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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

范并思

摘　 要　 阅读推广现已发展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 阅读推广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包括阅读推广的定义，它与图

书馆服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关系等。 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是全体公民，重点是特殊人群。 阅读推广的理论特征

包括阅读推广的属性定位、目标人群、服务形式和价值基础。 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阅读推广的最终目标是通过

阅读提升公民素养，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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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图书馆事业，除了信

息技术给图书馆服务带来的变化外，最大的变

化莫过于阅读推广成为了图书馆的主流服务。
图书馆人顺应社会发展给图书馆带来的挑战，
持续推动阅读推广的发展，使阅读推广从以往

自发的、零星的、补充式的图书馆服务，发展为

图书馆服务中最具活力的、充分体现图书馆核

心价值的自觉的图书馆服务。 阅读推广的发展

带来新的理论问题，对于阅读推广理论的研究

正在形成新的图书馆学理论领域。

阅读推广能够成为图书馆的核心领域，首
要因素是现代社会对阅读的关注度上升。 进入

１９９０ 年代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公民素

养的要求提高。 各国政要意识到，无论是推行

民主政治，维持社会稳定，还是提升经济，增强

国民竞争力，公民的自我学习能力都是极为重

要的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各国政

府一再出台各种政策或战略，组织大型活动，促
进阅读推广或非正规学习以提升公民素养。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 ４ 月 ２３ 日命

名为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又称 “世界读书

日”），这个日子现已成为全球阅读的重要节日。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素养十年”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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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计划，鼓励各种机构培养公民读写能力和

终生学习能力。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大

力推动阅读，相关政策法规和大型项目举不胜

举。 在全社会关注阅读的潮流中，图书馆始终

走在前面。 １９９４ 年国际图联发布的《公共图书

馆宣言》，将“从小培养和加强儿童的阅读习惯”
列为公共图书馆的首要使命。 ２００５ 年，国际图

联召开信息素养和终生学习高层研讨会，发布

《信息社会灯塔：关于信息素质和终身学习的亚

历山大宣言》，强调“信息素养和终生学习是信

息社会的灯塔，照亮了信息社会发展、繁荣和走

向自由的进程” ［１］ 。 ２００３ 年，英国文化、媒体和

体育部（ＤＣＭＳ）的政策文件《未来的框架》更是

明确了现代图书馆职能向阅读推广的转化。 这

一文件认为，公共图书馆需要不断更新和宣传

他们的社区服务目标，试图基于新的目标为英

国公共图书馆描绘十年蓝图。 报告第一次将阅

读推广放到图书馆事业的核心位置或首要位

置，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应该聚焦于“发展阅读和

学习，数字技能和服务，社区凝聚力和公民价

值”，并以极大的篇幅强调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和促进非正式学习的职能。 报告称现代图书馆

使命的核心有三条，第一条为“阅读推广和促进

非正式学习” ［２］ 。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３ 年将全民阅读工作提

上议事日程并列入年度计划，这是中国图书馆

学会自觉推动阅读推广的起点。 十多年来，中
国图书馆学会不懈地宣传与推动全民阅读：从
组织“４∙２３”阅读推广活动，到评选年度全民阅

读优秀组织和先进个人；从成立学会的阅读推

广委员会，到将“图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写

入《图书馆服务宣言》。 经过全国图书馆界十多

年的努力，阅读推广逐渐从一种自发、零星、补
充式的图书馆服务发展为一种自觉、普遍、不可

或缺的图书馆服务，开展阅读推广的地区从沿

海发达地区走向欠发达地区，主动进行阅读推

广的图书馆从公共图书馆（含少儿图书馆）发展

到高校、中小学图书馆。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图书馆年

会的主题设定为 “ 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

来”，这标志着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全体中国图书

馆人的自觉。

１　 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问题

现代图书馆事业是具有专业化特征的职业

行为，其专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图书馆的管

理与服务具备图书馆学理论的有力支撑。 图书

馆阅读推广属于图书馆实践领域，主要支撑性

理论是应用性理论。 阅读推广应用性理论的功

效是指导阅读推广的具体操作，其内容包括阅

读推广活动的策划、组织、宣传、绩效测评理论，
阅读推广的环境设计与评估、馆员培训与要求、
用户需求与心理理论，对于特定人群的阅读推

广理论，此外还有儿童发展与儿童心理、残障人

士心理与护理等相关理论。 这些理论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还比较缺乏，需要大力推进，但国际

