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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私人图书馆的现状与前景

王子舟摇 吴汉华

摘摇 要摇 近年来,中国民间出现了许多私人创办的公益图书馆。 该类图书馆主要分布在基层农村,多由文化素养

较高的年老农民、城镇退休人员创办,办馆方式讲求实用,服务方式灵活、内容丰富,在乡村起到了知识交流平台

的作用,为村民提供了交往的社会公共空间。 这既促进了民间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乡村公益精神、公

民社会的发育,使乡村互助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从基层图书馆普及和发展的行业视角看,私人图书馆的实践

还提供了一种有活力的“自下而上冶的内生模式。 图 2。 表 5。 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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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Many private nonprofit libraries have been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These librar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rural areas and sponsored by senior literate farmers or retirees. The libraries are always practical熏 flexible and contain

abunda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s knowledge exchanging platforms these libraries provide the public an interactive social

space. They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public cultural undertakings熏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rural public spirit and growth of countryside nonprofit spirit and civil society thus flourish the mutually cooperativ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libraries蒺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熏 the practice of private libraries also provides a

viable and energetic endogenous 薹bottom鄄up薰 model. 2 figs. 5 tabs. 1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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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20 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公共图

书馆制度在中国大陆逐步确立,私人创办的开

放性公益图书馆开始出现。 尤其义和团运动失

败,清廷被迫开启新政之时,东南各省的开明缙

绅乡贤兴新学、育乡才,集资建设面向民众开放

的新式藏书楼蔚然成风,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安徽省安庆府守方连轸、怀宁县前任县令姚

锡光等捐银成立的“安庆藏书楼冶,光绪二十六

年(1900 年)绍兴乡绅徐树兰独资兴办的“古越

藏书楼冶等,都是面向社会开放的私立藏书楼。
进入民国时期,许多实业家、海外华侨、学

术文化名人兴办了一批高质量的面向社会开放

的私人公益性图书馆,并且弃藏书楼之名而直

接称之为图书馆。 例如 1912 年实业家、教育家

张謇创办的南通图书馆,1915 年“面粉大王冶和
“纺织大王冶荣德生在无锡捐资创办的大公图书

馆,1923 年梁启超在北京创设的松坡图书馆,
1925 年香港同胞冯平山在广东新会建立的景堂

图书馆,1925 年菲律宾华侨司徒懿慈等司徒族

人在广东赤坎捐资建成的司徒氏通俗图书馆,
1939 年叶景葵、张元济、陈叔通等成立的上海私

立合众图书馆等。 这些图书馆耗费巨资,藏书

多者甚至超过 10 万卷,其质量也超越了当时的

大多市县级公共图书馆。 还有一些私人团体或

机构的图书馆也兴盛一时,如上海商务印书馆

在本馆内设立的东方图书馆(1904 年设涵芬楼,
1924 年更名东方图书馆并向社会开放)等。 据

许晚成等在 1935 年的调查,当时全国有 2520 所

图书馆,其中公立图书馆 2005 所,私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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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所,私立图书馆占图书馆总数的 20% [1] 。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私有化的全

面取缔,公益性的私人图书馆被迫中断了自己

的历史而销声匿迹。 至今,人们看到的也只是

那些私立图书馆的旧址,它们在那里默默地证

明着过去曾经发生的某种事实。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

经济的发展,社会个体即私人创办的公益性图

书馆也开始零星出现。 进入 21 世纪,民间底层

增加了更多的公益性私人图书馆,它们馆舍简

陋、规模不大,大多数甚至只能称作图书室,而
且主要分布在农村。 这类图书馆的主人并不富

有,他们节衣缩食维持图书馆的运行,免费向孩

子或社区群众开放。 这些图书馆就像一粒粒火

种,点燃了孩子们、村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 为

了追寻这些办馆主人的事迹,了解私人图书馆

的整体概貌,我们在 2008 年创办了一个网

站———“文化火种寻找之旅冶 ( http: / / kindling.
im. pku. edu. cn / )。 目前该网站已经通过各种媒

体报道收录了 200 多个这样的图书馆。 2009 年

8—11 月,我们对这些图书馆进行了一次问卷调

查。 通过网站资料与调查数据,我们对这些公

益性私人图书馆的状况有了深入了解。 本文就

是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基层个体图书馆现象的一

个解读,力图说明它们的存在状况与发展前景。

2摇 私人图书馆的数量与分布

我们将“文化火种寻找之旅冶网站所收录到

的 211 所公益性私人图书馆(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私人图书馆),按照数量频次、城
乡区别以及贫困县隶属等划分方法,将数据进

