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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研究

肖希明　 石庆功

摘　 要　 图书馆学教育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

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和文化辐射力,图书馆学教育与这五个要素关联密切。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

来看,图书馆学教育在这五个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但也存在诸如学科价值认同出现偏差、专业吸引力不强、学科

创新力和整合力较为薄弱、学科影响力有限等问题。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要通过强化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理想、使命、职业精神教育,增强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通过扩大图书馆学专

业人才培养的规模,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质量,推动图书馆学知识创新成果的社会应用,加强对图书馆学科和学

科教育的宣传,提高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通过知识原始创新、研究方法创新、话语体系创新等途径,提升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创新力;通过促进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学科群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提升图书馆学教

育的学科整合力;通过利用各种对外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讲好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故事”,扩大图书馆学教育的

文化辐射力。 图 1。 参考文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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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S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s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LSE the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L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ists
 

of
 

five
 

elements 
 

cultural
 

cohesion cultural
 

attrac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radiation.
 

LSE
 

has
 

profoundly
 

embodied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se
 

five
 

dimensions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cohesio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LSE
 

has
 

deviated
 

from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the
 

functions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of
 

libraries librarianship and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attraction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ocial
 

attention
 

to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there
 

are
 

fewer
 

original
 

results
 

in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LSE
 

also
 

lacks
 

the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radiation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LSE
 

is
 

still
 

relativel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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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LSE
 

have
 

been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Firstly Chinas
 

LSE
 

should
 

enhance
 

cultural
 

cohes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missions and
 

professionalism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its
 

connotation.
 

Secondly the
 

cultural
 

attraction
 

of
 

Chinas
 

LSE
 

can
 

be
 

continuously
 

fostered
 

by
 

expanding
 

the
 

training
 

scale
 

of
 

library
 

professional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SE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LSE.
 

Thirdly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Chinas
 

LSE
 

should
 

be
 

improved
 

via
 

the
 

creation
 

of
 

original
 

knowledge research
 

method and
 

discourse
 

systems.
 

Fourthly LSE
 

in
 

China
 

can
 

strengthen
 

cultural
 

integration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outside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s
 

LSE
 

tells
 

the
 

Chinese
 

story
 

with
 

various
 

platforms
 

of
 

foreign
 

exchanges
 

to
 

enhance
 

cultural
 

radi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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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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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
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她从当初一株幼

小的树苗,长成了今天的参天大树,成为当今社

会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图书馆学领域,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是重

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图

书馆学教育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多层次图

书馆学教育体系已然形成,对社会的贡献也越

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图书馆业界、学界对图书馆

学教育也越发关注。 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研究成

果丰硕,宏观层面上,有对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

程、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发展与改革的研究;微观

层面上,有关于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课
程体系与核心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等方面的

研究。 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从图书馆学教育本

身出发,难免存在视野和深度上的局限。 如果

能从新的视角来研究图书馆学教育,或许能使

人们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本质、功能、存在的问题

与发展的方向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图书馆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本身也是广义

文化的一部分,图书馆学教育无疑是一种文化现

象。 图书馆肩负着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

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使命[1] 。 图书馆学

教育则承担着为图书馆及相关文化行业培养专

业人才的重要职能。 因此,图书馆学教育不仅本

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通过人才培养向社会

输出知识,为社会文化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产
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伟大战略中,图书馆学教

育同样肩负着重要而神圣的使命。 因此,本文从

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论述图书馆学教育的作用,
分析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

展现状,探讨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的发展方向。

1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内涵与构成要素

1. 1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1990 年,约瑟夫·奈

将软实力界定为“区别于经济、军事等有形力量

的硬实力以外的国家力量。 软实力是硬实力的

基础,也是硬实力的动力” [2] 。 之后,他对软实力

作出进一步阐释,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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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

所愿的能力”,“软实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
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文化是软实力的最重

要资源” [3] 。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国际政

界的关注,随即影响到学术界。 1993 年,王沪宁

的论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开中国学

界研究软实力之先河,并直接明确“文化”在软实

力中的重要地位[4] 。 自此,中国学界将软实力放

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研究,形成了“文化软实力”这

一中国独创的概念。 这一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创新话语。
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

持续探讨,但并未达成一致共识。 通过对比可

以发现,西方语境下的文化软实力范畴,追求的

是以本国文化的独占性来否定世界文化的多样

性,本质上是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在全

世界统治地位的需要而阐述的理论,被资产阶

级所接受并付诸实施。 它更多着眼于西方世界

的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对全世

界进行“控制”,以获得他们的最大利益,其本质

属于西方霸权主义的隐性存在。 中国语境下较

为代表性的文化软实力概念表述为:一个国家

通过该国文化的国际社会认同而产生的亲和

力、吸引力或影响力,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

能力,其作用相对而言比较柔和缓慢,其结果常

常是无形的、潜在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5] 。
从文化在整个软实力系统以及国家实力系

