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５３０ ／ ｊ ｃｎｋｉ ｊｌｉｓ １５０００３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五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５

论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及其统一

常　 安

摘　 要　 本文以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根源与内在联系为分析起点，认为作为制度正义的核心命题，二者间存在的内

在张力和关联为图书馆权利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参考。 结合图书馆权利体系中自由与平等的具体内容，认为：图书

馆作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建构中必然会提出对自由和平等的主张和安排，这种制度正义性构成了图书

馆权利体系中自由与平等统一的基石；图书馆需要通过积极的制度建构，以规范的形式确认自由和平等权利以及

国家在实现图书馆自由平等权中的积极角色，使图书馆自由与平等权利从应有权利走向法定权利。 图 １。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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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图书馆权利主张的讨论主要有图书

馆自由说［１－２］ 及图书馆权利自由平等说［３－５］ ，国
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保护读者的隐私权角

度确保学术自由［６］ 、智识自由［７－８］ 等，整体偏向

对自由权的表述。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

九条也阐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

自由［９］ 。 而关于平等权的保护则比较多地出自

一些组织机构的宣言。 如 ＩＦＬＡ ／ ＦＡＩＦＥ 在《图书

馆与知识自由宣言》中提出：ＩＦＬＡ 宣称不受限制

地获取和表达信息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图书馆

在实现信息平等获取上起着重要作用［１０］ ；国际

图联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公共图书馆宣言》
（１９９４ 年）开篇也倡导图书馆无差别平等服务。
其中图书馆自由说主张图书馆权利主要是图书

馆不被干涉的自由权利，是一种消极自由主

张［１１］ ，而图书馆权利的自由平等说则主张，图书

馆权利主要是实现用户自由平等地利用图书馆

的权利，且图书馆有义务为实现用户平等自由

地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而努力。 笔者赞同后一种

观点，即自由平等的图书馆权利说。 然而这一

理论虽然解决了图书馆权利“是什么”的问题，
却没有对这一权利体系的逻辑给予论证，还缺

乏一个合理性基石，没有解决“为什么是”的问

题。 自由与平等是自启蒙时代便确立的两大核

心社会价值，从自然权利的理论角度看并无多

大矛盾，然而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现实不平等

的加剧，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就愈发激烈。 倡导

自由发展会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差距扩大，
而提倡平等又必然会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个人自

由。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与平等的权衡考

量就成为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
并成为整个制度的核心内容。 有着如此明显冲

突和矛盾的一对概念如何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中

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而相安无事？ 图书馆权利

所提倡的自由与平等是从什么层面上提出来

的？ 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图书馆权利体系

中的自由与平等分别具体体现了什么权利内

容？ 它们统一的基石是什么？ 这些都是有待回

答的问题。

１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根源与内在联系

图书馆权利是用户自由平等地利用图书馆

资源的权利，而自由与平等并非一对完全融洽

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贯穿着人类权利

的发展史。 厘清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根源以及二

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有助于我们明晰这一对作

为图书馆权利体系重要内容的概念之间的关

系，从而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图书馆权利的制度

设计初衷，并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协调好二者

的关系，使图书馆制度更充分地体现其自身的

正义性。 在体现公众“自由”地使用图书馆资源

的同时，也能充分确保公众从根本上“平等”地

利用图书馆资源。
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与平等的政

治话语权［１２］ 。 在所有启蒙思想中最典型的就是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从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尊

严角度出发，论证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自由、平
等权利［１３］ 。 但这一时期所倡导的自由，更多的

是一种竞争机会平等，国家对于这种竞争不加

任何干预甚至放任，如自洛克到 １９ 世纪的古典

自由主义，均强调人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并希求通过宪政的形式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约束

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

展，因这种自由放任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

矛盾日益加剧，如何协调自由发展所带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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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现象就成为国家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制度

难题。 于是，２０ 世纪中叶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

自由主义在注重个人自由的同时，更关注社会

平等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主张通过制度设

计发挥国家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的积极作用，
侧重于解决平等的问题［１２］ 。

