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4 日和 16 日，文化沙龙：“我是谁？”——
华侨华人新生代暨南学子主题分享活动分别在番禺和石
牌校区举办。6 名分享嘉宾分别是希腊华侨徐丽芝、加拿
大华人刘笑言、马来西亚华人黄晓琪、西班牙华侨芦志豪、
苏里南华侨邹钰琦、南非华侨梁嘉源。

活动吸引了来自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文
学院、新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药学院、法学院 / 知
识产权学院、医学院、国际学院等多个学院的 90 余名师
生参与，不同源流的暨南学子们进行经验交流和思想碰
撞，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来自不同国家的 6 名华侨华人学子分享了他们在海
外的成长经历，有家庭日常生活、个人教育经历、与暨
大的情缘、寻根夏令营之旅以及连接乡愁的中国味道，
还展示了华侨华人辛苦创业、落地生根的艰辛历程、海
外华人社区的别样风情等。

截至今年，文化沙龙共邀请了来自 11 个国家的 13 位
华侨华人学子做嘉宾。他们的分享体现了华侨华人新生
代以开放、友好的姿态面对当地主流社会，主动参与社
会活动，利用自身兼具中外文化背景的优势，积极思考
如何传承中华文化、做好两国民间友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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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华侨华人文化周”圆满收官

暨南师生乐享“美食文化大餐”
11 月 20 日，由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办，暨南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广东华侨博物馆、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协办的 2023“华侨华人文化周”历经

7 天圆满收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世华馆的读者服务与文化传播职能，提高了世华馆的读者参与度和知晓度，促进了我校不同源流学生之间的了解与沟通。
本届文化周以“美味的守与变——华侨华人与中华饮食”为主题，于 11 月 14-20 日，开展了 8 项共 14 场形式各异、有趣有料的线上及线下活动，部分线下活动在

石牌和番禺两大校区同步举行，广泛发动了学校港澳台侨学生参与其中，吸引了众多暨南师生前来品味这场丰盛的“美食文化大餐”。

11 月 14 日，《香飘四海——海内外粤菜
历史文化展》在石牌和番禺校区图书馆同步开
展，为 2023“华侨华人文化周”活动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与广东华侨历史博物馆合作举
办，展出图片近 150 张，并辅以丰富的视频资
料，从海内外多维视角展示了粤菜的发展历程、
特色魅力、传播路径及发展面貌。与此同时，
还特别推出《纸上寻味——馆藏北美中餐文献
专题展》，首次展出馆藏早期北美中餐文献（包
括明信片、中餐牌、火花等）百余册 / 件，为
观众提供新的视角去了解和探索中华饮食文化
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魅力和影响力。

展览吸引众多师生驻足，多名观众留言表
示“展览内容很有意思，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别
样的广州风貌”“通过中餐这一媒介，感受到
了不一样的中华文化与韵味……”

主题展览1

知识竞答2

11 月 14 日上午，“华侨华人与中华饮食
知多少”知识竞答活动在石牌和番禺校区图书馆同步举
行，吸引近千名师生参与。“解码侨知识”线上答题挑
战赛同时启动，吸引三地五校区的在校师生、全国各地
乃至海外的校友参加，活跃人数近 2000 人。

线下知识竞答设置选择、填空、中餐菜名回译等 40
道题，涵盖华侨华人与中华饮食的小知识，采取按题计
分兑奖的方式，答对相应题数可兑换图书馆及世华馆定
制的文创周边。

参与者们沉浸其中，或踊跃竞猜，或沉思考虑，或
互动讨论，不时传来答案揭晓后的欢呼声与兑奖时的欢
声笑语。新颖有趣的“海外中餐菜名回译”成为活动亮点，
同学们驻足竞猜，“叉烧包”（Char Siu Bao）、“油炸鬼”
（Yau Char Kwai）、“炒粿条”（Char Kuey Teow）等外
文菜名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经济学院 2022 级财政学专业的李同学答对 40 题，
满分通关，“我是广州人，通过这次活动收获了许多原
来不了解的粤菜文化知识，以及侨文化的小常识”。管
理学院 2022 级研究生陈同学表示，“活动帮助自己澄清
许多知识误区，增长了中华美食海外传播的相关知识，
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也有同学表示对粤菜知识
了解不多，面对由粤语翻译而成的海外中餐菜名时更是
无从入手，“活动让我了解到很多海外中餐的英文名，
以及丰富的海外粤菜”。