统中的地位来看,文化软实力从总体上反映着

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着综合国力中物质实力

的形成与发展,是物质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条

件[6] 。 同时,文化软实力也广泛地影响着民族

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文化自信、文化安全、国家

形象、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军事硬

实力等[7] 。 因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一直是

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1. 2　 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文化软实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界从发展

科学、经济、政治、公民、伦理、教育等角度探讨

形成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包括“提升文化

软实力,必须与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相联系”,“重视中国传统问题”,“关注全

球化背景,注意吸收国外经验”以及“注意文化

软实力理论研究的中国化”等[8] 。 对于文化软

实力的构成要素,国内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
贾磊磊认为文化软实力由五个领域组成: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国家的政策

法规与质量体系、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产

品[9] ;孙波认为文化整体上划分为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主要指科技文化) 三大类

别,而文化软实力则体现为上述三大类别文化

的生产力[10] ;贾旭东以价值观为逻辑起点,认为

一切体现或表现价值观的要素都是文化软实力

的构成[11] 。 目前,在学界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

基于“文化认同———文化影响”逻辑的阐释,认
为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包括:激励本民族形成

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凝聚力,本国文化对其他国

家的吸引力,推动国家发展、追求领先的文化创

新力,将文化要素整合以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文

化整合力,形成向世界正确表达本国意图的文

化辐射力。 这五种要素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其
中,文化凝聚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核要素,
文化吸引力是基础要素,文化创新力是倍增要

素,文化整合力是结构要素或集成要素,文化辐

射力是功能要素[12] 。
笔者认为,对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分析,

较好地融合了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成果,较
为全面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揭
示了各种构成要素的关系,体现了文化软实力

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

2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教育属于广义的文化。 由于图书馆学教育承担

着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从而传承、传播和创

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因而它也是国家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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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教育和文化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内容,因此,图书馆学教育也是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组成部分。 本文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

素出发,分析图书馆学教育是如何体现文化软

实力的,并拟定了一个探讨图书馆学教育文化

软实力的分析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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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书馆学教育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

2. 1　 文化凝聚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凝聚力指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某文

化体系对其文化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统摄力、
吸引力、感召力,这种力量促使文化共同体成员

紧密地团结起来,自觉维护其文化共同体的利

益,文化凝聚力也被称为“凝结民族之魂的亲和

力” [13] ,是文化软实力中的内核要素。
图书馆学教育无疑也需要有一种文化凝聚

力,主要体现为从事和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文

化共同体”对图书馆学教育有共同的信念和价

值观。 1938 至 1945 年,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办学

期间,在极其简陋的校园墙壁上写着两条醒目

的标语:“中国图书馆使命全靠我们的力量完

成”,“ 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我们的时代成

功” [14] 。 这是文华图专师生在头顶飞着敌机和

炸弹,“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房之间”的极

端艰难办学环境中喊出来的口号,这就是当年

的图书馆学教育具有的文化凝聚力。 它将自身

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的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
为了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目标,它可以战

胜千难万险,矢志不渝。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

经百年风雨,薪火不灭,弦歌不辍,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靠的就是这种文化凝聚力。 在新时代,
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困难,今
天的图书馆学教育仍然需要这种文化凝聚力,
需要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共同体”的凝心聚力,
以发展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高

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信念,续写图书馆学教

育的新篇章。

2. 2　 文化吸引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吸引力,是指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先进

性而形成的鲜明特色和魅力,从而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 对一个国家来说,文化吸引力会增

强国民的向心力,增加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在更大的范围内,文化吸引力更多

地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另外一个国

家(或民族)文化的亲切感、接受度。 文化吸引

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要素。
对一个学科或专业来说,同样有文化的吸

引力问题。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一是

对学习者的吸引力,二是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

贡献所带来的吸引力,三是教育机构向社会输

出的知识所具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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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者的文化吸引力与文化凝聚力有某

些共同点,但也有区别。 文化凝聚力是一个文

化共同体基于共同信念而形成的精神力量,文
化吸引力则是一种文化由于自身的魅力而引起

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喜爱。 早年的图书馆学教育

总结的知识查询、获取和读书治学的方法曾惠

及历代学人,而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图书馆

学教育所传授的诸如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

服务等专业知识,已成为学习者赖以服务社会

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本钱”。 这些正是图书馆学

教育对学习者的文化吸引力。
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所

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是一种文化吸引力。 民国

时期图书馆学教育规模不大,但文华图专培养

的人才如裘开明、严文郁、钱亚新、桂质柏、皮高

品等,金陵大学培养的钱存训、袁涌进等,都在

图书馆界或其他相关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而蜚

声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部分成为图书

馆业界翘楚、学界精英,也有部分在商界、政界

及其他行业领域成为佼佼者,从而吸引了社会

的注意。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还来自教育机

构的科研成果和输出的知识。 许多图书馆学教

育机构同时也是科研机构,它们跟踪图书馆学、
信息管理科学前沿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结合社