行了整理见表 1。

表 1摇 网站中各省、市、自治区私人图书馆分布频次

省份 频次
占全国
百分比

分布频次

城市 农村

贫困县
频次

省份 频次
占全国
百分比

分布频次

城市 农村

贫困县
频次

山西 19 9 3 16 9 吉林 6 2. 8 1 5 1
河北 18 8. 5 1 17 5 宁夏 5 2. 4 0 5 0
山东 17 8. 1 2 15 4 福建 5 2. 4 1 4 0
浙江 14 6. 6 2 12 0 陕西 5 2. 4 0 5 2
湖北 14 6. 6 2 12 4 北京 4 1. 9 2 2 0
湖南 14 6. 6 1 13 1 甘肃 3 1. 4 1 2 0
河南 12 5. 7 0 12 6 贵州 2 0. 9 0 2 0
四川 11 5. 2 0 11 0 广西 1 0. 5 0 1 0
江西 9 4. 3 0 9 4 海南 1 0. 5 0 1 0

黑龙江 9 4. 3 1 8 0 天津 0 0 0 0 0
江苏 8 3. 8 1 7 0 上海 0 0 0 0 0
重庆 7 3. 3 1 6 2 西藏 0 0 0 0 0
辽宁 7 3. 3 1 6 2 云南 0 0 0 0 0
广东 7 3. 3 3 4 0 青海 0 0 0 0 0
安徽 7 3. 3 0 7 2 内蒙 0 0 0 0 0
新疆 6 2. 8 0 6 0 台湾 0 0 0 0 0

全国合计 211 100
23 188 42

11% 89% 20%

摇 摇 说明:表中的贫困市县依据的是 2009 年国家公布的贫困市县名单。

005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六卷摇 第一八九期摇 Vol. 36. No. 189

2. 1摇 私人图书馆的各省分布状况

利用 SPSS 软件进行频次描述分析,得知表

1 中全国私人图书馆的平均值为 11,中值和众值

均为 10,标准差为 7,整体上呈现正态集中分布。
表 1 数据显示:淤超过及达到平均值 11 的有山

西、河北、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 8
个省份,而这 8 个省份并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

区,说明私人图书馆数量的多少,与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处于一种弱关联关系。 于低于平均值

11 的有江西、黑龙江等 17 个省、市、自治区,这
些地区的私人图书馆数量不多,而且有的地区

较发达,有的地区很落后,这也说明私人图书馆

数量的多少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一种弱

关联关系。 盂还有 7 个省、市、自治区目前还没

有数据,这是因为各种新闻媒体没有这方面的

报道与披露。

2. 2摇 私人图书馆的城乡分布状况

表 1 数据表明,基层私人图书馆的分布存

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 211 个私人图书馆分布

在农村的有 188 个,占总数的 89% ;而分布在城

市的只有 23 个,仅占总数的 11% 。 这表明 21
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私人图书馆主要兴起于农

村。 它反映出的一个倾向是:越是公共图书馆

服务薄弱的地区,民间私人图书馆受民众自身

重视的程度就越高。 比如中国三个主要的直辖

市上海、天津和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较

强,因此基层私人图书馆的数量很少,其中上海

市和天津市本网站没有收录到数据。 还有,国
定贫困县私人图书馆的数量有 42 个,占总数的

20% ,这也从侧面表明,基层私人图书馆的兴起

与当地农民对知识重视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

联。 这一点在下文中还将进一步印证。

3摇 创办人的身份、年龄与文化程度

为了避免新闻媒介报道的失真性(如夸大

事实)和事实数据的非完整性,我们于 2009 年 8
月对“文化火种寻找之旅冶网站中的数据进行甄

选,选出有确切邮寄地址的私人图书馆 188 所并

邮寄调查问卷,以了解这些私人图书馆的各种

数据和生存状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共
收到 88 封回函,回收率为 46. 8% ,其中有效问

卷 86 份,有效率为 97. 7% 。 这些回函来自全国

23 个省或直辖市,有的回函不仅返回有问卷,还
附有长信讲述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经历与他们