现场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被中华文化和海外中餐所
吸引，尽管他们中文并不流利，但依然积极参与竞答。

在“我为中华美食代言”征集留言板区域，30 余名
师生认真地在留言板上写下家乡美食，共同完成了一份
丰富多样的“杏花楼”中华美食菜单。

文化沙龙3

电影观赏4

11 月 15 日晚，纪录片《寻味“左宗棠鸡”》观赏活
动在石牌和番禺校区同步举行。活动分为背景介绍、电
影观赏、抢答互动、合影留念四个环节，石牌校区 50 余

趣味寻宝5

11 月 17 日下午，全新活动“趣味寻宝”在图书馆举
办，30 余名师生报名参与。活动旨在让暨南师生通过参
与游戏走进世华馆，了解特色馆藏文献及本次文化周主
题知识。

游戏任务共四类，分别是场景打卡、文献探秘、知
识问答与关注转发。每类任务有专属印章，分别设置在
图书馆 2 楼、5 楼、6 楼的 4 个区域。选手在完成首个任
务后可盖一枚印章，之后随机抽取第二张任务卡，如此
循环。活动限时两小时，在规定时间内集齐一定数量的
印章可获限量版世华馆文创周边。

在了解游戏规则后，选手们手握任务卡，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一声令下便穿梭在图书馆的不同区域搜寻答
案。由于奖品有限，选手们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还
需提升速度，只见他们在楼道间奔跑，在题目前思索，
争分夺秒，“沉浸感”十足。

来自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的首位挑战成
功者许同学表示，“场景打卡让我熟悉图书馆及世华馆
的分布，文献探秘带我了解海外中餐的发展，知识问答
使我巩固侨知识，转发分享让更多人知道世华馆。这是

名师生、番禺校区 40 余名师生参加本次观影。石

牌和番禺场主持人分别是学生志愿者林嘉暄和刘

笑言。

活动伊始，观影者领取了美式中餐的象征之

一——幸运签语饼，聆听了德国年轻人创作的《红

烧肉之歌》，歌曲表达了他们对中华美食的热爱。

紧接着，主持人简要介绍了左宗棠及海外中餐名

菜“左宗棠鸡”，以此引至纪录片的核心话题：

文化和烹饪的历史。

纪录片时长 70 分钟，从追溯左宗棠鸡的来源，

探索美国华人辛酸血泪史，一窥当地社会发展及

种族融合的演变。华侨华人在艰苦环境中凭借智

慧与汗水，让“中餐馆”在海外遍地生花，以一

番风味赢得广泛尊重和认同。

“左宗棠鸡”并非左宗棠本人发明，而是湘

菜大厨彭长贵的原创杰作，最初的命名实际假借了

左宗棠“常胜将军”的威望。鉴于贴合当地人味

蕾的策略，之后的厨师开始突出甜口，加入花椰

菜作辅料，甚至演化出不同区域不同版本的现象。

纪录片还用独特的视角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更

大的，关于移民、适应和创新的故事。正如导演

伊安·钱尼所说，“这部电影是一个轻松的旅程，

关于文化和烹饪的历史，也关于餐饮，唐人街，和美国

人的想象。”

观影结束后，同学们互相交流他们对影片的感受和

观点，表示影片切入角度新颖，对中餐在海外的演变、

华侨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中餐之于海外华人精神寄托

等方面有了新的理解。

（下转第2版）



11 月 20 日，文史学者周松芳博士受邀莅馆，以《中
菜西渐的烹饪密码与精神图腾》为题，分享了海外中餐
发展兴盛的历史脉络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讲座由世华
馆副主任景海燕主持，图书馆副馆长林文兴致开场辞。

