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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特色图书馆

1. 1　特色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

近年来, 公共图书馆中出现了专门收藏

某一学科 (领域) 文献的图书馆, 对这种新型

的、小型图书馆, 我们有必要给一个恰当的、

集合性的专有名称, 使之“有类可归”。经过比

较, 我们认为,“特色图书馆”(或“特色文献中

心”)这一概念比较合适。

我们将特色图书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用

于公共图书馆系统, 使之与专业图书馆相区

别, 是为了避免概念含糊不清, 以至于造成理

论研究和实践上的混乱。

相对于综合性图书馆而言, 所有的专业

图书馆都是有特色的图书馆。由于这些图书

馆已有俗成、固定的叫法, 因此, 大可不必再

用“特色”予以修饰; 而公共图书馆界也不宜

将本系统这种新型图书馆冠以“专业”之名。

特色图书馆与专业图书馆是两种类型的图书

馆, 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1. 2　特色图书馆应为独立建制

既然特色馆代表了一种图书馆类型, 并

以“馆”名之, 因此就具有了独立建制和法人

资格。部分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在特色服务探

索中, 将其重点发展的某个部 (室)冠以“××

馆”, 这种“馆中之馆”不宜叫特色图书馆。
1. 3　特色图书馆必须在藏书、服务等方面独具特色

特色图书馆的特色应主要表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一是在服务的项目上要有特色, 要有

独特性, 或者人有我优。二是藏书要有特色,

要做到一新二全三适用。三是服务要有特色,

要突破传统服务模式, 取得独特的服务效果。

四是办馆方式要有特色, 可与生产部门相结

合, 走多种方式办馆的路子。五是人才要有特

色, 要有掌握有关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
1. 4　关于特色图书馆的定义

湖北黄石市图书馆万群华、王一鸣先生

认为: 特色图书馆是在综合性、普及性公共图

书馆的基础上, 以地方的某一显著特征为依

据, 重点收藏某一学科的文献信息, 使之达到

系统完备的程度, 并为特定的读者群提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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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服务的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常林认为: 特色图书馆就是

公共图书馆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特定用户需

求, 在做好常规服务工作的同时, 集中优势,

选择一两个服务领域进行重点建设, 使其从

藏书到服务等各方面在当地文献信息服务体

系中均占“垄断”地位的图书馆。

广西图书馆梅雪认为: 特色图书馆是以

服务地域的一个显著特征为依据, 系统地收

藏某一方面的文献信息, 为社会公众提供特

色服务的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黄恩祝认为: 凡是以某一种

特色的藏书、某一种特色的服务或某一种特

定的读者群为专门服务对象来构建其全馆业

务工作的公共图书馆, 便可称为特色公共图

书馆。

鉴于上述, 我们认为特色图书馆应该是

系统收藏某一学科 (领域)文献信息的公共图

书馆。

2　特色图书馆的产生

据山东省烟台市图书馆周世江提供的材

料, 早在 1904 年 7 月 2 日, 美国新罕布什尔

州的一群图书馆员就聚集在一起, 决定将提

供特殊文献为特殊读者们服务的图书馆命名

为特色图书馆了。这是否就是世界上最早的

特色图书馆, 它与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特色图

书馆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何相同之处与不同之

点,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我国, 特色图书馆始于何时, 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问题。上海图书馆黄恩祝在谈到这

个问题时举例说: 1921 年、1927 年在上海, 曾

出现了由社团组建的通信图书馆和蚂蚁图书

馆, 它们都是以通信为唯一服务手段来为读

者服务的公共图书馆。1955 年 1 月, 上海成

立的市报刊图书馆, 专门收集、整理、流通全

国报刊与编辑《全国主要报刊索引》, 1955 年

2 月, 上海成立的历史文献图书馆, 专门收

集、整理与流通历史文献书刊。1956 年, 上海

成立的市科学技术图书馆, 专门收集、整理与

流通科技书刊。可见, 特色图书馆在我国也不

应该算作新鲜事物, 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了。

不过, 国内明确提出“特色图书馆”这一

概念, 是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时间并不很

长。1990 年 12 月, 上海《图书馆杂志》组织了

关于“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的讨论。该刊在

1990 年第 6 期封底的《寄语作者》中, 提出

“亦可就能否在某种条件下将某一级公共图

书馆办成特色图书馆⋯⋯进行探讨”, 让我们

接触到“特色图书馆”这一新词眼。1992 年,

湖北省文化厅在全省开始了特色图书馆工程

建设。也就是从这时起, 我国才在明确的概念

与较为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

建设特色图书馆了。从这一角度讲, 它应该算

是新生事物。
2. 1　特色图书馆是图书馆深化改革的必然产物

图书馆是社会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

会的发展与变革既包含其发展与变革, 也影

响其发展与变革。图书馆必须参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大循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