会的发展变化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出不少

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知识成果,如将“信息检

索”课程推向社会,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究如何防控“信息疫情”,
识别虚假信息,等等,大大增强了图书馆学教育

的文化吸引力。

2. 3　 文化创新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创新力即文化创新的活力,既包括文

化知识的原创能力,也包括在消化和吸收外来

文化基础上的本土化创新能力,还包括知识的

外在表达形式即话语体系的创新能力。 任何一

种文化,只有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不断

创造出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才能生机勃

发,充满活力,因此,文化创新力是文化软实力

的倍增要素。
知识的原创性一般是指来自本源,源于实

践,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

法技术。 中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中有很多来自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如南宋程俱关

于图书馆“资政”和“育人”功能的理论,西汉刘

向、刘歆和南宋郑樵等关于图书分类的理论与

方法,郑樵的“求书八法”,清代章学诚“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等,都是具有原创

性的图书馆学知识。 当代图书馆学中,如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中的要素说、矛盾说、图书馆精

神、图书馆发展理论,知识信息组织理论中的情

报检索语言研究,藏书理论中的文献资源建设

理论等,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创性理论。
对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来

说,文化创新更多的是体现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文

化基础上的本土化创新。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

传自西方,因此,对外来图书馆学知识、图书馆学

教育思想和方法的本土化改造,一直是中国图书

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努力的目标。 以图书

馆学教育为例,文华图专创办初期确实是仿效了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但经过几年摸索,文华

图专就建立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图书馆学课程体

系,其中既有西方图书馆学的分类、编目、参考等

“专门学识”课程,也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

举要、中文书籍编目学、中文书籍分类学和中国

图书馆史略等课程。 这一课程体系既保证了学

生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又结合了中

国实际,无疑是图书馆学教育文化的创新。 而在

当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这种创新就更加屡见

不鲜了。 在教育制度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

馆学成人教育制度、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制度

的建立,在教育内容方面,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信息组织课程、信息资

源建设课程等,都是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基础上

进行本土化创新的产物。
话语体系的创新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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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图
书馆学原来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描述、解释和

反映当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活动内容,因此,创
新话语体系成为图书馆学领域文化创新的题中

应有之义。 话语体系创新要求图书馆学研究和

图书馆学教育能够不断提出反映时代发展变化

的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新的理论命题或

理论判断。 如在图书馆学领域中提出“图书馆

事业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社会重大需

求”“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普遍均等惠

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图书馆之城”
“全民阅读”,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提出“宽口径

培养复合型人才”“图书馆学教育融入新文科建

设”,等等,都是具有创新性的专业话语。

2. 4　 文化整合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整合力是指各种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

相互吸收、融化与调和,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
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 任何文化的发展

要保持它的生机与活力,都需要对已经失去时

效的文化要素进行扬弃,同时又要不断融入符

合时代价值的新文化或异域文化因素,而上述

不同时空的文化要素需要科学合理的整合才能

推动文化的发展。 因此,文化整合力是文化软

实力的集成要素。
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学科整合,其本质就属

于文化整合的范畴。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向

综合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学科之间的

相互交叉、渗透日益明显,从而带来不同学科和

学科教育的整合。 这种整合可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同族关系学科的整合。 即有“血缘”

关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等几个学科

的整合。 因为是同族关系,所以它们的整合既

有必然性,也更具可行性,这种整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以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模

式开始了。 从国外到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教育逐渐

取代了单纯的图书馆学教育。 LIS 教育内容的

整合,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情报检索语言”课

程的诞生。 张琪玉创建的“情报检索语言” 课

程,整合了等级体系分类语言、分析—综合分类

语言、标题词标引语言、单元词描述语言、叙词

描述语言、关键词描述语言等各种类型的检索

语言,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情报检索语言的教学

内容体系,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情报学教

育通过知识整合实现本土创新最有价值的成果

之一[15] 。
其次是图书馆学与同族关系之外的学科整

合。 21 世纪初,由国外 LIS 教育机构率先发起,
继而传入国内的 iSchools 运动,其目的就是整合

所有与“信息”相关的学科教育,以适应新型信

息职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科自身发展所呈现的

交叉融合趋势。 因而跨学科是 iSchools 最明显

的特征,它不仅包括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

学,而且跨越到哲学、数学、语言学、符号学、逻
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以及计算机科

学、通信技术、信息论、控制论等。 LIS 教育的跨

学科特征,直接体现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整

合力。

2. 5　 文化辐射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辐射力是指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

播、穿透和影响的能力。 如果说文化吸引力是

由于文化本身的魅力而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和

兴趣的话,那么文化辐射力就是由于这种文化

具有先进、优秀的特质而能够广泛地传播和深

入地渗透。 文化辐射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无形

中有效地延伸、拓展、深化国家的文化形象,提
升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而,文化辐射力是