讲座开始前，周松芳向世华馆赠送多套亲笔签名的
个人著作，林文兴接受赠书并回赠捐赠纪念卡。

讲座中，周松芳首先介绍了自己对饮食文化的研究
动机与历程。接着他分美国、欧洲、日本等不同地域阐
述了海外中餐的发展历史。广东厨师兼容中西的巧妙手
艺是中菜西渐的起点，美国中餐馆源于华人矿工食堂，
英国的中餐则多为广东水手带去。近代留学潮兴起后，
法国巴黎的中餐馆逐渐在留学生和华工的聚集地兴起。
在海外，中餐主要服务当地华侨华人，后因美味、价廉、
量大等特点被当地居民喜爱并推崇。

讲座期间周松芳还分享了大量信手拈来的趣闻轶
事，“炒杂碎”曾借李鸿章之名备受追捧，成为美国中
餐馆的代名词，中餐也借着“炒杂碎”的名声在当地日
渐兴盛，豆芽和酱油作为杂碎密码，成为当时中国菜的
证明。法国巴黎的“万花楼”曾作为文化社交平台备受
近代留法学生及文人的推崇，庞大的经营规模在整个欧
洲中餐业里曾处于霸主地位。

早期华侨华人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积累财
富，为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同时，粤菜向外传播，弥补“文化赤字”，表征中华文明，
呈现了不畏艰辛向外拓展的广东精神。

讲座最后，周松芳鼓励在座同学深耕自己感兴趣的
领域，“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
断挖掘、阅读文献，自然会增长知识并获得有价值的发
现。”世华馆副研究馆员易淑琼对此次讲座进行总结与
评价，在场师生向周松芳提问，并与之进行交流与探讨。

世华馆资讯

世华馆志愿者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荣获省级立项
2023 年 10 月，由世华馆志愿者

郑铭茵、吴怡萱、陈铭心羽、张碧
娴、陈馨儿申报的《故纸跃然，侨事
出圈——华侨华人历史文化传播公益
项目》，成功入选“2023 年度广东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名单。

该项目旨在以当代青年的视角
“活化”侨文献，讲述侨故事，传播
侨文化。

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创意性、
互动化的技术手段使沉淀在文献中的
史实 “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
大众化、年轻化、新鲜化的表达形式
使历史文献中的内容“动”起来，增
进当代青年的理解与互动，以此打造传播、体验、教育的华侨华人历史文化传播三维矩阵。同时，结合线上线下双渠道，使受众
在文化体验与文化教育中自觉成为侨文化的传播者和传薪者。

（来源：关于暨南大学2023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拟立项名单的公示）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项目由世华馆主任、研究馆员王
华担任指导老师，依托世华馆馆藏涉
侨文献资源、实体展馆、专业指导团队，
以及世华馆志愿者服务队的青年志愿
服务实践平台开展。

截至目前，项目成员已产出相关
原创推文 6 篇，创意新媒体作品 5 个；
参与侨文化传播志愿服务活动超过 50
次，总志愿服务时长超 450 小时。

该项目的成功立项，是世华馆志
愿者结合自身专业优势、青年志愿服
务、创新创业实践开展的一次成功探
索，同时也是世华馆围绕侨校使命和
图书馆工作目标，积极拓展机构职能、
致力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育人
功能的具体实践。

文化体验6

一次开心又有意义的活动！”除了趣味寻宝，许同学还
报名参与了文化周的其余 7 项活动。

文学院陈同学则在微札记中写道：“活动增进了她
对华侨华人这一群体的了解，例如杰出华人建筑师贝聿
铭先生，以后会更多参与世华馆的相关活动。”

11 月 17 日下午，与暨大侨联合办的“味蕾上的东
南亚：品鉴暨南归侨美食”活动如约而至。图书馆副馆
长林文兴、暨大侨联常务副主席沈洁薇、副主席朱红英、
世华馆主任王华、副主任景海燕、侨联代表陈碧梅、陈
尚行、鄔励军及报名师生共 70 余人出席活动。