上对于这种研究是有共识的，如国际图联素养

和阅读委员会 （ ２００７ 年以前名为 “ 阅读委员

会”）特别强调理论研究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
该委员会将自身职能定位为“为全体公民将阅

读研究和阅读开发活动整合进图书馆服务，目
的是促进图书馆在这些问题的领导、研究、实

践，以及信息交流方面发挥作用” ［３］ 。 它发布了

《在图书馆中用研究来促进素养与阅读：图书馆

员指南》，强调“研究”能够帮助图书馆员有效收

集数据和实施测评，帮助他们提高推广效率［４］ 。
阅读推广的支撑理论还包括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 基础理论属于间接支撑阅读推广的理

论，它要研究阅读推广“是什么”、 “为什么”、
“应该怎么做”一类问题，解决阅读推广的服务

目标和价值定位，指导图书馆人自觉开展阅读

推广。 从当前阅读推广发展现状看，阅读推广

基础理论较应用理论更为缺乏，已经成为图书

馆人自觉发展阅读推广服务，提升阅读推广内

在品质，普遍开展阅读推广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前阅读推广的理论与实践中主要存在四个基

础理论问题。
（１）阅读推广的定义是什么？ 或者它是否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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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定义？ 阅读推广的字面理解很简单，就
是对阅读进行推广或促进。 这一词汇在中外图

书馆学中普遍使用，但很少有人对其下定义。
如《阅读推广手册》 ［５］ 完全回避了对阅读推广下

定义，《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与阅读促进》 ［６］ 没

有下定义。 定义的难点其实在于对于阅读推广

的基本认识，例如国外一般将休闲阅读当作阅

读推广的主体，那么帮助读者的专业学习是否

属于阅读推广？ 为儿童、残障人士找读物无疑

是阅读推广，为专家教授找读物是否也属于阅

读推广？
（２）阅读推广与图书馆服务的关系是什么？

图书馆的所有服务都与阅读有关，不但外借阅

览服务是直接帮助与促进读者阅读，图书馆的

分类编目等业务也是为使读者更加便利地阅

读，参考咨询服务中与书目工具相关的服务非

常接近阅读推广，即使是从事决策咨询类工作，
大多数也定位于文献信息资源，如提供剪报，促
进阅读的意图很明显。 因此这带来一个问题：
既然图书馆所有服务都与阅读有关，为什么现

代图书馆服务需要如此强调阅读推广？ 为什么

阅读推广能够从传统图书馆业务中脱颖而出，
发展成为一种核心业务？

（３）阅读推广是原有图书馆服务的延伸还

是一种新的图书馆服务类型？ 原有图书馆服务

中有一些服务项目，如新书推荐、阅读辅导，这
些服务项目直接承担对读者推荐或推广图书的

功能，在现代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它们仍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图书馆阅读推广究竟是

不是新书推荐、阅读辅导等原有图书馆服务的

延伸？ 如果不是，这种新的服务与图书馆原有

服务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它的基本特征是

什么？
（４）阅读推广是否符合图书馆核心价值？

现代图书馆学确立了公平服务的核心价值，这
一核心价值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现代图书

馆学还确立了智识自由的核心价值，这一价值

主张尊重读者的阅读自由，不干涉读者的阅读

行为。 但是，现实中的阅读推广往往是针对特

定人群提供特殊服务，并且带有推广性质的服

务有明确的干预性特征。 图书馆学理论应该如

何解释这种服务？

２　 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

２ １　 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分类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是面向

所有人的服务。 面向所有人的图书馆服务不排

斥任何人的参与，但并非图书馆的每一种服务

都适用于所有人。 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图书馆

服务设计时，图书馆管理者需要考虑特定人群

的需求。 图书馆阅读推广作为一种图书馆服

务，也有其特定的目标人群，在研究图书馆阅读

推广时，需要对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进行研究。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类型很多，涉及的服