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可从二

者间的区别窥知一二，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自由与平等的区别

权利 性质 主体
权利

属性
内容

呈现

形态

追求

目标

运作

方式

体现的

价值

最初关涉

领域
宗旨

自由
消极

权利
个人

个人

权利
免于国家干预 效率

人的

个性

个人

权利行使
利己 政治 相信人之善

平等
积极

权利
社会

人际

权利

要求国家政策

积极干预
合作

人的

共性

国家

权力运作
利己、利他 经济 警惕人之恶

从表 １ 可知，自由和平等从性质、主体、权利

属性、内容、呈现形态等方面都不同。 自由基本

上是一种个人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自在的状

态；平等则是一种人际权利［１４］ ，平等权的实现必

然带有社会性质［１５］ 。 尽管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

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只可

选择其一。 因为：①自由与平等具有同等重要

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②自由与平等具有相

互牵制的作用；③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也从

另一方面证明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由是

平等的前提，平等是自由的条件，离开平等的自

由是特权，离开自由的平等是专制，二者相互约

束，有自由的地方必然有平等，反之亦然。 另

外，这种自由与平等的张力，也可为国家的具体

制度建构提供一种价值参考。
自由与平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我们思

考图书馆权利的内容提供了基本的视角，并因

其自然权利的属性为图书馆权利的内容打上了

深深的道德权利的印记，这也正好从权利属性

的角度印证了图书馆作为制度安排的正义性：
兼容自由与平等。 然而自由和平等的张力和矛

盾也必然会影响到图书馆权利体系的构建，如
何合理安排好二者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比

例，如何通过政策及制度设置实现自由与平等

的共同价值，从而真正体现作为制度正义的图

书馆的社会价值，就成为图书馆制度建构的重

中之重。

２　 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及其

统一的基石

和一般权利体系一样，图书馆权利体系也

用自由和平等这两大核心社会价值来阐述图书

馆自身的权利主张，正如国际图联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 （１９９４ 年） 开篇所倡

导的，“自由、繁荣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发展是人

类根本价值的体现。 ……公共图书馆是地区的

信息中心，它向用户迅速提供各种知识和信息。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

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
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 对因故不能享用常规服

务和资料的用户，例如少数民族用户、残疾用

户、医院病人或监狱囚犯，必须向其提供特殊服

务和资料。” ［１６］ 这一宣言从根本上奠定了图书

馆权利的基石。 如前所述，自由和平等是人权

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人的自然权利属性，具有很

强的道德色彩［１２］ 。 而图书馆作为一种具体的社

会组织机构，自身具有独特性，图书馆权利体系

中的自由与平等必然带有图书馆自身的社会属

性和特征。

２ １　 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自由

自由是图书馆权利的核心内容之一，一般

来说，图书馆自由主要指智识自由，即用户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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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约束地获取信息的自由。 同时，它还包括

图书馆为保障读者自由利用图书馆资源而主张

政府支持的一系列行为，主要是收集和提供资

料的自由［１７］ 。 图书馆自由是以实现用户不受任

何约束地获取信息的自由为落脚点，它构成整

个图书馆权利体系的起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以说，自由是图书馆权利的基石，也是整

个权利体系得以建构的前提条件，图书馆权利

的实现必然要以用户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获取

信息为前提，正如天赋人权是人民主权学说的

一个基本前提一样。 这一权利也被 ＩＦＬＡ 引用

为核心价值的第一条款，充分体现了自由权利

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权利主

张，一般被理解为具有很强的“免于国家干预”的

属性，即读者图书馆权利的实现必然要以图书馆

主张公权力免于对读者、对图书馆自身的干预为

特征和目标，从而为图书馆的发展争取不被国家

干预的自由发展空间，为读者争取到不受任何约

束地利用图书馆的自由。 没有自由，图书馆平

等权也无从实现，图书馆权利将成为空谈。
自由是图书馆权利构建和发展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图书馆发展的一个前提［１８］ 。 对于图书

