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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新 的 思 路　全 新 的 事 业
——《特色图书馆论》评介

摘　要　《特色图书馆论》是我国第一部特色图书馆的研究专著。全书共 5 篇。第 1 篇理论思

考, 第 2～ 4 篇探索实践。该书具有篇幅小而容量大, 提出新思路、开拓了新视野,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等特点。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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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杜克和周济洋任编委会主任、汤旭岩担纲主

编的《特色图书馆论》一书, 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在序中称它是“一部可资

借鉴的好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特色图书馆的研究

专著。作为一部拓荒性著作, 它的出版, 是特色图书

馆建设的可喜可贺之事。

通览全书, 笔者以为它至少具有如下长处和特点。

第一, 与时下动辄数十万言、上百万言的皇皇

巨制相比, 只有 15 万余字的《特色图书馆论》只能算

是小册子了。然而, 一部书的价值是不应也不能以其

字数的多寡来衡量的。篇幅小、容量大, 是本书最值

得称道的长处。

全书共 5 篇。第 1 篇理论思考。市场经济的冲击

使公共图书馆举步维艰, 出现了生存的危机; 但同时

它又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将图

书馆改革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考察, 特色图书馆是时

代的产物。第 2～ 4 篇探索实践。前两篇分别记述了

京沪两地公共图书馆于 80 年代中、后期相继实行特

色服务的情况及其良好的社会效益。第 4 篇记述了

湖北省借鉴京沪两地特色服务的经验, 创办特色图

书馆的步骤、方法和效果。将特色服务升华为特色图

书馆, 既是服务观念的一次更新, 又是办馆方向的跨

越。第 5 篇回顾与展望, 简略回眸特色图书馆理论与

实践历程, 着重分析和预测 21 世纪中国图书馆的走

势,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 中国图书馆将必然朝着

特色方向发展。

本书编著者不局限于对中国内地特色图书馆实

践的探索, 还对世界图书馆事业作全景性鸟瞰, 参考

和借鉴国外和港台地区创办各具特色的图书馆的实

践方法, 读之能给人以诸多的启示。

第二, 提出了新思路, 开拓了新视野。70 年代末

到 80 年代中期, 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为辉煌

的阶段。但只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 便好景不再, 出现

了令人尴尬的局面: 本来门庭若市的图书馆几乎门可

罗雀。由于新增藏书量逐年递减, 难以让读者终饱以

飨, 加上服务水平不高, 读者莫不有一种淡淡的迷惘

和烦恼。这种现象引起了包括图书馆学界在内的社会

各界的关注。1989 年, 黄宗忠先生连续撰文指出: 中

国图书馆事业从 1985 年开始进入“低谷”[1～ 2 ], 被称

之为“低谷论”。翌年, 上海《图书馆杂志》展开了为期

1 年的讨论, 共发表文章 18 篇, 赞成者有之, 反对者

亦有之, 有人甚至认为不是“低谷”, 而是“低估”[3 ], 大

谈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 不妨称之为“繁荣论”。两

论对峙, 孰是孰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其

实, 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繁荣的背后, 同时隐含着一种

令人难以自安的困境,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面

对现实, 找准位置, 抓住机遇, 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迎

接挑战, 才能摆脱危机, 走出困境。

抓住机遇, 从改善各自的藏书结构入手, 在深化

服务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推行图书馆特色服务,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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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益的尝试。特色服务于 80 年代中期出现在北京

的一些区县图书馆。其后为上海一些区县图书馆所

效法, 继而普及到全市公共图书馆系统, 并逐步深入

到街道、乡镇图书馆,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特色服务”

景观, 它与上海经济发展一同起步, 给这个国际大都

市注入了活力。有声有色的特色服务活动引起了理

论工作者的关注。1990 年末, 上海《图书馆杂志》编

辑部提出将“展开关于‘图书馆特色服务’的讨论”,

“亦可能就能否在某种条件下将某一级公共图书馆

办成特色图书馆”进行探讨[4 ]。在次年连续 6 期刊发

了相关文章。

1992 年, 湖北全省开始了特色图书馆工程建

设, 这是对京沪两地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的一次突

破。为配合特色图书馆的建设, 从 1993 年 9 月起, 湖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推出周济洋主编的《特色图

书馆丛书》。这套丛书包括了 20 个特色图书馆的 20

种专业文献书目索引。

至今“特色图书馆”, 对于业外人来说, 还是一个

颇为陌生的名称, 即使是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图书馆

界人士, 也多是闻其名而不知其详。因此, 迫切需要

回答何谓特色图书馆、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等诸多

问题。仅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图书馆论》的出版也

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本书的编著者中,

既有特色图书馆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又有它的实践

者。他们怀着将特色图书馆建设推向普遍、快速发展

的强烈责任感, 通力合作, 对特色图书馆理论进行了

有益的探讨。融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于一体, 是本书

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在汹涌而来的商品化大潮的猛力冲击下, 图书

馆由昔日的辉煌而成为一时的无奈, 图书馆工作者

没有因此而消极观望, 也没有怨天尤人, 更没有放弃

过冲出困境的努力。在诸多的改革措施中, 推行特色

服务, 创办特色图书馆, 不失为开拓性的创举。《特色

图书馆论》以 3ö5 的篇幅, 详实地记录了京沪两地公

共图书馆实行特色服务和湖北省实施特色图书馆工

程建设的实践, 展示了特色图书馆从萌芽到产生, 从

壮大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如果说, 实行特色服务是公

共图书馆优化馆藏、提高服务质量的一种办法的话,

那么, 兴办特色图书馆则是开拓了公共图书馆事业

建设的一条新路。短短几年间, 特色图书馆已成为荆

楚大地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5 ]。特色图书馆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