务边界很广，除了少部分读者具有很强专业知

识，到图书馆主要是为获取专业文献，大多数读

者都能够成为阅读推广服务的目标人群。 但

是，通过对阅读推广目标人群进行观察，发现普

通人群和特殊人群对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需要

是不一样的。
（１）普通人群。 与传统图书馆服务相关的

阅读推广，如新书推荐、读书竞赛，是一种面向

普通人群的阅读推广。 此处所说的普通人群是

具有一定阅读意愿并且具有较好阅读能力的读

者，他们知晓和认同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可以正

常利用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与服务，即使没有图

书馆员的特殊帮助，他们也能够通过图书馆的

外借阅览服务，获得图书馆阅读资源。 尽管如

此，普通读者仍可能因为知识、视野、素养等方

面的限制，难以更好地利用图书馆。 面向这一

读者群体的阅读推广，服务目标是帮助他们更

加高效地利用图书馆，改善他们的阅读品质，并
改善他们对于图书馆服务的评价。 例如漫无目

的找书的读者可能通过图书馆新书推荐目录找

到自己喜爱的新书。 对于这类读者，图书馆员

应该尊重他们阅读时对宁静与隐私的需求，更
多地设计服务型、非干扰型的阅读推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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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

书馆利用已有的借阅数据，制作出毕业生回顾

在图书馆借阅历程的产品，可进一步激发他们

的阅读兴趣。 而个人信息的网络发布则完全由

读者自主选择。 这种推广项目就没有对读者造

成任何干扰。
（２）特殊人群。 图书馆的读者中存在许多

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常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的读者，国际图联图书馆特殊人群服务委员会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关于特殊人群的定义是“不能使用常规

图书馆资源的人群” ［７］ ，该委员会重点关注的人

群是“因生活条件或身体、精神与认知障碍无法

使用现有图书馆服务的人。 这些人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人群：在医院或监狱的人，无家可归的

人，在养老院和其他保健设施的人，聋人，患有

阅读障碍症或老年痴呆症的人。” ［８］ 《公共图书

馆宣言》特别强调，公共图书馆需要为他们提

供特殊服务。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点人群包

括：①因为缺乏阅读意愿不愿意使用图书馆资

源和服务进行阅读的人； ②因为文化程度较

低，图书馆利用技能或信息技能不足，或受到

经济社会环境限制不善于利用图书馆资源与

服务进行阅读的人；③因为残障、疾患、体衰等

原因无法方便地进入图书馆阅读普通书刊的

人；④因年龄太小或太老无法正常利用图书

馆，需要提供特殊资源与服务的人。 这些人群

除了图书馆特殊人群服务委员会定义的特殊

人群之外，还包括缺乏阅读意愿的人、文盲或

半文盲、儿童等。 因为这些人群具有不能正常

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共同特点，本文将他

们统称为特殊人群。
面向普通人群的阅读推广对个人阅读具有

帮助作用，而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则是一

种建立、改造、重塑个人阅读行为的服务，它或

者能够提升人的读写能力与信息技能，或者能

够对阅读困难人群实施有效的救助。 虽然图书

馆开展面向普通人群的阅读推广不是可有可无

的，但就图书馆使命而言，它只是一种辅助性服

务，其重要性远不如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
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在图书馆十分常见，
如送书上门，组织阅读兴趣小组，讲故事或读绘

本，组织亲子阅读、户外阅读活动等。 在国内外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它们是开展最普遍，也
是最受社会欢迎的项目。

２ ２　 阅读推广与公平服务

与外借阅览等图书馆传统服务相比，阅读

推广是一种服务受益读者相对较少，服务成本

相对较高的服务。 例如，馆员给读者讲故事一

般要比管理阅览室成本高。 这就涉及图书馆服

务政策的理论问题：将资源投放到服务少数人

的阅读推广是否有违图书馆的公平服务原则？
图书馆事业的现实状况是，在当今全球图书馆

经济状况不好，管理者追求图书馆效益的时

候，阅读推广这种相对成本较高的服务却逐渐

发展成为一种图书馆的主流服务。 理解这种现

象需要了解现代图书馆为特殊人群提供特殊

服务的理论。
《公共图书馆宣言》称，公共图书馆应该向

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服务，“还必须向由于各种原

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

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

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９］ 。 对特殊人群提

供特殊服务是对所有人公平服务的修正和补

充，开展特殊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走向成熟

的标志。 图书馆为特殊人群服务的概念是从图

书馆为弱势人群服务的概念发展而来。 国际图

联早在 １９３１ 年就成立了“图书馆弱势人群服务

委员会”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９ 年该委员会正式改名为“图书馆

特殊人群服务委员会” ［１０］ 。 名称改变背后所表

达的图书馆服务理念的转变是深刻的：图书馆

为弱势群体服务所表达的理念是慈善或救助理

念，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慈善服务是其社会责任，
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服务都是天然合理