文化软实力的功能要素。
图书馆学教育也具有这样的文化辐射力,

因为图书馆学教育是具有先进、优秀特质的文

化。 任何先进、优秀的文化,首先要符合人类对

真善美的追求,有利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
图书馆堪称真善美的化身,被誉为“天堂的模

样”,在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知识信息,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学

教育承担着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使命。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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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先进和优秀的文化,应该是富有生命力而不

断绵延发展的文化。 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在世

界上已有近 150 年历史,在中国也有百余年历

史。 百年来,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为

国家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他们中有一流的图书馆馆长、一流的大学教授,
更有多人担任了一流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 / 副
校长,有的担任了省部级及以上的领导干部,有
的担任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领导者。 还有许多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活跃在国外图书馆

学情报学的舞台上,他们或成为专业领域的知

名学者专家,或成为优秀的图书馆事业领导者,
或在国际图书情报组织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如

民国时期的裘开明,担任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馆长 30 余年,编制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具有重

要的国际影响;当代学者曾蕾,担任 ILFA 标引

与分类法委员会主席,成为知识组织领域享誉

世界的专家。 近 20 年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大学的信息管理学

院(系),每年都招收数十名来自世界许多国家

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留学生。 所有这些,无不在

彰显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

3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存在的问题

3. 1　 从文化凝聚力维度看

图书馆学教育凝聚力主要建立在价值认同

基础之上。 但目前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共同

体”对图书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功

能、作用、贡献等的价值认同出现了偏差。
这种偏差首先出现在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

领导者中。 部分领导对社会信息化浪潮中图书

馆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功能、作用、发展前景存在

认识误区,对图书馆学教育在招生、就业中遇到

的一些问题缺乏科学、理性的分析,加之近些年

来受 iSchools 运动“去图书馆化”倾向的影响,他
们对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失去了信心。 于是在专

业设置上,图书馆学专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有些学校或学院甚至停办了图书馆学专业。 在

课程设置上,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被边缘化,
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学等课程被取消,代之

以用各种时髦名称包装的课程。 在宣传导向

上,淡化自身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贡献,刻
意突出在非图书馆行业就业毕业生的成就,没
有正确引导学生建立起对图书馆学专业的自信

心和认同感。
这种偏差也出现在图书馆学教师队伍中。

有些教师对中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

视而不见,对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缺乏系统性了

解,因而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不是鼓励学生厚

植专业情怀和图书馆精神,而是有意无意地唱

衰图书馆学专业。 此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

学科融合背景下,部分学者在抢滩新兴领域和

拓展学科边界的过程中,忽视图书馆学学科的

独特性,导致进入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认知

误区, 甚至在一定范围引发学科内的认同

危机[16] 。
这种偏差还出现在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

中。 部分学生受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对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缺乏正确认知,对图书馆职

业存在偏见。 有些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图
书馆学专业并非第一志愿,他们是被调剂专业

后录取的,因此往往抱有抵触情绪,并不安心在

图书馆学专业学习。 这种现象对图书馆学教育

无疑是有负面影响的。
正是因为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共同体”对价

值认同存在偏差,使得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

聚力弱化。 显然,缺乏文化凝聚力,图书馆学教

育就缺少了精神支柱。

3. 2　 从文化吸引力维度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迅

速,规模空前扩大,但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

力依然有限。 首先表现为对学生的吸引力不

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图书馆学专业有明

显的职业对应性,而社会对现代图书馆职业依

然存在偏见,认为图书馆职业科技含量低,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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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生价值,以及收入相对偏低等;二是图书

馆学教育本身在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内容和

方法的改革方面还没有快速跟上时代的发展,
难以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因而对学生缺

乏吸引力。 表现之二是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的人

才对社会的贡献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学科之林中,图书馆学并非“显学”,与许多

“大”学科相比,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对社

会的贡献难以有那么高的社会显示度,这自然

也影响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吸引力。 表现之三是

图书馆学教育向社会输出的知识还很有限。 近

些年来国家实施的一些重大文化工程中,在回

应和满足社会重大需求方面,图书馆学研究和

图书馆学教育所贡献的知识和智慧还比较有

限。 所有这些,都是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吸引力

不强的原因。

3. 3　 从文化创新力维度看

文化创新力是推动一个学科发展的核心力

量,也是图书馆学教育保持发展活力的决定性因

素。 如前所述,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始终是致力于创新的,也取得了不少创

新性成果。 但是,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学整体

的一部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近些年来的进步虽

然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原创性成果不多。
多年来,图书馆学领域出现的新概念、新理论、新
研究范式,几乎都是国外先提出来的,我们是“跟
跑者”。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中的创新性实践是相当丰富的,但图书馆学理论