林文兴在致辞中感谢侨联的老师们制作了精致地道
的东南亚风味美食，让我们从味蕾上体验华侨华人文化，
了解中华饮食文化与东南亚饮食文化的融合。沈洁薇在
发言中介绍了暨大侨联的基本情况和特色活动，其中美
食节已经成功举办了 12 届，本次文化体验活动归侨们
共准备了十八种特色食品，希望大家能享受美食带来的
快乐。

东南亚归侨陈碧梅、陈尚行和朱红英分别介绍了各
自制作的美食：宝塔形状的印尼喜宴主食黄姜饭，形状
小巧、口感酥脆的越南炸春卷，寓意着长长久久、步步
高升的九层糕，鲜香爆脆的印尼炸虾片，辛辣香咸的马
来美食沙爹等等。

诱人的香味让人垂涎三尺，品鉴环节开始后，大家
迫不及待地品尝了各自盘里的食物，然后纷纷出动，自
由地取用大桌上盛放的美食。不一会儿，美食就被一扫
而光。

美食 DIY 环节，部分学生在朱红英等老师的指导下
制作印尼美食“冷巴”。另一边，师生们饶有兴趣地听
陈尚行介绍家中珍藏的吴哥窟工艺品，欣赏陈碧梅带来
的精美印尼服饰和装饰品。

最后，两位来自柬埔寨的学生为大家表演了当地舞
蹈《颂吴哥窟》，侨联老师则带来了象征团结、合作、

文化参访7

11 月 18 日，石牌、番禺、广园东三校区共 52 名师
生走进侨乡中山，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及中山华侨历
史博物馆，追寻伟人足迹，领略中山华侨爱国爱乡的家
国情怀和丰富多彩的侨乡文化。

师生们首先抵达孙中山故居。1892 年落成的两层“红
房子”，风格“外洋内中”，院内横卧着孙中山亲手栽
培的酸豆树，见证了他从行医到革命的青年时期。穿过
“红房子”，师生们游览了翠亨村的整体民俗风貌，陈
兴汉、陆皓东等革命者，正是从这里开始追随孙中山的
伟大志业。

随后，师生移步到孙中山纪念馆，回顾孙中山先生
的一生：年幼赴美、负笈学医，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
酝酿民主革命。缔造“三民主义”，推翻帝制、力保共和，
虽护法受挫，但从未放弃建设中国的蓝图构制，晚年促
成国共合作，“和平”“奋斗”“救中国”是这位革命
先驱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复兴愿景。

下午，师生们在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视听学习。正
如博物馆的主题——“沧海之阔”所示，从山海之利中
孕育而生的香山商人，也得风气之先走出香山；澳门，
则是香山华侨走向世界的门户。他们身影遍布海外采矿、
种植、餐饮、百货、金融等行业，也自发组建了同乡会、
宗亲会和行业社团等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相互联络、扶
弱救困，乃至合力筹款支持近代水深火热中的祖国。用
一封封寄回祖国的侨批兴学助学、改善医疗。改革开放
后，华侨华人们又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寻根之旅，增益中
外文化的交流接轨。

薄暮时分，师生团体乘车归返，离开中山老城区之
前，导游还为大家指出了窗外途经的特色骑楼建筑，同
学们此程收获颇丰，话题余兴不尽。

学术讲座8

华侨华人历史文化作出积极贡献，是彰显百年侨校“侨”
字特色的一扇独特窗口。陈灿培在陈列展示自己此前捐
赠的藏品展柜边驻足，向陪同参观人员讲述藏品所蕴藏
的历史细节与背后故事。

据了解，陈灿培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中国澳门，
是著名美籍华人收藏家、飞虎队实物资料收藏与研究专
家。陈灿培多次向我馆捐赠累计达 500 余册 / 件华侨华人
文献资料及各类实物，包括华侨支援辛亥革命与抗日战
争、华人社团等文献资料，以及早期美国铁路华工筑路
工具和道钉、唐人街明信片、中餐馆菜牌、火花和餐具
等实物，为我馆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及举办各类涉
侨专题文献展提供客观真实的原始资料与展示实物。除
了向暨大世华馆捐赠文献与实物外，陈灿培还向海内外
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捐赠了大量珍贵的文献
和实物，为推进华侨文博事业发展、加强中美两地交流
做了大量工作。

