daohang/62.html） 建 有 韩 国

历代文集数据库，可进行书目检索及全文浏览，注册

后可使用。

《广州大典》于 2005 年启动编纂，2015 年完成出版，

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编

纂的一部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

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其内容详实、

系统，涵盖广州市之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

科技、艺术等多个领域，为读者呈现出广州历史文化的

多姿多彩，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献史料著

作集成。

2015 年，图书馆获广州市政府赠送《广州大典》全

套丛书及书柜，并在七楼古籍与特藏部设专区阅览。

一、文献收录范围

内容范围：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

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

时间范围：所收文献下限为 1911 年，个别门类延至

民国。

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

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

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广州大典》采用大 16 开本，每页按四合一拼版，

保留了古籍原来的版式和内容。天然丝封面，精装。内

页选用特别定制的纯棉纸，并使用水印技术，每页均有

（古籍与特藏部《广州大典》阅览专区）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大典》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本套丛书位于图书馆七楼古籍与特藏部
排架号第8排A面，B面以及第9排A面

索书号：I312.14/20111

“广州大典”字样水印。封面“广州大典”四字集自湖

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

二、文献分类编排

《广州大典》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其

中丛部酌收兼赅四部之丛书，专科性丛书俱入所属部类。

《广州大典》收录 4064 种文献，编成 520 册。其中，《经部》

收录文献 375 种，分为 56 册；《史部》收录文献 1178 种，

分为 197 册；《子部》收录文献 747 种，分为 62 册；《集

部》收录文献 832 种，分为 103 册；《丛部》收录文献

932 种，分为 102 册。

《广州大典》收录底本来自国内 55 家、国外 14 家

藏书单位以及 6 位私人藏书家，其中，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 2791 种，中山大学图书馆 352 种。珍本善本等稀见

文献众多，收有稿抄本 462 种，清乾隆以前刻本 357 种。

《广州大典·曲类》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出版，分

说唱专辑与戏曲专辑，隶属《广州大典》集部，依照“个

别内容完整、史料特殊的文献，独立成辑出版”，单独

成辑。收录来自大陆、香港、台湾、日本、德国、美国

等海内外 24 家单位与个人藏品，合计 1589 种、32315 页，

新编成书 43 册，第 43 册内附书名索引。

《广州大典》编纂时，我校图书馆曾提供两种底本

文献《广东武备学堂试办简要章程》《掷余堂吟草》，

分别收录在《广州大典》第 332、473 册。

三、文献数据库

为方便广大读者通过网络平台浏览和欣赏广州珍稀

古籍文献，提高《广州大典》的使用频率和效率，《广

州大典》配有全文数据库，读者在《广州大典》网络服

务平台注册登录账号即可获取全文数据。

网址：http://gzdd.gzlib.org.cn/Hrcanton/Search/Search

（古籍与特藏部）

（古籍与特藏部）

《申报》自 1872 年 4 月 30 日创刊于上海，至 1949

年 5 月 27 日停刊，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具有广

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前后刊行 77 年间，《申报》见证

并记录着清末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保留了海

量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以及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被誉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

科全书”。

校本部图书馆六楼新印民国图书区收藏有《申报》

影印本。为便于读者快捷精准查找史料，图书馆购买了

爱如生申报数据库（全文检索版），欢迎使用这个宝藏

数据库来挖掘其蕴含的丰富资源！

爱如生申报数据库特点

一、收录范围完整

总计 3 个版本 27534 号，首尾相连，完整无缺：《申

报》上海版自 1872 年 4 月 30 日创刊至 1949 年 4 月 19 日

终刊共 26847 号；《申报》汉口版自 1938 年 1 月 15 日发

刊至 1938 年 7 月 31 日停刊共 198 号；《申报》香港版自

1938 年 3 月 1 日发刊至 1939 年 7 月 10 日停刊共 489 号。

二、数据内容还原

全部依据原报胶卷数字还原件制作，约 42 万页；

全部录入全文，包括新闻、副刊专刊增刊特刊、广告，

约 18 亿字；所有影像扫描精度均达到 300dpi，清晰可辨。

三、平台功能亮点

图文对照：我们既看见历史中的《申报》原图，又

能方便下载文本；检索功能强大：提供全库、新闻和广

告三种内容的全文检索；其它辅助工具：同屏多窗口阅

读、书签功能。

温馨提醒：首次阅读请在登录数据库后注册个人专

属账户（手机号注册即可）。

（资源建设部）

读一份《申报》
 集一段历史

写给未来的自己写给未来的自己——2023 级新生有话说——2023 级新生有话说
迎新特辑

金秋时节，暨南园迎来了新一届的新生们。许多新生刚刚办理完报到手续，就来图书
馆借书啦！开通借阅权限、入馆借书前十名的新生不仅获得了图书馆送出的精美纪念品，
还在“时光胶囊”上写下了自己对未来的期许。快来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我现在正坐在暨大图书馆推广部给未来的

你写信，有一种“何当共剪西窗烛”的时空交

错感。想问问你：有了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吗？

发论文是很难的一件事吗？有没有像大学时

交到知心的朋友呢？确定好未来的职业规划了

吗？有没有变得更加像个大人了呢？希望你能

继续一步一个脚印，无悔地踏出校门，仍然积

极地面对一切。

要健康开心！多发 SSCI ！用成果说话！不

要内耗，做自己想做的事，保持善良和元气！

希望毕业时你没有虚度光阴，且增长见识，理

论素养也提高很多，能去想去的学校。相信你，

不会让我失望！

加油！元气少女，大胆往前冲吧！

大学四年转瞬即逝，有很多遗憾，也有许

多该做的事没有用尽全力。读研三年，是一个

新的开始，也给了我一个补偿自己的机会。希

望自己能好好把握，不要虚度了宝贵的三年，

若是有挫折、不如意，只当给自己放个假，调

整好状态、收拾好心情，就继续前进、一往无前！

向上最难，但也要向上。

时光荏苒，你迈着匆匆步履长大了。今天

你刚步入暨大的校园，浅笑嫣然、天真无邪。

希望四年后再见的你能不忘初心，可以坦然地

说：没有辜负自己的大学四年——这最应该发

掘潜能、闭关修炼的四年。那年夏天，你迎着

明媚的阳光，说：“我要知世故而不世故。”

还有呀，人生路漫漫，什么时候都不晚哝！

自决定考研开始，就注定是场艰难向上的

路，很庆幸自己选择这条路。当然也饱受质疑，

会焦虑、也会犹豫，但是，不要灰心，加油！

踏入校园三年间要好好学习，充实自己。期待

未来很不一样的你，精彩的你。

（文化建设与推广部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