的各种愿望。

3. 1摇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身份特征

对回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私人图书馆创

办者的身份主要集中在三大类:农民、退休人

员、有职业者(见表 2)。 农民指的是具有农业户

口并在农村谋生的人员;退休人员指的是退休

以后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有职业者是指从事某

种正式职业并以其谋生的人员,包括乡镇干部、
医生、乡村教师、邮政投递员等。

表 2摇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身份状况

身份 频次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农民 44 51. 2 51. 2
退休人员 35 40. 7 91. 9
有职业者 5 5. 8 97. 7

学生 2 2. 3 100
合计 86 100

山东省邹平县码头镇田家村农民毕务祥用

收旧书得来的 8000 多册书于 2003 年创办了乡

村图书室;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台乡岭西村二组

的王朝印拿出攒了多年准备盖房的钱于 2005 年

创办了“土台乡岭西村农民读书室冶;河北省正

定县新城铺镇北辛庄村农家妇女石洪波自筹

6000 册书,于 2007 年在自家杂货店里办起了

“农家女书社冶;河南省伊川县高山乡王忠洼村

村民刘轩锋自购 800 多册图书于 2009 年为留守

儿童办起了图书室等等,这些属于热爱阅读的

农民自办起来的乡村图书馆。
山东省临清市青年路街道里官庄北村的退

休教师李凤翔利用自己收集的上千册图书与几

百幅字画于 2003 年创办了乡村图书室“痴心

斋冶;新疆吐鲁番市葡萄乡巴格日村阔朗一巷 58
号的退休教师努尔丁·沙塔尔利用自己三十年

来收集的图书于 2008 年创办了农家书屋等,这
都是退休职工自办的免费服务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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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宣传干事孙衍吾于

1980 年在多校村创办了“知海书屋冶;山西省永

济卿头镇乡村教师杜德建于 1981 年创办的家庭

图书室;山西省忻州市国土资源局职工崔文俊

于 2000 年创办的“家庭图书阅览室冶,则属于有

职业者自办的图书馆。
退休职工在民间基层私人图书馆创办人中

所占比例较大(40. 7% ),是因为他们大多从事

文教事业,文化素养高、社会见识丰富,对知识

的作用有着较深的认识。 许多城镇退休的老龄

人口出身于农民,曾在农村环境中长大,他们对

家乡故里有着很深的感情,退休后就回到农村。
他们有造福乡里的愿望,生活有保障,日常时间

充裕,再加上视野开阔,看到乡村民众没有书

读,业余时间无所事事或打麻将、赌博,于是许

多人就办起了图书馆,吸引民众阅读书籍。

3. 2摇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年龄、文化程度

利用 SPSS 软件对回收问卷中基层图书室

创办者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图书馆创办者的年

龄频次主要集中在 55—60 岁和 65—80 岁(见图

1)。

图 1摇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年龄分布

图 1 中的私人图书馆创办者年龄均值约为

59 岁,中位值为 58 岁,众值为 55 岁,符合正态

总体分布。 在统计中,退休人员的平均年龄为

73 岁,农民的平均年龄为 51 岁,有职业者的平

均年龄为 50 岁。 这些私人图书馆的创办者文化

素养即受教育程度见表 3。

表 3摇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受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农民 退休人员 有职业者 总体状况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向下累积
百分比

向上累积
百分比

小学 8 18. 2 4 11. 8 0 0 12 14. 1 14. 1 100
初中 13 29. 5 4 11. 8 0 0 17 20. 0 34. 1 85. 9
高中 12 27. 3 5 14. 7 0 0 18 21. 2 55. 3 65. 9
中专 2 4. 5 10 29. 4 2 40. 0 14 16. 5 71. 8 44. 7
大专 8 18. 2 9 26. 5 2 40. 0 19 22. 3 94. 1 38. 2
本科 1 2. 3 1 2. 9 1 20. 0 4 4. 7 98. 8 5. 9

研究生 0 0 1 2. 9 0 0 1 1. 2 100. 0 1. 2
总计 44 100. 0 34 100. 0 5 100. 0 85 100. 0

摇 摇 说明:由于少部分问卷出现漏答问题的情况,为提高问卷使用率,我们尽可能将问卷中各项答题分开统计,因
此本文的数据分析会出现不同分析项目中的问卷数据使用情况有所不同。

