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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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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 960 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 除汉族外, 还居住着 55 个少

数民族, 人口 9100 万, 占全国总人口的 8% ,

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64%。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住在祖国边疆的

高原、牧区和森林地带, 以及邻省交界的山

区, 总体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江

河纵横、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的环境里, 各族

人民自强不息, 不断创造和发展着物质文化

和精神文化。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

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目前民族地区共

有 577 个图书馆, 是建国前的 40 余倍。

1　建国前的民族图书馆状况

20 世纪初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从旧的藏

书楼向近代图书馆演变的重要时期。1911 年

辛亥革命后, 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图书馆。至

1914 年, 全国已有省级公共图书馆 18 所, 图

书馆在近代教育、科学、文化上所起到的作用

已日益显著, 但由于我国民族图书馆事业基

础薄弱, 各族人民的经济贫困, 文化落后, 再

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

长期战争的影响, 至建国前只有内蒙古土默

特右旗图书馆 (1925 年成立)、广西桂林图书

馆 (1909 年成立)、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图书馆

( 1935 年成立)、贵县图书馆 (1931 年成立)、

阳朔图书馆 (1945 年成立)、都安瑶族自治县

图书馆 (1939 年成立)、玉林市图书馆 (1933

年成立)、龙胜县图书馆 (1934 年成立)、新疆

省立图书馆 (1930 年成立)、新疆沙雅县图书

馆 (1947 年成立)、伊宁市图书馆 (1944 年成

立)等 10 多所民族图书馆。

2　建国后民族图书馆发展状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标志着

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几十年来经过全国图书馆工作者坚持不懈的

努力, 已把一个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布局

不合理的图书馆事业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社会

主义特色的图书馆事业, 民族地区图书馆事

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党和政府对民族图书

馆给予了很大支持, 在计划安排上优先, 经费

上实行倾斜政策。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

有 577 个, 除中国民族图书馆外, 5 个自治区

先后都成立了区级图书馆。特别是 1996 年 6

月 20 日西藏图书馆的开馆, 标志着我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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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 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发展民族地

区经济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民族地区

图书馆事业比过去发展快, 但因受到经济落

后、交通不便等条件影响, 还远远落后于其他

地区图书馆事业。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 110

个县尚无图书馆。

1983 年 7 月“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

座谈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这次会议是

由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民族文化司、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图书馆

学会联合召开, 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自治区

18 个民族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不但

是建国以来的首次, 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头

一回。与会代表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

鼓励, 这次载入史册的盛会, 开创了我国民族

图书馆事业的新纪元, 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会议结束

后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民族地区图书馆

研究组”, 该组挂靠在中国民族图书馆, 现已

历时三届, 研究组成员包括内蒙古、新疆、广

西、宁夏、西藏及北京、云南、四川等省、市学

会负责同志, 并由汉、蒙古、维吾尔、藏、羌等

民族成员组成,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区域性,

给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继此次会议后, 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地

区图书馆研究组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学会在乌鲁木齐联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有

102 位各族代表参加。会议交流了工作经验,

研讨了学术问题, 还着重研究了如何进一步

落实 1983 年全国少数民族图书馆会议的精

神。1990 年 4 月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图

书馆学会在大理市联合召开第三次会议, 有

167 名各族代表参加, 本次大会主题是: 少数

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振奋精神, 走联合开发的

道路。与会代表围绕着目前民族地区图书馆

现状和如何开发民族地区图书馆馆藏资源以

及如何走联合开发的道路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1994 年 4 月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召开了

少数民族文献开发研讨会。1994 年 8 月与内

蒙古哲里木盟图书馆学会在通辽市召开了第

四次会议, 100 余名代表出席。这几次会议把

各民族的学会工作者和同仁聚集在一起, 团

结在一起, 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

根据新形势下学会工作的发展, 少数民

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研究组已不能完全适应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成立包括全民族系统

