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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春天的启示
———学习《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

摘　要　一场 SARS 危机 ,给刚刚开始实施《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的图书馆员们带来了

诸多启示 ,例如 ,应当明确职业责任、树立公民意识、不得知而不办 ,等等。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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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的春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 SARS 危机 ,使

每个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广大的白衣战士 ,关

键时刻冲在第一线 ,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职业的赞

歌 ,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与此同时 ,我们的政府

通过各种媒体 ,向大众宣传防治非典的常识 ,包括常

洗手和不要随地吐痰等 ,不少地方重点治理随地吐

痰、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 ,

我们不得不重罚不文明的小事 ,未免太过于沉重。

恰逢此时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颁布施行 ,

两件看来不相干的事都同时发生在 2003 年的春天 ,

但其间却有太多相似的启示。

启示之一 : 　明确职业责任

或许每个人都有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尚未感染非

典的庆幸。回想过去的 24 小时 ,就餐没有吃到变质

的食品 ,乘车没有遇到非典潜伏者 ,走路没有碰上抢

劫 ⋯⋯曾几何时 ,人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的忧心 ?

如果说在封闭的农耕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依赖

只是局限于一个极小的生命链 ,而现代社会中 ,人类

生存的生命链则是一个网络 ,一旦我们选择一份职

业而参与社会分工时 ,就必须学会做一个依靠别人

并且也对别人负责的“人”,这就是职业道德。

不少人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或职业无足轻重 ,在

这个生命攸关的春天 ,只要某一个环节出了错 ,都可

能危及他人的生命。图书馆如果不注重环境文明 ,

也就可能成为非典的传染源。从读者个人的角度

说 ,来到图书馆主要是为了获取知识 ,为了一本书、

一个数据 ,如果他得不到满意的结果 ,就可能影响他

的生活、教学或科研 ;从社会文明的传承与文化的传

播的角度说 ,图书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社会部件 ,为

此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描述过这样一幅思想实验

远景 :“如果我们人类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被破坏

了 ,而图书馆保存着 ,那么人类仍然能够重新发展 ;

如果图书馆连同所有的机器、工具都被破坏了 ,那么

人类文明的重新出现就会是几千年以后的事了。”图

书馆员的责任也在于此。

也有不少人不安心自己的职业 ,因为当初之所

以选择图书馆这个职业 ,大多是被调剂进来的 ,看到

那么多令人羡慕的金领、白领 ,总是有些不甘心。而

在这个春天 ,白衣战士用自己的行为对职业道德作

了最好的诠释。当然 ,医务人员并不是因为 SARS 才

伟大。伟大同时是一种敬业。正如钟南山院士所

言 :“你在你的本职岗位上 ,你能够做得最好 ,这就是

最大的政治。”业务技能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但

高度的职业责任和职业精神是必须具备的。

中国图书馆界需要一批把图书馆当做事业而不

仅仅是谋生饭碗的员工。

启示之二 : 　树立公民意识

非典的源头在哪里 ? 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在

众多的谣言里 ,有一种传闻把民工视为源头。这种

说法 ,使人想起罗马帝国总是把基督徒打成瘟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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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魁祸首的情景 ,以及中古时代黑死病流毒欧洲时 ,

法国人散布的犹太人在井水中下毒害人的故事。可

见 ,这种社会不平等与歧视的阴影至今仍萦绕在一

部分人的心头。联想到改革开放前办借书证还要单

位证明的做法 ,以及至今还横挡在读者面前的种种

不便于利用图书馆的“规定”,检讨我们的职业态度

也就更显得必要。

捍卫人的尊严是宪法的最高价值。《中国图书

馆员职业道德准则》首次在中国提出的“维护读者权

益 ,保守读者秘密”,跳出了传统图书馆学中关于“读

者”的观念。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强调了图书馆服务

的平等性 ,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

馆宣言》精神 ,突出人人都有文化权利的主旨。文化

权利是公民参与文化生活和创造文化成果的权利。

参与文化生活包含很多内容 ,最基本的是公民的受

教育权。图书馆是公民终身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阵

地。我国已正式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 ,我国的整个文

化体制和文体立法将受到巨大的挑战。从法制的视

野看 ,我们过去的一些做法的确值得反思 ,我们的一

些制度往往更多强调读者的义务 ,从大量义务性的

规定出发建章立法 ,结果读者的权利被压抑 ,一定程

度上也被剥夺了。诸如限制办借书证、限制进入图

书馆、限制利用图书馆、服务的“区别对待”,以及对

弱势群体的忽视等。

树立公民意识 ,就是从公民的角度来关注“读

者”。公民这个概念 ,是西方的产物 ,它主要强调的

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不能随意侵

入个人生活领域。孔子的“有教无类”,可以说是中

国教育“公民意识”最早的启蒙。现代科技的发展 ,

使文化服务可以借助网络得以无限地扩张 ,这应该

是人类的福音 ,但是科技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数字

鸿沟的产生就是例证。图书馆的现代化不仅仅是设

备的现代化 ,而且是如何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把知识

送到知识贫困者的手中。

当然 ,图书馆从贵族走向平民 ,并不表示读者可

以在图书馆肆意践踏知识。管理一所面向大众开放

的、现代化图书馆 ,比管理昔日封闭式的图书馆要困

难得多。读者公共道德淡薄和种种不文明行为 ,其

根源也在于公民意识的缺失。现代化图书馆要注重

创造一种特有的阅读环境 ,尊重读者 ,文明自己 ,讲

的就是人造环境、环境塑造人的道理 ,也是图书馆服

务最重要的理念。

启示之三 : 　不得知而不为

“不得随地吐痰”应该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但在

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随地吐

痰的人。很显然 ,有些人正在摧毁着社会的道德基

础。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道德、注重个人操

守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涵盖了做人行

事、待人待己 ,于国于家的方方面面 ,体现了几千年

文明发展史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论语·述而篇》说 :