界却没能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

法,从中总结和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范畴

和理论命题。 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中,有很多研

究并不是从我国图书馆实践活动或图书馆事业

面临的“真问题”出发,而是照搬国外文献中的研

究“问题”,在中国进行验证性研究或拓展性研

究。 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类研究的价值,但它的

原创性显然是不足的。
图书馆学研究的状况无疑会反映到图书馆

学教育中。 总说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是

仿效美国的,但当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先贤们还

是在努力使外来的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在办

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式上体现出

中国特色。 然而最近 40 余年来,在“国际化”
“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中,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越

来越迷失了自我。 在教学内容中一味追求对国

外流行的“新理论” “新方法”的介绍,却忽略了

引导学生对与中国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与方

法的探讨。 在教学规制方面,尽管中国图书情

报学教育的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缺乏

一套根据本国国情和图书情报学教育特点设

计的教育评价标准,而是直接“对标”国外的标

准,如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认证标准、英国

图书信息专业协会 ( CILIP ) 认证标准, 以及

iSchools 的认证标准。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图

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创新力还较为薄弱。

3. 4　 从文化整合力维度看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当代学科发

展的趋势,只有顺应这一趋势,学科才能避免被

孤立,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国外一些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关闭的原因就

是因为封闭,教职工不在其他系兼课,其他系的

老师也不在图书馆学院上课,学生很少上其他

系的课程[17] 。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曾有过

这样封闭的时期。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这种

情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如课程的设置、课题研

究等更多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师资

队伍的学科背景也逐渐多元化,使学科教育有

了跨学科的特征。 然而,这些整合还是浅层次

的,如课程设置,主要是开设了不同学科的课

程,并没有将多门学科的知识内容融入图书馆

学课程内容之中。 在跨学科整合中,特别是与

信息管理学科群之外的学科整合中,往往只是

移植其他学科的一些术语、概念和理论,而对于

这些概念、理论与图书馆学是否存在有机联系,
能否合理解释或解决图书馆学中的问题,能否

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支撑,则没有做过认真的

研究。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整合力薄弱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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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国外图书馆学教育理念、教育理论、教育经

验等当作金科玉律,盲目套用,而没有根据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的实际将其融入图书馆学的教材

和教学内容之中,真正形成中西合璧的图书馆

学教育内容体系。

3. 5　 从文化辐射力维度看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实际上就是对

外的传播力、影响力。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绵延

百年,历史悠久,价值取向高尚,理当有较强的

辐射力,然而现实情况是它的辐射能力在国外

国内都不令人满意。 在国际层面,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虽然在 QS 世界

一流学科排名中,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的

排名逐年提升,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排

名从 2019 年的全球第 47 位跃居到 2022 年的第

17 位,但这只是个例。 从全国来看,我国的图书

情报学教育在高等教育学科排名中整体靠后。
从招收国外留学生的情况来看,图书馆学教育

招收的留学生数量还不多,而且主要来自周边

的发展中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极少。 虽然国

内已有图书馆学学者在图书情报、信息管理科

学领域的国际组织任职,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担任编委,但数量很少,例如中国在国际图联各

级组织任职的人数比率不到 3% [18] ,能在国际

舞台上唱主角的世界级著名学者还很少。 中国

图书馆学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并

不少,但能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

系向世界传播的成果却不多。 这些都与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的地位还不相称,也显示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的文化辐射力还有待提升。

4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的发展方向

4. 1　 强化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

共同的价值观是文化凝聚力的基础。 图书

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来自图书馆学教育“文

化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

出要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笔者认为,
它同样应该融入图书馆学教育之中。

 

(1)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强国富民为理想

抱负

国强民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

理想,也应该成为图书馆学教育最重要的价值

目标。 在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创时期,在中华民

族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

钧等为代表的图书馆学人,满怀教育救国的信

念,以图书馆学教育为阵地,克服重重困难,呕
心沥血,为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 新中

国成立后,图书馆学教育也经历过曲折的发展

阶段,但始终不忘为国育才的初心,目的也是为

了国家富强。 今日的图书馆学教育,更应该与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为
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而奋斗,这应该是当代

图书馆学教育的凝聚力之源。
(2)图书馆学教育要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为使命担当

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适

应时代所需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及

行为规范等,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

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19] 。 习近

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肯定

了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作为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基

地,同样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的历史重任。 因此,应该在图书馆学教育中

更加广泛地传承传播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谱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推动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升。
(3)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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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 教

育是帮助受教育者认识自己的个性,在自身原

有水平的基础上,张扬积极因素、抑制消极成

分,在顺应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素质体

系和文化知识体系,进而形成自我创新精神和

创造能力[20] 。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为价值追求,要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统一。 图书馆学教育有注重实用的传统,这
是优势,但图书馆学教育不能将自身变为纯工

具化、功利化的教育,不能引导学生将掌握纯操

作性、纯技术层面的知识作为学习目标。 图书

馆学教育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

标,强调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理性,重视

人文精神的教育、综合素质的提升。 培养“多向

度的人”,才是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
(4)图书馆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

