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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状及展望

摘　要　西藏最早的图书馆是 1952 年解放军进藏时建立的一个军内图书室。48 年来, 在中央

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 西藏的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现在已有比较现代化的自

治区公共图书馆 1 所、院校、研究机关图书馆 (室)近 10 所, 全区已有 50% 的县建立了图书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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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 48 年来, 特别是 1959 年实行民主

改革以来,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在全国各族人民

的大力支持下, 在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和 230

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藏地区的图书馆事业也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有了

很大的发展。

1　西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 地处边陲西藏的图

书馆事业发展较晚。最早的图书馆成立于 1952 年, 是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的图书室。当时解放军

进藏时, 是干部、战士用人背、马驮将图书带到拉萨

的。该图书室后更名为西藏工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

现改名为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文化宫图书室。 1958 年,

在陕西咸阳成立了西藏公学图书室, 1965 年改名为西

藏民族学院图书馆。1961 年西藏自治区党校成立了图

书资料室, 1992 年党校图书馆新馆建成。 1978 年 4

月, 在西藏民族学院林芝分院的基础上, 成立了西藏

农牧学院, 并建立了学院图书馆。1979 年 6 月, 西藏社

会科学院开始筹建图书资料室, 1984 年 11 月, 社科院

图书馆大楼建成, 1985 年 8 月, 正式成立了社科院图

书馆。1985 年, 在原西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 成立了西

藏大学, 并建立了西藏大学图书馆, 该馆于 1984 年交

付使用, 次年 3 月开馆。 1983 年, 开始筹建西藏图书

馆。图书馆工程于 1991 年 5 月动工, 1993 年 10 月落

成, 1995 年 5 月 26 日竣工交付使用, 1996 年 6 月 20

日举行了开馆典礼, 1996 年 7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馆。

西藏自治地区图书馆的建立, 揭开了西藏图书馆事业

的新篇章。

2　西藏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基本情况

2. 1　西藏图书馆 (也称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西藏图书馆坐落在拉萨著名的罗布林卡公园东

侧, 占地面积 317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1000 平方米,

是西藏目前最大的图书馆。工程总投资为 1843 万元,

其中基建投资 1440 万元, 设备投资 403 万元, 是西藏

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的公共图书馆, 也是全国建成较晚

的自治区 (省) 级公共图书馆, 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文化

厅。

图书馆主楼建筑 2 层, 局部 3 层, 书库 7 层。馆内

设有少儿、港台、外文、报刊、藏文、开架外借、专家、录

像共 7 个阅览室; 并设有微机控制室、贵宾接待室和

多功能厅; 馆内共有阅览座位 300 个。

图书馆员工核定编制 50 人, 现有工作人员 45

人, 其中 27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占总人数的 60%。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是: 副研究馆员 3 人, 馆员 4 人,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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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馆员 17 人。图书馆设办公室、采编部、阅览部、典藏

部, 并保留参考辅导部和自动化发展部的机构编制。

图书馆现有藏书 59 万册。其中藏文古籍 10 万函

(卡)。古籍大部分是木刻版印刷的, 少部分用金、银、

玛瑙等珍贵材料手写而成, 有很高的藏学研究价值,

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馆藏汉文图书约 45 万

册, 其中 1990～ 1994 年出版的 36 万册, 这些出版物

绝大部分是由内地 500 家出版社捐赠的。外文图书约

1 万册, 另外还有港台图书 11000 册。目前图书馆每年

征订期刊 600 种, 报纸 200 种。

图书馆使用《中图法》类分图书。馆内设有书名目

录、分类目录和著者目录。现有微机 10 台, 已实现了

用计算机对藏、汉文图书的编目工作。

图书馆今后的发展目标是: 藏书具有民族特色, 逐步

发展成为国内外藏学研究资料基地和社会综合教育中

心。

2. 2　院校图书馆
西藏地区的院校图书馆数量较少, 规模也不大, 它

们大部分是由图书资料室发展起来的。

(1) 西藏大学图书馆

1985 年 3 月, 图书馆新馆正式向全校师生开放。

图书馆为 3 层建筑, 总面积 4754 平方米。馆内设有藏

文阅览室、教师阅览室、学生阅览室、报刊阅览室和书

库, 共有阅览座位 300 多个。藏书量为 22 万册, 以藏

文图书为主。图书馆有微机 3 台, 已开始用计算机对

汉文图书进行编目。图书馆设有: 行政办公室、流通保

管部、采编部、期刊阅览部。现有工作人员 26 人, 其中

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12 人, 有中专学历的 9 人; 馆员职

称的 14 人, 初级职称 6 人。

(2) 西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新建馆舍为 3 层建筑, 总面积 4205 平方米。设采

购流通室、藏文分编室、汉文分编室、情报研究室、声

像资料室和报刊阅览室。现有工作人员 14 人, 其中具

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9 人; 现有高级职称 1 人, 中

级职称 6 人, 初级职称 6 人; 藏族占全馆人数的 80% ,

女同志占 80% 以上。图书馆现有藏书 24 万册, 其中汉

文图书 10 万册, 藏文图书 6 万册 (函) , 期刊 202 种, 报

纸 29 种。

(3) 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

馆址在林芝地区八一镇, 建筑为 3 层, 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 设采编室、教师阅览室、学生阅览室、报刊

阅览室和书库。现有藏书为 30 万册。现有工作人员 12

人, 其中有高级职称的 1 人, 中级职称 2 人, 初级职称 4

人。

(4) 西藏自治区党校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为 3 层, 面积约 1500 平方米。设采编