摇 摇 表 3 数据表明,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受教

育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有职业者(高中以上占

100% )、退休人员(高中以上 76. 4% )、农民(高
中以上 52. 3% ),从总的情况来看,私人图书馆

的创办者总体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 65. 9% )高
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2008 年我国高

中以上人口只占 20. 39% [2] )。

4摇 私人图书馆的现实条件

馆舍设备、文献资料、经费、人员是图书馆

构成的要素,也是私人图书馆存续发展缺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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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现实条件。

4. 1摇 私人图书馆的馆舍设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82. 6% 的私人图书

馆拥有独立空间,17. 4% 不拥有独立空间。 有

独立空间的图书馆中不乏新建筑,如山西省祁

县农民权勇办的“权勇文化大院冶中的农民书

屋;有的馆舍是临时租借的,如四川省巴中市恩

阳镇农民陈光伟的“光伟图书馆冶等。
馆舍面积上,最大的 2200m2,最小的面积仅

15m2,面积大小差距很大,而且有 77%的基层图

书室面积低于 100m2。 同时本次调查发现,没有

独立空间的私人图书馆面积最大的为 120m2,而
最小的 16m2,它们总体上要低于拥有独立空间

的基层图书室。
设备上,每个私人图书馆都有供藏书、阅览

使用的书架、桌椅等,但是电脑普及程度却很低,
其中没有电脑的图书馆 48 个,占总数的 55郾 8%;
有 1 台电脑的图书馆 19 个,占总数的 22郾 1%;有
多台电脑的图书馆 19 个,占总数的 22郾 1%。 有

的图书馆虽然有一两台电脑,但是因为坏了无力

维修,事实上也等于没有电脑设备。

4. 2摇 私人图书馆的文献数量

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多寡不均,藏书数量

在 1000 册及以下的占 5. 8%,1 万册及以下的占

70. 9%,藏书量均值为 11415 册,而中位值为 6030
册,众值为 1 万册,标准差 13432 册。 这些数据表

明私人图书馆的藏书离散程度比较大,藏书分布

极不均匀。 藏书最多的为 8 万册,而藏书最少的

仅 305 册。 有的甚至只有报刊而无书,如江西省

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蔗棚村 10 组的陈秋生创办

的农家书屋,只订报纸和杂志而未收藏图书。
私人图书馆的期刊藏量也有很大差异,最

小值为 5 册,最大值达到 3 万册。 其中 100 册及

以下的占 17. 8% ,1000 册及以下的占 49. 3% ,
达到或超过 1 万册的占到 8. 2% 。 期刊收藏量

的均值为 3026 册,中位值为 1027 册,众值为

2000 册,而标准差为 5204 册,表明私人图书馆

期刊藏量的分布极不均衡。
私人图书馆光盘或磁带数量整体上偏少,没

有收藏光盘或磁带的占 24. 4%,光盘或磁带总数

不足 100 盘的占 52. 3%,磁带或光盘总数高于

600 盘的仅有 7%。 私人图书馆收藏的磁带或光

盘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936 盘,均值 241,中位

值 68,众值为 0,标准差为 699。 表明基层图书室

数字资源发展不均匀,整体上比较薄弱。

4. 3摇 私人图书馆的经费

由于私人图书馆的经费与创办人的收入状

况成正比关系,所以能够保障经费来源的图书

馆,其创办人主要由收入稳定的退休人员和有

职业者两个群体组成(见表 4)。

表 4摇 图书馆创办者个人收入稳定状况

收入稳定 收入不稳定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退休人员 31 88. 6 4 11. 4
有职业者 5 100 0 0

农民 7 15. 9 37 84. 1
学生 0 0 2 100
合计 43 50 43 50

利用 SPSS 软件对表 4 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斯皮尔曼 (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 712 ( p <
0郾 01),这表明创办者身份与个人收入状况存在