职业精神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道

德层面的基本规范之一。 图书馆学教育不仅要

向学生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要致力于

培养学生敬业奉献的图书馆职业精神。 沈祖荣

曾将图书馆职业精神概括为“有极热烈之情感,
伟大的服务社会之精神” [21] 。 当今社会,人们

的职业选择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强调图书馆职

业精神,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

的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图书馆职业精

神的培养,要从图书馆学教育抓起。

4. 2　 提高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

提高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吸引力的关键因

素,是要以图书馆学教育教书育人的成绩,向社

会展示优质的教育文化,形成独特的魅力。
(1)以规模效应提升专业的文化吸引力

图书馆学教育的使命是为图书馆事业和其

他信息职业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只有达到一

定规模,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才会引起社

会的关注。 1978 年前,由于图书馆学教育规模

太小,北大和武大两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每年招

生不足百人,社会影响较小,专业很难有吸引

力。 1978 年以后,图书馆学教育规模迅速扩

大,各类型各层次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出的

专业人才分布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图书情报机

构和其他行业的不同岗位上,将图书馆事业发

扬光大,成为国家文化事业中颇为耀眼的一部

分,图书馆学教育也因此受到社会的关注,这
种关注,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规模效应”是分不

开的。
与国家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和社会对信息

管理的巨大需求相比,与世界发达国家图书情

报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模相比,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规模仍需扩大。 但近年来,由于许多高

校在本科招生录取或大学一年级后学生选择专

业时不再“调剂”,而是按学生志愿分配专业,导
致图书馆学专业生源不足,有些学校进入图书

馆学本科的学生竟降到了个位数,这种状况令

人忧虑。 本科教育仍然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基

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应

该全力扭转这一趋势。 针对“图书馆转型风险”
的调查显示,“人力资源风险”是颇受业内人士

关注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源数量不足”被视为

“人力资源风险”的核心构成[22] 。 目前,研究生

教育已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力,但与图

书馆事业发展仍有很大差距。 因此,扩大图书

馆学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对于加强图书馆人力

资源建设,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同时也是图书馆学教育提升文化吸引

力的基本条件。
(2) 以提升教育质量增强专业的文化吸

引力

与扩大图书馆学教育规模相比,提升图书

馆学教育的质量更为关键。 只有优质的教育才

会产生文化吸引力。 提升图书馆学教育质量是

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

活动主体等构成要素。 本文前述的增强图书馆

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学科知识的创新力、学科

整合力,都是提升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必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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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019 年 4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

提出“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包括七

个方面的内容[23] :面向新环境优化图书馆学人

才培养模式,面向新业态环境更新图书馆学教

学内容,面向新职业环境调整图书馆学课程体

系,面向新学科环境促进图书馆学跨学科发展,
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高图书馆学服务社会

的能力,聚集与共享教学资源实现图书馆学人

才的协同培养,提升图书馆学在国际学术交流

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这些应该成为新时代提

升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努力方向。
(3) 推动图书馆学知识创新成果的社会

应用

进入 21 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战

略部署,提出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一系列重

大工程,其中与图书馆事业相关的部署包括推

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推动全民

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加强古籍保护和文化遗

产保护,等等。 图书馆学教育应该积极参与,将
图书馆学知识创新的成果应用于这些工程之

中。 图书馆学教育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

式,为国家宏观决策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应对提

供决策和智力支持。 如对新冠疫情这样席卷全

球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应

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和知识优势,对诸如公共

卫生情报系统建设、公共卫生情报国际化合作、
健康危机情境下的信息甄别方法、健康信息(资

源)可信度测度、面向公众健康的知识组织与知

识服务系统等问题开展研究,为解决重大社会

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通过这些研

究,图书馆学对社会的贡献将大大彰显,图书馆

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也会大幅提升。
(4) 加强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的

宣传

虽然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在当今社会已日

益凸显,但图书馆学的社会认知度依然不高。
而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虽

然近几十年来有显著提升,但毕竟不是、也不可

能成为“显学”。 因此,要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

吸引力,除了在上述几个方面努力外,还需要加

强宣传,通过各种媒介、途径向社会广泛宣传图

书馆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塑造图书馆学学科和学人的良好形象。 特别要

善于利用主流媒体对相关文化事件的报道、传
播,吸引社会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关注。 同

时,还要向社会普及关于图书馆学学科和图书

馆学教育的知识,帮助社会公众提高对图书馆

学专业知识、 招生培养、 就业发展等问题的

认知。

4. 3　 提升图书馆学教育中学科知识的创新能力

图书馆学教育创新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
但核心是学科知识创新,因为学科建设是图书

馆学教育的基础和源泉。 只有在学科建设中不

断提升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图书馆学教育才能

有长流不息的源头活水,从而永富生机与活力,
也才能保持它的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 图