导。理论来源于实践, 也应该指导实践并促进实践。

特色图书馆理论来自于特色图书馆实践, 作者从特

色图书馆实践活动中抽象出特色图书馆理论, 并努

力加以升华, 经过不断地提炼和概括, 使之由零碎而

系统, 然后再将其渗透到自己创造性的实践中, 接受

实践的检验, 使其不断完善。这种从实践中抽象出

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理论, 内涵厚实, 更能显示出

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为特色图书馆实践提

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特色图书馆的概

念作了全新的认识和阐释; 对其类型、特点作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 辨析了“特色图书馆”与“图书馆的特

色”的不同之处, 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阐

明了特色图书馆与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关系, 对其

相同于公共图书馆的共性和区别于其他公共图书馆

的个性, 一一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精辟入里, 深入浅

出, 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发前人和他人所未发, 为

图书馆学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 理论探索比实践探索更艰苦。

《特色图书馆论》集京沪鄂三地区 30 人之力, 历经三

载, 数易其稿, 始得付之剞劂, 可见理论探索的艰辛,

亦见编著者们严谨的态度。徐文伯在“序”中对编著

者“以一种负责、求实、创新的精神, 向全国图书馆界

亮出自己的胆识、勇气和智慧”深表赞赏。一个理论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特色图书

馆论》为特色图书馆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是

一部特色图书馆研究的力作。

特色图书馆是一个新生事物, 特色图书馆事业

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惟其“新”, 才更需要多作深入的

研究, 它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和

参与。特色图书馆目前尚处在初创阶段, 国内外在这

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书末附录“特色图书馆论著论文

索引”汇集了我国 90 年代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共

收录文献 77 篇。若除去特色服务研究的篇目, 特色

图书馆研究只不过 30 余篇。它们多集中刊发在少数

几家专业学术刊物上, 且多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特色图书馆论》的出版, 为特色图书馆研究开拓了

一个新的视野和理论起点。本书还只能算是阶段性

成果, 深入研究还有待继续。

《特色图书馆论》也并不是没有訾议之处。对特

色图书馆的概念, 书中列出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 限

于篇幅, 对它们未能展开讨论。对特色服务和特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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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认识中也有些不能让人苟同、颇值商榷的观

点, 如: 有人说, 搞特色服务是“以感想代替政策, 见

异思迁, 在‘特色服务’的掩护下使图书馆异化”, 并

进而提出,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为特定对象

服务的形形色色的图书馆, 我国“公共馆怎能邯郸学

步而照葫芦画瓢呢?”[6 ]有人提出, 特色图书馆是一

个“生造”的名称,“明显缺乏科学定名所需的逻辑稳

定性”[7 ]。这些观点, 都是在本书付梓前见诸专业学

术刊物上的, 是耶非耶, 惜乎在书中未有论及。此外,

对 90 年代兴起的特色图书馆和 20 年代在上海出现

的与现代“特色图书馆”意义较为接近的“通信图书

馆”和“蚂蚁图书馆”的渊源关系, 书中虽有简明的揭

示, 却乏精到的分析。尽管此书存有缺憾, 但瑕不掩

瑜, 它仍不失为一部拓荒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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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视分类表编制、修订的规范化, 在统一配

号、统一列类体例、统一注释格式与用语、规范类目

名称、实现参照的双向化等方面, 较第三版有了明显

的提高。

( 5) 重视“用户保证原则”, 修订中不但充分采

纳用户的意见, 同时还为用户使用分类法提供便利,

如增加沿革注释, 使用户了解类目修订的来龙去脉、

掌握修订的情况, 便于改编已入藏的文献; 使用“停

用类目”, 尽量避免两版分类法类号的冲突, 为用户

改编文献提供了一个版次的时间; 类目修订号码不

敷使用时, 尽量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扩号、配号, 减少

类号冲突的可能;《使用手册》的编写与分类法修订

同步进行、同时出版, 使用户学习、掌握、使用新版分

类法有了依据。

当然,《中图法》第 4 版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应

该在今后修订中引起重视:

(1) 各类修订不够平衡。除去学科发展的不平

衡性造成不同修订幅度外, 也存在一些人为因素, 某

些类基本没有修订。

(2)《中图法》编制中原来存在的类目设置不平

衡、细分深度差异较大的问题, 在本次修订中没有得

到根本消除。

(3) 虽然修订中也删除、归并了部分陈旧过时、

使用频率很低的类目, 但这方面的修订还存在不足,

不少类中还保留着无文献保证或陈旧的类目。

(4) 类目的规范化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但还

存在遗漏。

(5) 本次修订工作仍采用传统的手工方式, 既

影响修订的速度, 又影响修订的质量, 如果能先研制

《中图法》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修订效果无疑会更好。

(6)《中图法》第 4 版的印刷版没能与机读版同

时出版, 从方便用户角度来说也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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