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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
代构建

∗

肖希明　 沈　 玲

摘　 要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本土化探索经历了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至今三个时

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以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的成果最为丰硕。 但中国特色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特有的文化渊源、
现实国情、话语体系和方法构建四个方面,核心理念主要体现为四个意识:问题意识、范式意识、方法意识和视野

意识。 以此为依据,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由四个部分组成:图书馆学元理论、图书馆发展理论、图
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理论。 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和事业进步而不断创新。 图

1。 参考文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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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riod
 

starting
 

fro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prese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o
 

a
 

varying
 

extent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y
 

were
 

particularly
 

fruitful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n
 

spite
 

of
 

this it
 

remains
 

an
 

arduous
 

task
 

to
 

build
 

a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1 
 

its
 

cultural
 

origin
 

i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cient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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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science
 

thoughts 
 

2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embodied
 

in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based
 

on
 

Chinas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3  
 

its
 

form
 

of
 

expression
 

is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 
 

its
 

method
 

system
 

is
 

oriented
 

to
 

research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1  
 

problem
 

awareness i. 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mer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2  
 

paradigm
 

awareness i. e.
 

extracting
 

the
 

basic
 

concepts basic
 

categories
 

and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i. e.
 

keeping
 

absorb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
 

improve
 

research
 

abi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4 
 

vision
 

awareness i. e.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ctively
 

absorbing
 

and
 

learning
 

from
 

foreign
 

advanced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mposed
 

of
 

four
 

parts 
 

library
 

science
 

meta-theory library
 

development
 

theory library
 

governance
 

theory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
 

theory.
 

Among
 

them library
 

science
 

meta-theory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dominant
 

role and
 

the
 

rest
 

three
 

are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meta-theory.
 

This
 

is
 

an
 

open
 

system
 

tha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many
 

new
 

theories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hence
 

enabling
 

this
 

framework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lead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1
 

fig.
 

5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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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从宏观方面阐述图书

馆与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从而揭示

其本质和规律。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

各分支学科的共同基础,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

作用,同时它又横贯、联系并渗透在各分支学科

之中,具有横断学科的性质与作用[1]1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西学东渐的深

入,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从西方

(包括早于中国接受“西学”的日本)传入中国,
应属“舶来品” 之列。 与其他任何外来文化一

样,图书馆学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都
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对此,中国学术界

的先贤们是有清醒认识的。 1925 年,梁启超在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的演说中提出要“建设

中国的图书馆学” [2] ,为中国的图书馆学人留下

了一个“世纪课题”。 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图

书馆人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当然也包括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进行了不

懈的探索。 然而,这条探索道路走得十分曲折

和艰辛。 究其原因,首先是图书馆学理论赖以

扎根和生存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土壤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内过于贫瘠,同时外部环境的大风

大雨也影响了它的生长;其次在于图书馆人的

认识水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

性。 因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包括中国的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一个尚待完

成的课题。
历史进入到今天,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

进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从整体上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大

大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而且在很多方面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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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领先世界水平。 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国图

书馆人生产和积累了大量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已经在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及自己的

话语表达方式,生动地讲述和诠释图书馆领域

的“中国故事”。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

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条件已

经具备。
本文简要梳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本土

化探索的历程,分析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体系的特质,探讨其核心思想,尝试构建一个

基础理论框架,并探索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

路径。

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探
索历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

不断输入中国,“图书馆学”也漂洋过海在中国

着陆。 1920 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办和

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图书馆学作

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诞生。 自此,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便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进程相伴而行,经历了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

的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至今三个时期,每个时期

都进行了本土化亦即中国特色的探索,且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

1. 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初创

(1909—1949)
1909 年,晚清秀才孙毓修写成《图书馆》一

书,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

的图书馆学著述。 《图书馆》并非翻译之作,而
是孙毓修“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
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

此书” [3] 。 孙氏“较为充分地使用了比较研究的

方法,以解决中国图书馆的问题” [4] ,堪称本土

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最早尝试。
随着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建立,一批本土化

的图书馆学教程、教材、期刊和论文相继问世,

构成了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

基础。 这一时期,一大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

述涌现。 如 1922 年杜定友发表《图书馆与平民

教育》《图书馆与教育》等论文,以及《图书馆通

论》 (1925)、《图书馆学讲义》 (1925)、《图书目

录学》(1926)、《图书馆学概论》 ( 1927) 等一系

列著作,形成一股“杜著”旋风。 1923 年杨昭悊

《图书馆学》一书出版;
 

1926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

创办《图书馆学季刊》,刘国钧任主编;1926 年洪

有丰的著作《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34 年刘国

钧的著作《图书馆学要旨》等问世。 这些著作所

介绍和论述的都是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宗旨、意
义和功能,以及图书馆学的概念、内容和学科价

