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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事 业 有 利　对 会 员 有 益
——纪念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20 周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20 周年了, 我从参与

学会的筹备工作到任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和

第 2～ 5 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也整整 20 年。回首

往事, 展望未来, 思潮起伏, 感慨万千, 在学会

成立 20 周年之际, 应邀写一点文字, 以作纪念。

1　筹备经过

1949 年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 但

没有一个专业性的组织。50 年代图书馆界的一

些知名人士倡议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 并于

1956 年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但由于种种原因始

终没有成立。虽然如此, 成立专业学术性组织仍

是大家迫切的愿望。1978 年 3 月 26 日～ 4 月 8

日, 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全国古籍善本总目

编辑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些同志又提出了成

立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想法, 我向刘季平同志 (当

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耀辉同志(当时任国家

文物局图书馆处处长) 反映了这个意见, 他们很

支持。当即向各地代表通报了这个信息, 并建议

以北京图书馆名义倡议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本

来只是希望代表们回去后征求意见, 但大家都主

张立即成立筹委会, 经过协商, 推选北京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等

12 个单位为筹委会成员馆, 在京单位为常务委

员馆, 北京图书馆为主任委员馆。从南京回来不

久, 4 月 28 日就召开了常委会议, 决定常务委员

馆各出一名工作人员组成筹备小组, 集中在北京

图书馆办公, 起草《中国图书馆学会章程》(草

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科学讨

论会计划要点》(草案) 等文件, 并进行各项筹备

工作。

1978 年 11 月 16～ 23 日,“全国古籍善本总

目领导小组”会议在成都召开, 与此同时召开了

“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扩大会议”, 讨论了章程

草案和计划要点, 并请已成立学会的广东、湖北、

安徽三省学会的代表介绍经验。

成都会议后, 由国家文物局正式向中共中

央宣传部申请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 并得到批

准, 学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图书馆。

此后, 各项筹备工作抓紧进行。1979 年 6 月

13～ 18 日, 在天津召开了筹备委员会会议, 会议

审定了成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讨论了《章程

草案》和《计划要点》, 拟定了理事人选推荐办法,

代表产生办法及成立大会日程安排。会议还酝酿

了学会名誉理事、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及编辑

委员会的候选名单。与此同时, 筹委会成立了

“论文阅读小组”, 阅读了各地报送的 100 多篇论

文, 并提出意见。至此, 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 为了迎接全国学

会成立大会的召开, 各省纷纷成立图书馆学会,

成都会议前, 全国只有广东、湖北、安徽三省成立

了学会, 成都会议以后到召开全国学会成立大会

时的半年时间里, 青海、四川、天津、辽宁、湖南、

贵州、黑龙江、吉林、山东、云南、甘肃、宁夏、山

西、北京等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学会。建

立筹委会的有陕西、河北、内蒙、上海、江苏、浙

江、新疆、福建、河南、广西等地, 可见大家积极性

之高。

2　成立大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于 1979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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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6 日在太原召开, 同时举行第一次全国科

学讨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 29 个

省、市和自治区, 近 200 人, 是建国以来图书馆工

作者的一次盛会。7 月 9 日的开幕式由上海图书

馆馆长顾廷龙主持并致开幕词, 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齐光和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史纪言讲了话。

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在会上作了长篇讲

话, 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1. 伟大的历史转变。

2.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大作用与落后现状。

3. 关于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三项要求和几个

关系问题。4. 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他的讲话对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刻

的分析, 结合全国的形势精辟地论述了图书馆事

业的未来, 代表们很受启发和鼓舞。季平同志勤

于思考, 善于归纳, 而且每次都是亲自写讲稿, 从

来不要别人代笔。他总是从战略和原则的高度分

析问题, 每次听他的讲话都有视野扩展, 境界提

高的感觉。

于光远同志应邀作了报告。邀请他专程到

太原来, 是因为他是我国著名的学者, 当时担任

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

而且在延安时做过图书馆工作, 建国初期兼任过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 至今对图书馆事业非

常关心, 学会准备聘请他为名誉理事。他说来太

原前正在中宣部开会, 中途向主持会议的胡耀邦

同志请假, 说要到太原去, 耀邦同志问, 你到太原

去干什么? 他说去参加图书馆学会成立会, 耀邦

同志说, 你代表我向他们问好, 祝会议成功。

于光远同志主要讲了图书馆的作用和怎

样搞好图书馆工作。对于图书馆的作用, 他说:

图书馆工作, 在我们国家应该说还没有摆在应

有的地位。我觉得应该和大家一起为加强图书

馆事业做些工作, 因为现在迫切需要图书馆为

四个现代化服务。图书是人类文化的结晶, 人

类的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很大程度上是

靠图书, 人的经验写成了书, 经验就转化成文

化了, 才能传下去, 才能推广。图书馆工作是很

重要的工作, 各方面都需要它, 各行各业都需

要。要实现现代化, 没有文化怎么行? 什么叫现

代化, 现代化就是高度文化、高度文明嘛! 现代

化哪个不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啊。“四人帮”是摧

残文化的。由于“四人帮”的摧残, 我们的工作

受到很大破坏: 图书被乱扔, 资料被销毁, 既有

外伤, 又有内伤。现在国外很流行“智力投资”