快, 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发展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机制作用下各

方利益的重新分配, 使图书馆界处于越来越

不利的地位。图书馆人也开始一步步感受到

新机制对自身的强烈震撼与冲击。

长期以来, 图书馆界习惯了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一系列观念和政策, 因此在改革大潮

面前, 许多人不知所措, 犹豫不决。某些传统

观念, 例如“等、靠、要”的观念; 求稳怕乱、封

闭保守的观念; 重藏轻用、不讲效益的观念;

大而全、小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

等, 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致使图书馆改革

步履维艰, 难以深入, 给人以“慢半拍”的感

觉。这就造成了大家通常所说的 80 年代中期

开始的所谓“低谷”、“滑坡”现象。其突出表现

之一, 就是馆藏量的增长逐年递减, 与出版业

的兴旺发达形成明显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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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形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不能完全归

咎于图书馆界。但我们作为“当事人”, 怨天尤

人显然不行, 消极观望亦不可取, 只有面对现

实, 认识自我, 找准位置, 解放思想, 抓住机

遇, 深化改革, 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 才是

唯一的出路。要知道, 只能是图书馆适应社

会, 不可能要社会适应图书馆。

在新旧观念的激烈冲撞与痛苦煎熬中,

图书馆改革终于被社会变革缓缓地带动了起

来。面对新增藏量逐年锐减、读者严重流失等

诸多问题, 图书馆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80

年代中期开始至今, 我国公共图书馆界关于

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以及更进一步升华为建设

特色图书馆的实践探索, 便 是在这一时代背

景下产生的。可以说, 特色图书馆及特色服

务, 是图书馆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 或者

说是图书馆深化改革的产物。
2. 2　特色图书馆是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

果

“文革”之前, 我国公共图书馆比较少, 除

省级图书馆基本普及外, 地区一级图书馆很

少, 县级图书馆的普及率就更低了。在这种情

况下, 首要任务当然是加强综合性公共馆的

建设, 根本没有建特色馆的条件。1958 年上

海市的“四馆合并”, 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公

共图书馆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地

市级和县级图书馆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普及,

个别地方甚至还有几个馆, 如上海浦东的一

馆、二馆等。这就为建特色图书馆创造了条

件。1987 年, 上海曲阳图书馆创建时, 区文化

局领导说, 现在虹口有两个区级馆, 应该有所

分工, 在分工基础上搞自己的特色。我们已从

中看到了要建设特色图书馆的端倪。可见, 特

色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中小型公共图书

馆的普及为基石的。
2. 3　特色图书馆是图书馆信息网络化建设及文献

资源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

图书馆信息网络化必将对文献资源合理

布局与协调发展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 这是

人所共知的。湖北省在 1988 年至 1989 年全

国文献资源调查后, 围绕全省文献资源合理

布局、公共图书馆如何在综合性基础上形成

自己的藏书特色等问题, 提出了文献资源建

设的“两级多中心”模式, 即省级、地市级, 专

业分中心、地区分中心的文献资源建设模式

(保障体系)。嗣后, 湖北省文化厅根据实际条

件与可能, 采取先动起来的办法, 开始对公共

图书馆系统文献资源进行调整, 先后提出了

建立 20 个有特色的文献中心和全省性文献

中心、地区性文献中心的建设方案。20 个有

特色的文献中心便是后来所说的特色图书

馆。不难看出, 特色图书馆是应网络建设和文

献资源合理布局之需而孕育并产生的。

3　关于特色图书馆的实践探索

3. 1　北京、上海等地关于特色服务的探索

对特色图书馆问题的讨论, 我们必须从

80 年代中期北京、上海等地区、县图书馆进

行的特色服务谈起。为更好地组织湖北省特

色图书馆工程建设, 我们曾对上海、北京、南

京等地图书馆的特色服务情况进了考察。

(1) 北京地区的实践情况

1986 年下半年, 北京东城区图书馆科技

咨询组成立, 经过服务调研和实践摸索, 他们

决定以服装行业为突破口。当时全区服装业

从业人员占全区从业人员的 1ö4, 服装业产

值占全区经济收入的 1ö4, 是东城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而服装业普遍存在着信息不

灵、资料缺乏、设计人员水平较低、设计能力

跟不上的问题。因此, 他们的特色服务很快受

到了社会的欢迎。1986 年 12 月, 他们会同区

服装公司、区联社成立了“北京美实服装研究

会”, 把设计人员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较为固

定的读者群。随后, 除开展一般性读者服务

外, 他们还组织各种类型的讲座; 组织服装设

计比赛、设计实物大赛; 为陷入困境的厂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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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设计服务; 组织业余时装模特队参与订货