值等基础理论的内容,其目的正如《图书馆学季

刊》中所宣称的旨在探索“如何应用公共之原

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
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 [5] 。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探索的成果,
体现了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 杨昭悊在

《图书馆学》中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分为“纯正

的”(关于原理原则) 和“应用的” (关于方法技

术)两大类[6] 。 杜定友在《图书馆通论》中提出

更加完善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将图书馆学分

为“专门的”和“附助的” 两个分支,又将“专门

的”分为理论和实用两部分。 1935 年李景新发

文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和“系统

的”两类,“系统的”图书馆学又分为“理论图书

馆学”与“实际图书馆学”两部分[7] 。 这些都是

探索本土化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尝试。
20 世纪 20、30 年代,世界图书馆学理论领

域产生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巴特勒等人的“社会

说”、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等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理论成果。 中国图书馆学也致力于构

建本土流派的图书馆学说,其中的突出成果当

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的提出。 1921 年

刘国钧最早提出“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
正当的书籍”三要素[8] ,同年戴志骞提出“设置

地点、建筑、采购、分编、开放时间和图书公开”
六要素[9] ,1925 年梁启超提出“读者和读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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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2] ,1929 年陶述提出“书籍、馆员、读者”三

要素[10] ,1932 年杜定友提出“书、人、法” 三要

素[11]7 ,1934 年刘国钧将三要素完善为“图书、人
员、设备和方法” 四要素[12] 。 “要素说”吸收了

东西方古代哲学中关于世界万物起源和存在多

样性的思想,采用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理论中

“将整体分为各个部分加以研究,以及从各个部

分的研究中再合成一个研究对象的整体” [13] 的

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

限,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家没能使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研究摆脱“描述图书馆活动”的局限[14] 。

1. 2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曲折发展

(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 1949—1956 年间,图书馆事

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

丰厚的实践基础。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无论是

图书馆事业的决策层还是图书馆人,主要注意

力集中于图书馆实务领域的发展,加上当时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没能很快适应学术研

究环境的变化,因此这七年间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研究相当沉寂,几乎没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56 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

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

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同年,全国图书

馆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相

继召开,《人民日报》发表了《向科学进军中的图

书馆工作》的社论。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开始复苏。 作为这种复苏的“风

向标”和“历史转折关口指路牌” [15] 的是刘国钧

发表的论文《什么是图书馆学》 (1957)。 一直以

来,学界很多人都将《什么是图书馆学》视为主

张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的代表作,或褒

或贬,其实是对这篇文章的误读。 刘国钧在文

章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

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

各个组成要素性质和规律的科学。”他还说“研

究图书馆在人类历史的作用,研究它的发展过

程,分析它的要素,掌握它们的规律,从而使它

能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是图书馆学的第一

个课题” [16] 。 显然,刘国钧此时已认为图书馆

学要研究的是宏观的图书馆事业,而且是它的

“性质和规律”,“要素”只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

一个维度。 因此,刘国钧研究的正是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且这可看作是基础理

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此外,刘国钧此时将“图书

馆事业”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具有特别的意

义。 1956 年,国家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向科学进

军”的发展战略中,刘国钧的文章从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的角度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持,这正是我们今天极力倡导的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要立足国

情,以问题为导向的价值取向。
20 世纪 60 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

突出成果是黄宗忠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矛

盾论”的提出。 1962 年,黄宗忠运用毛泽东《矛

盾论》中的哲学思想分析图书馆特有的矛盾,认
为图书馆的“藏与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构成

了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要通过研究图书馆的特

殊矛盾来探索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17] 。 它的理

论贡献在于从哲学角度出发探讨图书馆学的基

础理论问题,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从现象描述

发展到科学抽象阶段,堪称这一时期我国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原创性和本土化的研究

成果。
1966—1976 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

国的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图书馆学研究

也随之中断。 虽然 1972 年以后图书馆工作和图

书馆学教育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恢复,但在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除了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自编的教材和讲义中有一些政治口号式的“理

论”外,没有其他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1. 3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探索中逐

渐成型(1978 年至今)
1978 年底,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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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图书馆事业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得到迅速

恢复和发展。 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空前活跃,对外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国外图

书馆学著作、思想和理论,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

省图书馆学会的成立使图书馆学研究成为有组

织的学术活动,《图书馆学通讯》 (现《中国图书

馆学报》)的复刊和一大批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刊

使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有了发表和争鸣的园地。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大体可分为

两个阶段。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反思和争鸣中不

断发展(1978—1999)
改革开放伊始,一大批“新中国 17 年”培养

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正值学术盛年,他们在被

压抑 10 年后,学术激情喷发。 更有一批恢复高

考以后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的青年学子,
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中外各种先进的图书馆

