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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前, 特色服务和特色图书馆这两个

名词在我国图书馆界还没有人提起, 在图书

馆学的教材、专著和学刊上也没有见过。7 年

来, 它们在我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影响却已远

远超过这两个词本身的意义。举例说, 1996

年初, 文化部图书馆司、湖北省文化厅、湖北

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奖励基金会和《图书

情报论坛》编辑部特别为此联合举办了一次

“特色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图书

情报论坛》第 1 期还发表了《湖北省特色图书

馆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湖北省特色图书馆工

作大事记》两篇专稿, 第 2 期又在“中国特色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征文”专栏里, 发表了 6 篇

专论。在此之前, 湖北省已开放了 5 家特色图

书馆, 并拟在 2000 年之前再建 15 家。上海市

图书馆界自 1991 年《图书馆杂志》开辟“关于

特色服务的讨论”专栏以后, 各区、县、街道、

乡镇图书馆竞相以创建特色服务项目为尚。7

年来五彩缤纷的特色服务已成为该市基层图

书馆工作的一大特色。作者曾以《在提高中创

特色、在创特色中提高》为题记叙其事 (见《图

书馆》1996 年第 4 期)。1995 年《中国图书馆

学报》第 6 期也在“迎接国际图联”的专栏下,

以征文的形式和首篇的位置, 刊登了常林的

《特色图书馆建设》一文。短短的历史证明, 特

色服务和特色图书馆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这个大背景中孕育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

事物。“它的出现给我国图书馆事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1 ]回顾一下这两个词的诞生过程及

其一些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和疑难, 也许

对有兴趣于此的同行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1　“特色服务”一词的产生

1987 年, 上海市虹口区成立了第 2 家区

级图书馆——曲阳图书馆, 馆长杨玉英是一

位多年从事电影宣传工作的同志。她就任后

提出两个设想: 第一, 在同一个区内的两家图

书馆最好有所分工, 并在分工的基础上搞自

己的特色; 第二, 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建

立过影视资料图书馆, 在我国影视事业一日

千里的新形势下, 如搞这个特色一定会受到

欢迎。影视界很需要有这样一个图书馆, 她本

人对此又较内行, 上级和馆里的同志认同了

她的建议, 除了保持区级公共图书馆的常规

服务外, 增设了影视文献部, 负责影视文献的

收集、加工、咨询以及开展影视领域的各种活

动。1990 年 10 月 22 日, 该馆为庆祝建馆 3

周年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创

办特色”业务工作研讨会。邀请了市内一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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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同行和影视界知名人士参加。大家

一致称赞创办影视文献部这个新举措。影视

剧表演艺术家乔奇说:“我很赞成他们的做

法, 贵在坚持, 这样长期不懈坚持下去, 将来

会在全市乃至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上海电影

制片厂导演白沉说:“我认为曲阳馆不仅要搞

特色, 如果搞成一个专业馆的话, 就更好了,

可以填补中国的一大空白。”著名影视导演谢

晋有一次会见馆长杨玉英时表示, 要使中国

电影事业进一步发展, 建立影视情报资料网

络刻不容缓。杨玉英同志在研讨会上作了《创

办特色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发

言[2 ]。在这个发言中,“特色服务”一词被用过

7 次,“特色图书馆”一词被用过 9 次。1990 年

12 月两词在《图书馆杂志》第 6 期上正式见

诸文字[3 ]。

2　“特色服务”在上海的发展

与杨玉英同志创办影视文献部同时, 沈

恩泽同志在黄浦区图书馆创办了图书馆界别

具一格的“音艺厅”。他看到众多青年读者为

言情、武侠、警侦小说所征服, 很痛心, 便毅然

把这方面的购书费转购高雅的音乐激光唱

片, 并腾出一间阅览室, 改设“音艺厅”, 让读

者欣赏高雅音乐, 聆听音乐专家的讲座。短短

几个月举办了 50 余场专题音乐欣赏会和周

末音乐演唱演奏会, 吸引了各个层次大批的

音乐爱好者。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感慨地说:

“音乐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感官的愉悦, 而且是

素养的提高。”初尝了特色服务的甜头后, 沈

馆长又独具匠心, 开辟了“幽默博览室”、“青

少年心理阅览室”、“气功阅览室”等新的服务

窗口。这些开创性的特色服务项目招徕了传

媒界和国内外读者的赞赏。通过他所谓的“曲

线”和“延伸”——即“图书馆大文化”达到了

图书馆服务的美好目的[4 ]。

上述两种通过建立不同特色馆藏来为特

定的读者群服务的思路和两种不同的做法,

曾成为上海市基层图书馆争论的话题。但 7

年来的实践证明, 两种不同做法创办的特色

服务路子都被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都走得

通, 走得好。比方说, 随后出现的以收集旅游

资料为特色的上海市南市区图书馆建的“旅

游博览部”, 各街道、乡镇图书馆为老年人举

办的吟诗作画、花鸟鱼虫、医疗咨询、法律服

务等使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学以及为

青少年举办的摄影、棋赛、歌咏、夏令营等都

是以图书馆大文化为主导的特色服务, 也备

受广大读者欢迎。由此可见, 特色服务的开

创, 不在于从哪个角度出发, 而在于是否为读

者群所首肯所热爱。

3　需澄清的两个概念

在参加曲阳图书馆那次“创办特色”的研

讨会上, 上海大学文献信息系张雨声老师提

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一是特色服务不是个

新问题; 二是特色服务和特色图书馆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5 ]。后来, 前一个观点在邱景华的

《特色服务是传统服务的发展和深化》[6 ]一文

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关于后一个观

点,《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 年第 6 期常林同

志的《特色图书馆建设》一文中仍把凡是具有

特色服务项目的图书馆均称为特色图书馆,

混淆了它们的概念。

至于特色服务是不是传统服务的发展和

深化, 它是一个如何认识和推行特色服务的带

根本性的问题, 作者曾在《图书情报论坛》

1996 年第 3 期的《公共图书馆‘特色’论》一文

的“特色服务和传统服务的本质区别”和“传统

服务不能通过自我的矛盾运动发展和深化为

特色服务”两部分中提出过个人的理解。许多

同志误认为“借借还还”是传统服务的本质属

性。其实“借借还还”是任何历史时期的图书馆

最常规的服务形式。从近百年的我国图书馆发

展史中可以发现:“以藏为主、以封闭为主、以

被动为主、以图书馆为主”的“四个为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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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务的本质属性, 而特色服务是抗逆传统

服务才诞生的, 所以它的本质属性恰恰与上述

的“四个为主”背道而弛, 即“以用为主、以开放

为主、以主动为主、以读者为主”这样的“四个

为主”。为便于区别, 我称前者为“老四个为

主”, 后者为“新四个为主”。“老四个为主”是

封闭自守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产物, 而“新四

个为主”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产

物。前者不可能通过自我的矛盾运动发展和深

化成后者。两者的关系是决裂和创新的过程而

不是继承和发展的过程。

4　一个馆两块招牌

1993 年 10 月, 曲阳图书馆的门口又挂

出一块“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的招牌, 说明

它原来的影视文献部已升格了。但它仍留在

母馆里。1986 年北京东城区图书馆成立服装

资料组, 1990 年改为服装资料馆, 名称是“北

京东城区图书馆服装资料馆”, 湖北省的黄石

市服装图书馆、蕲春县中医图书馆、保康县食

用菌图书馆、汉川县淡水养殖图书馆、钟祥市

家禽图书馆等都依托于原市 (县) 图书馆, 一

个馆两块招牌。说明我国目前已建立的一些

特色图书馆都属于同一个模式, 所不同的是

曲阳图书馆的“馆中之馆”招牌的名称是独立

的, 而其他的却是分馆的性质。

5　“特色服务”的“新解”