11 月 22 日，美国著名侨领、南加州广府人联谊会创
会会长陈灿培博士及夫人陈李碧清、南加州广府人联谊
会执行会长梁玉霞等一行 5 人，莅临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
华侨华人文献馆进行座谈交流，并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
美国早期华侨华人文献与实物，图书馆副馆长林文兴及
世华馆主任王华等出席交流活动。

“我们十分重视此次到暨南大学世界华侨华人文献
馆的交流活动”，陈灿培表示。座谈会上，陈灿培分享
了他在美国各地搜集华侨华人文献与实物的经历，并对
此次现场捐赠的 22 件珍贵文献进行逐一介绍，文献涵盖
早期华工赴美淘金、修筑铁路、华侨支援中国革命与抗
战等题材。除现场捐赠的文献之外，陈灿培伉俪日前还
向世华馆捐赠 3 箱、逾百种美国华侨华人文献资料。

林文兴代表世华馆接受捐赠，并对陈灿培伉俪表示
衷心感谢。他表示，陈灿培是世华馆文献建设的专家顾问，
多年来一直热心支持百年侨校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文献
建设，多次向我馆慷慨捐赠文献和实物，为推动华侨华

人特藏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希望世华馆认真整理受赠
文献和实物，及时编入特色馆藏，以供师生教学科研之用。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世华馆的中餐专题文献展和华侨
华人历史文化展，对我馆华侨华人文献建设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代表团成员表示，世华馆在华侨华人文献和实物的
收集整理及展示利用方面做出卓越成绩，为保护和传承

（陈灿培博士（左四）及美国南加州广府人
联谊会代表团一行莅馆交流）

美籍华人陈灿培博士一行到访世华馆并捐赠文献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乐观精神的印尼经典舞蹈《蚂蚁舞》，在场的师生也跟
随节拍跳起舞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着音乐的结
束，文化体验活动圆满落幕。

（上接第1版）



多个数据库开通试用，等你来 pick

资源·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师生学习、教学与科研对电子资

源的需求，图书馆近期新开通了一批试用数据库，

内容丰富，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尝鲜体验！

扫描二维码，查看资源详情并访问。

简介：京东读书专业版是汇云博图携手京东为图书

馆等机构读者打造的电子书阅读平台，目前拥有 20 万种

正版数字图书资源，包含 22 个一级分类、170 余个二级

分类，涉及哲学、理学、文学等十多个学科，覆盖面广，

可满足各种阅读需求。

试用期：至 2024 年 1月 31 日

汇云书舍电子图书数据库
（京东读书专业版）

简介：国学数字博物馆包括 12 个子库，涵盖了国学

经典文献、诗歌、国画、书法、民俗、非遗、戏曲、中医、

中药，传统工艺等方面的内容。

试用期：至 2024 年 6月 30 日

国学数字博物馆

简介：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整合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最新学术出版成果，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

集、学者文选，剑桥史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博

士后文库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著作（集）、文丛、论丛、

文集、发展报告、教材等内容，其中包含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成果、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成果 2000 余种著作。

