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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对发展图书馆

事业有不少规定, 是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强劲东风。馆长们纷纷抓机遇、找政府。

结果, 有的增加了购书经费, 有的改善了办馆

条件。当然, 也有“东风”吹不进, 碰了软钉子

的。由此, 也引发了笔者诸多的思考。为什么

“东风”有的吹得进, 有的却吹不进?吹得进的

发展了, 吹不进的怎么办?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是不是还要沿着“捧文件”、“抓机遇”的

模式走下去? 笔者以为, 在这世纪之交, 有必

要认真反思过去, 正视现实, 探讨未来。

1　中国图书馆事业世纪回顾

中国近代图书馆, 如果从 1898 年刑部左

侍郎李端�, 奏请在京师和 18 省的省会设立

公共图书馆算起, 已有整整 100 年的历史了。

翻开这百年发展史, 中国图书馆事业虽然有

过几次大的发展, 但总的说来, 走过的是一条

颇为艰难的发展之路。

1. 1　事业起步较晚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孕育了相当发达

的封建藏书楼。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 才引进

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模式。而早在

1571 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就创立了欧洲第一

个公共图书馆——美帝奇图书馆, 这要比在

1904 年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湖

南省图书馆早 333 年。1852 年, 在英国曼彻斯

特又出现了依据公共图书馆法建立的第一个

公共图书馆。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起步

晚于欧洲数百年, 中国依法建公共图书馆已落

后于欧美近一个半世纪, 至今我国仍没有一部

统领全国的图书馆法。这一方面形成了时间差

距,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冲破封建传统文化的艰

难性, 这种艰难性又不可避免地对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1. 2　事业发展较慢

在最初的 30 年中, 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

馆从一张白纸发展到具有 5000 余所各类型

图书馆的规模[1 ] , 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新中

国建立后, 经过不到 15 年的努力, 就把解放

初期处于萧条状态下的 55 所公共图书馆发

展到 1093 个[2 ] , 从 1949 年到 1963 年, 全国

公共图书馆数量增加了近 20 倍。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后的 10 年中, 全国公共图书馆又从改

革开放前的 1256 个, 增加到 2485 个[3 ] , 从

1978 年到 1989 年, 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又

几乎翻了一番。应该说, 从纵向来看, 一个世

纪以来, 中国图书馆事业确实有了长足的发

展。但从横向比较来看,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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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是缓慢的。

衡量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看其拥有图书馆及藏书的绝对数量是必要

的, 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其人口的平均拥有量。

从前面列举的数据, 我们可以概括地分析出:

从 1949 年到 1989 年的 40 年间, 公共图书馆

数量共计增加了 45. 2 倍, 人口占馆率从解放

初期的 935. 76 万比 1 下降到 45. 62 万比 1,

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与世界其他国

家相比, 给人又是另外一种感叹。
表 1　部分国家人口与图书馆数及藏书比较 [4～ 7 ]

国　家 年份 馆数 藏书 (万册) 人口 (万人) 年份 人ö馆 人ö册
美　国 1985 15000 43938. 6 25140 1990 16760 1. 75

日　本 1985 20673 7442. 4 12404 1990 6000 0. 6

瑞　典 1985 2200 3903. 1 859 1990 3905 4. 70

新西兰 1986 156 692 342 1990 21923 2. 02

西班牙 1990 1600 1500 3904 1990 24400 0. 38

英　国 1985 2500 13500 5740 1990 22960 2. 35

中　国 1989 2485 27900 113368 1989 456000 0. 24

　　公共图书馆的藏书, 是满足地方居民阅

读需求的一种保障。国际图联建议各国公共

图书馆给每个居民提供 2～ 3 册藏书。许多国

家通过图书馆立法来达到这一要求。

依表 1 数据, 我国如果要达到人均拥有 1.

24 册藏书, 按平均 15 元买 1 册书算, 全国需投

入 20 亿元人民币, 仅此一项即可看出我国对图

书馆事业投资的历史欠账是十分惊人的。

1. 3　事业现状较差

(1) 办馆经费缺乏保障。

许多地方政府对经费的安排, 一旦遇上

有资金缺口, 首先挤掉的就是文化建设费用,

而图书馆往往首当其冲。有些图书馆人员经

费都得不到保障, 如江苏宜兴市图书馆, 一年

所拨经费仅够发放全馆职工半年的工资; 有

些图书馆购书经费得不到保障, 1993 年, 全

国有 300 个县级图书馆全年购书费为零[8 ];

