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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年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

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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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５２ 年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盟军总部通过设立 ＣＩＥ 图书馆，设置图书馆担当官，推动图书馆立

法和促进专业队伍建设等举措，在以图书馆担当官为核心、日本政府具体执行、图书馆界参与的体制之下，对日本

公共图书馆理念、服务、运营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打造新的公共图书馆体系。 这是日本图书馆

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转变占领初期支持民主改革的政策，影响到改革的进程。 改革在

１９４６ 年起步，在历经起步、展开与转折、收尾的主要阶段之后，１９５０ 年《图书馆法》正式出台，标志着改革基本结

束。 总体上，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转型较为成功，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改革是战后美国文化输出的具体例证。 参

考文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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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到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美国对日本实

行单独占领①。 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ｏｗｅｒｓ，缩写为 ＧＨＱ ／ ＳＣＡＰ，简称盟军总部）②的

主导下，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涉及军事、政治、
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改革过程中，日
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全方位改造。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图书馆法》的通过，标志着日本战后公共

图书馆事业框架初步形成。
研究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５２ 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

改革历程，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了

解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历史。 在美国的主导之

下，日本公共图书馆产生了全方位的变化，突出

自身的服务性、免费性和专业性，承担起维护民

主、自由的重要社会职责。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

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转型

期，也是战后发展的起点，奠定了此后六十余年

间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础。 其次，有助于

了解日本社会改革的发展状况。 公共图书馆作

为日本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其改

革的过程是日本教育、文化事业乃至社会改革

的一个缩影。 经过改革，来自美国的理念和实

践在日本这片异质的土地上生根开花。 与很多

改革一样，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改革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不足，
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再次，有助于了解战后美国的文化输出。 战后

０３０

①

②
③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美军进驻日本，开始单独占领。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以美国为首的 ４８ 个国家（中国未参与）与日

本单方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时美日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和日本成为同盟关系。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旧
金山和约》生效，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由美国实际控制，总司令为麦克阿瑟。
在日本，公共图书馆属于社会教育机构，是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日本的文化事业是从教育事业中逐步

发展起来的，一般将教育、文化事业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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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基地，深深地印上

了美国的烙印，日本公共图书馆也是如此。 改

革的历程实际上是日本接受美国图书馆学理念

和实践的过程。 分析日本的案例，可以了解美

国图书馆学乃至美国文化如何影响全球。

１　 改革的背景

１ １　 美国的动机

日本投降后，美国发布《投降后初期美国对

日方针》 （Ｕ． 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ｔ－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贯彻《波兹坦公告》以来的政策，明确对

日“民主化” “非军事化” 改造的方针［１］ 。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盟军总部成立，全面负责占领和改

造日本的具体事务。 在明确方针政策的指导

下，盟军总部以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日本政府

开展全方位改革，促使日本朝着美国预期的民

主、自由国家转变。
在改革过程中，美国高度重视日本教育、文

化 事 业 的 作 用， 希 望 通 过 “ 再 定 位 ”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再教育” （ 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９４ 政

策，改造所有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清除军国主义

的 影 响。 美 方 在 《 日 本 人 的 再 定 位 》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文件中指出，要

“利用所有适当的媒体，包括图书、教科书、期

刊、电影、广播、讲座、研讨班和各类学校” ［２］９５ ，
有效改造日本人的思想。 其中，图书、期刊、电
影、讲座、研讨班等媒体或活动形式都与公共图

书馆相关。 由此，公共图书馆被“再定位” “再教

育”政策赋予了重要使命，承担起影响、改造日

本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责。
具体执行“再定位”“再教育”政策的机构是

盟军 总 部 下 设 的 民 间 情 报 教 育 局 （ Ｃｉｖ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Ｅ）。 该局成