试用期：至 2024 年 3月 1日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

简介：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收录台湾大陆同

乡会文献社所创期刊，资源量 100 余种，7000 多期。从

学术脉络与省域区划两个维度呈现资源和建设子库，多

角度真实展现赴台人员所见所闻所为所感，为中国近现

代史、区域史和两岸关系研究等提供新史料和新视角。

试用期：至 2024 年 3月 1日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

简介：广益多媒体外语学习平台是提供外文学习音

视频的平台。内容包括财经、管理、科技、日常生活、

自然等多个领域，以知识学习、日常对话、专题研究为主，

提供英语、泰语、越南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外语学习。

试用期：至 2024 年 3月 30 日

广益多媒体外语学习平台

简介：Global Sim 全球仿真应用技能资源库已覆盖专

业学科、行业背景和软件工具几大类，包括商业软件、

专业工具、国产自研等 250+ 款软件、70+ 学科门类、

50+ 细分行业方向、20+ 核心技术，设计仿真视频课程

30 万分钟。为船舶、航空、机械、电气、土木、化工、

信息工程、车辆工程、能源材料、智能制造等理工类仿

真相关专业的老师、学生提供的专业学习课程平台。

试用期：至 2024 年 4月 30 日

Global Sim 全球仿真
应用技能资源库

简介：鼎秀古籍数据库收录从先秦至民国撰写并经

写抄、刻印、排印、影印的历朝历代汉文古籍。版本包

含稿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活字本等。在版本

选择时，尤以同类版本中保存良好的为先，要求书籍品

相好，避免虫蛀、漫漶情况。著录规则分类标准沿用“经、

史、子、集”传统分类的基础上增设丛书部。在使用上

可以直接网页阅读，图文同步对照，整库全文检索等。

试用期：至 2024 年 5月 1日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简介：尚唯科技报告资源服务系统收录国外科技报

告，为用户提供科技报告的一站式检索查询、原文传递

以及信息挖掘服务。报告来源：美国四大报告（航空航

天局的 NASA 报告、能源部的 DE 报告、国防部的 AD

报告、商务部的 PB 报告），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日

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荷兰国家学术研究与合作信

息系统、IBM 公司、兰德公司、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题录文摘收录超过 485 万条记录，

能获取的报告全文数量超过 370 万篇，年新增约 3-5 万

份报告。

试用期：至 2024 年 6月 30 日

尚唯科技报告资源服务系统

简介：平台整合全球中外文学术文献，涵盖图书、

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专利、标准、法规、多媒体视频、

科技报告等数十种文献类型。图书馆馆藏文献直接定位

至来源数据库下载，其他资源通过文献传递获取。

试用期：至 2024 年 8月 31 日

维普经纶知识服务平台

简介：平台集合了考研学习服务、考研信息服务及

图书馆考研支撑服务三大版块，包含视频课程、学习资

料、院校查询、专业查询、考研资讯、考研关联知识、

图书馆考研书目推荐等服务内容。数据内容囊括了复习

全过程所需的六种学习资源：1500 讲视频课程、2100 个

课程讲义、2600 份学习笔记、14000 份各校试卷资料、

300 份时政热点资料五种类型，还有 4.5 万套考研试卷

包含试题 200 万道。同时整理了 1070 所研招院校数据、

2600 余条专业数据以及 3.5 万条考研资讯信息。

试用期：至 2024 年 8月 31 日

维普考研资源数据库

（信息技术部）

（资源建设部）

在图书馆的不断优化下，扫码入馆重新开放了！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关注“暨大图书馆”公众号，点击“我的”。若未绑定点击“证（解）绑定”进行

身份认证（账号密码同校园网）。点击图中“入馆码”即可出现个人入馆二维码。

将入馆码放置在扫描口即可通过门禁。

简简单单入馆，再也不会因为忘带校园卡而无法进入图书馆学习啦！

图
书
馆
微
信

图
书
馆
微
信

扫
码
入
馆
服
务

扫
码
入
馆
服
务 （信息技术部）

暨大图书馆喊校友们
回来泡馆啦！

校友可在认证校友身份并领取校友卡后，通过

“全球暨南人”小程序，进行图书馆预约，凭借预

约二维码，即可在石牌校区图书馆刷码进馆。

  预约方式

打开“全球暨南人”小程序，在“首页”-“图

书馆预约”或点击“服务”-“图书馆预约”进入图

书馆预约平台，根据预约须知进行图书馆预约并获

取预约二维码，二维码可在“我的预约”中查看。

到馆后在图书馆闸机处刷码即可入馆。每天预约名

额为 200 个，先到先得，具体可预约时间以小程序

通知为准。

（扫二维码打开“全球暨南人”小程序）

（首页 - 图书馆预约） （服务 - 图书馆预约）

注：请校友刷码之后
及时入馆，避免出现
短时间重复刷码问
题。若出现重复刷
码，请稍等3-5分钟
再次刷码入馆。

欢迎各位暨南校友返校阅读学习

畅享“暨图时光”