的，不存在异议；而为特殊人群提供特殊服务所

表达的理念则是公平服务理念，《公共图书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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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对特殊人群提供特殊服务的文字就出现

在平等服务条款中，紧随“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

的服务”的表达之后。 之所以要将对特殊人群

提供特殊服务的表述紧随在对所有人平等服务

的表述之后，是因为人们研究图书馆公平服务

时发现，将资源与服务面向所有人一视同仁地

平等开放，并不能天然地保证图书馆服务的公

平性。 因为任何社会中总是存在那么一部分

人，一般是属于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群，或者由于

先天能力不足，或者由于社会教育不良，或者由

于尚未达到可以正常阅读的年龄，而无法正常

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如果图书馆不对特

殊人群提供特殊服务，这些人群将被排斥在图

书馆服务之外，使图书馆的平等服务流于理念

而无法真正落实。
中国图书馆人近年来致力于发展阅读推广

服务，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背景。 当今中国图

书馆界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

问题，就是国民阅读意愿的缺乏。 ２１ 世纪初，公
共图书馆管理者面对市场的诱惑忘却了公共图

书馆精神，在“以文养文”的口号下，让原本应该

承担社会信息保障职能的公共图书馆普遍开展

收费服务。 在许多城市，由收费构成的门槛成

为市民走进图书馆的主要障碍。 ２００６ 年以后，
公共图书馆免费运动逐渐发展，到 ２０１１ 年国家

宣布全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全免费，收费的

门槛被彻底破除。 但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城镇，没有门槛的公共图书

馆内仍然缺少读者。 其实，这些缺少读者的图

书馆存在最后一道门槛，就是阅读的门槛。 不

少人有阅读能力，也有阅读时间和资源，但他们

宁可将时间和资源花费在麻将台，也不愿意阅

读。 朱永新先生在推行新教育实验时，提出培

养“精神饥饿感”的想法。 借助这一概念，可以

看到人其实是可以存在“阅读饥饿感”的。 人不

吃饭会感到饥饿，这种饥饿感是天生的，与生俱

来的。 也有人不读书会感到“饥饿”，产生心理

的空虚、精神的困苦等不适感，这种阅读饥饿感

成为个人阅读的最大动力。 与生理饥饿不同的

是，阅读饥饿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愉悦的阅

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

目标之一，就是培养现有读者和潜在读者的阅

读饥饿感，使更多的人成为渴望阅读的人。

３　 阅读推广的理论特征

从图书馆学理论角度观察图书馆阅读推

广，可以看到阅读推广具有以下理论特征：
属性定位：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服务的一种

形式；
目标人群：阅读推广的重点是服务于特殊

人群；
服务形式：阅读推广是活动化、碎片化的

服务；
价值基础：阅读推广需要介入式服务。
由于上一节已经讨论过目标人群问题，本

节对“介入式服务”的讨论也要涉及这一问题，
本节不再专门讨论目标人群。

３ １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服务

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首先需要将其当作

一种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阅读推广，无论是编

制导读书目还是组织读书活动，无论组织暑期

阅读还是开展亲子活动，其目的与外借阅览一

样，都是图书馆对于读者的阅读或学习的服务。
图书馆阅读推广虽然势必对读者的阅读行为进

行干预，但干预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喜欢阅读、学
会阅读，而不是对读者进行价值观、品行方面的

教育。
我国图书馆界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认识，就

是图书馆承担社会教育的职能。 这一认识影响

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 许多人认为阅读推

广更应该体现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要对读者进

行各种教育，既包括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能力或

信息素养方面的教育，也包括对读者的阅读内

容教育（如读好书、读时事政治教育书籍）、阅读

形式教育（如拥抱书香，远离屏幕），甚至包括对

于阅读过程中个人习惯的教育（如纠正儿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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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姿势，禁止或纠正衣着不整者进馆）。 中国图

书馆界执有这种教育理念有其历史的原因。 杜

威图书馆学信奉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认为教化

读者是图书馆人的使命。 但是，这一近乎神圣

的图书馆使命在 １９３０ 年代以后逐渐受到质疑。
人们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图书馆员有高于其

