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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曾功

我 在 学 会 工 作 的 10 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20 周年回顾

　　1978 年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各个领域内正在酝酿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

恢复发展中, 图书馆界的同志们除进行许多

事业的协作项目和考虑各馆的工作发展外,

也提出筹建图书馆学会的要求。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的 1979 年 1 月, 中宣部正式批准

了《关于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请示报告》。

因此可以说, 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诞生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中的图书馆事业领域

里的一件大事。它和我国其他事业一样, 在

20 年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做出了显著

的成绩, 在繁荣图书馆学各领域的研究、促进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

图书馆学会一成立便组织了图书馆界的

专家、学者和广大的年青同志, 开展了对图书

馆学各领域课题的研究与交流, 各省、市及专

业图书馆学会办起了图书馆学的刊物, 出版

了大量的图书馆专业教材及专业书籍, 繁荣

了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展了一

系列的国际性的互访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

流, 许多图书馆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学会联合

会的许多科学讨论会, 并有一批人参加了国

际图联的一些专业组工作。我们也曾受国际

图联委托在我国筹组过年会及会后科学讨论

会。这一切说明了我们图书馆学的研究已进

入了国际性的交流领域。图书馆学研究水平

的提高对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

教育的扩展提高均有直接关系。图书馆学会

除组织过多次各个领域课题的科学讨论会和

编辑出版《学报》外, 还进行过全国的图书馆

学刊物的评优, 进行过图书馆学论文的评奖

工作, 这一切都是促进学术提高的措施。在图

书馆学会直接或间接支持或组织下完成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情报、档案卷的图

书馆部分的编写工作;《中国人名大辞典》中

图书馆人员的材料提供工作及《当代中国丛

书》中图书馆事业卷的编写工作。综上所述,

学会在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面是做

了许多工作的。

1978 年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参加

决执行离任审计等行之有效的制度, 加大执纪力

度等。

面向 21 世纪, 我国图书馆的发展面临着一

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本人结合工作实际对我国

图书馆管理规律作了粗浅的探讨, 也许会对从事

图书馆管理的同仁有一些参考作用。应当深信,

只要我们不断改革和完善图书馆管理体制, 我国

的图书馆事业就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和更广阔

的前景。

周和平　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国家

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通讯地址: 北京市白石桥

路 39 号, 邮编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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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会的筹备委员会及同年 11 月在成都召

开的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1979 年 7 月参加

了在太原晋祠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

会, 我在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

主任, 并主持了第一次学会的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0 月在厦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连

任副理事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1985 年

4 月在四川新都召开的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

上我被推选为理事长。直至 1987 年 11 月在

深圳召开的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卸任了

学会的工作, 被聘为名誉理事。在这 10 年期

间参加过多次各种范围、各种问题的工作会

议, 主持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我是兼职的工作

人员, 所以这些工作的完成都是依靠了各届

的秘书长及学会办公室的同志们积极的工作

和学会的会员们的支持。特别是在筹组 1986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图联第 52 届大会

的会后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学会的第三届代表

大会筹备工作中, 遇到过许多棘手难题, 是依

靠了文化部图书馆司和杜克同志以及北京图

书馆党委和谢道渊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才

解决了困难的, 时至今日想及这些仍充满感

激之情。在学会工作中, 我与各地区、各类型

图书馆的专家同志们的交流、接触中受益非

浅, 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收获。更重要的是, 通

过工作使我们馆与馆、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亲

密的友谊。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

长们均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 是我师长一

辈的专家, 有幸和他们一起工作, 不仅学术上

得到教诲, 在做人做事上也得到很多启发。现

在他们已作古, 心中对他们仍很怀念与崇敬。

10 年在学会工作感受体会颇多, 仅就学

术活动方面提几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1. 学会应该尽量多搞些学术活动, 学术

活动是学会的生命力。通过各种方式的学术

活动使会员真正在学术上获益, 学会在会员

中才会有诱惑力和凝聚力, 会员对学会才会

有需要感。在会员需要学会的情况下, 学会的

工作也会便于推动。

2. 学会的学术活动要讲求实效, 使参加

者都能受益。那种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学术

交流方式尽量少搞。因为人多、专业兴趣不可

能一致, 所以全文宣读不如改成小会请作者

谈谈观点, 进行答辩式的交流更为深刻。因

此, 范围小些、参加者的专业兴趣一致些、题

目选得合适些, 其效果必然好, 参加者必然受

益、满意。学术交流必然涉及某些理论性的问

题, 但是应注意不能脱离我们图书馆事业和

工作的实际, 脱离实际的理论不会有人感兴

趣。

3. 学会的活动要面向全体会员, 既要搞

学术上的专业交流, 也要注意学术上的普及

教育。学者专家通过活动可以受益, 而许多一

般会员通过某些活动应该在学科知识和工作

经验上也能得到提高。如此, 我们的活动才会

不断扩大、不断延续。

4. 为使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繁荣

活跃, 学术民主非常重要, 要让不同观点能够

陈述、能够交流、能够辩论, 在百家争鸣中学

术空气才会活跃, 在百花齐放中学术理论才

会繁荣。

以上几点只是个人管见, 仅供参考, 请予

指正。

佟曾功　原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曾任中

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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