着强相关关系。 上文提及的退休职工在民间基

层私 人 图 书 馆 创 办 人 中 所 占 比 例 比 较 大

(40郾 7% ),这不仅与其文化素养高有关系,也和

这一群体的稳定收入有关系。 有的退休职工尽

管收入菲薄,但仍能节衣缩食,挤出一些资金办

馆。 如湖北省浠水县洗马镇羊角村一组的退休

教师汪新民,他所创办的图书馆叫“农家书屋冶,
他的每月退休工资 1120 元,虽然妻子患高血压

病、风湿病,但他仍要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抽出

40%来购书支持图书馆的运行淤。
另外,有 55. 8%的私人图书馆能够得到一些

基金会或其他民间组织、村镇政府乃至公共图书

馆的资助。 但收入稳定的群体所办图书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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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资助与收入不稳定的群体所办图书馆获

得的社会资助,在资助数量上没有明显差异。 社

会各界对私人图书馆的资助,有的是提供资金,
有的是赠送书刊,有的是赠送电脑等设备。

4. 4摇 私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

私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创办者自己,
很少有委托管理的。 退休职工有较充裕的时间

来管理图书馆,而农民或有职业者通常只能利用

业余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图书馆。 只有创办者收

入丰裕或无暇顾及,才有可能招聘他人做图书馆

管理服务人员,如广东省罗定市素龙镇思围村的

欧清楚等四兄弟出资创办的云煜图书室(2004
年),专门聘请了欧家儿媳妇梁周芳进行专人管

理;重庆市万州区熊家镇谭明海创办的金龙文化

大院(2006 年),也聘请了专人管理自己的图书

室;中国图书馆学会前秘书长刘德元退休后在家

乡建起了“爱乡图书室冶(2003 年),每年专门支

付工资聘请人员管理自己的图书室;海军某部驻

京青年军官崔兵在家乡河南商丘永城市太丘乡

吴圩村崔庄创办的“水兵爱心农家书屋冶 (2007
年),日常借阅管理也是由家人承担。

5摇 私人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

5. 1摇 私人图书馆的书刊管理

调查发现,私人图书馆的藏书都比较实用,
种植、养殖、农牧业加工、文艺、经济、法律等类

的书籍是农民比较欢迎的书籍。 95. 3% 的私人

图书馆采用分类排架,4. 7% 的未采用分类排

架。 当然这种分类排架大多没有按照《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进行,而是比较随意,如按照经济、
政治、文艺、历史、法律、种植、养殖、儿童读物等

类目来分类陈列图书。 尽管这种分类排架并不

科学、精细,但此种土方法在管理私人图书馆

(尤其是家庭图书室)时却十分有效。
许多图书馆注意到了区分管理图书和期刊,

79. 1%的私人图书馆将图书与期刊分开排列,
20. 9%的私人图书馆采用的是图书与期刊混排。

在书刊出借上,90. 6% 的私人图书馆采用

了借阅登记的方式,只有 9. 4% 未采用借阅登

记。 有些私人图书馆开始未采用借阅登记的方

式,但因书籍丢失严重,后来也采用了借阅登

记,使得图书丢失的情况有所减少。

5. 2摇 私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通过分析网站资料以及调查问卷,私人图书

馆的开放时间大体如下:淤每天坚持开放的占

72. 9%;于一周中固定某一天或某几天开放的占

21. 2%,如退休教师王亚萍创办的“宁波市青少

年希望书室冶,平时逢二、六开放,寒暑假逢二、
四、六、日开放淤;盂仅在节假日开放的占 5. 9%。

私人图书馆每次的开放时间,最短的为每

次 2 小时,最长的为每次 18 小时,均值为 8. 15
小时,中位值为 8 小时,众值为 12 小时,标准差

为 3. 37 小时。
此外,将私人图书馆开放时间所采用的方

式(每天开或非每天开)与每次开放时间长度采

用独立样本 t 值检验,我们发现如下规律:在每

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上,每天都开放的图书馆的

开放时间要长于非每天开放的图书馆的开放时

间(t = 3. 460, df = 37. 492, p < 0. 05,见表 5)。

表 5摇 私人图书馆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比较

开馆时间 图书室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标准误

开放时间

每天开 61 8. 85 3. 306 0. 423
固定一周中某天开 18 6. 39 2. 429 0. 572

节假日开 2 2. 50 0. 707 0. 500

摇 摇 其中,每天开放的图书馆每次开放的平均

时间为 8. 85 小时,固定一周中某天开放的图书

馆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为 6. 39 小时,节假日开

放的图书馆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为 2. 5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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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私人图书馆并不拘泥时间,如湖南宁乡县