学理论、理念和方法。 他们都不满意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的现状,认为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局

限于图书馆工作流程和图书馆活动的经验描

述,是图书馆学难以被承认为一门科学的真正

原因,由此形成了对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 这

一波批判以 80 年代前半期彭修义的《关于开展

“知识学”研究的建议》、邱昶和黄昕的《论我国

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沈继武和刘迅的《论

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张晓林的《应

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等为代表作,这波反

思与批判大大推动了图书馆学科学化的进程。
80 年代后半期,一批知名学者的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研究成果以专著或教材的形式问世,如吴

慰慈和邵巍的《图书馆学概论》、周文骏的《文献

交流引论》、倪波和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

程》、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宓浩的《图书馆

学原理》等。 这些著作和教材基本摆脱了经验

图书馆学的范式,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现代科学

精神为导向、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体系。 如宓浩的《图书馆学原理》以“知识交

流论”为框架构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让人

耳目一新;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以哲学思

维审视图书馆发展规律,以“矛盾论”为核心构

筑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提出了建设中

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受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影

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过一段时期的

“迷茫” [18] ,转机出现是在 1996 年北京举办第

62 届 IFLA 大会前后。 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变革

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它给中国图书馆

学界带来了思考: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仅

要告别经验图书馆学范式,而且要摆脱以完善

学科自身体系为导向的纯理性思辨研究的束

缚,转向关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
解决这些问题寻找“中国答案”。 代表这种思考

的是吴建中与 13 位国内外图书馆领域知名学者

的“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这组对话表明中

国的图书馆学家一方面以宏阔的视野关注着国

际图书馆学的前沿,同时也在思考着中国的图

书馆与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构建中国特

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目标在图书馆学家的心

目中愈益明晰。
(2)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逐渐

成型(2000 年至今)
进入 21 世纪,酝酿于 90 年代后期的研究观

念变革由范并思的《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的任务》(2000)一文拉开序幕。 范并思认为,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而“图书馆事业正在发生着的变

革全方位影响到图书馆学”。 因此他提出变革

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是“发现与倡导

新的观念,推动图书馆事业变革的进行”,“研究

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总结变革中出现的新理

论与新方法”,“构造新的框架,为新理论的发展

提供新的空间” [19] 。 他虽没有使用“中国特色”
这个概念,但他提到的研究任务无一不是中国

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的着力点。 紧接

着,李国新发表的《对“图书馆自由” 的理论思

考》 [20](2002)引发了对“图书馆权利” 的讨论,
涉及的是“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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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与此同时,程焕文、范并

思、于良芝、蒋永福等学者对图书馆精神、图书

馆制度、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总
分馆制,以及对普遍均等惠及全民、信息公平、
免费服务等现代图书馆理念的研究,对阅读推

广理论体系的研究等,引发了图书馆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这些研究和讨论,
既接轨国际上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理念,也
立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情况,为
国家制定和完善图书馆事业政策乃至公共文化

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体现了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研究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彰显

了新时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中国特色。
 

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进入中国已有百余

年的历史,这一百年也是中国图书馆人为“建设

中国的图书馆学”不懈探索的一百年。 相比图

书馆学的众多应用领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

本土化建设似乎更为艰难曲折。 近 20 年来,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式从“学科本位” 转向

“问题本位”,取得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重要

理论成果。 但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将众多新的理论成果纳

入到这个理论体系之中,使这个理论体系对现

实中的图书馆事业真正起到引领、支撑作用,是
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2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
本特征与构建理念

2. 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

特征

不可否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许多涉及

学科本原的概念、理论是没有国别、民族特性

的。 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既然要关注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及图书馆学应用实践领域的问

题,就不可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色彩,因为“事

业”和“问题”都是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紧

密相关的。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

该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基本特征。

(1)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浸润

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

早就有“人本”“民本”的思想,如记载着春秋时

期齐国名相管子思想观点的《管子·霸言》中有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21] 之说,《尚书》
中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22] 。 这说明人

本、民本思想并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华,也是当今图书馆以人为本、以人民

为中心办馆理念的渊源。 发轫于周代,经孔孟

及历代儒家传承和发展的社会教化理论,“在塑

造民族性格、提升民众德性素养、促进国家统

一、民族融合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产生

了积极影响” [23] ,今天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阅读推广功能,莫不滥觞于此。 中国的学术文

化中向来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传统,主张多

元文化融合发展,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体系应该继承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善于吸收

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传自西方,但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及目录学、校雠

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

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渊源。 如程俱关于

“馆阁”即图书馆“资政”和“育人”功能的论述,
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包含的“治书”
与“治学”关系的思想[24] ,从“文以载道”衍生的

“藏书以传道”中所蕴含的图书馆价值理性[25]