馆权利建设来说，自由是一个原则，是图书馆存

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图书馆为用户不

受任何约束地获取信息扫除障碍并为其提供自

由、无约束的信息获取环境的一种权利定位。
图书馆权利所设定的这种自由前提，也为用户

自由、无约束地获取信息打下制度基础，从而为

用户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良好的权

利保障和制度环境。
图书馆自身的制度正义性、公共性等特征，

从根本上决定了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公

益性特征，其所提倡的免费开放、无差别对待等

原则，除了体现对读者平等地位的认可之外，更
体现了一种自由阅读和利用的精神。 可以说，
对读者图书馆权利的认可，便是对读者利用图

书馆的自由和机会的肯定。

２ ２　 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平等

相比图书馆的自由权利，图书馆权利体系

中的“平等”主张要复杂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平

等本身的复杂性。 而通过分析图书馆的存在特

性、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不难发现图书馆权

利体系除了关注自由权，整体来说更侧重于平

等权的实现，更注重对社会公正的实现。
平等权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原则。 平等

作为人性的一般事实［１９］ ，源于人的固有尊严和

本性［２０］ ，是个体的一种道德权利，同时更是人的

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现实要求［２１］ ，是一种需要通

过法律规范予以确认和保障的人际权利。 作为

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平等权的本质一般

表述为“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

待” ［２０］ 。 其中“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即“形式平

等”，指宪法对个人所保障的、各自在其人格的

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机会上的平等，又称“机会平

等”；而“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则类似于“实质平

等”，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

的平等所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依据个人的

不同属性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而对作为个人的

人格之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进行实质

意义上的平等保障，这种平等是一种“按比例”
的平等，又称“条件平等” ［２２］ 。

对于图书馆权利体系而言，其平等权的主

张既包括了形式平等，又包括了实质平等，具体

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平等

权实际上兼顾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 公共图

书馆所提倡的向所有社会个体提供“免费公开

获取”，实际上是一种机会平等，它为全体社会

成员提供一种阅读的机会和可能性，个体可以

按需利用图书馆资源，图书馆对所有社会成员

一视同仁而不论其出身、身份、能力、社会条件

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一点从《公共图书馆宣

言》（１９９４）可见一斑。 同时，图书馆更要关注社

会主体在实质平等层面的图书馆权利的实现，
即关注自由竞争条件下个体因天赋、能力和社

会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而造成的结果不平

等，尽力改变这种因不平等结果导致的新的起

点的不平等。 图书馆可以通过改善社会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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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平等

平等形式 本质 属性 内容 宗旨 权利运作 对待个体差异的态度

形式平等 自由
机会

平等

免费 开 放、
普遍服务

向所有人平等、免费

开放，提供平等利用

图书馆的条件和机会

个体按需自行利用

图书馆
反对不合理的差别

实质平等 公平
条件

平等

关注弱势群

体，关 注 贫

困地区图书

馆发展建设

对因天赋、能力和社

会条件等造成的不

平等提供特别的条

件和关注

图书馆或者相关国

家机构按实际情况

关注弱势群体利用

图书馆的条件建设

承认合理的差别

体和贫苦地区的图书馆建设及相关主体的阅读

状况，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及个人能力，使其获得

参与自由竞争所必须的条件和能力，缩小与其

他主体间的差异。 这种偏重社会弱势群体的做

法就是一种在正视个体客观差异基础上的差异

平等，是一种正义的“不平等”。
对于社会和图书馆自身而言，机会平等和

条件平等同样重要，机会的不平等会从根源上

影响社会的平等状况，而条件的不平等会作为

一种社会背景和前提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实现。
因此，图书馆权利的实质是形式平等和实质平