道林镇汤家塘村廖仁章、陶楚宜夫妇于 1998 年

创办的“沈家巷图书文化室冶虽然每周二、四、六
开放,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借书。 清晨有学生

来喊门,夫妇俩总是迅速起床为孩子们办理借

书登记;有时晚上刚睡下,有人要借书,他们也

是热情接待;吃饭时候来了借书的,他们总放下

饭碗,生怕耽搁了人家的时间。 文化室成立 3 年

间,接待读者上万人次,读者群已辐射到四五个

乡镇,给偏僻的小山村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氛[3] 。

5. 3摇 私人图书馆的借阅服务

在借阅人次上,各私人图书馆的差异也很

大。 问卷调研发现,23. 7% 的图书馆年借阅人

次在 500 次及以下,42. 1%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

在 1000 次及以下,64. 5% 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

在 2000 次及以下,81. 6% 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

在 5000 次及以下,年借阅人次在 1 万次及以上

的图书馆只有 10. 5% 。 私人图书馆年借阅人次

的平均值为 3316 人次,中位值为 1289 人次,众
值为 333 人次,标准差为 4753 人次。 标准差高

于平均值,表明私人图书馆的年借阅人次比较

分散,其最小值为 20 人次 /年,最大值为 21000
人次 /年。

问卷调查还显示,有 74. 4%的私人图书馆是

等待读者上门借阅图书,采取的借阅服务方式是

传统的到馆服务。 不过,有 93%的私人图书馆创

办者主动为读者推荐好书。 私人图书馆的主人

往往是本社区居民中的一份子,他们了解基层民

众所需要书籍的信息,与社区居民沟通更容易,
因此其推荐好书的服务比传统公共图书馆推荐

好书的服务更具有优势。 此外,私人图书馆的服

务大多热情周到,有的备有开水、雨伞,有的赶上

吃饭时间还免费招待读者吃饭。

6摇 私人图书馆的办馆特色

6. 1摇 办馆方式讲求实际而凸显个性化

私人图书馆大多是创办人根据自身条件因

地制宜建起来的。 如浙江退休小学教师王华

炎、庞汝勋,湖南退休教师戴见尧,重庆退休教

师伍义,他们利用自己数十年从教经验,分别自

费创办了针对孩子们的少先辅导员之家(1997
年)、南山少儿图书室(2001 年)、家庭图书馆

(1997 年)、春蕾图书室(1992 年)等;安徽有农

技特长的农民姜轩发办的文化科技站 (1996
年),浙江退休农业技术员占水杰根据自己特长

办的科技文化图书乐园(2007 年),河北迁安市

赵店子镇沟南庄村棚菜种植能手凌淑东办的

“星星火冶图书阅览室(2003 年),他们在办馆中

都发挥了自身专长及知识素养的优势。
在馆舍选址设置上,有的私人图书馆设在家

里,如江西南昌扬子洲庙后村退休老人陈人愿办

的乡村图书馆(1980 年),就在自己居住的老宅

里,客厅就是阅览室[4];还有的设在小卖部里,如
河北正定县新城铺镇北辛庄村女村民石洪波办

的“农家女书社冶(2007 年)就位于她所开的杂货

店的里屋,面积有 25 平方米,藏书 6000 余册,室
中摆放着阅览桌及电脑,环境雅致干净[5];还有

的设在医务室里,山东枣庄市齐村镇柏山村乡村

医生曹栋宜的“农民书屋冶 (2007 年)就设在村

“新农合冶的卫生室里,农民可以边打针输液边看

书刊淤。 这些图书馆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因地制

宜、方便群众的原则,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好评。

6. 2摇 服务方式讲求有效而凸显灵活性

农村私人图书馆服务内容普遍存在多元化现

象,例如湖南省望城县龙莲村文见翔将自己的科普

图书站与村广播站办在一起,借阅书刊的同时,也
利用广播传播农技知识,村子方圆 1. 5 公里的范围

都能听到他的广播[6]。 安徽省黄山市三口镇农民

姜轩发办的农民图书室经常搞各种宣传、展览,从
1996 年 3 月至 2007 年 11 月,共编出各类宣传栏

1268 期,图片展 192 次,小型摄影美术展 28 次,对
外借书达 23844 人次。 此外,姜轩发还为乡里调解

纠纷,代写书信、诉状、协议书等,就连孩子家长们

都说:“孩子去老姜那儿玩,我们最放心,既能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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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又能学做人。冶[7]黑龙江省肇州县永胜乡胜利村