等,都是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

汲取的精神养分。
(2)现实国情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
立足现实国情,体现问题导向。 中国的现实国

情是什么呢? 首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方面,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

方面,而我国的公共文化事业、图书馆事业中存

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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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需求应当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创新

的最强驱动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为解决我

国图书馆事业、公共文化事业中的现实问题和

矛盾提供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 其次,我国确

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的

奋斗目标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

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到二〇三

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在这

个远景目标中,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
书香中国、数字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等都是与

图书馆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发展战略。 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要为图书馆学应用实践领域服

务于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和社会的重大需求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三,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也要研究国家的图书馆制度问题,因此必须

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以现

行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为根本遵循。
(3)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

在表达形式。 任何学科的理论或学术思想以及

学科的概念和范畴、理念和方法等,都需要借助

一定的话语形式来表达,这样的一套“话语主体

之间进行思想表达和交流的要素组合” [26] 就是

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衍生出话语权,话语权则

关系着学科的影响力和学科地位。 因此,中国

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要着力构建自己的

话语体系。 话语的灵魂是思想,没有新思想、新
理论、新观点的有效供给,就没有话语体系的构

建。 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随着时代

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新的理论命

题、新的理论判断。 近年来,从“公共图书馆免

费开放”到“图书馆权利” “图书馆精神” “图书

馆核心价值”“公共图书馆是保障信息公平的制

度安排”“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话语。
(4)方法体系

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可做不同的划分。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既有普适性,同

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又有各自的功能,体现

出各自的特色。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早期主要采

用理性思辨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

研究法等定性分析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调查

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数理方法、引文分析法等

定量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也日益

增多。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有模型展

示法、数据挖掘法、仿真研究法,以及评价研究

法、计量分析法、关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加

入。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努力构

建本学科的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体系要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吸收跨学科研

究方法的优点,同时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和解决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问题。

2. 2　 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

核心理念

(1)问题意识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根植于

中国本土,面向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各种

新问题与新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任何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

的提出,都应该是基于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

实问题,而不是从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虚”问题,
更不是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出来的“假” 问题。
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广阔、深厚的

实践基础,也有其独特的现实问题,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研究的价值目标不是追求海市蜃楼般远

离现实的“学理体系”,而要成为用科学理论去

解释和解决图书馆事业中现实问题和各个层面

矛盾的“钥匙”。
(2)范式意识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所著《科学革命

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 他认为范式

是科学家群体对共同关注的某领域问题和理论

本质持有的信念或观点,并将其划分为符号概

括、范例、模型和价值四种成分[27] 。 研究范式往

往会外化为一套概念与范畴体系。 因此,构建

010



肖希明　 沈　 玲: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
XIAO

 

Ximing
 

&
 

SHEN
 

L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21 年 5 月　 May,202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要强化范式意

识,具体而言:一是要凝练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

稳定性、能够反映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的

基本特性和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二是要确定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

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

研究导向,符合当前社会的现实需要和中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规律;三是通过总结中国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图书馆实践

的需求,研判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趋势,提
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的核心命题。
(3)方法意识

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必须借

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事物的

内在规律,促进学科不断发展。 传统的图书馆

学研究方法,如理性思辨法、历史研究法、比较

研究法等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起到过重

要的推动作用。 但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

下,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不断出现,局限于传

统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

题,难以满足图书馆实践对理论的要求。 因此,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不断吸收借鉴

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科学研究

的能力和规范性,进而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必须指出

的是,方法意识决不是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为

了应用某种研究方法去套用问题。
(4)视野意识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不是一个

封闭的体系。 任何国家与民族创造出来的先进

的优秀的图书馆学知识都值得吸收和借鉴。 习

近平同志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
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
不存在什么 ‘ 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

谐。” [28]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体系要具有国际视野,面向世界,积极吸纳与借

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要
虚怀若谷,与国外图书馆学界开展学术对话,互

学互鉴,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为中

华文化的一部分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

己的声音。 当然,吸纳西方图书馆学优点,决不

能全盘照搬。 对西方图书馆学存在的不足与缺

陷,对其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要有正确的

判断和认识,不能盲目追随。

3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当
代构建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提

法始见于 1988 年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

论》,在该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体系[1]3 。 2006 年,黄宗忠又修订和完善了这

个体系[29]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

的 20 余年中,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

的成果很多,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已摆脱经验图

书馆学的模式,转而关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

问题,然而这种“学科范式”的理论体系要体现

出“中国特色”并不容易。 2007 年,力主转变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式,重构新世纪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范并思,构建了一个以现代

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基本理念为主线的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30] ,这是一个突破了“学科