有些图书馆由于事业经费投入不配套, 难以

开展正常活动。经费的严重不足使相当一部

分图书馆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

(2) 图书入藏量呈下降趋势。

经费严重不足, 只好压缩购书订刊。作为

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 近几年来外文书

品种减少了一半以上, 期刊品种也压缩了 1ö
3 以上[9 ]。办馆经费没有保障, 不仅影响了馆

藏数量, 更严重的是影响了藏书质量, 许多有

价值的图书, 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大量电

子文献, 更因为没有配套的现代化设备而忍

痛割爱。

2　中国图书馆事业艰难性缘由探析

我们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艰难

性, 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析其缘由, 才

能推动和促进事业的发展。

2. 1　农耕经济与图书馆意识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文明与文化, 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

创造物,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社会经

济形态, 它规定与制约着文明与文化的发展。

图书馆既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它在自己的发展

进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形

态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长期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

产形态。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

结构, 似乎不需要什么交流, 在相当一部分人

的眼里,“信息”并不十分重要, 图书馆只是一

种消遣场所, 有和没有无足轻重。据抽样调

查, 我国一般社会公众在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

到利用图书馆或情报部门解决问题的比例仅

占 5. 6% [10 ]。而美国人则认为,“在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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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身份证、护照、借书证是三种重要的证

件”。由于两国在生产经济形态上的差异, 必

然带来观念上的不同, 乃至图书馆意识上的

强烈反差。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是农耕

自然经济, 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特别是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中国文化日益显露

出凝重的保守性格。这是近代图书馆事业起

步较晚的原因之一, 也是中国社会公众图书

馆意识淡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2. 2　洋务运动与图书馆投入

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

积而形成的, 具有相当稳定的状态和历史惯

性。由于它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

中发展的, 没有比较就不见差距, 更没有危机

感。直到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

国门, 危机才由物质转向政治, 直至文化本

身。鸦片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

西方的物质文明, 并孕育了“洋务运动”, 它有

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因, 就是“急功近利”。因

此,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 首先是从物质层

面开始的。经过 30 年旨在发展工业、建设国

防、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 本想使中国富强起

来, 但甲午战争的惨败, 使企求坚船利炮的洋

务运动破产, 也使“急功近利”的思想受到了

沉重的打击。理智的中国人终于领悟到立国

之本不在于兵事而在于政教, 于是出现了制

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变革, 也由此萌发了中

国的近代图书馆事业。但是, 经过了一个世纪

的艰难历程, 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走出“急功近

利”的魔圈。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下, 由于图书馆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 更不直

接产生经济效益, 因此图书馆的地位更难提

得上来, 加大投入也就无从谈起。从国家对整

个文化事业的投入来看, 其增长率与经济增

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而且呈不断扩大

趋势。据统计“六·五”时期文化事业费扣除

价格因素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 11. 4% , 比国

内生产总值高 0. 7 个百分点;“七·五”期间

的年均增长率为 2. 2% , 比国内生产总值下

降 5. 6 个百分点;“八·五”期间年均增长率

也只有 2. 3% , 比国内生产总值低 9. 5 个百

分点。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图书馆事业的投入

上与其他部分国家的比较 (见表 2)。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看出, 我们亟须从“急
表 2　部分国家年度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费比较表 [11, 12 ] (单位: 亿)

国　　家 年份 货币名称 国家馆 公共馆 年度事业费

法　　国 1982 法郎 0. 889 11. 20 12. 0

日　　本 1985 日元 147. 3 135. 2 282. 5

马来西亚 1982 马来西亚元 0. 051 0. 065 0. 116

新 西 兰 1982 新西兰元 0. 065 0. 220 0. 295

挪　　威 1982 克朗 0. 069 0. 699 0. 768

波　　兰 1980 兹罗提 0. 110 3. 982 4. 092

新 加 坡 1994 新加坡元 0. 04 0. 096

西 班 牙 1981 比塞塔 0. 748 12. 26 13. 01

瑞　　典 1982 克朗 0. 670 11. 58 12. 25

澳大利亚 1982 澳元 0. 196 0. 113 0. 309

美　　国 1982 美元 3. 059 22. 43 25. 49

丹　　麦 1982 克朗 0. 540 14. 67 15. 21

保加利亚 1982 列弗 0. 026 0. 034 0. 059

加 拿 大 1982 加元 0. 278 3. 799 4. 073

英　　国 1995 英镑 0. 783 4. 130 (1982 年)