张恩屯韩学琴老人的“韩家书屋冶在免费借阅书刊

之外,还开展书法、绘画、剪纸等才艺比赛以及卡拉

OK 演唱,举办生产小技巧、生活小窍门等生产生活

技艺擂台赛,组织村民进行争创文化中心户、科技

示范户、特色种植户、养殖专业户、精神文明户等评

比活动[8]。
尤其是在近年新农村建设中,许多乡村的

图书馆正逐步向多功能的“文化大院冶发展。 宁

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苍湾村农民李成林多才多

艺,将 2000 年创建的自家农家书屋逐步发展为

占地 600m2 的文体大院,组织筹办了数届农民

篮球运动会。 现在全村 4800 多人,每天都有四

五十人到文体大院活动[9] 。 广东罗定市素龙镇

思围村村民欧清楚四兄弟集资 13 万元于 2004
年兴办的“云煜书室冶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文化大

院。 该书室上下两层约有 280m2,门前有篮球场

和乒乓球场,一楼娱乐室有各种乐器、道具、表
演服装和象棋、扑克、麻将等娱乐设施,二楼阅

览室和藏书室中藏书 5000 多册、杂志报刊几十

种,并有一些名人字画。 书室免费向群众开放,
周边许多村民一有空闲就跑到这里吹拉弹唱、
读书看报、健身娱乐。 成立 4 年接待读者 8000
人次,创作排练节目 100 多个,直接参与人数

2000 多人次[10] 。 此外,山西省祁县丰泽村农民

权勇的文化大院、重庆市熊家镇农民谭明海于

2006 年创办的“金龙文化大院冶、吉林省东丰县

南屯基镇北屯基村农民张崇安于 2008 年创办的

“张家文化大院冶等,都是当地知名的文化大院。
文化大院目前正在基层农村逐步发展起来。

7 摇 私人图书馆的发展前景和存在的

瓶颈

7. 1摇 私人图书馆的发展呈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私人图书馆出现的数量总

体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 以“文化火种寻找之

旅冶网站收集的数据为依据,我们看到 1980 年

以后,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外,私人图书馆

的成立数量在不断上升(见图 2)。

图 2摇 1980 年以来私人图书馆成立数量

我们相信未来民间的私人图书馆还会不断

涌现,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会有很大

提高,甚至有可能出现类似于民国时期那些建

筑精良、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 当然,中国私

人图书馆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重要难题,如
经费与书刊的来源困难就是两个瓶颈问题。

7. 2摇 瓶颈之一:经费奇缺

创办人收入普遍较低,维持图书馆的运行

十分艰难。 那些自费办图书馆的农民一旦把主

要精力投入到图书馆的管理开放中,就不可避

免地减少了自己谋生的劳动时间,当生活来源

十分拮据时,图书馆的运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如山西省祁县昭馀镇丰泽村农民权勇办的“文
化大院冶,其中的图书室是山西晋中远近闻名的

私人图书馆,藏书 7000 多册,为了补贴家用,每
天上午 10 点开放之前,权勇都要在外面捡破烂;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胜利乡陆坊村陆梦蝶

2003 年瘫痪在床时开办了 “田野书屋冶,藏书

5000 余册,为实现经济自立以及维持“田野书

屋冶的运行,她不得不外借每本书每天收取 0. 1
元的借阅费[11] ,微薄的借阅费虽然能起到一些

图书馆运行的扶持作用,但这种做法却与公益、
开放图书馆的精神有所背离,同时制约了读者

对图书馆的利用。

7. 3摇 瓶颈之二:书刊短缺

图书馆的生命力与新书刊的源源输入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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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联。 许多私人图书馆所藏书籍大部分已经

