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四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３０ ／ ｊ．ｃｎｋｉ．ｊｌｉｓ．１９００４７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野下的图书馆学

李国新

摘　 要　 在我国，公共文化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有天然联系。 图书馆学为我国公共文

化理论构建和政策制定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图书馆学拓展变革的增长点，是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适应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需求，由单一图书馆学领域向更广泛的公共文化领域拓展，让成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影响辐射

更多的公共文化机构，这是适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是顺应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扩

大学科理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构筑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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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带动公共文化研

究成为众多学科的关注热点。 公共图书馆事业

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

学与公共文化研究水乳交融、关系密切。 图书

馆学基本原理在公共文化领域广泛应用，扩大

了图书馆学科的影响，丰富了公共文化的理论

构建；公共图书馆持续不断的创新实践，引领和

带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创造。 面对新时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图书

馆学应秉持紧跟社会发展、应势而变、与时俱进

的精神，立足学科基础，发挥学科优势，主动寻

求新的变革，积极拓展出新的学科生长点。

１　 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１．１　 公共文化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在我国，公共文化研究是新世纪以来逐渐

展开的。 检索 ＣＮＫＩ 期刊数据库可以发现，２０００
年之前，今天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研究是一片空

白。 新世纪初年，有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

始提到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一类概念。
２００２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确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主要途径

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此开启了我国研究

和实践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进程。 ２００５ 年，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

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高层政策性文

件中，由此，２００５ 年堪称中国当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元年”。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

重大战略部署陆续出台，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迅速驶入快车道。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明确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

任务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基本内容框架和主要任务，为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公共文化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体

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强调满足人民

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

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

益的主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

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
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在
总结过去近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历史成

就、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 以下简称 《 意

见》），全面部署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

标准化、均等化、数字化、社会化和体制机制改革

等方面的新任务，并首次发布了《国家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指导标准（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此后一段

时间，一系列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意见》任务的政策性、指导性文件密集出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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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博物馆条例》，同年 ２
月 ９ 日发布，３ 月 ２０ 日起施行；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 （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我国十多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成熟政策、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得

以固化，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始步入

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以上是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

历程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快速推进的时间并

不长。 我国的公共文化研究就是在上述政策引

导、实践驱动下兴起并迅速升温“热”起来的一

个领域，期间每一次国家公共文化重大战略、重
要政策的出台，都带来了公共文化研究的密切

响应。 利用 ＣＮＫＩ 等数据库检索，２００５ 年国内学

术期刊上发表的公共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超

过 ５ 篇，２００７ 年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催生了第一次研究热潮，到 ２００９
年前后，学术期刊上有关公共文化方面的研究

论文超过 ３００ 篇 ／ 年。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公共文化服

务被明确纳入各级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范

围，“民生”视野下公共文化服务引发了更多的

关注，２０１４ 年前后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

公共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已逼近 １ ０００ 篇 ／ 年。
２０１５ 年中办、国办《意见》出台，聚焦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到 ２０１７ 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跃升

到 １ ２００ 多篇 ／ 年。 从这些变化的数据中可以真

切地看到我国的公共文化研究兴起时间之短，
演进历程之年轻，发展速度之迅速，也可以体会

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受重视程度之高，推
进力度之大，以及政策、实践与研究所形成的良

性互动和相互促进局面。

１．２　 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有天然联系

从公共文化的研究对象上看，公共图书馆

本身就是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服

务本身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 在我

国，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图书

馆在理论积淀、学科支撑、管理运行、服务创新、
人才队伍、国际通行程度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

势，因此，公共图书馆既是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的

中坚，又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力军之

一，自然也是公共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可以

说，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内容上看，《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范围，
全民阅读列居首位（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共文

化机构应当免费或优惠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项

目，阅读服务是其中之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当提供的基本服务，
书报阅读首先被提及（第三十条）。 《公共图书

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是公共

图书馆的重要任务（第三条）。 两相比较，同样可

以看到公共文化服务和图书馆服务水乳交融、密
不可分的关系。

从现代公共图书馆在中国的发端和演变上

看，早期的图书馆服务功能就包含在广义的综

合性民众教育设施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以“开启民

智、改良风俗”为宗旨、以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

的通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一类设施在我国迅

速兴起，到 １９３６ 年，全国已经发展到１ ５０９所［１］ 。
１９３２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

规程》，规定民众教育馆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设
阅览部、讲演部、健康部、生计部、游艺部、陈列