等的统一，是一种形式平等基础上的实质平等，
且整体要侧重于实质平等，“普遍均等，惠及全

民” ［２３］ 正是图书馆平等权利的典型表述。 图书

馆平等权注重实质平等，但并非是追求无差别

的“结果均等”，并非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关注

弱势群体乃是图书馆自身的公共性使然，也是

图书馆实现自身价值的核心考量。

２ ３　 图书馆权利体系中自由与平等统一的

基石

２ ３ １　 图书馆权利体系中自由与平等的内在

张力

自由和平等构成了图书馆权利体系的核心

价值。 图书馆首先要保障用户不受任何约束地

获取信息的自由，在保障用户这一智识自由的

大前提下，还需确保图书馆向所有人平等开放，
二者相互统一又具有对立性，离开智识自由的

图书馆平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离开平

等的智识自由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人的自然属

性决定了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共存

性和统一性，而人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自由和

平等的内在张力及其平衡稳定的重要性。 图书

馆权利体系之所以天然而正当地将自由和平等

作为自身的核心价值追求，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涉及

人的个体人格和尊严，是人之为人所必然享有

的基本权利，具有天然的道德权利属性。 道德

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确立的基础，图书馆权利

也不例外，图书馆制度建构中也必然会体现对

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和表述。
其次，图书馆权利是受教育权的一种，而受

教育权作为第二代人权的重要内容［１８］ ，是人之

为人所必须享有的基本权利。 自由和平等作为

人权的一般要求，必然从根本上影响到图书馆

权利体系的建构，因此我们用自由和平等来表

述图书馆的价值理想就显得很应当且自然。
第三，图书馆作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本

身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这就使得其必然

会向所有人提供同等的免费获取和自由利用的

机会，兼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图书馆自身的存

在本质和使命从根本上决定它必然要在理念和

制度建构中突出对自由和平等的安排和落实。
图书馆权利体系兼容并蓄地将自由和平等

同时列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二者缺一不可。 图

书馆的自由权利是图书馆平等权实现的前提，
用户不受任何约束地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图书馆

平等开放的前提，只有在确保用户智识自由的

前提下，图书馆平等才具有实质意义。 智识自

由始终是图书馆权利体系的一个必要前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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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权利主张都是在“用户不受任何约束地

获取信息”的前提下展开的，没有这一“自由”的

前提，图书馆“平等”很难实现。 而图书馆平等

权则是图书馆自由权的平衡条件，智识自由为

用户不受任何约束地获取信息扫清了道路，但
这只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在“自由”的前

提下还需要保证图书馆资源能被最大程度地平

等使用，从而赋予智识自由更多的现实意义。
然而这一对在理念上和谐共存的概念，在实践

中（当然包括图书馆权利运作中）却存在很大的

内在张力和冲突。 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中具体包

括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图书馆向所有社会主体提供同等的

利用机会和条件，这必然会导致以下冲突。 第

一，不同主体因相似的资源需求而引起资源利

用的矛盾和冲突，造成资源紧张，从而影响需求

满足率。 以图书馆占座为例，在图书馆座位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出现过学生因考研、期末考试

等需求抢占图书馆座位而发生冲突的例子。 第

二，图书馆免费向所有公众平等开放，提供自由

利用图书馆的平等机会，然而社会主体因为自

身的禀赋、受教育程度、能力和社会条件等方面

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其利用图书馆的几率和可

能性，对于未曾受过教育或受教育水平低下的

主体来说，图书馆的这种平等利用、免费获取的

机会就形同虚设，或者说这种机会平等某种程

度上已经蕴含了一定的不平等，因为它忽视了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禀赋、能力和社会条件等方

面的差异。 但必须承认，这种免费公开获取图

书馆资源的机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
不可或缺，离开这种前提和自由，社会的公正性

将大打折扣。
其次，图书馆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

图书馆建设，这种特别的关注实际上是将图书

馆的服务对象类型化，承认社会主体在禀赋、能
力、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客观差别。 根据社会正

义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服务群体采取不同的对待

方式，如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需要根据弱势群

体自身的客观情况采取特别的服务手段，基于

社会公正的目的，有针对性地满足其利用图书

馆资源的需求。 图书馆所采取的这种“差别对

待”具有正当性，是基于主体的智力和体力的客

观差异，而不是基于种族、性别和身份等方面的

差异而采取的差异对待，是为宪法所允许的，换
句话说，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是一种实质意义