会、展评会表演, 等等, 使特色服务进入了有

组织、有计划的轨道。1990 年, 他们与北京服

装协会共同组建了“北京服装资料馆”, 这标

志着其特色图书室 (对这种馆中之馆, 我们姑

且用特色图书室这一概念)正式成立。

继东城之后, 崇文区图书馆成立了“北京

包装资料馆”, 海淀区图书馆成立了“室内外

装饰艺术资料室”, 宣武区图书馆成立了“民

俗资料馆”, 西城区图书馆成立了“旅游资料

馆”, 等等。

(2) 上海地区的实践情况

上海地区的此类探索与北京大致同时,

但发展较快、较普遍, 区馆乃至许多街道馆都

开展了诸多特色服务工作。例如: 虹口区曲阳

图书馆的“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 浦东第二

图书馆的“海上图书馆”、“国防教育馆”(浦东

新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和“盲人有声读物

室”, 闸北区图书馆的“国防教育资料中心”、

“视听馆”、“法律馆”, 静安区图书馆的“上海

作家电脑库”, 南市区图书馆的“旅游文化博

览部”, 卢湾区图书馆的“书画资料室”, 浦东

第一图书馆服装特色室, 杨浦区平凉路街图

书馆“医药馆”, 浦东张家浜街图书馆“青少年

自助书苑”, 等等。

(3) 其它地区的情况

与上海、北京比, 其它省 (市、区) 开展特

色服务的“馆中之馆”也有不少, 而且有些还

办得较早, 思想也较明确, 工作也比较有成

效。例如: 南京图书馆的“盲人有声读物图书

馆”, 庐山图书馆的“旅游书刊资料室”, 湖北

潜江市图书馆的“曹禺资料馆”, 湖北红安县

图书馆的“叶君健书屋”, 武汉东西湖区图书

馆的“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 深圳图

书馆的“剪报资料中心”, 等等。

上述的特色服务与以往的专业重点服务

相比, 有以下许多变化:

(1) 有相对独立的部门

上述这些特色服务都有相对独立的部

门, 有些还是以“馆”的名字出现的。尽管它们

只是馆中之馆, 但作为图书馆内的“特保儿”,

与其它业务部门相比已有了很强的独立性,

在人员、经费、设施等配备上也都给予了一定

的倾斜。它是图书馆内的“特区”。

(2) 特色藏书建设与特色服务二者的地

位发生了不易为人们注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探索更看重特色服务及服务

效果, 更看重它的社会效益以及它带来的经

济效益。经过实践探索, 如果没有读者需求或

效益不佳, 不管已建设到什么程度, 都不会将

其作为发展方向。这些馆已不是根据藏书选

重点读者, 而是根据读者需要确定重点藏

书。　　

(3) 服务内容突破了传统范围

这些馆的服务工作已不仅仅是我们过去

常说的借借还还、定题服务、跟踪服务、参考

咨询之类, 而是有了更新的内容。如: 作家馆

组织作家笔会 (以此可收集到珍贵的手稿) ,

影视馆组织影视讲座与学术交流、知识竞赛,

医药馆办气功班、医疗门诊咨询 (促进理论与

实践的紧密结合) , 等等, 可谓百花齐放, 姹紫

嫣红。这些工作更象专业馆乃至文联作协、影

协、医院、服装企业等干的事。这一新的尝试,

尽管同样重点收藏了某一方面的文献并重点

为特定的读者群服务, 但人们更愿意叫它“特

色服务”而不是“××特藏”了。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 这些特色服务虽然突破了传统范围, 但

万变不离其宗, 它与图书馆的本质及业务是

紧密相连的。这就是它正被逐步认同的原因。

(4) 有广泛的读者群

那些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的特藏部

门、参考咨询部门主要是为重点读者服务的,

一般读者大多只能在普通借阅部门借阅书刊

资料。而这些馆的特色藏书面向所有公众, 读

者层次多样, 既有重点读者, 也有普通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 象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等一批中小型馆开展的特色服务探索, 由于

其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已明显突破传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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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因此, 在最初是遇到了很大困难与阻力