部、教学部、出版部，其中阅览部开展“书籍、杂
志、图表、报纸之公开阅览，巡回文库、民众书报

阅览所等属之” ［１］ ，今天看来，俨然是一种高度

综合的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向公

众的图书馆服务就包含其中。 新中国建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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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始对民众教育设施进行组织体系和服务

内容改造。 先是教育部接收民众教育馆改编为

人民文化馆，１９５２ 年人民文化馆划归文化部管

理并改称文化馆［２］ ，但书报阅览一直是其中服

务功能之一。 １９５６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
号召，图书馆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

的图书馆从文化馆独立出来并快速发展，到今

天，公共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最为

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之一。 以上现象说明，不
同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从渊源上看，原本往往

就是兼容并蓄、合而为一的。 即便是今天，美丽

乡村建设中出现的村史陈列馆、乡村博物馆、乡
贤名人馆等，往往也包含在乡村综合性文化设

施中。 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同类

型的公共文化设施的主要功能、服务重点可以

有所侧重，但秉持的理念思想、承担的社会职能

高度一致，具有的职业精神、职业使命高度契

合，管理运行的基本规律高度趋同，这是公共文

化研究与图书馆学有天然联系的内在原因。
从国际范围内图书馆发展的大趋势看，空

间再造、功能拓展、服务融合是新一代图书馆展

现出来的潮流。 早在新世纪之初，美国西雅图

市就以“城市会客厅”“多功能、多内涵的社会中

心”的理念打造了西雅图中央图书馆［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建成开放、引发全球文化界热议的芬兰

赫尔辛基“颂歌”图书馆，更是被称为“第三代图

书馆”的典范［４］ 。 在这所图书馆内，人们可以沉

浸书香、亲子阅读，也可以欣赏音影、摄影录像、
编辑制作、３Ｄ 打印、激光切割、游戏活动、创客体

验、联合办公，配备了贴近百姓生活的缝纫机、
锁边机、绣花机等，还可以喝咖啡、吃便餐、自由

交流、休闲观景。 虽然名为图书馆，但以中国公

共文化服务的眼光看，其实是一个融合了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多样化

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简单地

说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 ［４］ ，突出

特点是服务功能高度融合、服务手段与方式高

度现代化、服务内容紧贴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

有专家认为，公共图书馆空间资源的拓展和空

间功能的多样化，将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

向，并将重新塑造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启动图书

馆新的革命性变化［４］ 。 空间资源的拓展和空间

功能的多样化，其实就是传统上不同类型的公

共文化设施功能的交叉和融合。 顺应这种趋

势，图书馆学研究需要突破图书馆的藩篱，公共

文化研究也注定会把图书馆作为重要对象。

２　 图书馆学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构
建与政策制定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公共文化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

究领域，也由于图书馆学和公共文化研究有天然

的联系，还由于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实践引领着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

较早、较多、较广泛地切入到公共文化研究，成为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２．１　 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近期，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

心组织力量梳理总结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文

化研究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到图书馆界的重要

贡献。
在研究论文发表方面，十多年来国内学术

期刊共发表公共文化相关研究论文约 １０ ０００ 篇

左右，其中研究对象与图书情报相关的大约为

２ ７００多篇，约占 ３０％，是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学

科。 以论文的期刊分布来看，在刊载公共文化

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前 ５０ 种期刊中，图书情报

类期刊有 ２７ 种，占半数以上。 以论文作者来看，
发文量排在前 ５０ 的作者中，拥有图书馆学学科

背景的 １９ 位，发文量占前 ５０ 位作者的 ４０％左

右［５］ 。 在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中，针对

图书馆的约占 ６０％ ［６］ ，说明图书馆在各类型的

公共文化机构中最受关注。
在专著编著出版方面，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初，全

国 １３０ 多家出版社共出版公共文化方面的专著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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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约 ３００ 种左右，其中研究性专著约 １４０ 种左

右，文集、概览性编著 １５０ 种左右。 在研究性专

著中，研究者出自图书情报领域的近 ２０ 部，占
１４％强。 在 １３０ 多家出版过公共文化类专著编

著的出版社中，图书馆领域的专业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出版 １６ 种的数量排在第 ２
位（第一位为出版 ２１ 种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７］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图书馆界对公共

文化研究的贡献。
在高层次研究项目立项方面，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共批准公共文化

方面的课题 １０４ 项，覆盖了 １５ 个学科，其中立项

数量最多的学科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共
３３ 项，占总数的 ３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代表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到目前为止公共文化方面共立项 ６
项，图书馆学领域出任首席专家的有 ２ 项，占总