芬　　兰 1982 马克 5. 486

中　　国 1995 人民币元 0. 700 6.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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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近利”的阴影下走出来, 真正实现党中央提

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

2. 3　君主专制与图书馆立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刚刚进入

到文明的边沿, 就形成了一个祖先、一个权力、

一个核心。与中国农耕经济相适应的一脉相承

的专制制度和某种血缘的宗法制度相结合, 形

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

政治结构, 把中国文化导向政治型范式。中华

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以及民族心

理的文化认同就是这一政治范式的体现, 也是

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产生一些负价值, 国

人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

化, 反映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权

力效应”成为主导因素。图书馆事业成了靠

“人”、靠“权”发展的事业, 人在“业”兴、人去

“业”衰成为事业发展现状中的普遍现象。“权

力”效应甚至成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国

情”。以至至今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图书馆法。

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 只能依靠各级地方政府

的重视, 而这种重视程度更多的则是取决于某

位主管首长的重视程度。图书馆工作者特别是

馆长们整日企盼着有这么一位关心、热爱图书

馆事业的开明市长、县长、区长来保证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在这种状态下, 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是在所难免

的。这也是导致我国图书馆事业现状较差的根

本原因。在没有“法”的情况下, 人们对图书馆

事业发展担忧。

3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策

人类即将迈入 21 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

高度进步, 世界的发展与信息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离开信息, 发展就

无从谈起。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 图书馆理应

随着社会发展而同步发展。但是, 中国图书馆

事业却面临着严重滞后现状。我们应采取哪

些对策呢?

3. 1　重新认识图书馆、强化图书馆意识

正确的思想意识, 能够指导人们采取正

确的行动, 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强化图

书馆意识, 就是要强化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

总体认识, 社会公众图书馆意识的强弱, 影响

到图书馆的发展进程, 关系着图书馆事业的

兴衰。重新认识图书馆, 强化图书馆意识, 是

使中国图书馆事业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 也

是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首要对策。

(1) 图书馆与生产力。

人们常说“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

利用书刊资料, 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

的文化教育机构。”这几乎成了定论。但是当

我们认真审视, 不难发现它过多地注重了对

图书馆工作程序的图解, 是一种被动的、消极

的描述, 而对其能动的、积极的一面则揭示不

够。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 获得物质

生活资料的能力。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

人, 在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图书馆是培养

人的一生的重要场所。人的一生从小学到大

学毕业一般不到 20 年, 而其余大部分时间则

依赖图书馆来提高自己, 公共图书馆是人民

的终身学校。图书馆对人类如此重要, 我们完

全有理由认为, 图书馆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学

习场所, 更重要的是一种为社会政治、经济服

务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场所。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滞后, 从近期看, 受损的是图书馆事

业, 从长期看, 必然影响到我国整个文化教育

事业, 最终影响到我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2) 文明标志与大厦基石。

一提起图书馆, 人们都会说它是人类文

明的标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表象来认识, 说

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并无不当。但是, 我们把

图书馆仅仅看作是一种标志就显得很不够

了。标志仅仅是一种特征、一种结果, 而不是

过程。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 并不等于它

一定直接成为溢金泻银的文明社会; 而且文

明社会的建成, 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我

们把文明社会比作一座大厦, 那么这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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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离不开坚实的基石, 而图书馆就是这坚实

的基石。因为文明大厦的建设离不开人, 而图

书馆正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场所, 它正是通过

这种方式, 把文明大厦建设得辉煌而坚固。社

会对图书馆的重视,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经济发展的步子越快, 对图书馆的需求

就越大。在当今社会, 我们仍然把图书馆仅仅

看作是一种标志显然与时代发展的进程形成

了差距。图书馆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现代社会

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一块重要基石,

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投资。

3. 2　调整步伐, 协调发展

如果全社会都真正认识到图书馆不仅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

大厦的基石, 而不是把它视同于一般的文化

教育机构, 更不是把它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

门面的“标志”, 我们就应该调整步伐, 大力发

展图书馆事业。诚然,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中国, 还不能拿出很多的钱来发展图书馆