有人说, 在常规的服务项目之外所开展

的服务就是特色服务。这个提法很有代表性,

但我认为需要进行补充。倘使本文前面提出

的“新四个为主”是特色服务的本质属性成

立, 那么在任何常规的服务中, 只要添加其中

的一项便可从传统服务转化为特色服务。举

三例证明: 沈阳皇姑屯区图书馆取消了原借

书证上贴读者照片这个老传统, 实现了“以读

者为主”, 便成为一项特色服务; 上海浦东第

一图书馆在阅览室中推行借阅一体化的方

法, 废除了阅览室只能阅不能借的老方法, 达

到“以用为主”的目的, 便成为一项特色服务;

上海闸北区图书馆在外借处实行全开架借

书, 实现了“以开放为主”的要求, 便成为一项

特色服务。这就是特色服务的“新解”。

大家如认可上述观点, 那么, 今后开展特

色服务的眼界就更宽了、方法就更多了, 信息

就更足了。也就不会老被纠缠在所谓的特色

服务是常规服务项目外所开展的服务工作,

而这些工作必须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必

须是“新、奇、特、尖”了。

6　“特色服务”与特色馆藏

有人认为: 有了特色馆藏, 才可以开展特

色服务。其实不然, 开展特色服务需具特色馆

藏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实践证明, 即使没有

特色藏书, 也可以创办特色服务。

上海静安区江宁街道图书馆, 因有一位

喜爱音乐的工作人员着意收集音乐文献, 为

该地区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开展音乐特

色服务, 为用户代抄、代印、代教、代指挥, 这

是一个有了特色馆藏, 才有特色服务的典型;

而上海浦东崂山街道图书馆创办了一个“五

湖四海俱乐部”, 成为外地民工的借书、读书、

文娱等活动的新天地, 这样的特色服务却不

依赖特色藏书。我认为揭示这个现实中的规

律有助于特色服务的新发展。

7　“特色服务”与特色图书馆

许多人都认为特色馆藏是建立特色图书

馆必备的基本条件, 这个观点也很有代表性,

但它缺少了一项很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特色

服务。“特色馆藏和特色服务是特色图书馆的

特征”[7 ]。但很多人只强调了特色馆藏却忽略

了“特色服务”。我自己就曾片面地把解放初

期在上海出现的报刊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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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科学技术图书馆误认为特色图书馆。其实

这 3 家具有专业藏书和专指服务对象的专业

性质的公共图书馆在封闭自守和计划经济的

历史阶段里, 实行的是“老四个为主”的服务

方法, 所以它们不能进入特色图书馆的行列。

因此, 在当前要建立特色图书馆应特别强调

“特色服务”, 要不然, 它就和过去的专业公共

图书馆无所区别了。

8　两个“特色”两种“特质”

特色服务和特色图书馆各有自己的“特

质”

(1) 特色服务:

① 任何一个馆都可创办。

② 它是针对传统的痼疾而产生的, 将来

当它成为正规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后, 即当它完

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后, 它的名称便会自然消

失。所以特色服务是个历史范畴的名词。

(2) 特色图书馆:

① 不是任何一个馆都可以创建, 它在公

共图书馆系统中只能占少数。

② 它的建立, 能折射一个地方的政、经、

文、科的发达程度, 也是一个地方图书馆事业

发达兴旺的标志。它只会不断发展而不会逐

渐消失。

9　两个“特色”的丰碑

特色服务和特色图书馆出现 7 年来, 留

下了几处深深的脚印:

(1) 与传统的服务观念、服务方法决裂;

(2) 创建符合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服务机制, 挣脱了闭关自守的樊笼, 重组

馆藏、重建队伍、重整馆貌馆风、加大了服务

面、吸引更多读者、加速读者流、文献流、信息

流的交叉流动量、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效益

和社会地位;

( 3) 以“一切为读者”的基本信念, 多角

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提高了各馆的服务密度和读者的满意率。

(4) 为地区的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作出鲜明的贡献。

(5) 为新时代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工作

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新路。

10　结语

“特色服务”一词十分准确和生动地成为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一切创新服务的代名词。

“特色图书馆”一词十分准确和生动地成

为新时代具有专业性质的公共图书馆的新名

词。它们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今后应不断探

索, 使其逐渐完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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