上的平等，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 作为一种公

共资源的重新分配，这种分配符合社会最弱者

的利益，是一种正义的分配策略。 “把承认社会

差异同追求社会平等联系起来，这是追求平等

的新境界。” ［２４］ 同时，关注弱势群体图书馆权利

和贫困地区图书馆的发展建设，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图书馆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从资源

饱和的发达地区流向资源贫瘠的落后地区。 这

种再分配政策本身是建立在国家对发达地区主

体权利的适当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这种

干预需要国家权力机器的强大运作才能从根本

上起到作用，而任何公权力的干预必然是以减

少部分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只不过这种

“适当征收”本身是对社会发展差异的合理调节

和平衡，体现着一定的正义性。 此外，图书馆重

视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现，是为实现社会的实质

平等做出努力。 这种努力并非是要实现一种绝

对平等，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遵循图书馆自身

的使命感，以最大的努力完善图书馆的整体服

务水平，确保弱势群体能自由、平等地利用图书

馆的资源，并将这种自由和平等以制度构建的

形式予以保障和确认。
２ ３ ２　 作为制度正义的图书馆及其权利体系中

自由与平等的动态平衡

从根本上讲，正义是平衡自由和平等的重

要尺度，一个社会如果缺失自由和平等二者之

一，都将是不公正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

行［２５］ ，所有涉及制度正义的问题，核心就是要处

理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种正义的制度必

然是自由和平等相互平衡的制度。 如果一种制

度侧重自由，则在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动力的

同时，也会因放任自由发展而带来新的社会问

题，一种制度如果侧重平等，则会关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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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和结果，而过多地关注结果平等又会损

害到自由。 制度正义必定兼顾自由和平等的价

值要求［２５］ ，进而实现社会利益的生态平衡（见

图 １）。

图 １　 制度正义是自由和平等的交集

图书馆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公益

性和公共性等特征说明了图书馆自身存在的正

义性，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图
书馆作为系统教育之外的重要制度补充，其普

遍、公开、公平、公正、共享的服务理念［３］ ，对于

平衡因经济水平、个人禀赋及能力、社会条件等

方面的差异而带来的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从根本上改善社会

主体的综合能力，改变其生存状况、社会地位

等，这一点对公共图书馆而言更明显。
也就是说，图书馆本身便体现着一定的制

度正义，这种制度正义同时包含了自由和平等

的价值要求，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图书馆权利体

系要将自由和平等作为核心问题来对待。 作为

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图书馆权利体系必然是

自由和平等的对立统一。 图书馆自由是受平等

约束的自由，图书馆平等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平

等［２６］ ，智识自由与图书馆平等权之间的这种互

为约束和相互制衡的关系，也使得各自获得了

更为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如何定位自由和

平等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和比例问题，
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对自身的社会定位，虽然图

书馆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在理论上来说并无太大

问题，但对于图书馆实践而言，问题要复杂得

多。 图书馆具有依附性，这种依附性表现为：一
方面图书馆必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另一

方面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以社会发展的任务和时

代主题的需求为中心，而不能自行决定。 在国

家和用户之间，图书馆需要代表用户的需求和

利益，以此为立足点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平等）
或不作为（自由），使得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能更

有利于图书馆用户的权利实现，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过程中图书馆所代表的始终是用户的利

益，而不是代表自身的利益向国家权力机关提

出相关请求。
图书馆作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它本身

的存在使命使得在保障并实现用户不受任何约

束地自由利用图书馆的同时，更需要为实现图

书馆平等权而努力。 笔者认为，现阶段图书馆

发展的主要任务不是一味主张免于国家公权力

干预的“自由”，而应该代表图书馆用户群体的

利益主张国家对图书馆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图

书馆权利的实现进行积极干预和调控，为用户

利用图书馆创造更多的条件和可能，重新对图

书馆资源、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再分配，从保障弱

势群体受教育的条件和提高社会主体受教育程

度的角度，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实现。 从长

远看，图书馆的这种努力将通过实现教育资源

的平等带动主体能力的平等，在主体体力、智力

不平等的情况下，平等地占有社会资源并不能

真正实现个体的发展和目标，实现机会的平等，
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主体的“可行能力” ［２７］ ，实现

