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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献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有感

摘　要　爱护文献资源是《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每个馆员应遵守的道德准则。

图书馆员应树立馆藏文献是人类文明记忆的理念 ,建立科学管理制度 ,做到片纸不丢。规范职

业行为 ,必须具有爱护文献资源的理念和品格。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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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 第六条中

规定 :“爱护文献资源 ,规范职业行为。”这一条准则

的制定 ,对每一位图书馆员来说十分必要 ,也十分重

要。

爱护文献资源 ,首先需要在每一位图书馆员心

目中牢固地树立馆藏文献是人类文明的珍贵记忆的

理念。要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的生命那样

来珍视并保护文献资源。这种珍视与保护应该不仅

仅局限于馆藏文献 ,还应该具备为社会承担爱护文

献资源的职责。抗日战争爆发后 ,一些图书馆学家

鉴于文献面临沦亡之危 ,于是提议在上海创办合众

图书馆。1939 年 4 月 3 日 ,叶景葵在致顾廷龙的信

函中谈到 :’弟因鉴于古籍沦亡 ,国内公立图书馆基

本薄弱 ,政潮暗淡 ,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 ,私人更

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 ,弟自捐财产十

万 (已足) ,加募十万 (已足) 。(此二十万为常年费 ,动

息不动本。) 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 , ⋯⋯拟先租屋一

所 ,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抗日战争胜

利后 ,合众图书馆的董事陈陶遗、叶景葵、张元济等

在向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

申请立案事”中也论及了合众图书馆创办的旨意 :

“窃等当昔国军西移以后 ,每痛倭寇侵略之深 ,辄念

典籍为文化所系 ,东南实荟萃之区 ,因谋国故之保

存 ,用维民族之精神 , ⋯⋯拾遗补阙 ,为后来之徵。

命名合众者 ,取众擎易举之义 ,各出所藏为创。”而顾

廷龙先生当年也毅然离开燕京图书馆南下 ,担任合

众图书馆总干事 ,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为保存历史

文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上海

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珍贵的近代报刊、地方志、

外文资料和宗教文献曾有被毁的危险 ,但上海图书

馆的图书馆员们坚决保卫了这些文献 ,使这些珍贵

文献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和流失。这些言行 ,正体现

出了图书馆员爱护文献资源的职业品格和职业情

操。

爱护文献资源 ,还应树立片纸只字都不能随意

丢弃的保护原则。历史文献 ,或为尺牍 ,或为便笺 ,

或为签条 ,或为账单 ,或为广告 ,虽为片纸只字 ,往往

有珍贵的历史记忆 ,不可随意处理。同时 ,历史文献

的原貌也应注意保存 ,如某一签条夹于何书某页 ,某

些尺牍存放次序 ,某些书籍文献原存于何一书箱 ,都

不可任意移动 ,一不小心 ,便可能造成历史记忆的永

久消失或形成错误的信息。图书馆均有文献剔旧情

况 ,应该规范剔旧原则 ,不应该由个人或小团体说了

算 ,也不能以经济利益或暂时的困难将应该保存的

文献予以剔除 ,以防造成可能的文献流失。

爱护文献资源 ,还应提倡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

的精神。1995 年 10 月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合并 ,新的领导班子在调研中发现有众

多堆积如山般未经整理抢救的线装书、碑帖、家谱、

盛宣怀档案、旧外文等历史文献 ,大家感到非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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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尽管新馆开馆在即 ,但大家感到历史文献抢救

刻不容缓 ,于是首先成立了家谱和碑帖两个整理小

组。历史文献中心的图书馆员们在抢救工作中不畏

脏乱 ,埋头苦干 ,认真负责 ,默默奉献 ,为抢救和保存

历史文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爱护文献资源 ,还应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

制度。文献资源应建立著录收藏的规范档案 ,使所

有馆藏家底清清楚楚 ,不应产生有卡无书或有书无

卡 ,从而造成可能的流失。文献入藏 ,无论是采访的

还是捐赠的 ,都应有一个规范的业务流程 ,不应在个

人手中保留。文献出库入库要严格进行登记 ,书库

应采取双岗制 ,即使是馆长也不能随便入库。同时 ,

文献的典藏还要按照不同文献保护的要求做到恒

温、恒湿、除尘、避光、杀菌、防虫 ,并做到科学摆放与

排架。读者阅览古籍珍本应有洗手、不能用钢笔和

圆珠笔等规定。对古籍文献的静电复制要严格控

制。

爱护文献资源与规范职业行为是互为联系的两

个方面。规范职业行为必须具有爱护文献资源的职

业理念和职业品格。

作为职业自律规范 ,从事图书馆历史文献工作

的图书馆员不应该成为历史文献的文物收藏家 ,以

避免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邪念 ;即使要收藏 ,也应将

个人重要收藏予以申报。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公私不

辨之情况。

规范职业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在所有图书馆员中

牢固地树立起馆藏资源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的理

念。要让每一个图书馆员懂得 ,他们仅仅是馆藏文

献资源的暂时保管者 ,并不是馆藏资源的永久拥有

者。因此 ,图书馆员与作为社会公众的读者在使用

文献上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 ,图书馆员不能因为近

水楼台而在利用文献方面享有优先以至于独占、垄

断等特权 ,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是与图书馆员的职

业道德背道而驰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员应该将馆藏

文献予以公开 ,让广大读者自由地获取他们所需要

的文献 ,在图书馆中得到思想驰骋的广阔空间 ,以提

供每位读者个人创造力发展的机会 ,从而使图书馆

起到引领学习、激扬智慧的作用。

规范职业行为还应该在读者服务的一些制度中

得到体现。能够获得并了解信息是最基本的人权。

诚如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公共图

书馆发展指南》中所指出的那样 :“⋯⋯社区的所有

成员都有享受其服务的权利 ,而不受种族、国籍、年

龄、性别、宗教信仰、语言、能力、经济和就业状况或

教育程度的限制。”“图书馆专业人员不应当根据自

己个人的态度和意见来决定为公众的哪些成员服务

以及选择和陈列哪些资料。如果图书馆要满足社区

内所有成员的需求 ,那么首先应当使公众相信图书

馆员工的公正无私。”以往一些图书馆在读者服务的

制度规定和实际操作中 ,针对读者的学历、职级、地

位、地域、国别等情况 ,在利用文献方面作出了种种

规定和限制 ,这些都是对读者权益的一种侵犯。图

书馆作为广大读者的终身学校 ,具有明显的教育功

能。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就要“使人

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 ,

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至于古籍和革命文物的阅览 ,国家文

物保护法有具体规定 ,自另当别论。

“爱护文献资源”是图书馆员神圣的职业使命和

职业精神 ,“规范职业行为”是图书馆员必须具备的

职业素养和职业品格。《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

则》的施行是中国图书馆员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的

新总结 ,是图书馆员职业态度和职业作风的新追求 ,

是图书馆员职业纪律和职业技能的新提升 ,也是图

书馆员职业观念和行业自律的新发展。《中国图书

馆员职业道德准则》展示了中国图书馆界注重法律

和追求规范的新意识 ,也体现了中国图书馆界与时

俱进的新探索和面向世界的新视野 ,它的试行将在

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上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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