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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状况介绍 

                             —迪庆州图书馆李永明 

在 2004 年之前作为迪庆州和香格里拉市(之前是香格里

拉县)两级政府所在地只有唯一的香格里拉县图书馆。2001

年 8 月迪庆州人民政府第三次州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共同

建设州和香格里拉县图书馆，在原香格里拉县图书馆人员和

藏书的基础上建州图书馆实行一套人员两块牌子，要把新的

州、县图书馆建成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中较好的图书馆。

2003 年 10 月新的州、县图书馆启动建设，2004 年州图书馆

机构成立，2005 年 10 月州和香格里拉县图书馆合并，人员

编制暂定为 15 名。自此，迪庆州图书馆就担负着州和香格

里拉县两级公共图书馆的双重职能任务至今，这种特殊情况

在云南是唯一的一家，在全国也可能是唯一的吧。到 2006

年 8 月迪庆州图书馆主体工程才建完进行竣工验收，9 月起

图书馆开始迁入新馆。 

至今，我馆建筑面积 3160 平方米，有人员 15 名。开设服

务窗口有图书外借、报刊内阅外借、少儿书刊内阅外借、公

共电子阅览、残障人阅览、图书馆分馆、流动图书室等。州

财政预算的购书经费 10 万元，中央和省补助的免费开放经

费州图书馆 50 万元，香格里拉市图书馆 20 万元，共 70 万

元。藏书方面，我馆目前有纸质图书 11.8 万册、电子图书 3



万册，这是我馆的基本情况。 

由于我州地处边远高寒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

政十分困难，对图书馆的投入严重不足。作为州、县两级图

书馆在一起，而每年地方财政安排的购书费仅有 10 万元，

这还含报刊订购费，由此可看出地方财政的困难程度。所以，

我馆的藏书建设、资源建设这一块，更多的一方面是靠要，

2003 年我们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争取到 2 万册的捐赠图书；

2006 年 9 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中宣部新闻

出版局李静波副局长等领导到我馆视察，经我们积极反映，

领导们也确实感到藏书太少，又同意捐赠给我馆图书。2007

年 1 月到位捐赠图书 10183 册，价值 365517 元；2006 年 10

月从清华大学出版社争取到捐赠图书 1 万册；从清华大学图

书馆争取到图书 1 万册；此外，蔚兰公益基金会、云南民族

出版社、云南省图书馆以及昆明市图书馆、昆明市官渡区图

书馆等友好单位和个人都给我馆捐赠过图书。另外，我们目

前还在向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援藏基金会等单位争

取捐赠图书和经费。在地方文献、民族文献、古籍这一块的

建设我馆十分重视并尽力在做。比如地方文献，我州单位和

个人出版的我们都上门去要，必须出钱购买的和外地出版

的，适合我馆收藏的我们也尽力去购买。少数民族文献如藏

文、东巴文、彝文、傈僳文等我馆都尽力搜集，同时特别注

重藏传佛教、东巴教、华摩经等流传于我州境内的教派经卷



的搜集采购。目前我馆收藏有《中华大藏经》汉文版、《东

巴经全集》、《华摩经》等。古籍搜集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2010

年 9 月，我们了解到一些藏族猎人在一山洞内发现一批藏文

经卷，较完好的部分被猎人收藏于家中，还有大量残页散落

在山洞内，我们便主动与该猎人联系，并先拿了部分样品去

找专家初步鉴定，经鉴定次批经卷多数为《十分颂般诺经》，

还有片玛派（红教）和嘎玛派（白教）的经书等、全部为手

抄本，并且抄写十分工整漂亮，值得收藏。我馆便筹集经费

购买了猎人手中的新份，并给一定的报酬请猎人带领我们两

次往返于山洞将残缺部份从山洞内搜集回来，共有藏文经卷

12 种、2173 页，其中较完整的 1313 页，残片 859 页。现经

国家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在我馆举办的两次藏文古籍修

复技术培训班的修复，为我馆对该批经书初步修复了 1 千余

张。 

总之我馆在购书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积

极争取捐赠图书，节约地方财政下达的经费订购报刊，采购

馆内借阅和图书馆分馆流动所急需的图书，同时采购部分数

字资源用于馆内公共电子阅览室阅读，并将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国家和省中心下发的数字资源刻录加工后配送到学

校、图书馆分馆和香格里拉市、乡镇基层站点，保障了广大

读者的阅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