他人的道德水平，同时公共资金资助的社会服

务需要保持服务的公平性，不得将具有党派教

义的“教育”渗杂其中。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图

书馆权利宣言》问世后，尊重公民使用图书馆权

利的观念逐步确立，教化公民的观念逐步被放

弃。 西方图书馆学进入中国之时，正是杜威图

书馆学时代，教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人。 当西

方图书馆学教化观念开始变革后，中国图书馆

学却中断了对西方图书馆学的了解。 直到本世

纪初中国图书馆人开始研究“图书馆权利”，人
们才更多地了解服务读者是比教育读者更重

要、更根本的图书馆职能。 当然受到社会环境

的影响，这种认识还远未成为我国图书馆人的

共识。
比较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变化可

以看到国际图书馆界对于公共图书馆教育职能

认识的变化。 １９４９ 年版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相

信公共图书馆可以直接参与对公民的教育，宣
言中设有“公共图书馆是民主的教育机构”、“人

民的大学” ［１１］ 这样的小标题，可见它对于教育

的重视。 １９９４ 年《公共图书馆宣言》修订版中仍

然强调公共图书馆是开展教育的有力工具，但
基本精神已经不再将公共图书馆当成从事教育

的“机构”或“大学”，而是提供平等服务的“通

向知识之门” ［９］ 。
对于图书馆服务与教育功能认识的滞后，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阅读推广理论的发展。 由

于阅读推广在很多方面具有与教育类似的特点，
人们很容易将阅读推广当作教育读者而不是服

务读者的图书馆活动。 具体误读表现为两个方

面。 一个是将阅读指导（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当成

阅读推广（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例如中图学会阅

读推广委员会的前称为“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

会”。 阅读指导也可译为阅读教育，一般是学校

语文教学的辅助，图书馆员在辅助学校教育中

常常需要进行阅读指导，是人们将其误读为阅

读推广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是将阅读经验分享

当作阅读推广。 不少图书馆做阅读推广就想到

请名人，特别是文化名人讲座，分享他们的阅读

经验。 名人的号召力对于推动阅读的确有实

效，但名人讲座服务的人群并非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重点目标人群，许多图书馆将大量资源投

放于此而忽略其他阅读推广服务，是不了解阅

读推广是一种服务的表现。

３ ２　 阅读推广是活动化的服务

图书馆阅读推广作为一种服务，与传统图

书馆服务的形态具有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可归

纳为服务活动化和服务碎片化。 活动化、碎片

化的服务给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提出新的课题。
服务活动化是现代图书馆服务的新特征，

也是一个重要趋势。 以活动形式出现的图书馆

服务不仅有讲座和展览等在专门场所和特定时

间开展的活动，还更多地表现为在儿童阅读推

广和其他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中，以活动化的

服务取代传统外借阅览服务，即在原有借阅场

所借阅时间中开展服务活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图书馆是一个幽静的场所。 图书馆提供的

服务，首先是外借阅览。 外借阅读服务中，图书

馆需要创造一个宁静的、不受他人打扰的阅读

环境。 现代图书馆还包括参考咨询类服务，这
类服务往往比外借阅读服务有更多的对话，但
由于对话规模不大，基本能够保持图书馆的宁

静。 但阅读推广服务则颠覆了原有图书馆服务

的环境。 读书会、故事会、抢答式竞赛、各种行

为艺术在服务时间、服务场所出现，说话声、欢
笑声甚至歌舞音乐声破坏了图书馆原有的宁

静。 美国新泽西州立图书馆介绍的公共图书馆

十大创意活动，包括了扮演童话角色早餐、烹

饪、探宝、模拟面试、街舞等［１２］ 。 更具有颠覆性

的事例是近年美国奈特基金会将音乐、演唱和

歌舞带进图书馆，直接在阅览室进行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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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料看，图书馆和读者都乐于接受，活动也吸

引路人进入图书馆［１３］ 。 服务活动化在我国引起

部分读者抱怨，他们习惯了图书馆高雅、舒适、
宁静的阅读环境，难以适应服务活动化带来的

变化，许多图书馆人也对阅读推广活动是否属

于图书馆服务心生疑虑。 如何改变这些观念，
使图书馆管理与服务能够适应服务活动化，是
图书馆学理论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无论服务活动化面临多少质疑，它逐渐成

为公共图书馆主流服务的趋势不变。 不但 ＩＦＬＡ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各种宣言、指南中频频出现

“活动”字样，阅读推广活动成为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新的指标也是这种趋势的标志之一。 吴建