“志于道 ,据以德。”《孟子·公孙丑下》说 :“尊德乐道。”

《老子》说 :“道生之 ,德畜之。”讲的都是道德问题。道

德是社会的基石。

所谓道德 ,从表面上来说 ,只是一个道德意识、

道德观念、道德标准 ,是一个人处于不同场合和不同

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尺度 ,可实质上它却是

一个集自己对自我形象的自我认知、自我情感的自

我控制、自我意志的自我张扬三者为一的一种力量。

职业道德同时是一种职业形象。试想 ,在建筑一流

的图书馆 ,只有一流的设备 ,而没有一流的服务 ,图

书馆员这将是怎样的一种职业形象 ? 我们不少人总

是在抱怨图书馆员没有地位 ,那么 ,你是否注意过自

己的职业形象。联想到我们的一些出访代表团中的

部分团员 ,在国外随地吐痰、乱丢果屑、在有明显禁

烟标识旁“吞云吐雾”等种种表现 ,我们道德修养已

不再是小事 ,尤其在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下 ,细节已

不再是细节 ,个人修养同时代表中国人的尊严。

面对图书馆存在的种种道德失范的现象 ,中国

图书馆学会适时地组织制定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

道德准则》,该准则以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为指导 ,从法制的高度 ,参照发达国家

图书馆员的职业伦理 ,为现代中国图书馆员立了一

个道德的标尺 ,既顺乎时代 ,也符合常理。但是任何

职业规范 ,如果没有道德的规则意识与之对应 ,就只

能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或是一纸空文。

所谓规则意识 ,首先是关于规则的知识。法理

上的一种推定权利 ,即法无明文禁止的就是可行的。

国家已有明文规定不得随地吐痰 ,随地吐痰就是违

法 ,就得重罚。图书馆员有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准则 ,

也就是用法的形式规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为。俗话说 ,不知不为过。职业道德准则的试行 ,第

一大任务就是让全中国的图书馆员都知道 ,并自觉

践行。孔子曾教育弟子说君子有三患 :“未闻之 ,患

不得闻 ;既得闻之 ,患不得学 ;既学之 ,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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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蒸汽法揭开粘连图书。再以装帧为例 ,一旦进馆

新书封面封底达不到要求 ,必须重新装帧。有人把

它看做是书籍现代艺术中与中国、日本相并列的第

三源流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1 ] 。据介绍 ,从 1993

年到 1997 年 ,已有 40 万册图书做过装帧处理。目

前 ,每年装帧 10 万册图书 ,大约 30 %左右的图书经

过装帧后才能进入流通部门。

312 　实践与理论指导相结合

在理论界 ,通常将包括图书遗产在内的文化遗

产的保护分为三大方面 :预防、保护、修复。由 1 个服

务中心和 5 个保护修复部门组成的保护部按照工作

性质分成三大方向 :预防、保护、修复和大规模处理。

这是理论指导的结果。

理论上非常强调“预防”措施 ,实践中可以看出

许多“以防为主”的做法。图书的初始化处理是典型

的预防措施。再例如 ,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 ,除了配

备防火设备、组织灾害计划学习日等活动外 ,图书馆

安装了许多厚实的铁门。一旦发生火灾 ,可以关闭

火灾区的大门 ,防止火势蔓延。

在修复工作方面 ,理论上提出了五大原则 :可逆

性、可见性、尊重传统技术、装帧修复的精确性、材料

与修复产品之间的协调性。各修复部都设立了实验

室 (理化实验室、生物实验室等) ,以帮助解决在图书

修复过程中围绕五大原则出现的各种问题 ,确保修

复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313 　点面结合的保护策略

由于专业的细化 ,图书保护工作落实到每一个

环节。以旧馆修复部为例 ,按照工作职能分为普通

修复室和特别修复室 ,后者进一步细分为木版画工

作室、地图工作室、钱币奖章工作室等 ,分别负责古

代照片、木版画、绘画、大型地图、布告、地球仪的修

复和金属表面的除污。“点”的工作是具体工作 ,主

要由 B 系列的专业技术员完成。“面”的工作由 A 系

列的人员分头负责。“点”和“面”相结合使得各项保

护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314 　馆内合作与国内国际合作相结合

在馆内 ,依靠服务中心的协调 ,各个保护修复部

门合作非常密切 ,使得各项保护和修复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同时 ,由于保护工作队伍中有图书馆员、

艺术家 (装潢家、修复工作者、摄影家等) 、科学家 (物

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 等 ,来源很广 ,他们又经

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学术交流或学习日活动 ,从

而与社会各界 (尤其是文化部、大学、实验室) 建立了

广泛联系。此外 ,保护部门接待国外访问学者 ,与国

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

例如承担欧盟“缩微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项目”等。这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使得国家

图书馆的保护工作不仅在法国遥遥领先 ,而且朝着

领先世界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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