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善耕

公共图书馆馆藏集散的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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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公共图书馆的经营研究 ,这个课题是无法

回避的。因为从投入产出的效益功能涉入 ,公共图

书馆无疑是知识产品的集散地。与其他类型的集散

地一样 ,公共图书馆这个集散地也必须贴近用户、连

接供需、权衡轻重、讲求通变。

1 　公共图书馆馆藏集散的探视
应当说 ,人气是任何公共场所在任何时候都需

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如同公园要靠鸟语花香、亭榭

楼阁 ,剧院要靠明星名角、精品佳作 ,公共图书馆人

气的凝聚 ,则要靠馆藏、馆员和馆舍。一般而言 ,用

户对作为公共场所的公共图书馆的利用 ,首当其冲

的是馆藏。因而 ,倘若淡化馆员和馆舍等因素 ,公共

图书馆表象上的用户集散的频率和密度 ,反映着深

层的馆藏集散的效率和广度。门可罗雀的公共图书

馆往往是馆藏集散的梗塞所致 ,门庭若市者则常常

由馆藏集散的通畅所导。于是 ,可以这样推论 :若想

能动地驾驭用户的集散 ,必先能动地驾驭馆藏的集

散。在国家财力尚不宽余、投入尚不充盈的阶段 ,为

了扩大驾驭馆藏集散的能动空间 ,公共图书馆不应

抱守“社会需要我”而忘却“我在社会中”,不应孤芳

自赏在市场之外而一概排斥或多或少带有商业气息

的经营行为。其实 ,从历史上的藏书楼到现代的公

共图书馆 ,其藏书的集散并非完全与市场绝缘 ,并非

都没有经营性的通变。

111 　对古代藏书楼的探视

这里 ,分别以明末常熟人毛晋所创的私家藏书

楼汲古阁和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 由国库拨银就杭

州圣因寺藏书堂改建的公办藏书楼文澜阁为例。

汲古阁所集的藏书总量达 814 万卷。其藏书所

集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部分是从其他藏书家手中借

来摹写而就的“影抄本”,大部分则是不惜巨金购买

的善本。其藏书所散主要也是两个渠道 ,一是藏书

家之间的互借互阅互抄 ,二是刊印出版所藏的珍本

书籍销售。据后人考证 ,汲古阁刊印的书籍总计达

600 种 ,包括全套的十三经、十七史及收集了 140 种

书籍的《津逮秘书》。由此可见 ,私家藏书楼藏书的

集散与市场运作和商业行为密切相关。

文澜阁所集藏书 ,其经典和主体乃是总计 316

万卷的国拨《四库全书》。文澜阁之所以设在杭州 ,

除了乾隆皇帝曾多次巡视江南对杭州留下的好感 ,

还绝对与汪启椒、吴焯父子等杭州著名藏书家为助

修《四库全书》呈献大批珍本有关。文澜阁藏书所散

的对象则是文人学子。不少载誉于清乾隆、嘉庆时

期的著名学者 ,如钱大昕、孙星衍、凌廷堪、阮元等 ,

都查阅过并得益于文澜阁的藏书。应当说 ,在文澜

阁初创时期 ,藏书的集散均非商业行为 ,而全靠国家

财力。后来 ,文澜阁不幸倒毁于战火 ,藏书流散。为

了收集收购劫余残本 ,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出钱费

力 ,才使幸存的《四库全书》得以重新入藏于 1881 年

重建的文澜阁。由此也可以说 ,像文澜阁的一类的

公办藏书楼 ,其持久生存并非完全游离于市场运作

和商业行为之外。

112 　对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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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公共图书馆理念中 ,是不允许掺入市