中是国内学者中较早关注阅读推广活动作为图

书馆服务新指标的学者。 他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图书

馆年会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国际图联大都市图书

馆委员会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提出影响图书

馆未来发展的四个新指标中，第一个就是“推广

活动” ［１４］ 。 图书馆服务活动化的趋势也影响到

我国的图书馆评估，２０１３ 年文化部组织的第五

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指标中增加了“阅读推

广活动”的指标。
图书馆服务活动化直接导致服务的碎片

化。 传统图书馆服务是整体感很强的服务，图
书阅览室的书籍按知识体系组织，图书馆的整

体布局和书籍位置许多年不变。 在这种具有整

体感的环境中，读者在本馆或其他馆形成的经

验可以方便地帮助他们阅读，图书馆员只要进

行少许知识更新就可以长期胜任图书馆服务工

作。 图书馆的馆长或部门主管可以通过主导图

书馆的布局和设计，基本实现对服务的管理。
但是阅读推广服务不一样。 例如，在同一

个儿童阅览室中，尽管阅览室布局没有大的变

化，但它在学期中和暑期的活动不一样，每周周

一到周末的活动不一样，每天上午和下午的活

动可能不一样，甚至有些图书馆阅览室在半天

内可以安排两场活动。 这种服务活动化必然导

致服务的碎片化，并给图书馆的管理带来新的

问题，从以往图书馆馆长可以主导的服务，变成

需要各个岗位上的图书馆员不断设计，构思主

题，策划活动，解决服务资源的服务。 一般而

言，图书馆员无力独自承担如此多变的服务，只
能将服务主体扩大到全社会，通过志愿者服务

解决碎片化服务所需人力资源问题，而图书馆

员的角色也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型为服务的

组织者。

３ ３　 阅读推广需要介入式服务

图书馆服务受人赞美，并被人提到维护社

会民主制度的高度，不仅是因为图书馆能够为

用户提供大量的知识与信息，还因为它在提供

知识与信息时保持服务价值的中立性。 最能体

现图书馆服务价值中立性的是文献借阅服务。
图书馆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按门类有序组织，
将目录与文献全部对读者开放。 读者根据自己

的需要委托取用或自行取用，图书馆员仅仅承

担传递文献或咨询服务，不介入读者挑选文献

的过程，不指导读者阅读，将知识与信息的选择

权完全交给读者，甚至保守读者秘密，不让他人

知道读者阅读的内容。 在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中，图书馆员对问题的解答中可能加入自己对

于知识与信息的理解，但问题的来源属于读者，
大部分问题的答案也是取自现有文献。

尽管图书馆服务价值中立的原则不可避免

地受到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因素的挑战，但国

际图书馆界对此原则是有共识的。 ２０１２ 年国际

图联公布的《图书馆员及其他信息工作者的伦

理准则》中有“中立、个人操守和专业技能” 条

款，该条款称，“在馆藏发展、信息获取和服务等

方面，图书馆员和其他信息工作者应当严守中

立和无偏见的立场。 中立才能建设最为平衡的

馆藏，并为公众提供最为平衡的信息获取渠

道。”“图书馆员和其他信息工作者应区分其个

人信仰和专业职责。 他们不应因为私人利益和

个人信仰而损害其职业的中立性。” ［１５］

从服务形态看，图书馆阅读推广对于读者

阅读的介入程度远大于其他图书馆服务。 在阅

读推广时，图书馆员深度地介入读者的阅读过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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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图书馆员不但直接介入从文献选择到内容

解读的整个阅读过程，而且还通过各种措施鼓

励读者阅读他们指定或推荐的读物。 例如，在
某些奖品丰厚的知识竞赛中，图书馆员明确告

诉读者竞赛题的答案出自某几本读物，相当于

明确指定了读者的阅读内容。 介入式的阅读推

广服务并不一定违背中立性原则。 某些图书馆

依据读者的阅读记录制作新书推荐书目，就是

一种比较遵循中立性的阅读推广。 但在更为一

般的情况下，图书馆员需要依据自己的主观判

断选择文献进行推广。 因此，阅读推广服务的

中立性受到人们的质疑。
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表面上看图书

馆员的立场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应该恪守

服务价值中立原则，不介入读者阅读过程，另一

方面，不能确保中立性的介入式阅读推广服务

又在图书馆得到充分发展。 解释这一矛盾依然

要回到特殊人群服务问题。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

重要对象是特殊人群。 由于特殊人群无法正常

利用图书馆，如果图书馆员缺少深度介入的主

动精神，这一人群不可能像普通读者一样接受

图书馆服务，甚至可能完全被排斥在图书馆服

务对象之外。 因此，在“平等服务” 和“价值中

立”理论引导下的非介入式服务在 １９９０ 年代后

期受到许多理论家的批评。 英国图书馆和信息

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甚至认为，早期的“公共

图书馆运动的核心逻辑仍然建立在继续推动普

遍均等的公共服务，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白人的

价值观”。 所以该报告主张，“公共图书馆应该

成为一个更加主动的，具有干涉精神的公共机

构，肩负着平等、教育和社会正义的核心使命。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边缘化的被排斥的群体