这个名词, 智力投资即文化方面的投资, 可惜

对这一条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 文化不提高,

什么东西都搞不了。我们图书馆事业的投资在

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可以算一笔帐, 从建国以

来国家花了多少钱? 当然不能说没有花点钱,

但是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 这说明文化的落

后, 也说明我们对文化认识的落后。一个有觉

悟的人, 特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决不能容

忍对文化认识的落后, 对图书馆不重视, 是对

文化认识落后的一种表现。我们现在有文化的

人与我们的需要相比实在太少, 有专门知识的

人尤其少。没有文化知识, 就会发生很奇怪的

事情, 所以一些很难想象的愚蠢行为在我们国

家出现是必然的。

关于如何做好图书馆工作, 他说: 我们是

图书馆工作者, 怎样让社会上重视图书馆事

业, 这个责任还在我们。人们对这个行业不了

解, 没有尝到图书馆的味道, 就不知道图书馆

的重要。我们要做好图书馆组织工作、咨询工

作等, 用自己的行动来宣传图书馆的重要性和

它的责任。图书要保管好, 但充分利用应作为

图书馆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

于光远同志的这些话是 20 年前说的, 现在

读起来还是觉得非常亲切, 非常深刻, 有些话

是有先见之明、有现实意义的。

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章程》,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 刘季平任理事长,

丁志刚、黄钰生、顾廷龙、汪长炳、梁思庄、佟曾

功任副理事长, 我任秘书长。20 年过去了, 当年

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中除了佟曾功一人健在

外, 其他人员都已相继作古。他们是我国图书

馆界有卓越贡献的领导者和著名学者, 他们的

光辉业绩和高贵品质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在成立大会的同时, 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科

学讨论会, 这次会议收到全国各地大量论文,

经过评选推荐到大会的论文有 174 篇, 有 5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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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宣读论文, 大家热

烈讨论, 畅所欲言, 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北京图

书馆副馆长丁志刚致闭幕词, 1979 年 7 月 16

日成立大会圆满结束。

大家一致认为, 这次会议是成功的, 成立

图书馆学会, 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重大

意义, 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当时大家觉得图书

馆在社会上是容易被遗忘的角落, 久经磨难终

于有了自己的组织, 有了自己的家, 感慨万分,

心情振奋, 对学会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3　任重道远

中国图书馆学会的 20 年, 正是我国改革开

放的 20 年, 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学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20 年来, 全国和省、市、自治区

及专业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促进了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的繁荣, 这是我们应该充

分肯定和引以为荣的。

但是,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 经历了 20

年的学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首先来自客

观条件, 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对其

成员没有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约束力, 也

就是说没有“权”。学会不是经济实体, 经费来

源现在主要靠政府资助和会员会费, 但政府资

助会逐渐断奶, 会员会费杯水车薪, 也就是说

没有“钱”, 加上有的挂靠单位的领导支持不

力, 致使学会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其次是来自

主观因素, 学会既无“权”又无“钱”, 只有依靠

自己良好的形象和出色的工作把会员团结在

自己的周围, 这就需要自己的努力。刚成立学

会时, 人们只希望有个“家”, 现在不同了, 大家

需要这个“家”为他们做些事情。如果由于种种

原因, 学会很少甚至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 就

容易引起会员的冷漠和不满, 致使学会对会员

的凝聚力不强, 会员对学会的依附感差。我们

不妨调查一下, 有多少人以“我是中国图书馆

学会会员”为荣? 有多少人遇到难题时找学会

解决? 有多少人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求助于学会帮助? 答案可能不容乐观。这里有

一个根本的问题, 成立学会的目的是什么? 也

就是说, 学会有什么“价值”? 马克思说:“价值

这个普通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

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其实, 价值是客观

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 学会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会员的需求与满足之间, 一个失去

群众的群众组织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

1984 年 4 月在四川新都召开的第二届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上, 在一次发言中我讲到, 学

会的生命力在于“对事业有利, 对会员有益”。

所谓对事业有利, 就是学会的工作要促进我国

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对会员有益, 就是

使会员从学会得到益处, 10 多年的体会, 我更

坚定了上述看法。在这方面学会是可以大有作

为的。在事业的发展上, 可以抓住一些重大问

题进行调查研究, 提出方案向有关部门反映,

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图书馆法”,

而依法治馆是关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生存与发

展的关键问题。又如现在我国图书馆界各自为

政, 如果不进行合作, 走资源共享之路, 我国图

书馆事业没有希望。再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冲击, 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 使一些图书馆工

作者的职业道德信念产生危机, 在这种情况

下,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制定图书馆职业道德

规范非常重要。在这些方面学会都可以起促进

作用。对会员来说学会应关心会员的切身利

益, 做些实事使他们感到得到益处, 例如开展

学术活动, 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 帮助他们达

到评定职称的条件,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等。

我始终认为, 学会作为一个学术性团体,

工作做好了, 在社会上受到重视与尊重, 对本

行业的从业人员存在着巨大的号召力, 这种自

豪感和荣誉感所产生的归属感是用“权”或

“钱”不能得到的。只要我们积极进取, 励精图

治, 学会一定会兴旺发达。

谭祥金　中山大学信管系教授。曾任北京图书

馆副馆长,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 2～ 5 届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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