图书馆的高一级组织势在必行。1996 年 1 月

10 日经中国图书馆学会批准成立民族图书

馆委员会。1996 年 6 月 20 日在西藏图书馆

开馆之际, 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图书馆委员

会同时举行了成立大会。来自全国 5 个自治

区及部分省、市图书馆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 体现了国

家对民族文化事业的关怀与重视。它的成立

标志着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

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委员会将在全

国各民族地区图书馆成立相应的研究组, 使

民族图书馆委员会真正起到龙头作用, 把全

民族图书馆系统的网络化建设推向新阶段。

3　干部培养情况

根据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干部队伍的知

识结构偏低、专业人员偏少、文化水平不高等

实际情况, 抓紧培养民族专业干部是当务之

急。1985 年 4 月, 中央国家机关和科学研究

系统图书馆学会受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的委

托, 举办了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馆长进

修班, 此后又在北京举办了 5 次民族地区图

书馆馆长和业务骨干培训班, 先后共有 500

余人参加。1985 年 9 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

理局、民族文化司拨专款 15 万元, 由图书馆

学会抽调专人具体操办,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学系举办了“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干

部进修班”, 来自全国民族地区 17 个民族的

51 名学员经过两年的正规学习, 获大专文

凭, 现已成为各地区图书馆的骨干力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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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图书馆从 1989 年开始有计划地举办了

几次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馆长及业务骨干培

训班, 先后有 200 余人参加。根据民族语言文

字的特殊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学会

采用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进行图书馆业务培

训,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采用蒙古语教

学。举办各类图书馆专业培训班的同时, 在

10 余年间培养出图书情报学专业大专生

1000 余名。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困扰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投入严重不足, 主要表现在购

书经费的缺乏。比如, 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

磴口县、库伦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玛纳斯

县、青河县图书馆, 1987 年的购书经费只有

500 元, 有些县图书馆每年购书费只有 200

元。由于图书馆经费日益拮据, 藏书量增长缓

慢, 新技术难以引进, 许多需要的设备无法添

置。中国民族图书馆 1987 年订购杂志 580

种, 到 1996 年订购 520 种, 减掉了 60 种。目

前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数图书馆实行经费包干

政策, 其工资等费用在经费中开销, 虽然上级

拨给图书馆的总经费逐年增加, 但由于图书

馆工作人员工资开销也在不断增长, 图书馆

工作人员出差津贴的提高, 亦使图书馆购书

经费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如何解决购书经费缺少的问题呢? 笔者

认为: ①解决经费不足的途径, 首先是靠国家

增加投入。图书馆是公益事业, 图书馆事业的

经费应随着国民经济产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

增长而增长。②在经费的筹措上, 不能只坐等

上级拨款, 应广开其它途径, 多搞些有偿服务

项目, 以文补文来充实馆藏建设。比如, 中国

民族图书馆从 1981 年以来, 充分利用馆藏,

陆续复制、影印、出版了《国朝耆献类征初

编》、《新疆图志》、《八旗通志》、《丹珠尔》、《蒙

古学资料丛编》、《妙法莲花经》贝叶写本、《贝

叶经》四部等几十种 40 余万册, 创收了几百

万元, 真正起到了以文补文的作用。也可搞些

其它有偿服务项目, 如举办专业培训班、编写

致富信息、出租音像资料等, 使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 中央国家机关

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学会有计划地举办高层的

培训班、研讨班、学术座谈会, 用此项创收来

充实图书馆事业。各馆还可根据自身的条件,

因地制宜, 搞些投资小见效快的第三产业。

我国图书馆事业当前正在通过进一步解

放思想, 深化改革向前发展。新技术革命的到

来不仅向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提出挑战, 也

为其发展提供了机会。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

有利因素, 把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推上

一个新的台阶。

包　音　蒙古族, 中国民族图书馆副馆长, 副研

究员。通讯地址: 北京复内大街 49 号。邮编 100031。

(来稿时间: 1997. 5. 8。编者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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