校庆特辑

Happy BirthdayTo 暨南大学：
117岁 岁月如歌    初心不改 祝你生日快乐

从A到Z，每一个字母里都蕴含着独特的故事。当平凡的日常碎片凝练成词，当鲜活的生活篇章糅合成句，在117周年校庆之际，从A到Z，每一个字母里都蕴含着独特的故事。当平凡的日常碎片凝练成词，当鲜活的生活篇章糅合成句，在117周年校庆之际，

作为暨南学子，这二十六个字母里有没有蕴藏着你对暨大图书馆的专属记忆 ?无论春风如何吹过，夏雨如何滂沱，你都是我心中，作为暨南学子，这二十六个字母里有没有蕴藏着你对暨大图书馆的专属记忆 ?无论春风如何吹过，夏雨如何滂沱，你都是我心中，

永恒的歌。愿与你，共度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想和你，从 A走到 Z见证你人生的光辉。永恒的歌。愿与你，共度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想和你，从 A走到 Z见证你人生的光辉。

古籍与特藏部，一个珍藏历史瑰
宝的宝库，承载着暨南厚重的历史，
述说着暨南辉煌的今昔。在古今交融
的馆藏中，历史的风华在纸页中绽放，
智慧的火花在书香中闪耀。

学术之路，从未如此精彩！暨南
大学学术期刊投稿分析系统（DSA）
汇聚 4.7 万余种中外文期刊，助你轻
松驾驭学术之舟。在这个信息的海洋
中，探索无限可能，汲取智慧源泉。

远远望去，番禺校区图书馆犹如
一个“知识宝盒”，在这个神奇的空
间里，你不仅可以汲取知识的力量，
还可以倾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感
受智慧与灵感的碰撞。

在知识的海洋里，图书馆是关键
词；在图书馆里，你是我的关键词；
有一种踏实，是你的心中有我的名字。
落叶的位置，谱出一首诗，每一本书
都是音符，每一页纸都是旋律，我们
共同奏响生活的乐章。

在暨大，图书馆不只是书香飘溢
的地方，还有多媒体的魔法！视听空
间是音乐的仙境，数字音乐云 CD 机
是时间的穿梭机，朗读亭是声音的童
话 ...... 每一部多媒体设备都是一个通
向不同世界的窗口，我想让你一起感
受生活的多彩和图书馆的无尽可能！

广东报业图书馆，蕴藏着南方报
业的历史和精髓。在这里，保存着
1949 年《南方日报》创刊号等重要报
刊，身处其中，能够感受广东新闻传
媒的辉煌历程。

或许你也曾走进世华馆，探寻五
洲四海的华侨华人传奇。在这里，丰
富的“五华”文献，为你解锁侨史侨
情侨文化；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
立体多元的展陈，为你讲述沧桑鲜活
的侨史记忆。

还记得因撰写毕业论文而苦恼的
日子吗？石牌校区图书馆三楼的博硕
士论文阅览区收藏了我校历年博硕士
学子的学位论文，并在持续更新中。
每篇论文都是智慧的积累，在这里，
你是否收获过启发和灵感呢？

当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图书馆
宛如一片宁静的森林，你可以在这个
静谧的世界中，感受时间的悄然停滞，
让思绪恣意漫游。

知道你的小脑瓜总想汲取新的知
识，我特意为你开辟了探寻知识的快
捷通道！图书馆的“芸台购”新书速
递服务，24 小时在线下单国内版新
书，免费快递到你的手中，让你轻松
翱翔在海量的图书资源中。