事业。但是, 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比, 我们

对精神文明的投入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不是

快了, 而是慢了。据世界银行报告统计: 1990

年中国国内投资率高达 39% , 这在 125 个国

家中名列前茅, 58 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也

仅是 23% , 工业化国家为 22% [13 ]。而此时中

国对文化事业的投资率却大大低于其他发展

中国家。可见问题不在于实力不够, 而在于一

些地方的领导想到的总是建商场、建宾馆大

干快上; 追求的总是“立竿见影”、“当年见

效”。而美国人则认为, 图书馆能对国家的产

量和军事能力产生重大作用。所以美国一直

把发展图书馆事业统辖在教育和经济发展的

战略视野中, 他们追求的是图书馆事业管理、

建设与服务的先进性, 从而保证了美国图书

馆事业与其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势头。日本

自 70 年代以来, 在信息利用上尝到了甜头,

更强化了图书馆意识, 对过去一直认为是“赔

钱”的机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政府对

图书馆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图书馆的投入每

年以 20% 的幅度递增[14 ]。1977 年 11 月, 国

家公布了“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

“三全综”) , 改变了过去产业优先的发展政

策, 进行了社会发展的基础调整工作。现在,

中国也是到了调整步伐、加快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时候, 应利用现在的时机切实调整步伐,

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3. 3　立法治业, 确保图书馆事业发展

(1) 图书馆立法刻不容缓。

尽快制订出一部统领全国的图书馆法,

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律基础。

早在 150 年前,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开拓

者爱德华·爱德华兹就强调: 公共图书馆要

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立法是必不可少的。

全世界现在至少已有 30 个国家先后颁布了

具有国家性质的图书馆法。此外, 一些国家还

有许多州、省等地方性图书馆法。

立法问题不解决, 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

“权力效应”就不能根除,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就没有保障。这是我们图书馆事业走出艰难

境地的第一步, 通过立法,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有了法定依据, 就可避免随意性。

(2) 图书馆法, 要有“法”的意义。

法律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 它应

当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一种行为规则。

图书馆法也不例外, 一旦制订通过就应当具有

国家强制力, 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连续性、稳定性。图书馆立法, 不应当是我

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条例》。最近由某直

辖市政府通过的《××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

法》, 在图书馆“设置原则”条款中, 由于没有具

体规定到底多少人口或多少地域范围应建一

个图书馆, 因而显得太原则, 实际并没有原则;

在图书馆“经费保证”一条, 由于没有具体规定

经费划拨办法和比例, 实际上仍然没有保证。

作为法应尽量避免含糊其辞, 以保证它的严肃

性; 也应当避免模棱两可, 以保证它的可操作

性。最近, 即将出台的《深圳市图书馆公共图书

馆条例》就开了一个好头。该《条例》有三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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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特点: 一是由市法制局制订, 经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具有法律文本的意义; 二

是规定了设立图书馆管委会统领全市的图书

馆事业, 这将改变分散、多头管理的局面; 三是

对办馆条件和经费标准等有明确具体的要求。

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随意性、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3) 图书馆立法可地方先行。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 各地区情况差异甚

大,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 各

地可从实际出发, 制订一个与本地区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图书馆法。十四届六中全会《决

议》指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宣传文化事业

的投入,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 增加幅

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5 ]我认为,

这是制订图书馆法时确定图书馆经费标准的

依据, 它既规定各级政府对图书馆事业投入

的最低保障线, 即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

度, 又解决了因地方经济水平及差异收入带

来的操作困难。有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则可

根据现有财力, 适当加大投入, 有些经济相对

欠发达的地区, 可确保基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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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5 页) 　勋臣龚, 侍中奉车都尉、光

禄大夫臣秀领主省。”(按: 此“秀”即刘歆也,

据《汉书·楚元王传》:“初, 歆以建平元年改

名秀, 字颍叔云。”)《列子》、《管子》书录已见

上文, 不赘。以上书录中, 刘向自称“臣向”, 刘

秀称“臣秀”, 王龚称“臣龚”。名前冠以“臣”字

是古代官吏、百姓在君主面前的卑称。书录呈

上御览, 预修者诚惶诚恐, 当然要加“臣”字。

非预修《七略》、《别录》者, 名前不加“臣”字,

例如上引《管子》书录中,“大中大夫卜圭”、

“射声校尉立”等人名前就没有加“臣”字。既

然《管子》书录“富参”之前加了“臣”字, 说明

富参确实参与是役。

一些人之所以把“富参”误为“杜参”, 是

因为只读了《博士弟子杜参赋》颜师古注, 而

没有读《列子》书录的落款。是杜参还是富参,

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颜师古为始作

俑者。嗣后宋王应麟, 清姚振宗, 以及当今不

少著名学者一次次因袭旧说以讹传讹, 竟无

一人识破庐山真面目,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此之谓也。

曹　之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授。邮编

430072。

(来稿时间: 1997. 05. 20。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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