老化过时,加之平时有人借走书籍不慎造成图

书遗失,遂导致图书馆藏书质量、数量逐步下

降。 这些图书馆大多处于基层乡村,附近很难

找到像样的书店,所以补充新书尤其是购买到

村民需要的书籍就十分困难。 在问卷调查过程

中,许多图书馆创办人给我们来信,诉说没钱、
缺书的苦恼,如重庆合川市龙凤镇高屋村“守一

图书室冶的王治伦、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海

原县史店乡苍湾村农家书屋的主人李成林、辽
宁省东港市长山镇卧龙村家庭科技图书馆的李

殿臣等。 有的甚至请求我们替他们想办法帮助

购书,如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博览图书

室冶的蔡华明、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台乡岭西村

“农民廉政书屋冶的王朝印等。
总之,现阶段私人图书馆急需社会各界的

援助与支持。 目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牵头实施

的“农村书屋冶建设工程正在全国展开,许多私

人图书馆也从中获得了该工程的支持,如宁夏

李成林的农家书屋、湖南文见翔的科普图书站、
新疆努尔丁·沙塔尔的“农家书屋冶等。 不过为

了建立长效资助机制,我们建议中国图书馆学

会成立一个民间图书馆捐助基金会,负责接收

社会捐赠,来资助那些急需维持经费的私人图

书馆。

8摇 结语

民间私人图书馆的产生是自发的,它们来

自创办人对书籍、文化的热爱以及朴素的慈善

公益之心。 许多创办人都曾有过数十年收藏书

刊的艰辛经历。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太平街道

退休老人肖双水为收藏书籍而节衣缩食,有时

为购买到自己喜欢的一部书,还要当掉家里值

钱的物品,他在 1998 年创办的图书馆目前藏书

5 万余册,以文史古旧书籍知名于当地[12] 。 四

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恩阳镇的农民陈光伟在收废

品生涯中积攒书刊,终于在 1997 年办起了藏书

5 万册的“光伟图书馆冶 [13] 。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

区武湖农场农民李又纯(已故)、李少先、李国强

祖孙三代人于 1978 年创办了“国强图书馆冶,至

今已坚持 30 多年,使附近许多学校学生、部队军

人、农民、工人等受惠,该馆在当地也享有很高

的知名度[14] 。 这些爱书并具有慈善公益情怀的

社会个体,通过创办免费开放的图书馆,使民间

私人公益文化事业得以重现与发展,乡村互助

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私人图书馆的直接社会效益是为乡村提供

了知识交流的公共平台。 尤其是在那些贫困落

后的乡村,许多穷苦的孩子没有课外读物,没有

见过图书馆,乡村私人图书馆的建立让这种状

况开始有了改变。 同时,我们也看到,私人图书

馆还为乡村提供了社会的公共空间。 以往乡村

中的公共空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但是免费

图书馆尤其是文化大院的出现为乡村居民带来

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它为村民提供了可以

横向交往的人际网络(或称参与网络)。 它的存

在增进了乡村、社区的社会信任。 社会学家帕

特南(R. D. Putnam)认为,公民的互惠规范和参

与网络能够产生社会信任,尤其是横向的参与

网络(如乡村居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组织之间的

交往圈)较之纵向的参与网络(如家族企业上下

级成员间的交往圈)更具有平等、契约元素,有
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合作[15] 。 而信

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的增加,更
能促进乡村公民社会、公益精神的产生。

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

来说,私人图书馆的建立还提供了基层图书馆

普及与发展“自下而上冶的内生模式。 近几年国

家为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与分配不

公,搞了很多大的文化工程项目,如送书下乡工

程、农家书屋工程等。 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农村基层图书馆的面貌,但却没有显示

出预期的效果,也没给乡村农民带来应有的实

惠。 究其原因,就是这种方式是由政府“自上而

下冶强力推行的一种外生的模式。 威权、资本、
社会资源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集中力

量办大事,并且畅通无阻。 但是威权、资本、社
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也带来很大的问题,那就是

不能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极易导致形象工

程、架子工程甚至滋生腐败。 民间社会个体自

创的乡村图书馆则有效地规避了这些问题。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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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低成本、求实效,实现长期发展,它们的生

存体现出来的坚韧性、灵活性、实效性,都不是

“自上而下冶外生模式所具备的。 二者在方法论

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种文化冶,一是“送文

化冶。 “种文化冶者,必善自为谋;“送文化冶者,
多会揠苗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2007 年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建设覆盖乡村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

牵头开始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冶,在 2015 年要使

全国大约 64 万个基层行政村都有一个小型图书

馆———农家书屋。 截至 2009 年,国家已经投资

20 亿人民币,在国内建成约 20 万个农家书

屋[16] 。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乡村图书馆将

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真正能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的乡村图书馆,一定是那些自发创办

起来的私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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