室、报刊阅览室、内部资料室、教师阅览室、流通阅览

室和书库。藏书量为 8 万册。有工作人员 9 名, 其中中

级职称 4 人。

2. 3　西藏各类型、各系统基层图书馆 (室、

站)概况
除上述几个较大型的图书馆外, 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内地的大力支援, 西藏自治区各系统、各地区

的基层图书馆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目前已有各级党校

图书馆 (室) 8 个; 地区级师范学校图书馆 (室) 7 个; 中

等专业学校图书室 13 个; 自治区政府厅、局级机关图

书资料室 33 个; 西藏日报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图书资

料室各 1 个; 地区级群艺馆内设的图书室 5 个; 西藏

自治区现有 76 个县, 其中 45 个县有文化馆 (站)。在

现有 45 个县级文化馆 (站) 中, 内设图书室的达 35

个, 占现有文化馆 (站) 的 77. 7% ; 另外还有 12 个医院

图书资料室。

3　西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的主

要问题

3. 1　地域大、人口少、交通极不方便
西藏自治区面积为 120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

面积的 1ö8, 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人口有 230 万

人, 其中藏族占 94%。交通极不方便。西藏自治区现有

76 个县, 有的县面积达 10 多万平方公里, 而人口只有

1～ 2 万人, 且居住又比较分散。这些客观条件给各级

图书馆 (站) 开展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使图书馆 (室) 难

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3. 2　农牧民文化素质低、扫盲任务艰巨
在西藏, 农牧民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大部分农

牧民不懂汉语, 相当一部分牧民只会讲藏话, 而不识

藏文。因此, 西藏地区教育部门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

任务相当艰巨。这些又严重制约着西藏文化事业和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

3. 3　图书馆 (室)经费紧张
图书馆经费紧张是一个普遍问题, 在西藏图书馆

(室) 中显得尤为突出。例如: 1997 年以前, 西藏图书馆

每年的购书经费只有 10 万元, 从 1998 年起虽增加到

12 万元, 但由于近几年图书涨价幅度大, 各图书馆

(室) 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人头费, 难以购买到更多的新

书和增添新设备, 造成大部分图书 (下转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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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策, 推销项目, 开发智力资源, 形成各类信息无限共

享的循环机制。

4. 6　根据社会信息用户的实际情况, 不定期举办各种

信息检索知识培训班, 以提高用户的科技素质, 培养其

信息查寻和消化能力, 从而提高信息服务效率。

以上这些具有信息产业特点的服务方式, 各院校图

书馆应根据自身规模的优势灵活运用, 或成为信息产品

的生产者, 或成为信息资源的输出者。不管采用什么方

式, 都必须与图书馆的基本性质相符, 不要办违背自身

规律的经济实体。图书馆信息产业所开展的全部活动都

是公益事业的延伸, 既考虑经济价值, 更注重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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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5 页)　馆(室) 内的图书和设备比较陈旧。

3. 4　图书馆 (室)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偏低
目前在图书馆 (室) 工作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学习

语言的, 而学习过图书馆专业或受过图书馆专业培训

的人员非常少, 更缺少相应的外语人才、计算机人才

和文秘人才。

4　西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展望

1994 年下半年, 在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上, 明确提出了“中央关心西藏, 全国支援西藏”

的号召, 并确定了“分片包干, 对口支援, 定期轮换”的

干部援藏政策。目前中直机关和全国 14 个省、市已选

派 3 批干部进藏工作, 援藏期限定为 10 年。中央西藏

工作会议以后, 文化部要求全国文化系统加大援藏工

作力度, 先后拨款 658 万元, 援助西藏地区修建 36 个

文化基础设施。1996 年 6 月, 文化部还在拉萨召开了

全国文化系统第一次援藏工作会议, 全国 14 个省市

文化厅落实文化援藏项目 15 个, 援藏资金累计达 500

万元。1998 年 10 月底, 文化部又在拉萨召开了全国边

疆文化长廊会议暨第二次文化援藏工作会议。孙家正

部长说: 要在思想上明确文化援藏的意义, 要通过促

进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 来进一步推动万里边疆文化

长廊建议。李源潮副部长也强调指出: 开展文化援藏

工作是贯彻中央关于加快西藏发展, 落实“中央关心

西藏, 全国支援西藏”指示精神的一个具体措施。要提

高认识, 增强责任感, 根据西藏发展需要和各地支援

能力, 确定并落实文化援藏项目。采取多种形式, 搞好

文化援藏工作。全国 14 个省市文化厅在经费紧张的

情况下, 克服困难, 从资金和物质上给西藏地区以大

力的支援, 共落实文化援藏资金 426 万元, 促进了西

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1998 年, 西藏地区新建了 4

个县级文化馆 (站) 和 1 个少儿活动中心。另外由江苏

省教委投资 200 万元援建的拉萨市师范学校图书馆

也将于 1999 年夏季投入使用。

同时,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也作出决定: 1998～

2005 年, 向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立项, 申请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 1. 44 亿元, 其中包括建设 6 个地区级和 1

个市级公共图书馆和修建 31 个县级文化馆 (站)。国

家计委已同意, 今后 3 年内, 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西

侧, 将投资 3 亿元人民币, 新建拉萨市大剧院和文化

商城。在文化商城内, 还将新建 1 个公共图书馆。

有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作指引, 在党

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 在西藏自治区各

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西藏地区的图书馆事业

必将会迎来灿烂和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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