范式”而以“观念范式”构想的新的理论体系。 但

随着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应用领域实践的不

断丰富,同时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

学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的理论命题,这就需要创

新理论体系以涵盖今天生动丰富的应用实践内

容,并为当今图书馆事业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

“中国答案”。 因此,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体系依然是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
根据上文论及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理念,笔者

认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由四

个部分组成(见图 1):图书馆学元理论、图书馆发

展理论、图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理论。 其

中,图书馆学元理论起到基础性和支配性作用;
图书馆发展理论、图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

理论是图书馆学元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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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结构

3. 1　 图书馆学元理论

元理论(Meta-theory)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经

常涉及的概念,是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
“元理论是源于人类企望理解并不断追求理解

的本性而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

的知识现象和知识形式”,其任务是“考察对象

理论的论证结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构成

方式、定义和证明方法,分析和揭示理论论证所

依赖的各种前提” [31] 。 图书馆学元理论就是对

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和构成、基
本研究范围、基本现象的原理性描述方式和方

法论等进行的研究,它是在更根本、更深入的层

次上对图书馆学理论逻辑进行的阐释和说明,
也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基点。 图书

馆学元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体系,大体上由以下

八个方面构成。
(1)图书馆的概念与本质

概念是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反映客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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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

将图书馆定义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

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 [32] 。
然而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中,图书馆一定得是

这样一个“机构”吗? 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可以

是一个“社会机构”,也可以是一种“服务” [33] ;
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物理场所或信息

空间或虚实结合的复合体” [34] ;有的认为应该

将图书馆看作是一种“社会记忆的外存和选择

传递机制” [11]58 。 那么,图书馆应不应该有一个

恒久的定义,图书馆的定义能不能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演变,能不能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

的图书馆定义,很显然,这些是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应该讨论的问题。
探索研究对象的本质,是科学研究的使命。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图书馆本质的探寻曾是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21 世纪初又出

现了一批消解性的观点,因此形成了“本质主

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争论。 “本质主义”主张

追问图书馆本质,认为任何事物所表现的特征

都是由其内在本质决定的,所以“只要发现这种

本质,就可以完全把握和驾驭该事物的发展规

律” [35] ,图书馆亦然。 “反本质主义” 则认为人

们寻求的图书馆“本质”,其实就是人的主观建

构的产物,并非图书馆本身固有的东西,主张摒

弃本质、解构本质、不再追问本质,否定图书馆

本质的研究意义[36] 。 那么图书馆的本质是真实

存在的还是虚构的,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意义

何在,如果图书馆的本质是存在的,那么图书馆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需要探讨的问题。
(2)图书馆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

关系

这是一个与图书馆概念有关的问题。 传统

图书馆主要以文献为工作对象,现代图书馆工

作则更注重对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识内容

的组织、管理和传播利用。 图书馆学被认为是

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密切相关的学科。 随着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海量的数据进入社

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同时也成为图书馆资源体

系的组成部分,数据管理成为图书馆业务领域

必须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等智能

感知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智慧图书馆”的概

念被提出,“智慧”也与图书馆产生了关联。 那

么,数据、信息、知识、智慧之间以及它们与图书

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有研究认为,数据—信

息—知识—智慧是一个递进转化的过程[37] 。 这

一发展过程对图书馆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探

讨的。
(3)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实际上就是社会要

求图书馆发挥怎样的作用。 既然是社会赋予

的功能,当然就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密

切的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图书馆

可能会扩大或强化某些职能,也可能会弱化

甚至消除某些职能,各项职能的重要程度也

可能会有变化。
1975 年国际图联提出图书馆有四大职能: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

报和开发智力资源。 2008 年吴慰慈在《图书馆

学概论》中提出图书馆的五大职能:社会文献信

息流整序、传递文献信息、开发智力资源与进行

社会教育、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满足社会

成员文化欣赏、娱乐[11]82-90 。 职能的范围和次序

都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图书馆界一直讨论公

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职能,并将这种

理念付诸实践。 2018 年,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

书馆建成开放,这是一个“聚会、阅读和多样化

城市体验的场所,为读者提供知识、新技能和故

事,是一个获取知识、体验故事和工作及休闲的

惬意空间,一个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的灵动而

功能常新的新时代图书馆” [38] 。 它的出现引发

了人们对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重新思

考和讨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有哪些“变”与“不

变”,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应该具有哪些社会

职能。
(4)图书馆学的概念

1807 年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 这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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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二百余年间人们对图书馆学的定义从关注

表象到深入本质机理,从关注一个社会机构到

放眼整个社会,同时也关注时代的变化和社会

发展给学科带来的影响[39] 。 从计算机的发明、
信息技术的变革、互联网的普及,到今天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一次次的科技进步不仅给图书馆带来

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图书馆学

研究。 学科从分化走向综合的趋势,日益复杂

多变的社会问题对多学科协同攻关的要求,以
及社会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使图书馆