数的 １ ／ ３。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研 究 各 类 项 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间共批准公共文化方面的项目 ４２
项，覆盖了 １１ 个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学科以总数 １０ 项位居第 ２ 位（第一位为交叉学

科 ／ 综合研究），占立项总数的 ２４％ ［８］ 。
在学位论文产出方面，２００７ 年，我国高校出

现第一篇研究公共文化的硕士学位论文，到

２０１９ 年初，全国共有 ２６０ 多所高校贡献了１ ９００
多篇公共文化方面的学位论文，其中博士学位

论文 ６９ 篇，硕士学位论文１ ８４０多篇。 按照教育

部 ２０１８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区分，已有的学位论文涵盖了 １１ 个学科门

类 ３７ 个一级学科和 ９３ 个二级学科（包括专业学

位）。 按二级学科统计，图书馆学产出公共文化

方面的学位论文 １９５ 篇，约占总量的 １０％，排在全

部二级学科的第二位（第一位为行政管理，３２４
篇，约占 １６％） ［９］ 。 公共文化相关选题进入高校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视野，是公共文化研究

进入科研主阵地、走向深入的标志，对拓展研究内

容、提升研究质量、壮大研究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２．２　 智库功能充分彰显

近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突出特点之一，是法律、政策的引导和驱动为体

系建设、实践创新提供不竭动力［１０］ ，换言之，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程度比较紧密。 一大批专家学

者和专门研究机构为法律政策制定提供思想学

术支撑，为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在图书情

报领域，涌现了一批受邀进入高层次公共文化

决策咨询组织的专家学者，出现了一些由教学

研究单位或服务机构建立的公共文化研究中

心 ／ 基地，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了

智库作用。
我国公共文化领域最高层次的决策咨询和

理论研究组织，是原文化部设立的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 从该委员会的前

身———２０１０ 年建立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专家组时期起，图书馆界就有专家参与其中

并发挥重要作用。 在第三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中，来自图书情报领域的

专家约占 １ ／ ５，反映了图书馆界在我国公共文化

领域的影响力。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文化部在全国遴

选 ５ 家单位设立“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
其中两家设在图书情报单位，一是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二是上海图书馆（其他 ３ 家分别设在

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反
映了北大信息管理系和上海图书馆在公共文化

研究方面的实力。 ２０１６ 年底，文化部批准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和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联合组建“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文化部

重点实验室”，反映了图书情报界在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和现代科技融合发展方面的引领示范作

用。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家委员会（包括其前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专家组）参与了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公

共文化法律政策制定的支撑研究、起草咨询或

实施工作，图书情报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现代

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自 ２０１５ 年成立以来，承担了

大量的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委托的支

撑性研究、专题调研、专项评估和实践指导等任

务。 上海图书馆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是目前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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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公共文化机构的国家级公共文化研究基

地，研究重点为公共数字文化，这一研究重点本

身就折射了图书馆界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理论

和实践方面的领先地位、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基地发挥自身优势，创意并

实施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１１］ ，走出了一条

创新性的建设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的新路，也彰

显了公共文化机构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价值和作用。

３　 中国图书馆学拓展变革的新增长点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学

是一个对新理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服务反应

迅捷的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

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

下，中国图书馆学与时俱进、拓展变革的新增长

点在哪里？ 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顺

应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从高度分化走向多元融合

的发展态势，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适应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求，提高研究站位，拓宽研

究范围，丰富研究对象，提升研究价值，由单一图

书馆领域向更广泛的公共文化领域扩展，让成熟

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影响辐射更多的公共文化

机构，一方面彰显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

色，另一方面为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理论

体系、政策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３．１　 适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

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目标任务部署

主要涉及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文化艺术创作、公
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 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之一。 《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列举了 １６ 种法定公共文化

设施，图书馆居于首位；《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

定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因此，图书馆学研究向公共文化研究领

域拓展，是学科发展主动适应国家文化发展战

略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图书馆学扎根中国大地、
解决中国问题、贡献中国方案的生动体现。

３．２　 顺应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多样

化、特色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突破机构界

限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发展成为大趋势。 芬兰

赫尔辛基的“颂歌” 图书馆、英国伦敦的“概念

店” ［１２］ 、美国西雅图作为“城市会客厅”的公共

图书馆等，都鲜明地体现出公共文化服务融合

发展的国际趋势。 在国内，近年来大力推动的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不少城市街头

出现的融合图书馆和文化馆服务的自助智能型

“文化驿站”“智能文化家”等设施，都是公共文

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前不久，浙江省

嘉善县以新建图书馆、博物馆开馆和文化馆改

建为契机，提出“三馆融合”发展战略，探索三馆

服务空间互相开放、服务内容互相植入、从业人

员相互交流的发展之路，开创了我国图文博服

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１３］ 。 公共文化服务交叉融

合的实践，客观上要求理论研究突破固有藩篱，
打破专业壁垒，建立与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