场、商业、经营一类概念的。持这种理念的人士经常

借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

中“公共图书馆原则上应该免费提供服务”这句话来

强化乃至圣化自己的见解。可以肯定 ,绝大多数公

共图书馆绝不会去背离公益宗旨。但面对馆藏集散

方面日益锐化的诸多矛盾 ,不得不借助市场运作和

经营行为来排解坚持公益宗旨过程中的种种困窘。

除却购书经费的不足和书刊价格的暴涨等人所

共知的困窘 ,至少还有三方面的其他困窘。其一 ,讲

究藏书特色的“集”的专指性与满足多数读者需求的

“散”的泛指性之间所产生的困窘。在一些省份 ,这

种理论上的困窘已经演变为现实的困窘。新华书店

等图书销售单位恰是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这种困窘 ,

同时借助自身“集”的广泛性优势 ,对传统的经营方

式进行通变 ,开办有偿服务的读者俱乐部 ,在售书之

外 ,又找到了一条图书收费外借的“散”的渠道。这

些单位经验的总结推广 ,使公共图书馆又增添了用

户进一步流失的加倍的困窘。其二 ,追求网上阅读、

“人机对话”的“集”的时效性与顺应传统阅读方式的

“散”的长效性之间所产生的困窘。在网络时髦的现

阶段 ,一方面 ,电子读物的数量和质量 ,以及相配套

的阅读器、传送器的数量和质量 ,已经成为衡量一个

公共图书馆档次和品位的重要刻度 ,这势必会促使

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去着力追求这种富有现代特

色的“集”。另一方面 ,有条件有能力阅读电子读物

的读者毕竟是少数 ,而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依然

是非电子读物的借阅。由于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失

当 ,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已经产生了两类并存的供需

失调 ,即较多的电子读物只供较少的读者阅读 ,而较

多的读者得不到可供阅读的非电子读物。其三 ,满

足大众需求的“集”的紧迫感与引导读者阅读兴趣的

“散”的使命感之间产生的困窘。目前尚无人给热门

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但热门书现象普遍存在。一

般来说 ,热门书就是时尚书 ,而时尚书却并非全是能

引导读者健康向上的精品书。由购书经费的短缺所

至 ,“鱼”和“熊掌”的兼得只能是理论上的追求。据

了解 ,许多公共图书馆发生的拒借个案中不少是热

门书的拒借。这种常常招致读者强烈意见的困窘 ,

使不少公共图书馆时时处于无奈之中。

林林总总的困窘集中到一点 ,就是馆藏的集散

失衡。之所以造成失衡 ,就是两个并存的原因 ,即现

阶段公共图书馆“集”的流量的相对减少和“散”的需

求的绝对加大。在坚持公益宗旨的前提下 ,尽可能

摆脱困窘或少些困窘 ,是诸多公共图书馆面临的必

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2 　公共图书馆馆藏集散的通变
公共图书馆的“藏”靠“集”所蓄 ,“用”靠“散”所

积。馆藏的集和散 ,是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整个

图书馆事业全部职能的最简单表述。而馆藏集散的

轻重通变 ,则是合理调节集散关系、有效缓解集散失

衡的不可忽缺的阀门。在呈缴本制度在许多省份尚

未落实的当今 ,在馆藏之“集”的流程几乎全靠以货

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完成的当今 ,在馆藏之“散”的

需求已经无法依赖传统的等靠要规则得以妥善解决

的当今 ,为了遏止公共图书馆社会地位的削弱和社

会职能的他移 ,必须也只能较多地依凭自己的创新

精神 ,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轻重权衡、通变集散。其

实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 ,

集散失衡和供需失调一类的予盾并非是公共图书馆

界独有的现象。然而 ,人总是能动的。通过能动的

轻重通变 ,缓解失衡、节制失调是有希望的。

211 　变依“集”而“散”为依“散”而“集”

藏而后用 ,是传统的藏用观。正是这种传统的

藏用观 ,才派生出读物采访靠书单、少数人员划圈圈

的传统工作方式 ,导致基础性的馆藏集散脱节 ,使本

来就有限的购书经费只能获得更有限的实际使用效

益。古人云 :“计财力之所任”。在馆藏之“集”问题

上的量财而为、量力而行原则 ,只能靠对用户进行详

尽的“散”之需的调研之后才能落到实处 ,这里最重

要的 ,是要尽可能地去适应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而

不必去追求表面的时髦和短期的绩效。只有在指导

思想上变“藏而后用”为“用而后藏”,才能将馆藏集

散的聚焦点从“藏至上”转移到“用至上”,也才能最

终迎来公共图书馆的人气。

212 　变单一馆藏集散为复合馆藏集散

目前 ,许多公共图书馆在坚持传统的免费阅读

服务的同时 ,已经开辟了若干谁受益谁缴费的收费

阅读服务 ,如热门书阅览室、自修室。当然此举也遭

来一些非议 ,甚至还受到一些干涉。其实 ,顾名思

义 ,公共图书馆就是公众共有共享的图书馆。间接

来自纳税人的国家拨款所集的馆藏 ,自然属于广义

的公众共有共享。直接来自一部分人的缴费所集的

馆藏 ,理应属于狭义的公众共有共享。此二者 ,和

“公众共有共享”没有质的区别 ,只有量的区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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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关键在于规范 ,在于有章可依、照章办事。该申