学界不能不思考:图书馆学研究如果不突破图

书馆机构的局限,如果不能面向与信息、知识相

关的更广阔的实践领域,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和发展前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研究的问

题就是如何科学地定义当代的图书馆学;图书

馆学的概念要不要“去机构化”。
(5)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一直就是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杨昭悊、杜定

友、李景新、俞爽迷等人就研究过图书馆学体系

结构问题。 虽然 1949—1978 年间,图书馆学体

系结构的研究几近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中,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讨论十分热烈,
成果丰富,但也见仁见智。 如易凌、龚蛟腾梳理

了这 40 余年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嬗变历程,总
结出五种类型的学科体系:“二元”对照型、“三

元”鼎足型、“四元” 兼顾型、“五元” 层次型和

“多元”创新型[40] 。 目前在中国特色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图书馆学体系结构需要研究

哪些问题呢? 笔者认为,首先,在图书馆学研究

的“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已成为主流,跨学科

研究成为发展趋势的环境下,必须思考图书馆

学体系结构是否还应该以图书馆或文献为中心

来构建;其次,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能否“不再拘

泥于学科体系的严密性结构” [40] 转而构建一个

能不断融入学科领域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理论

的较为开放的体系;第三,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如

何体现“中国特色”,如何将中国传统学术精华

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融为一体,也是学科体

系构建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6)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提供支撑的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

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虽然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处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外,是“相关学科理论在图

书馆学的应用” [29] ,但这些理论有助于深刻地

揭示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为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认识论基础,从而

有效地指导图书馆学研究的全过程。 因此,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研究

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图书馆学之间的应用

关系。
由于当今图书馆事业涉及领域与问题的复

杂性,以及在“新文科”背景下图书馆学研究的

跨学科性质,因此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也不可能

是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基于多种理论、
 

学说的

学科群。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根本理

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

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
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

个性的关系” [41] ;同时,还要广泛地吸收和应用

其他学科如科学哲学、信息哲学、系统科学、文
化哲学,以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
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分析和解决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中的问题提供理论

与方法的支持。
(7)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主要是指将图书馆纯

粹作为工具、手段进行研究,注重技术在图书馆

发展中的作用,积极研究如何通过各种先进技

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 图书

馆学的价值理性则主要表现为追求图书馆终极

的价值目标,研究如何在图书馆的现实活动中,
用“人的尺度”去引导、把握“物的尺度”,重视用

情感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和人性化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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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来指导和从事图书馆实践活动[42] 。 20 世

纪中叶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广泛而成

功的应用给图书馆带来了深刻变革,但同时也

使人们陷入了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进而出现了

图书馆学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迷误。
很显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不仅不能

促进图书馆的发展,反而会背离了图书馆的“初

心”。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秉持以

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作为图书馆活动的目标,在积极

研究利用新技术的同时,高扬图书馆学价值理

性和人文精神,努力寻求图书馆学工具理性和

价值理性的平衡和整合。
(8)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就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

发现新现象、提出新理论、揭示事物规律的工具

与手段。 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作为对象去进行

专门的研究,就是图书馆学方法论。 哲学是关

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而元理论则由于它

的基础性和深层次性,往往同哲学联系紧密,因
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是图书馆学元理

论应该探讨的问题。 国内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

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
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观点,大约有“层次论” “过程

论”“实用论”等几类[43] 。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
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图书馆学研究中开始广泛

使用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等新的研究方法。
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方法论的

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图书馆学尚未建立

起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体系” [11]42 ,而在具有普适

性的研究方法中如何融入中国特色,更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3. 2　 图书馆发展理论

近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在我国发展已逾百

年,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

点。 研究总结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关注和解

决当今图书馆事业发展遇到的问题,是图书馆

发展理论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技术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图
书馆如何变革与转型,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前景

如何,是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研究的

问题。
(1)图书馆产生的机理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 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

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 [44] ,“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一般过程” [45] 。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以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图书馆产生的社会历

史原因、技术原因,探寻图书馆产生与人类知识

交流、文字和文献产生的关系,图书馆产生与社

会生产力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
(2) 图书馆发展历史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关系

中外图书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漫长的古代图书馆时期,19 世纪中叶以公共图

书馆产生为标志的近代图书馆时期,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后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现代图

书馆时期。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及其

构成成分均以总体的体系方式存在,要从研究

对象的整体出发,从研究对象内部的相互作用

与矛盾和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进

行研究” [46]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

识又可以塑造与改变社会存在” [47] 。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要探析推动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历史条

件是什么,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发展有哪些

不同特点,以及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与社

会互动,社会如何影响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又

是怎样反作用于社会。
(3)各类型图书馆研究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

了各式各样的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承担着不同

的社会职能与服务任务,拥有不同的服务对

象,工作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将

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进行类型的划分和研究,以
便把握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便
于从全国或地域范围内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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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促进图书馆事业均