回归到社会主流之中，也只有这个时候，公共图

书馆才实现了真正的开放和平等” ［１６］ 。
表面上看介入式的阅读推广服务可能违背

图书馆的职业准则，实际上它正是对普遍均等

服务的补充。 是公共图书馆“成为一个更加主

动的，具有干涉精神的公共机构”所必须迈出的

一步。 当然，阅读推广的介入式服务也应该尽

可能遵从价值中立，这是阅读推广理论和实践

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４　 阅读推广的服务目标

图书馆阅读推广最容易看到的目标是提升

服务指标。 也即，通过面向所有读者的宣传，使
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

馆，这种阅读推广还能增加特定文献（往往是原

来利用率偏低的文献）的借阅指标，改善读者对

于图书馆服务的评价。 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阅读

推广有时也被称这“图书馆宣传” 或“宣传推

广”，尽管它与阅读推广有很多重叠，但我更愿

意将这类活动当成图书馆营销的一种形式。 此

外，为普通读者服务也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服

务目标。 但是，对图书馆最有价值，也最符合图

书馆核心价值的阅读推广，应该是面向特殊人

群的阅读推广。 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服务

目标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４ １　 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

对于缺乏阅读意愿的人群，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目标是引导。 通过阅读推广的引导，使他

们接受阅读，热爱阅读，甚至迷上阅读。 无论

是读者人满为患的图书馆，还是门可罗雀的图

书馆，都承担着一份使命，就是培养未来的读

者。 否则，无论图书馆如何改善藏书与读者服

务，也无法逆转图书馆读者日渐稀少的局面。
图书馆可以通过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甚至有

奖励措施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他们感受阅读

的魅力，在生活中享受阅读的乐趣，并逐步形

成阅读的意愿，直至形成阅读的饥饿感。 虽然

这是一个十分不容易实现的目标，但也是图书

馆阅读推广最有意义的目标。 例如，美国素养

基金会有一个阅读推广项目“爸爸和男孩———
银河阅读项目” ，许多图书馆参加。 该项目针

对男孩不愿意阅读的家庭设计，在阅读能力协

调员引导下使男孩和父亲一起阅读。 结果发

现，参与的男孩对待阅读有更积极的态度，更

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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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喜欢阅读，比参与活动前读了更多的书籍。
参与的父亲也表明他们与男孩一起阅读使男

孩更加享受阅读［１７］ 。 这一阅读推广活动的目

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男孩们的阅读意愿，并
且成效显著。

４ ２　 使不会阅读的学会阅读

对于有阅读意愿而不会阅读的人，图书馆

阅读推广的目标是使他们学会阅读。 在图书馆

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中，存在一类具有阅读意

愿但不知道如何阅读的人群。 他们相信阅读能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或者知道阅读能够愉

悦生活，因此渴望通过阅读改变自己的人生。
但由于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条件不好，或利用图

书馆的能力不足，他们自主阅读存在困难。 例

如，成人中的文盲、半文盲、功能性文盲，许多是

愿意阅读的，但是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读物，
同时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因而不得

不远离阅读。 又例如，３ ～ １０ 岁儿童通常会有较

强的阅读意愿，但他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无法

阅读成人文字读物。 对于这些人群，图书馆传

统的文献借阅服务基本是无效的。 图书馆需要

通过有经验的图书馆员选择合适的读物，通过

读书会、故事会、知识竞赛等组织方式，使他们

在图书馆员或阅读伙伴的辅导下，逐渐地学会

阅读。 此类阅读推广最好能被设计成日常化、
常规化的活动，同时需要训练有素的馆员、配套

的读物和有吸引力的活动项目。 如此长年训

练，使读者在参加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过程中

逐渐学会阅读。

４ ３　 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障碍

对于愿意阅读但阅读确有困难的人，图书

馆阅读推广的服务目标是帮助他们跨越阅读障

碍。 图书馆的服务人群中存在许多无法正常接

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士、
居家不出的老人、各类阅读症患者等，图书馆需

要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 此类特殊服务，一般

都属于阅读推广服务。 例如，图书馆可以通过

送书上门、诵读、读书会、绘本阅读等阅读推广

活动，帮助他们走近阅读。 上海浦东图书馆曾

经坚持 ８ 年进行盲人数字阅读推广，２０１０ 年获

国际图联 Ｕｌｖｅｒｓｃｒｏｆｔ 基金会最佳实践奖［１８］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的一个主题论坛上，浦
东图书馆的盲人读者王臻先生举起手中的盲杖