智能书架、自助借还书机、电子
存包柜……图书馆里，智能设施无处
不在！它们是知识的新伙伴，为你打
造一个智慧、便捷、温馨的学习天地，
让你的阅读之旅更加便捷。

学习是无止境的旅程，我们为全
校师生打造了线下 + 线上的读者培
训，提供丰富实用的课程，全方位助
力师生教学科研。

我们希望你沐浴知识的雨露，
却不想你被现实的雨水淋湿。雨天，
无需烦恼，去总服务台借一把温暖
的爱心伞吧！它将为你遮风挡雨。

你是知识的探索者，而非迷茫的
找书人。在虚拟排架的引导下，你可
以轻松定位所需宝藏，不会再迷失在
书海中，你的学术之旅将更加畅快，
每次找书都变成一场有趣的轻松之旅。

图书馆不仅滋养你的智慧，还
用心呵护你的身体。图书馆的直饮
水干净便捷，是你求知时的甘泉，
让你学习无忧。

图书馆里，馆藏地址、架位号、
索书号、书刊状态，就像是空间中的
X 轴、Y 轴、Z 轴。每本书籍都有它
独一无二的坐标，你可以方便快捷地
在微信找书查看。

青春，是美好的，在图书馆里
度过的青春，尤其美好！青春热情
融进书香，每张书页都是成长，你
的青春，图书馆与你共同见证。

不知不觉已行至最后，一路走来，
无论路途多么遥远艰辛，图书馆都是
你的坚实后盾。愿此去青山不改，独
立群峰天堑，下次我与你再会，那定
是顶峰相见。通过“全球暨南人”小
程序，图书馆也欢迎你常回家看看。

在暨图，我想和你从A走到Z

A  Admission  进入
一张录取通知书，饱含十年的寒

窗苦读，你满怀希冀进入大学校园，
经历数年的春秋更迭，还记得我们的
初次邂逅吗？时间的齿轮从答题通
关、开通借阅权限开始转动。

也许你初入校园，盼有一方天地
容纳汲取知识的渴望；也许你攻坚克
难，盼有咫尺空间给予前行的动力；
也许你头脑风暴，盼有一个秘密基地
供你与同窗热烈讨论 ...... 创智坊就这
样不离不弃陪着你。

图书馆的资源如浩瀚的大海，在
这里，文献是心灵的明灯，不论你找
寻知识的宝藏、还是探索文化的底
蕴，我们都准备好为你打开大门，让
你用阅读开启大学生活。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很多毕业
学子或社会爱心人士曾捐赠过一本本
自己珍藏的书籍，用智慧之光照耀着
求学路上的你，也在图书馆捐赠园地
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还记得图书馆大厅的各类专题书
展吗？如一场精彩的文化之旅！在这
里，书页化身为探险的地图，字句编
织成情感的旋律，每一本书都是一段
未知的冒险。

B  Brainstorm Studio  创智坊

C  Collection  资源

D  Donation  捐赠

E  Exhibition  展览

F Faculty & Alumni Collection
暨南文库

暨南文库，珍藏着百年暨南丰硕
的学术成果。这里，汇聚学术的力量，
传承智慧的火种，燃起交流的火花。当
你走进暨南文库，感受到的是薪火相传
的暨南学脉和生生不息的暨南精神。

韶华匆匆，书香恋恋。每年夏日
蝉鸣时，我们都会迎来图书馆的毕业
季活动，纪念我们共同沐浴在书海的
涓涓细流中，与知识相拥、与智慧相
伴的图书馆时光。

G  Graduate  毕业

H  History  历史

J  Journal  期刊

K  Knowledge  知识

L  Library  图书馆

M  Multimedia  多媒体

N  Newspaper  报纸

O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P  Paper  博硕士论文阅览区

Q  Quiet  静谧

R  Recommendation  荐购

S  Self  自助

T  Training  培训

U  Umbrella  爱心伞

V  Virtual  虚拟

W  Water  直饮水

X  X-axis  X轴

Y  Youth  青春

Z  Zenith  顶峰

我们深知你求学路上可能会面
临借不到心仪之书的困境，图书馆
早已为你准备好馆际互借的法宝，
让你跨越校门，获取全球智慧。

I  Inter-library loan  馆际互借

（文化建设与推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