衡、协调发展。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需要研究图

书馆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性

质、作用、特点和任务。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和科学与专业图书馆被称之为图

书馆事业的三大支柱,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三大类型图书馆如何在文化强国、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等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研究的

重要课题。
(4)图书馆系统的结构及其内在联系

图书馆系统结构的概念是系统理论运用于

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提出来的。 系统具有层次

性特征,图书馆系统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分。 宏

观层次的图书馆系统以各种类型、不同层级和

规模的图书馆为构成要素,微观层次的图书馆

系统实际上是图书馆工作系统,是由图书馆一

个个工作环节组成的工作流程。 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并不研究图书馆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的具体

运作,而是要运用系统理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

如何使图书馆系统的结构更加合理,系统的各

部分之间、系统的整体和局部之间如何加强联

系和协调,图书馆系统的功能如何实现最优化,
以及图书馆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如何形成良性

互动,等等。
(5)图书馆发展型态的演变

我国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从古代藏书楼向近

代图书馆再到现代图书馆的转型,而且这种转

型远没有结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
图书馆从“以书为本”的传统图书馆转向“以服

务为本” 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 今天,
“新一代知识技术将驱动图书馆各个领域更注

重多元化、体验化、智慧化,最终实现数字图书

馆、复合图书馆向智慧服务与智慧图书馆的转

型” [48] 。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研究图书馆转型

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图书馆转型的目

标和实现路径、图书馆转型可能的风险与风险

的规避等。 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还要研究如何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到图书馆转型

实践中。
 

(6)信息技术与图书馆的发展

技术是图书馆发展最直接的驱动力。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数字技术在图书馆的广

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业态。 近十年来,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

应用,更是推动了图书馆形态的演变。 因此,图
书馆学研究对技术的青睐与热情是必然的,它
体现了图书馆学应有的科学精神。 然而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需要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来关注技术

与图书馆的关系,例如: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终

极目的是什么,技术在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的

同时如何让用户或公众的信息、知识和文化需

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技术怎样才能促进信息

资源的公平获取,等等。 同时,技术在应用于图

书馆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如知识产权、信息安全、
信息伦理等法律、制度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其中

所包含的理论也需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提供

支撑。
(7)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的发展

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

注,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先进信息技

术和设备在图书馆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图书馆的服务却没有得到

明显的改善,图书馆员的敬业精神没有得到同

步提升。 这种现象促使人们思考: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仅仅依靠“ 物” 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

“人” ———包括用户和馆员,正如美国学者 E·
G·霍利所言:“我们的职业基础是一种人文职

业,我们的目标实质上是人。” [49] 图书馆需要寻

找强大的精神动力。 因此,图书馆精神“成为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既有理论意义又有

实践价值的重要话题,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内在动力” [50] 。 同时,图书馆精神中倡导的爱

国、敬业,也是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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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图书馆治理理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 图书馆是国家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

的组成部分,图书馆治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一部分。 图书馆治理与图书馆管理不同。 图书

馆管理是在图书馆内开展的计划、组织、协调、
指挥、控制和监督等活动,以维持图书馆的有效

运行,属于应用图书馆学的范畴。 图书馆治理

则是“建立一个制度体系,科学合理地界定图书

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职责和利益的关系,
从而实现图书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51] ,属于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范畴。 图书馆治理理论主

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1)图书馆权利

保障公民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是党的创

新理论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的重

要体现,也是图书馆治理重要的价值目标。 进入

21 世纪后,图书馆权利受到图书馆界的高度关

注,产出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
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促进了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立。 因此,中国特色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涵盖图书馆权利研究,
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图书馆权利

概念的界定、内涵、形态及内容构成,以及东西方

文化对图书馆权利的理解异同及图书馆权利的

本土化问题、图书馆权利的法理依据和法律保障

机制、图书馆权利的实现途径等。
(2)图书馆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

制度体系” [52] ,图书馆治理的核心也是要建立

一个完善的治理制度体系。 蒋永福将图书馆制

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制度安排意义上的

图书馆制度,二是职业规范意义上的图书馆制

度。 前者是就公共图书馆而言的,要求国家及

其政府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保障

它的普及和发展,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保障

社会信息公平;后者是指为规范图书馆职业活

动而形成或制定的规则体系,包括图书馆职业

准入制度、图书馆职业自律制度、图书馆内务制

度等[53] 。 当今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将图书馆制度置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这个大

背景中加以研究,探讨如何在图书馆治理制度

中体现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应包括坚持党对图

书馆事业的领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提高服务效

能为中心和协调合作,共同治理[51] 。
(3)图书馆法治

图书馆法治是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

保障,也是党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外,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在