深情地说：“这根盲杖带我走到这个会场，图书

馆教我的数字阅读是我的第二根盲杖，它带我

游览更宽广的世界。”王臻先生的话非常形象地

说明了图书馆阅读推广对于阅读困难人群的价

值：帮助他们跨越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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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李超平 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与阅读促进［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 Ｌｉ Ｃｈａｏｐ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

［ ７ ］ 　 Ｐａｎｅｌｌａ Ｎ Ｍ ＬＳ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７－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ｓｎ⁃ａ⁃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ｇ ＝ ５０

［ ８ ］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ｌｓｎ

［ ９ ］ 　 ＩＦＬＡ 公共图书馆宣言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ＶＩＩ ／ ｓ８ ／ ｕｎｅｓｃｏ ／ ｃｈｉｎｅ ｐｄｆ

（ ＩＦＬＡ ＩＦＬＡ ／ ＵＮＥ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１９９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６－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ｆｌａｕｎｅｓｃｏ⁃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１９９４？ｏｇ ＝ ４９ ）

［１０］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６－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ｌｓｎ

［１１］ 　 ＵＮＥ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１９４９，５１（９）：２６７ －２６８

［ １２］ 　 Ｔｅｎ ｇｒｅａｔ ｅｖｅｎｔ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６－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ｊｓｔａｔｅｌｉｂ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ｕｎｃａｔｅ⁃

ｇｏｒｉｚｅｄ ／ ２０１４ ／ ｔｅｎ⁃ｇｒｅａｔ⁃ｅｖｅｎｔ⁃ｉｄｅ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３］ 　 Ｍｃａｎｔ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ｅｓｔ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０６－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ｎｉｇｈｔａｒｔｓ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ｃｔ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ｅｓｔ⁃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４］ 　 吴建中 新常态 新指标 新方向（ ２０１２中国图书馆年会主旨报告）［ Ｊ］ ．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６７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ｎｅｗ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６７ ）

［１５］ 　 ＩＦＬＡ 图书馆员及其他信息工作者的伦理准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ａｉｆｅ ／ ｃｏｄｅｓｏｆｅｔｈｉｃ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ｄ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ｆｕｌｌ ｐｄｆ （ ＩＦＬＡ Ｃｏｄ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６－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ｆｌａ⁃ｃｏｄ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ｆｏｒ⁃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ｕｌｌ⁃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１６］ 　 Ｍｕｄｄｉｍａｎ Ｄ， Ｄｕｒｒａｎｉ Ｓ， Ｄｕｔｃｈ Ｍ，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ｎ ｔｏ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６－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ｐｒｉｎｔｓ ｒｃｌｉｓ ｏｒｇ ／ ６２８３ ／ １ ／ ｌｉｃ０８４ ｐｄｆ

［１７］ 　 Ｂａｔｔｙ Ｎ Ｔｈｅ ｄａｄ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ｓ： 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ｕｋ ／ ａｓｓｅｔｓ ／ ００００ ／ ４２３７ ／ Ｇａｌａｃｔｉｃ＿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ｄｆ

［１８］ 　 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荣获国际图联 Ｕｌｖｅｒｓｃｒｏｆｔ 基金会最佳实践奖［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６－２１］．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ｎｅｔ ｓｈ ｃｎ ／ ｔｓｇｘｈ ／ ｌｉｓｔ ／ ｌｉｓｔ ａｓｐｘ？ｉｄ ＝ ６５５９ （ Ｐｕｄｏ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ｕｄｏｎｇ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ｎ ｔｈｅ Ｕｌｖｅｒｓｃｒｏｆ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ＩＦＬＡ ＬＰ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０６ －

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ｎｅｔ ｓｈ ｃｎ ／ ｔｓｇｘｈ ／ ｌｉｓｔ ／ ｌｉｓｔ ａｓｐｘ？ｉｄ ＝ ６５５９ ）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通讯地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 邮编：２００２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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