办行政事业收费许可证的就去申办 ,该纳税的就去

纳税。只有这样 ,复合的馆藏集散方能“置议设法而

固守”,方能不夭折在执法部门的查处中或新闻媒体

的鞭笞里。

213 　变分散馆藏集散为集中馆藏集散

据了解 ,不少公共图书馆 ,尤其是省级公共图书

馆 ,对购书经费采用分部门分类别切块使用的办法。

这种办法有许多弊端 ,如削减了管理者的集散调度

权 ,弱化了整体聚合力 ,容易造成重复采购 ,容易导

致因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所驱动的对购书折扣使用

的暗箱操作和人为流失。如同其他行业的规模经

营 ,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集散也应当讲究规模。一方

面 ,按当前出版界的发行规则 ,高采购量获得高折

扣 ,低采购量获得低折扣 ,采用定点统配等集中统一

的方式使用购书经费 ,无疑能用同样的钱集更多的

书。另一方面 ,则有利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审时

度势、察似辨异 ,依据馆藏之散的常数和变数 ,更合

理地使用有限的购书经费。

当然 ,由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和各馆条件的千

差万别所决定 ,公共图书馆在馆藏集散问题上的通

变不可能有一定之规。但是 ,有两个情况是肯定的。

一是如果不去进行通变 ,就难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

外部环境 ,公共图书馆事业就难以有大的进取 ;二是

如果盲目地进行通变 ,或者说通变背离了公共图书

馆的既有性质 ,超越了政策法规允许的界限 ,就可能

导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挫折和失败。这样的两类情

况 ,在公共图书馆界都可以找到实例。有的公共图

书馆 ,依然是计划经济年代那套内部管理体制和馆

藏集散模式 ,坐等政府拨款 ,坐等用户上门 ,结果将

自己熬成了无人问津的旧书馆。另有一些公共图书

馆 ,或者倾其所有 ,把能出租和不能出租的房舍全部

出租 ,或者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商业化改制 ,片面地追

求寸土寸金 ,结果让社会失去信心 ,让用户感到寒

心 ,甚至让人怀疑此处是否还是公益单位。

3 　公共图书馆馆藏集散的走向
阮冈纳赞说过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

体”。生长就是变化 ,变化才能生长。为了生长 ,作

为公共图书馆立馆之本的馆藏集散 ,不可能也不应

该永远地拘囿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而作为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我国的公共图书馆 ,同样不可能并且也

不应该完全雷同于国外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集散方

式。价值观念的特殊性 ,经济基础的特殊性 ,决定了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特殊的发展道路 ,也决定了我国

的公共图书馆特殊的馆藏集散走向。

311 　馆藏集散经费的多元化走向

建国以来 ,我国公共图书馆馆藏集散经费始终

只来自国拨一个龙头。许多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不

多 ,更新速度不快 ,原因是集之经费的匮乏 ;开馆时

间欠长 ,阅读条件欠佳 ,缘由是散之经费的短缺。消

除匮乏 ,解决短缺 ,当然离不开国拨龙头 ,但绝不应

该排除同时去拧开新的龙头。在我国 ,作为公益文

化实体的公共图书馆 ,属于社会文化范畴。社会文

化社会办 ,社会文化为社会 ,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的成功之路。只要公共图书馆界摆脱闭关

自守、故步自封的桎梏 ,就能像其他公益文化实体一

样 ,本着相互展示、共同受益的原则 ,既可以与企业

进行单项的一次性的合作 ,更能够搭起市场化产业

化运作的与企业久远合作的平台。倘若运用市场运

作的手段 ,有效地盘活公共图书馆这一公益文化资

源 ,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集散经费将走向多元 ,将呈现

国拨为主、多头扶持的崭新格局。这里 ,公共图书馆

最先的启蒙应当是对自身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

行再认识 ,发现独我之有 ,以供补他之缺。

312 　馆藏集散方式的集束化走向

直到如今 ,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 ,图书馆的馆藏

集散呈现明显的单束特征。通过采访采购 ,馆藏一

本一本地集 ,借助阅览外借 ,馆藏一本一本地散 ,流

速低 ,流量小。毫无疑问 ,这种单束特征还将延续。

然而 ,由于信息密集型数据库产品的可供选择和宽

带网络的逐渐普及 ,加上服务范围向社区向企业的

扩展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集

散势必出现与单束特征并行的集束特征。就集而

言 ,馆内自制的数据库和网络资源供应商推出的数

据库产品本身就具有集束性。就散来说 ,对社区的

集体借阅和对企业的跟踪文献加工服务分别已是量

和质的集束。可以预测 ,随着国家倡导的“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 ,公共图书馆馆藏集散的集束