主体能力的平等，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整体发

展。 笔者之所以觉得现阶段图书馆权利体系的

建构在兼顾自由的同时要偏重于平等权的实

现，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目标。 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因自由竞争所带来的

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会作为一种新的不平等起

点影响到新的竞争和发展。 我国贫困落后地区

经济收入低，人均受教育水平低下，经济和教育

的不均衡状况相互牵制，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

的发展。 落后地区教育资源贫瘠，和当地经济

发展状况有关，也和政策息息相关。
第二，相比自由，平等的实现要更现实和复

杂得多。 正如西塞罗所言：“确实没有什么比自

由更美好，然而如果不是人人平等的，那自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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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能存在，然而自由又怎么能做到人人均

等呢？” ［２８］ 自由权利只要通过制度确认便已经

存在，至于个人去不去行使，则不是国家或个人

能干预的。 而平等权的实现除了国家制度确认

之外，还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政策来贯彻执行，
且必须要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推行。 人人都

热爱自由，但并非人人都喜欢平等。 对于图书

馆权利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自由能得到

基本保障的时代，平等便会作为另一个不可忽

视的问题呈现出来。
第三，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社会

存在。 人的自然属性和人格决定了人人自由平

等的原初状态，赋予了个体自由竞争的初始条

件，而人的社会属性则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存在，
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除了竞争，
人与人之间更需要合作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发

展，公共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平

等的重要属性。 人虽然有自然属性，但其根本

属性仍是社会属性。 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安

排，也必然要以合理实现人的平等的图书馆权

利为重要目标，图书馆自由只有与平等在一起，
有平等做支撑，才能真正体现社会正义，实现图

书馆自身的价值。
因此，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之中，自由与平等

统一的基石便是图书馆本身的制度正义性，这
种制度正义赋予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命题便

是动态处理好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使之在图书

馆权利体系内和谐发展。 要从图书馆自身的角

度，积极关注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状况，通过关

注弱势群体的图书馆权利，关注落后地区图书

馆资源、设备和条件等的现实状况，积极向国家

主张财政支持、资源支持和政策支持，真正实现

社会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

３　 走向动态平衡发展的图书馆权利体系

时代的发展提出不同的发展主题和任务，
自由和平等由自然法提出，经由启蒙运动和资

产阶级革命而被确立为制度建构的核心命题。

自由和平等的对立性要求制度正义的实现必然

以妥善处理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为前提。 图书馆

虽然只是国家制度大厦的一块砖瓦，却具有不

可或缺的“承重能力”，在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

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一种制度正义，
图书馆权利建构中自由和平等就很自然地被提

出来，这种制度正义成为图书馆自由和平等统

一的基础。 一种制度正义与否，重要的衡量标

准便是其是否兼顾了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因
此，如何处理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也成为图书馆

制度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在确保用户不

受任何约束地获取信息的自由的同时，还需要

处理好更为复杂的图书馆平等权的问题。
在被赋予了不同的具体内容的同时，自由

和平等的对立统一在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照样

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对图书馆权利体系中自由

和平等及相应权利的内容、相互关系和统一的

基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或许它们并非像我们

所认识的那样轻松而自觉地找到自身在权利

体系中的合适位置，而是存在此消彼长或相互

牵制的关系，正义要求以制度的方式来体现和

保障自由和平等的价值［２５］ ，如何恰当安排好二

者在权利体系中的比例并最终通过现实制度

予以确认和保障，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这种

制度确认和安排在确保图书馆自由和平等充

分实现的同时，还必须要提供二者动态平衡发

展的空间和可能，同时还需要充分认识到国家

在图书馆自由和平等权利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平等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公权力的积极干预，
图书馆权利作为一种积极权利［１８］ ，必然要求国