书馆学学科知识创新要重点把握以下基本

问题。
(1)

 

知识的原创性问题

知识的原创性一直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

短板。 原创性往往与“问题”联系在一起。 问题

既是创新的逻辑起点,又是创新永不衰竭的动

力之源。 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具有原创性的图

书馆学成果,无不是针对“问题”而展开的研究。
这些问题是各国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实践活动

中存在的“真问题”,而不是从概念、文献中推演

出来的“虚”问题,更不是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出

来的“假”问题。 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应根植于

中国土壤,面向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实践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开展深入扎实的研究,取得具

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图书馆学教育同样要树

立问题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用图书馆学或相关

学科的理论去阐释、分析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

书馆实践活动中的问题,或者针对现实中的问

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去思考,或提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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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2)

 

研究方法问题

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知识的创新与研究方

法关系密切。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采用的一些

传统研究方法,如理性思辨法、历史研究法、分
析综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仍有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跨
学科、跨领域的问题不断出现,科学研究的方

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 现实中很多复杂的问

题,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很难解决,或很难得出

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图书馆学的知

识创新需要不断吸收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

方法。 同时,图书馆学教育也应该重视科学研

究方法的教学和训练,将研究方法类课程归为

必修课,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素养与

技能。
(3)

 

话语体系创新问题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

在表达形式。 图书馆学学科知识创新,需要通

过话语体系的创新表达出来。 话语体系创新,
就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学科领域内不断提

出新的概念范畴、新的理论命题和新的理论判

断,争取话语权,进而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和学科

地位。 话语体系创新体现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

学教育评价标准体系,不能总是沿用欧美国家

的图书馆学教育认证标准来衡量甚至“规范”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活动。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抓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出台和落实落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

界水平的评价体系” [24] 。 因此,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能为国际同行提供借鉴的图书情报学教

育评价标准体系应该是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迫切任务。
(4)

 

创新与守正的关系问题

创新是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动力之源,但
创新绝不是全盘否定和抛弃自身的传统。 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

成功经验,提炼出了得到学界认同的核心概念、

范畴和命题,总结出了许多符合图书馆学教育

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图书馆学教

育的宝贵财富。 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在改革创

新中必须“守正”。 图书馆学教育的守正就是要

坚守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内容,保持学科的独

立性,避免学科结构被冲击、学科知识被稀释,
防止在创新中动摇学科根基,抵御被其他学科

吞噬的风险[25] 。 因此可以说守正是图书馆学教

育的生存之本。 创新与守正,如车之两轮,缺一

不可,两轮协同发力,才能驱动图书馆学教育稳

健前行。

4. 4　 增强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科整合力

在科学发展越来越走向学科交叉融合的趋

势中,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科整合力就是图书馆

学教育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2019
 

年 4 月,教育

部、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

划 2. 0,新文科建设被正式纳入这一计划,成为

新时代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的重

要战略。 新文科强调学科发展要继承与创新、
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26] 。 图书馆学教育应

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积极融入新文科建设,
实现在新时代的蜕变。 图书馆学教育要增强学

科整合力,需要从两个层次上参与学科整合。
(1)在信息管理学科群层次上的融合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博物

馆学等被认为是具有“同族关系”的学科,因为

它们在产生过程中有着同源关系,且都以对信

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为目标。 “随着馆藏

的内容以及用于管理这些馆藏的元数据逐渐以

电子形式出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

信息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 [27] ,而与这些

机构相呼应的学科,其原理、技术、方法、政策的

趋同性也远超过它们之间的区别,因而被认为

是“信息管理学科群”。 这个学科群的交叉融合

既有学理基础,更是发展的趋势。
信息管理学科群内部的学科整合,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实现。 ①学科建制的整合。 将与信

息管理密切关联的学科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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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建立信息管理学院,目前我国已建立包含

有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的信息管理

学院八所。 ②师资队伍的整合。 招聘不同学科

专业背景的学者加入教师队伍,为学院开设相

关跨学科的课程,以及针对信息领域的问题开

展跨学科交流创造条件。 ③按信息管理学大类

招生,大一或前三个学期不分专业,设置若干跨

图情档学科的平台课程,如信息管理学基础、信
息组织、信息检索、计算机基础、管理学基础等。
④科学研究领域的整合。 以信息、技术和人为

中心,在信息管理领域整合不同的二级学科,促
进其深度交融。 如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重要研

究领域“数字图书馆、档案与记录”主要关注数

字信息的利用与管理,研究数字环境中与记录

有关的人、过程和系统,确保对治理、安全与风

险、真实性、行为、过程与系统、保存、获取与检

索的更好理解,这一领域需要的是图书馆学、情
报学、档案学等领域知识的集合[28] 。

(2)
 