的。他们勇于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 为其后的

特色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3. 2　湖北省的“特色图书馆”工程

(1) 进展情况

1992 年 5 月, 湖北省文化厅发出了《关

于在公共图书馆设立若干有特色文献收藏中

心的通知》, 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有计划、有重

点地建立 20 个特色文献中心 (即特色图书

馆)。通知发出后, 引起了各地的极大兴趣与

高度重视, 纷纷要求建立特色图书馆。经过各

地申报, 省文化厅综合研究, 并与各有关市、

县反复协商, 到 1993 年 8 月, 先后与黄石市、

汉川县、钟祥市、蕲春县、保康县等 5 个市、县

人民政府分别达成了共同创建服装、淡水养

殖、家禽、中医药、食用菌等特色图书馆的协

议。同时, 省文化厅发出《关于设立“湖北服装

文献中心”等 5 个文献中心的通知》, 标志着

特色图书馆建设工程进入实施阶段。

到 1996 年 10 月, 湖北已建特色图书馆

8 个, 它们是: 黄石市服装图书馆、汉川县淡

水养殖图书馆、蕲春县中医药图书馆、钟祥市

家禽图书馆、保康县食用菌图书馆、仙桃市残

疾人图书馆、荆沙市饮食图书馆、宜昌县桔柑

图书馆。

(2) 基本特点
① 特色馆有独立建制

这是我们区分图书馆特色服务与特色图

书馆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湖北省文化厅的

建设初衷, 在馆舍、人员编制、经费等各方面

要与当地原有的公共图书馆完全分开。但考

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 具体操作表现了一定

的灵活性, 即基本上还是在原公共图书馆的

基础上筹建。名称的确定允许一个馆两个名

称, 以便于工作, 如湖北服装文献中心又称黄

石市服装图书馆。从全省来讲, 它是一个省级

特色文献中心或点; 从地方角度看, 它也是当

地的一个特色图书馆。馆舍有基本的面积要

求, 但不强求单独建馆舍, 可以依托原公共图

书馆搞馆中之馆。编制要求单列, 但人员可以

在原公共图书馆内调剂, 级别可高可低。
② 工程的实施系“政府行为”

湖北省特色图书馆工程建设有一个显著

的特点, 就是省文化厅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

共同筹建, 将其纳入省文化厅和当地政府的

工作计划, 成了一个“政府行为”。作为共同筹

建项目, 经费由当地政府与省文化厅共同负

担, 以地方为主, 文化厅要进行检查验收。要

求文献收藏必须达到研究级水平, 要有明显

的服务效果和效益。

作为政府行为, 省文化厅除拨发一定的

经费以支持建馆之外, 还向各文献收藏单位

发函商请支援相关文献, 并要求省内各公共

图书馆要积极提供有关文献给特色图书馆。

总之, 特色图书馆建设是在政府部门的统筹

规划与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③特别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

湖北省文化厅在特色图书馆的定向选点

上, 将其选项是否与全省及当地经济建设紧

密相连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建设特色

图书馆的县市中, 都有相应的经济特点, 如黄

石市的服装工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汉

川是国家商品渔业基地之一, 蕲春是医圣李

时珍的故乡, 保康是省计委批准的木耳香菌

商品基地, 家禽在钟祥乃至全省有着广阔的

市场, 柑桔是鄂西重要的农副产品。由于这些

特色图书馆适应了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 因

此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④ 注意宏观布局

从酝酿特色图书馆工程开始, 湖北省文

化厅就将宏观上合理布局全省特色图书馆、

合理布局全省文献资源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加

以考虑。正如《湖北省特色图书馆工作座谈会

纪要》所指出的, 创办特色图书馆, 就是要合

理调整全省文献资源布局、优化藏书结构, 提

高全省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服务能力, 更好地

为四化建设服务。因此, 在具体做法上, 注意

到了如下两点: 一是学科 (领域)互补, 尽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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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和避免文献收藏重复浪费; 二是地域平衡,

尽量在各个地区都设点, 而不要过分集中在

武汉及其它少数地区。
⑤ 强调网络化建设与协作协调

在特色图书馆筹建之初, 湖北省文化厅

就要求特色图书馆作为省级特定学科 (领域)

文献中心, 必须尽早进入计算机网络, 无条件

地向全省提供服务。这在省文化厅制定“九

五”规划时亦有体现。它实际上是与宏观布局

相关联的措施。
⑥ 强调依托实体, 寻求实体支持

这在湖北省文化厅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协

议中就有体现。如要求黄石的服装厂家对服

装图书馆、蕲春的制药厂对中医药图书馆等

要有一定数额的经费资助, 等等。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社会在变革, 图书

馆也必须随之变革。只有如此才能求得生存

和发展。特色图书馆正是适应了改革开放的

新形势而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特色图书馆及

其特色服务是图书馆事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甚至可以说, 是否开展了特色服务, 是一个图

书馆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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