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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李久琦

披览前踪　鉴往开来
——读《中国图书馆年鉴》随笔

　　当我捧着刚刚问世的《中国图书馆年鉴》

时, 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下子买了 10 本,

发给馆内各部门, 让大家去看、去读、去学。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 , 在全国广大

图书馆人和有关读者的热切期盼中, 在漫长

的等待中, 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无疑是图书馆

界的一件喜事盛事。

改革开放近 20 年来, 中国相继出版了

1100 多种各类年鉴。图书馆工作者整天摆弄

图书, 却见不到本行业的年鉴, 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憾事, 作为图书馆人心里难以平静。1986

年, 1990 年, 直到 1994 年经过三起两落后,

才横下一条心, 历时 3 年终于大器晚成 ,《中

国图书馆年鉴》在世纪之交诞生了, 可见其问

世历程何等艰辛。

谁人不知, 图书馆界办点事不易, 当前又

无“图书馆法”可依,《中国图书馆年鉴》的编

撰, 应属政府行为, 学会行为, 还是属于个人

行为, 谁也说不清楚。编不编, 出不出全凭图

书馆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哪个不知, 当

前出书一靠心血, 二靠资金。正如年鉴的两位

主编前言中所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出版

这样一部大部头工具书, 是需要相当经费的。

在国家和行业都不很富裕的今天, 我们没有

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经费问题, 可以说是

白手起家, 艰苦奋斗⋯⋯这部年鉴方得以问

世。”在经济急速转轨中,“白手起家”这个词,

当今很少被提及, 二位学者使用了它, 这里透

着无奈, 透着酸楚。

多么可贵的知识分子, 多么可敬的学者,

他们的事业心何等执着, 责任心何等强烈。试

想如果有一闪念的动摇, 其创意就可能付之

东流, 其出书又将成为第三次落地的泡影。但

他们想到了数以万计的图书馆同仁, 想到了

数不清的读者正翘首以待, 于是横下心来去

拼去搏, 说一万不如干一件, 他们成功了。图

书馆人将永远铭记那些为《中国图书馆年鉴》

付出心血的有识之士, 他们功不可没。

这部《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是建国以

来首部图书馆专业年鉴。万事开头难, 该年鉴

时间跨度大, 收录了 1990～ 1995 年间我国图

书馆界的各种信息, 分别由“特载”、“专文”、

“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

馆学教育”、“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

流”、“人物”、法规文献”、“统计资料”、“大事

记”、“名录”、“附录”及“索引”14 部分组成。

是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

一体的图书馆权威性工具书。它也是一种高

密度、高容量、高效能的跨越 6 个年头纳汇百

川的知识载体。其内容翔实, 资料齐备, 客观

神得到进一步升华。陈立夫先生的这种感悟,

更值得我们悠悠地、永远地回味。

金恩辉　吉林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通讯地

址: 长春市新民大街 12 号吉林省图书馆, 邮编

130021。

(来稿时间: 1997. 9. 18。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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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编撰严谨, 是披览前踪, 鉴往开来的巨

著, 是用户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卷首“特载”“第 62 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

合大会”, 记录下 1996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的

第 62 届国际图联大会, 把中国图书馆事业史

上空前的荣誉和辉煌载入了史册。

“专文”中, 刊登了我国 15 位知名学者和

行政领导的 9 篇扛鼎之作, 目录中虽属“专

文”, 又未把“专文”单列出来, 而是分别融入

“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

馆学教育”3 个部分之中, 有的成为开篇力

作, 有的成为图书馆学本固枝繁的“基础理

论”、“目录学”、“读者服务与文献资源开发”、

“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自动化”部分的专论

文章。“专文”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这些文章既

负载着历史, 又勾连着现实, 高屋建瓴地概述

了学科成果和动态, 是教学科研中的范文, 并

起到指导作用。在编排上重点突出, 前后相

贯, 又不隔裂, 构思巧妙, 独具匠心。

“法规文献”部分, 收录了近 6 年中国家

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性、法规性和规章性文

件, 或全文、或摘录、或摘要共计 62 种。这些

权威性文件的刊登, 无疑对图书馆的法制建

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据, 为其学法用

法执法提供了便利。

“图书馆事业”按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

事业, 各系统图书馆事业分述, 使人一目了

然。

“统计资料”翔实可靠, 编排科学规范, 查

找便捷。为今后图书馆同仁著书立说, 提供了

可靠性的数字依据,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人物”是各类年鉴最难取舍的部分。但

该年鉴在编辑说明中, 为收录的人物界定了

范围。首先是图书馆界, 再则是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中国图书馆学会正

副理事长、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共计 18 人,

皆为图书馆界的佼佼者, 均系名满学林之士。

年鉴上刊登其学术成就供读者学习借鉴。人

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丁志刚同志,

编者未在逝者名字上划黑框, 我不认为这是

编者的疏忽, 这样的处理使后人心境得以平

静, 我实在不赞成划黑框的做法。

该年鉴的附录, 为用户提供了诸多实用

信息, 增加了实用性, 可读性。索引部分, 使整

部年鉴查询便利。

这部《中国图书馆年鉴》的编撰起于

1994 年迄于 1997 年, 历时三载成书。主编、

副主编、编委、专文作者、各省、市、自治区、各

系统特别撰稿人及撰稿人共有 233 人。为填

补我国图书馆年鉴的空白, 他们齐心协力, 同

炉共冶, 充分显示出这部 140 万字巨著的学

术权威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体现出组织者的

才干, 体现出人人参与的深厚根基, 我想这是

这部年鉴成功的要诀。

当然这部年鉴并非处处尽如人意, 除广

告外, 可能因经费所限, 竟无一幅彩色或黑白

插图, 缺少直观照片, 非常可惜。扉页的书名

字号太小太细, 版式显得空旷, 与巨著很不协

调, 附录 3“图书馆学期刊名录”收录的刊名

字号至少有 3 种, 大小不一, 悬殊过大, 为终

审不细所致。附表 5 中,“各省、市、自治区及

各专业系统图书馆学会简况表”, 仅仅两页一

颠一倒, 非常不顺眼, 使用起来亦不方便。此

外, 目录中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概

况”及“主题索引”两项均无页码标识, 不易查

找。

上述疏漏虽不影响全书整体质量, 却留

下了不应有的遗憾。但瑕不掩瑜,《中国图书

馆年鉴》仍不失为一部图书馆巨著中的精品。

提出这些, 旨在下一部年鉴中得以改进。

本文不属于评论与介绍之例, 故未能深

入探讨书中的内函和精髓, 笔者只是读后的

随笔和札记而已。请行家指正。

李久琦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 研究馆员。通讯

地址: 北京西单。邮编 100038。

(来稿时间: 1997. 12. 16。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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