家从资金、政策等层面对图书馆的发展予以支

持，为图书馆权利的实现提供物资和条件保

障，从而确保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从现阶段

的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过渡，并真正成为一种

现实权利。
图书馆权利的自由、平等主张使图书馆呈

现出公共性、公益性的特征，推动着图书馆的可

持续发展，巩固着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这
种公共性、公益性的角色在实现教育资源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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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提高社会主体能力，推动社会受教育水平

的提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其他组织

和活动（如书店、书展等）无法取代的，在实现社

会公正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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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１）：９９－１０４ ）

［１３］ 　 顾肃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Ｍ］．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２００５：７１ － ７４ （ Ｇｕ Ｓｕ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７１－７４ ）

［１４］ 　 徐显明 人权法原理［ 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０８ （ Ｘｕ Ｘｉａｎｍ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２０８ ）

［１５］ 　 李步云 论人权［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８ （ Ｌｉ Ｂｕｙｕ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３－８ ）

［１６］ 　 ＵＮＥ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ｗｅｂｗｏｒｌｄ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ｍａｎ⁃

ｉｆｅｓｔｏｓ ／ ｌｉｂｒａｍａｎ ｈｔｍｌ
［１７］ 　 李国新 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Ｊ］ ．图书馆，２００２（１）：１６－２１ （ Ｌｉ Ｇｕｏｘｉｎ Ａ ｆｅｗ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２（１）：１６－２１ ）

［１８］ 　 常安，燕辉  论作为积极权利的图书馆权利 ［ Ｊ］ ．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２ （ ４）： ４ － １０ （ Ｃｈａｎｇ Ａｎ， Ｙａｎ

Ｈｕ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Ｊ］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４）：４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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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安： 论图书馆权利体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及其统一
Ｃｈａｎｇ 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１９］　 姚大志 平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Ｊ］ ．文史哲，２００６（４）：１３５ － １３８ （ Ｙａｏ Ｄａｚｈ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００６（４）：１３５－１３８ ）

［２０］ 　 韩钢 平等权的存在形态及其内涵［ Ｊ］ ． 齐鲁学刊，２０１０ （ ２）：８４ － ９０ （ Ｈａｎ Ｇ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Ｊ］ ．Ｑｉｌ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２）：８４－９０ ）

［２１］ 　 孙建国 论平等权的一体保护［Ｊ］ ．法学杂志，２０１２（８）：１１１－１１４ （ Ｓｕｎ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Ｏｎ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Ｊ］ ．Ｌａ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２（８）：１１１－１１４ ）

［２２］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 宪法学专题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９２－２９６ （ Ｈａｎ Ｄａｙｕａｎ，

Ｌｉｎ Ｌａｉｆ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ｊｕ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２９２－２９６ ）

［２３］ 　 程焕文 普遍均等 惠及全民———关于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的阐释［ 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０７（ ５）：４ － ７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５）：４－７ ）

［２４］ 　 孙力  平等追求中的效率、自由和差序结构［ Ｊ］ ．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 １）：４５ － ５０ （ Ｓｕｎ Ｌｉ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１）：

４５－５０ ）

［２５］ 　 缪文升 分配制度正义：基于自由与平等动态平衡的分析［Ｊ］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７）：１４－

１９ （Ｍｉａｏ Ｗｅｎｓｈｅ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７）：１４－１９ ）

［ ２６］ 　 王江松 论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关系［Ｊ］ ．浙江学刊，２００７（１）：３７－４４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Ｊ］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１）：３７－４４ ）

［２７］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 Ｍ］． 任颐，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６２ （ Ｓｅ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Ｍ］．Ｒｅｎ Ｙｉ，Ｙｕ Ｚｈｅｎ，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６２ ）

［２８］ 　 卢梭 社会契约论［Ｍ］．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６９ （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Ｊ Ｊ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 Ｍ］．Ｈｅ

Ｚｈａｏｗｕ，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６９ ）

常　 安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３００ 号西北政法大学 ９０ 号信箱。 邮编：７１０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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