阐释。 图书馆学有基础、有必要、有优势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通过观念更新、思路延展、理论嫁

接、融合改造，拓展出学科研究的新方向，打造

出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

３．３　 扩大学科理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领域有许多设施、机构

还缺乏理论阐释和学科支撑，没有从理论上阐

释清楚机构设置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必然

性和必要性，典型的如文化馆、工人文化宫、青
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 这些设施、机构

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在

哪里？ 其职业理念、职业使命、职业伦理是什

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阐释清

楚，就无法彰显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和价值，
最终会动摇其存在的根本。 相对来说，图书馆

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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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科体系，有国际认可程度较高的职业理念

和运行规律。 图书馆学研究向公共文化领域拓

展，带来的实际效果是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向整

个公共文化领域传播辐射，公共文化理论体系

构建中融入了更多的图书馆学要素，扩大了图

书馆学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力。 近年来，我
国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大力推动的文化馆理论体

系构建研究，以及发端于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总

分馆制被引进到文化馆系统，都体现了图书馆

学理论对相关领域的影响和辐射，这也是图书

馆事业保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领先地位的

学科理论基础。

３．４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构筑中国特色图书

馆学的必由之路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的战略部署。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
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和建设方式，强调

多学科的广泛交叉与深度融合，促进文科建设

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

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１４］ ，从而更好

地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事业

繁荣兴盛的强大支撑与引领作用。 在“新文科”
建设背景下，图书馆学亟需探讨自身交叉融合

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径。 在我国目前的学科体

系中，图书馆学作为二级学科被置于“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框架下。 其实，时至今

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基本属

性、社会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考虑到图

书馆事业在我国被纳入文化事业，图书馆服务

属于典型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当代图书馆事

业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力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学与文化、公共文化相

关学科广泛交叉、深度融合是必然归宿，是与国

家发展战略相吻合的路径选择。 换言之，“新文

科”建设推动图书馆学必须要突破“机构”观念、
专业藩篱而向更广泛的公共文化研究拓展。

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求当代中国

的图书馆学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 自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图

书馆学伴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后，中国的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深受影响。 当今，以英美为

中心的“去图书馆化”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和实

践倾向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图书馆学［１５］ 。 与西

方传统的图书馆学，以及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附

于信息技术、大数据的图书馆学相比，中国特色

图书馆学的“特色” 主要体现在哪里？ 毫无疑

问，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被纳入

中国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 中国

的公共文化服务强调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但
这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变革，并不是事业性质、
学科属性的改变，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从来都

不是一个纯技术领域，它的目标任务是保障公

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进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离开了公共文化服务所具

有的保基本、促公平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功能，就
体现不出图书馆事业理论和实践的中国特色。
所以，图书馆学向公共文化研究拓展，把新时代

图书馆学建立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和实践的基

础上，这是构筑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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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５． ｈｔｍｌ．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６－１５］．ｈｔｔｐ： ／ ／ ｐｃｒ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５．ｈｔｍｌ．）

［ １２］ 张丽．英国概念店———新时代的图书馆［Ｊ］ ．上海文化，２０１４（２）：１１２－１２０．（Ｚｈａｎｇ Ｌｉ．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ｄｅａ 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Ｊ］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４（２）：１１２－１２０．）

［１３］ 薪火永相传，书香满善城———嘉善县文化惠民工程图书馆、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１０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ａｓｈ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９ ／ ７ ／ １０ ／ ａｒｔ ＿１６０４３０１ ＿３５４６０９９７． ｈｔｍｌ． （ Ｊｉａｓｈａｎ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ｐｅｎｅｄ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ｉａｓｈａｎ．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９ ／ ７ ／ １０ ／ ａｒｔ＿１６０４３０１＿３５４６０９９７．ｈｔｍｌ．）

［１４］ 王铭玉，张涛．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 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 ０３－ ２１（ ４）．（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ｕ ，

Ｚｈａｎｇ Ｔａ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ｄａｙ，

２０１９－０３－２１（４））

［１５］ 程焕文，潘燕桃，张靖，等．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 ３）：１４－ ２４．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Ｐａｎ Ｙａｎｔａｏ，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ｅｔ ａｌ．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３）：１４－２４．）

李国新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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