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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孙家正
(1999 年 1 月 14 日)

同志们:

今天, 100 多家图书、情报单位汇集在一

起, 共同商量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问题。会

议的主题就是如何更好地搞好图书馆事业, 使

它在科教兴国、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方

面,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会议将讨论两件大

事。

第一件大事是, 认真学习江总书记最近视

察北京图书馆时关于勤奋学习的重要指示, 研

究如何通过图书馆的工作, 促进全社会进一步

形成认真读书、勤奋学习的风气。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时就十分重视图

书馆的工作, 他指出, 公共图书馆是公民的终

身学校, 到中央主持工作后更是经常地、反复

地强调学习问题。在全社会读书、学习的活动

之中, 图书馆要运用自己的独特优势, 做好三

件事情: 第一是宣传、倡导。要宣传总书记关于

学习方面的重要讲话。在北图的讲话已经向大

家传达了, 最近,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

办的领导干部金融学习班上, 又专门以学习为

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已经见报, 题目

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实践、实践、再实践》。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元首、国家领导人, 用这么

大的精力, 花这么多的时间, 以这么高的热情,

专门谈学习问题, 并且身体力行地向全社会倡

导读书。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总书记讲话, 宣传

这个讲话, 宣传读书学习对个人、对民族、对国

家未来的意义。文化部门要把全社会倡导读

书, 大兴勤奋学习之风, 摆在文化工作的重要

地位, 认真研究, 作出部署, 切实抓好。公共图

书馆是公民的终身学校, 要通过各种方式, 比

如读者协会、报刊、广播、电视做好宣传倡导工

作。中央电视台这几年专门开办了读书栏目,

有的是沙龙式的读书漫谈, 有的是介绍新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送优秀散文、诗歌、

小说。尽管如此, 光是看电视、听广播还是不能

代替读书的。中国传统汉字有无穷的魅力, 直

接读书对人的教益、陶冶, 对人的想象力的启

发, 都不是其他方式可以替代的。一个青年有

没有希望, 很重要一条是看他是不是肯勤奋学

习, 看他的读书态度如何。现在社会上是两头

年龄段的人更重视学习。一是老年人, 不少人

七八十岁了, 学习兴趣很高。老年大学这些年

犹如雨后春笋。再就是孩子, 从幼儿园开始认

字、弹琴、背唐诗, 小学生的书包像小山一样地

背着, 以至全社会都呼吁小学生的负担太重

了。很多人在参加工作以后反而不认真学习

了。现在科技的发展, 知识的更新大大加快, 不

注重学习, 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所以, 图书馆

在读书活动中的第一责任是“倡导”。第二是组

织。对于社会的学习活动, 图书馆肩负着组织

的责任。要通过自己的读者群、读书协会、读书

报刊, 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通过共同的

求知的欲望、崇高的情感、高雅的爱好, 把大家

组织到读书活动中来。第三是服务。图书馆是

公益性的事业。它应该为全社会读书活动服

务,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文化是

个很宽广的领域, 各个门类要求各有不同。图

书馆、博物馆, 还有一些革命历史纪念地, 更应

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应继续在这方面加大

投入, 同时, 我们也要通过内部管理机制、运作

机制的转换、工作的改进, 搞好服务。要使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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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工作与科教兴国能够贴得更紧一点, 实效更

多一点。例如, 送书下乡活动, 认真做和敷衍塞

责效果大不一样。不少单位组织文化下乡时,

精心挑选, 根据农民需求, 尽可能把有用的书

送下去, 而且编好目录索引、介绍, 还注意辅导

农民怎么读书、运用。而有些单位却是随便找

一堆书, 一捆就送下去了, 那到底有没有作用,

不得而知。同样一件事情做法不同效果就会大

不一样。总之, 一定要全心全意为社会的学习

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提高科技文化素质服

务。在全民读书活动中, 希望大家做好倡导、组

织、服务这三件事情。

第二件大事, 是研究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问题。这件事情意义深远, 必须与数字图书馆

建设一起来考虑。数字图书馆基本构成是两部

分, 一个叫资源的数字化, 第二个叫做传输的

网络化。资源的数字化就是运用数码技术对现

有资源进行处理, 是基础性工作, 工作量很大。

传输网络化, 就是通过网络实现分散资源的联

网、传输, 便于读者远距离调阅、查询、使用。这

件事做好了, 可以说整个图书馆事业将开始一

个崭新的时代。数字图书馆是高度集约化的空

中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所有进入网络的各个

图书馆、博物馆、资料中心, 都是这个数字图书

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高科

技系统工程。经国务院批准, 北京图书馆已正

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这项工程由国家图书馆

牵头, 大家共同来做, 工作要扎扎实实, 从小到

大, 从基础做起。

对这项工作部里已组织专家多次论证。这

里, 我讲几条原则性意见。

第一是“统一”。数字图书馆是一个现代化

的、高科技的项目, 首先要统一。所谓统一, 起

码要考虑到三个方面, 就是统一规划, 统一技

术标准, 统一运行规则。现在新加坡正在搞一

个数字图书馆, 要成为全世界的中文信息资源

中心。无论从资源, 还是从市场来说, 我们国家

完全有条件, 也应该统一规划建成世界中文信

息资源中心, 这是责无旁贷的。工作要抓紧, 首

先要做的事就是统一规划。有了规划, 工作就

有方向、有标准, 就能少走弯路, 避免损失。按

照岚清同志的要求, 北京图书馆与清华、北大、

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情报所几个单位的联网,

最近很快就要实现了。以后要逐步发展, 在全

国实现资源共享。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既要有

长远的规划, 又有一个分阶段实施的目标。在

部领导下, 北图专门组织了个小班子, 全力以

赴地抓这件事情。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日程在

一个月一个月地往下排, 搞得非常扎实。

第二是“联合”。再大的图书馆都不能独立

担当起社会上的数字图书馆的职能, 必须走联

合的路, 实现资源的共享。所有拥有文化信息

资源的单位都应该是数字图书馆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不联合谈不上数字图书馆。要实现

共享, 首先要抓好共建, 实行统一规划与分散

建设相结合, 大家先把自己内部的工作做好,

按照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做好自己内部的网络,

做好内部资源的数字化。

第三是防止重复建设。中央领导同志多次

指出, 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最大弊端之一是

重复建设造成的巨大浪费。实现资源共享就是

防止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的一个非常有效的

手段。在网络问题上, 要特别注意防止重复建

设。数字图书馆及由此而组建的中华文化信息

网, 将是一个以资源、软件为主的模拟网。它不

准备, 也不需要单独建设自己独立的物理网。

我们将充分利用国家已有的公用信息网, 不搞

任何重复建设。这件事得到了中国电信和广播

电视有线网以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我们把

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将产生一

个质的飞跃,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次会议只是开了一个头, 一天半时间围

绕一个主题, 议论两件大事, 为今后的工作打

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机构改革以后, 文化部以

及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将把图书馆工作放在一

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图书馆为社会和读者服

务, 文化主管部门要很好地为图书馆的工作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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