化走向将会更加明朗。当然 ,作为一个具体的公共

图书馆 ,不能被动地等待馆藏集散的集束化向自己

走来 ,而应能动地走向集束。这里 ,不需要等待外因

激励而只需要依凭内因奋发的 ,就是能动地对馆藏

集散进行集束化探寻。

313 　馆藏集散效益的显形化走向

按传统的运作 ,在购书经费许可的幅度内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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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对馆藏之“集”拥有一定的主动性 ,买什么书

籍、订什么报刊可以自己作主 ,但对馆藏之“散”常常

是被动的。虽然月终年末也可作些到馆读者的人

次、外借书刊的册次等等统计 ,然而对于社会和用户

在利用图书馆后所获取的效益的跟踪却往往是力所

不能及的。因而 ,馆藏集散的效益始终难以进行确

切的评估 ,始终呈现隐性化特征。由于这类情况的

存在 ,也影响了公共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宣传力度 ,弱

化了吸引政府和社会较大投入的磁场效应。目前 ,

由于以一对一全程服务为规范的首问责任制的落

实 ,由于与社区建设相适应的主馆、分馆、借阅点连

锁服务样式的实施 ,由于同国家倡导的“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计划相配套的数据库存储和播发、镜像

站点、远程教育等软件系统的引进 ,馆藏集散效益的

显形化特征已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呈现。也正是由于

显形化特征的呈现 ,使得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获

得更广泛的承认。

结论 :从特定意义上 ,应当感谢公共图书馆馆藏

集散的困窘。正是有了困窘 ,才促使越来越多的公

共图书馆以创新的思维去着力通变。通变 ,不是瞎

变胡变 ,必须通了再变。只有政策通、法律通、用户

通、市场通、目标通、路子通、主管部门通、馆内员工

通 ,才能越变越通。以通变所追求的公共图书馆馆

藏集散的新走向 ,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 ,讲究特定阶

段的特定适度。先分析难度 ,后确定尺度 ,再凝聚力

度 ,对待各方面的不解和意见要有气度 ,才能显现出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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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4 页)需图书馆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在这

些创新过程中 ,加强标准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 ,谁掌握了标准 ,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313 　大力开展图书馆联盟理论研究

图书馆联盟实践的发展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增

加了一个新课题。图书馆联盟实践也迫切要求理论

指导。笔者曾利用中国期刊网对本主题文献进行

“图书馆联盟”关键词检索实验 ,发现 1994 年以来至

今的期刊库只有 1 篇文献专门论述该主题 ,即戴龙

基等著的《图书馆联盟 ———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互

惠的组织形式》。而该主题在国际上的研究却是图

书馆学领域的热点。如 1999 年英国《信息技术与图

书馆》发表“图书馆联盟”专号。HEA THER M. ED2
WARDS在 GAEL IC : The Gauteng and Environs Con2
sortium 中介绍了南非最大的科学图书馆联盟

( GAEL IC)建设的背景和 16 个成员馆的情况。EL2
HANAN ADL ER 在 University Library Cooperation in

Israel : The MALMAD Consortium 中探讨了以色列数

字图书馆服务联盟 ( Israel Center for Digital Informa2
tion Services , MALMAD) 建设与管理的情况。国际

图书馆联盟联合体 ( ICOLC) 发表《请求建议要求与

合同谈判的技术问题指南》的指导性文件。目前应

大力倡导这方面的研究、教学与职业培训。

314 　建立中国图书馆联盟协作体 ,防止新的信息割

据现象

我们一方面鼓励图书馆联盟的快速成长 ,同时

要防止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 ,建

立各自独立的信息系统。各系统之间既不能相互融

合 ,又无法做到资源共享 ,实际上形成一种“信息割

据”的局面 ,并可能演化为新的信息障碍。因此 ,建

立一个由图书馆联盟之间的联合体势在必行。在这

方面 ,美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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