19 世纪就制定了图书馆法。 在我国,民国时期

李小缘也曾提出过制定图书馆法。 改革开放以

来,图书馆界就一直在探讨、研究图书馆法的制

定,图书馆立法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

的重要课题。 2017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颁布,这是我国图书馆法制建设进

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但图书馆法制建设不仅仅

是通过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而是要建立一个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图书馆法治更

是要强调图书馆事业要依法治理、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

运行机制将法律条文的规定落到实处。 因此,
图书馆法治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4)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事业研究一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的重要内容。 图书馆事业研究要根据时代发展

和国情特点,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原则、
图书馆事业的结构与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图书

馆事业建设主体的责任、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

事业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支持、各类型图书馆的

合作、协调与资源共享、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建设。 此外,图书馆事业研究还要

密切关注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沿和趋势,
及时总结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探索未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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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

务单位按照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组建理事会,吸
纳各方代表、社会人士参与管理;2017 年通过的

公共图书馆法将“推动公共图书馆建立健全法

人治理结构”列入法律条文。 这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的组成部分,是政府治理图书馆战略思维的重

要转型与改革,是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

法治化制度,其目的就是要完善图书馆治理体

系,提高政府对图书馆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促进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取得最佳绩效。 面对国家的

重要战略决策和图书馆的重要改革需求,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作出回应,要研究公益

性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依据、必要性

与可行性,研究国外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模

式及主要特点,调研我国公共图书馆建立法人

治理结构存在的现实问题与障碍,提出建立和

完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中国方案”。

3. 4　 图书馆职业理论

现代图书馆注重“以人为本”,这里的“人”
不仅包括用户,还应该包括图书馆员。 事实上,
没有一支敬业乐业的图书馆员队伍,图书馆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图书

馆职业理论应该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图书馆职业理论应包括以下

内容。
(1)图书馆核心价值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行业、一个组织内部,
都需要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有一整套广泛认

同的观察世界、认识事物的基本标准,图书馆也

不例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图书馆界都

在研究和确立图书馆的核心价值;2006 年,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目标。 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图书馆界启动

了核心价值的研究,研究与建立图书馆核心价

值就是图书馆界要向社会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责

任与使命,表达图书馆人的职业信念,表明图书

馆人的职业目标与立场[54] 。 2007 年,中国图书

馆学会启动“中国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与《图书馆

服务宣言》 研究”,研究成果是 2008 年公布的

《图书馆服务宣言》。 2015 年,范并思承担的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图书馆核心价值体

系构建研究”完成。 2006 年以来,国内关于图书

馆核心价值研究的成果丰富,但是,关于图书馆

核心价值还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 比如,图
书馆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实

现“无缝连接”,国际图书馆界主流价值观中哪

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哪些应该根据我国国

情去重新认识,图书馆核心价值如何在图书馆

管理和业务工作中得到体现,这些都是图书馆

基础理论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2)图书馆职业精神

如果说前述“图书馆发展理论”中探讨的图

书馆精神主要是讨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物质与

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层面问题的话,那么这里

所论及的“职业精神”则主要讨论图书馆人对职

业持有的信念和秉持的价值观,构成要素包括

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

纪律、职业良心、职业信誉等。 图书馆职业精

神,在内容上要鲜明地体现图书馆职业使命、职
业责任和职业行为的精神要求;在表达形式上,
要体现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特点,与图书馆职业

活动的性质、任务、环境和条件相适应;在调节

范围上,对内要能够凝聚人心,培育图书馆从业

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和价值观,对外

则要为图书馆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让社会公

众对图书馆职业有正确的认知。 显然,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应该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3)图书馆职业伦理

如果图书馆职业精神研究主要涉及信念、
价值观等精神层面问题的话,那么图书馆职业

伦理、职业道德则往往以守则、准则、规定等制

度化的形式来规范图书馆员的职业行为。 虽然

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在概念及使用对象上有某

些差异,但在功能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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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抽象的职业精神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条文,使
之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这种规范和约

束,往往涉及许多法律难以干预的领域,因此职

业伦理也是对图书馆法治的重要补充。 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图书馆职业伦理准则类文

件,中国图书馆学会于 2002 年公布了《中国图

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 但关于图书馆

职业伦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德治和法

治的关系,就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

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55] 。 如何将“法治与

德治相得益彰”的思想贯穿于图书馆法治和图

书馆职业伦理建设之中,是中国特色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4　 结语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

学理论也是不断生长和发展的理论,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体系同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随着中

国和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随着时代和社会

的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

究还会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洞察力,
不断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学术

思想的精华,不断地融入能够反映时代和事业

发展与变革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使中国

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仅能为中国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而且能为国际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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