与信息管理学科群之外其他相关学科

的整合

在泛在信息环境中,不同学科对本领域的

信息搜集、组织、加工、检索、利用都会有特殊要

求。 而图书馆学研究和教学面对图书馆事业和

社会信息领域许多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也必须

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知识,以及

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新媒体等领域中

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才能解决。 图书馆学需要与

这些学科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学科整合。
与信息管理学科群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整

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①设立跨学科专

业。 信息管理学院通过设立跨学科专业,已成

为学科整合的重要方式。 跨学科专业类型多

样,覆盖学科领域广泛,如商业信息管理、健康

信息学、生物信息学、数字人文等。 这些跨学科

专业具有很强的学科整合特征,如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设立的

硕士专业“生物信息学”,课程内容覆盖了图书

馆学、情报学、生物学、生物医学、环境生态学、
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生物信息学等[29]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设立数字文化专业,教学内容涉

及图书馆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历史

学、文化学,以及文学、艺术学等。 ②教学内容

的整合。 对教学内容进行新的规划与设计,围
绕图书馆和其他信息职业所涉及的相关问题,
整合多学科知识,在教学活动中传授给学生从

事信息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内容。 如将信息哲

学、科学哲学、文化理论等融入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课程,将管理学原理和方法融入图书馆管理

课程,运用长尾理论分析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信

息资源建设政策,将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人
工智能相融合产生的古籍数字化课程,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学教育增强学科整

合力,应该采用积极主动的姿态,而不是被动整

合。 要通过整合将其他学科的知识纳入自己的

知识体系,从而促进学科教育的发展,而不是在

整合后失去已有的核心知识领域和学科的话

语权。

4. 5　 扩大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

扩大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要求图

书馆学教育机构利用各种对外交流的机会和平

台,如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出国交流访问或接

待来访、与国外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在国外

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在图书馆界国际组织任

职等,向世界宣传、推介中国的图书馆和图书馆

学教育,讲好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故事”。
(1)讲好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优良传统

的故事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图书馆”的称谓,但从

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开始就有文献收藏机构,此
后逐渐发展形成了官府、私人、书院和寺观四大

藏书体系,其基本的职责与功能与后世的“图书

馆”无异。 中国古代也没有“图书馆学”这个概

念,但历代先贤在文献整理、图书管理的实践基

础上总结的校雠学、目录学、文献学理论和方

法,思想深邃,自成体系。 《周礼》 中的 “ 辟藏

说”,最早论及了图书的“藏”与“用”问题;汉代

刘向、刘歆不仅编制了我国综合性提要目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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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分类目录,而且阐述了最早的图书分类

思想,后来起源于魏晋、定型于唐代的经史子集

的分类体系,沿用一千余年;南宋程俱撰写的

《麟台故事》深刻论述图书馆的建制、业务与管

理;南宋郑樵提出了关于藏书采访、图书分类和

目录学的诸多论述;明清藏书家总结了藏书管

理理论与方法;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中

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瑰宝。 及至近代,沈祖荣、杜
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等在图书馆的性质、功用、
宗旨、与社会的关系,图书馆制度、管理、服务,
以及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图书馆学的科学化等

方面,都有早于或不同于国外学者的、结合中国

国情提出的独特见解。 但长期以来,受“西方中

心主义”影响,只见国内图书馆学界引进国外的

图书馆学,国外图书馆学著作中很少提及中国

的图书馆学理论。 因此,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有

责任通过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将中国图书馆与

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向世界传播。
(2)讲好当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发展

的故事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中,文化建设受到空前重

视,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扎实推进,覆盖全社会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向乡村和边远地区延伸,公民的基本文

化权益有了制度性保障。 中国用实践回答了

“如何在图书馆事业相对滞后、发展不平衡的国

家或地区,以一种系统化的思路迅速推进现代

图书馆事业”的问题,对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建

设图书馆及相关事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30] 。
中国图书馆学界应该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和

生成有分量的理论成果,并采用国际认同的话

语模式向世界传播,图书馆学教育界应该在这

种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
(3)讲好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的故事

百余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随着中国社

会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

段。 1920 至 1949 年,图书馆学教育以文华图专

为主,在效仿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同时也在探

索中西结合的图书馆学教育模式,虽规模不大,
但为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专业人才。 特别是 1937 至 1945 年间,图书馆学

教育界在极为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坚
持办学,铸就了中国图书馆学人的气概和精神。
1949 至 1978 年间,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图书馆学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发展过程

也经历了很多曲折,留下了经验和教训。 1978
年以后,图书馆学教育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

期,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远非昔日可比,顺应时代

发展的多层次办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图书

馆学教学模式和内容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 但

面对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传统图书

馆学教育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图书馆学教育正

处在转型之中。 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在与

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历程曲折,内容丰富,文化

内涵厚重,它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世界图书馆学教育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中国图书馆学界有责任向世界讲好图书馆学教

育的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

辐射力。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 (编

号:17ZDA29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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