立于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职责是为盟军总部收集各种

信息，制定教育政策计划，促成教育、文化领域

的日美合作，普及民主思想。 １９４６ 年初，在 ＣＩＥ
的主持下，美国派出教育界专家到日本实地考

察，专家意见汇总为《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

书》。 报告书上报给盟军总部批准之后，成为战

后日本教育、文化事业改革的指南。 报告书的

第五章“成人教育”部分重点谈及公共图书馆，
认为公共图书馆是普及民主思想的公共机构，
要向社会免费开放，提供服务，日本政府应当设

置专职官员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要注重儿

童服务，等等［３］１０７－１０８ 。 报告书有关公共图书馆

的论断是对“再定位” “再教育” 政策的具体细

化，使得公共图书馆改革有了清晰的方向和

目标。

１ ２　 日本的状况

美国希望通过公共图书馆改造日本社会和

民众的思想，然而在民主改革全面开展之前，日
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职能、理念、资源、服务、运
营等多个方面依旧处在战前的惯性车道上，并
没有打破军国主义的枷锁，还不足以承担起这

一责任。
战前，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完全沦为军国主

义的附庸。 １９３３ 年，日本修改《图书馆令》，通过

新确立的中央图书馆制度全面强化政府对公共

图书馆的管制。 当时的日本公共图书馆主要向

民众提供馆内有偿阅览服务①，馆藏书刊均是经

过严格审查的“健全有益”的资料，全面禁止与

政府理念相违背的社会科学、左翼思想文献。
公共图书馆作为“思想善导”的教化机关，成为

军国主义政府控制阅读、控制思想的工具，旨在

培养“良民” “顺民”。 由于被绑在了失控的“战

时体制”列车之上，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二战

中遭受了惨重损失。 据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的统计，日
本全国公立图书馆总数是 ２ ５４４ 家，比 １９２２ 年

下降 ２１ ５％，藏书总量是 ７３７ 万册，比 １９２２ 年下

降 ２２％。 日本各地的中央图书馆，５９％的藏书毁

０３１

① 当时日本公共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形态是有偿阅览，即入馆要收取费用，阅览室均为闭架，如果要外借，读
者要找到中保人，同时要缴纳外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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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火，市立图书馆 ８０％的藏书毁于战火［４］ 。
战后初期，日本民间的读书浪潮不断兴起。

当时，日本城乡各地纷纷成立各种类型的读书

会，如 １９４７ 年长野县就有 １０４ 个读书会［５］３７ 。 读

书会或称读书指导活动是战前日本公共图书馆

开展的最主要活动，以控制思想为主要目的。
战后读书会的复兴则是民主改革浪潮下群众运

动的全新产物，是民间自发交流学习民主科学、
文化知识的活动。 农村的不少民众在“劳动文

化联盟”等群众组织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在有限

的空闲时间集体或者轮流借阅书籍。 这种读书

会活动既应对了缺乏书籍的实际情况，又满足

了青年的求知欲望。 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在此时

也着手重建读书会。 石川县图书馆从 １９４６ 年开

始将农村的复员青年军人组织起来，开展读书

指导活动，提出要通过读书会活动坚定他们的

信念，进而“护持国体” ［５］３９－４０（“护持国体”指的

是维护日本以天皇为首的政权不发生改变），全
盘采用战前军国主义的理念与方式推动民间读

书会的发展。 很显然，这种管制思想、压抑民众

的做法，与当时民主、自由的思潮截然对立，无
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在自上而下

（美方）和自下而上（日本民众）的两股力量共同

推动下，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成为弦上之箭。

２　 主要政策

２ １　 概述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盟军总部发布“五大改革指

令”①，开始全面推动日本社会的民主、自由进

程。 在《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书》 出台之

后，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改革正式起步。 改

革贯彻了间接统治的原则，通过展示、指导、帮
助等方式，推动日本政府实施公共图书馆事业

改革。 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美国开展的主要

改革政策有设立 ＣＩＥ 图书馆，设置专职官员，推

动图书馆立法和促进专业队伍建设。 这四项政

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在专职官员的领导

下，向日本社会展示和提供美式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理念和模式，重点推动立法活动，并构建起

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有层次、
有侧重地完成改革。

２ ２　 设立 ＣＩＥ 图书馆

２ ２ １　 概况

ＣＩＥ 图书馆的正式名称为 ＣＩＥ 信息图书馆

（ＣＩ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之后，
更名为 ＣＩＥ 信息中心（ ＣＩ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日本民间一般习惯称之为 ＣＩＥ 图书馆。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ＣＩＥ 在东京开设了第一家向日本人

开放的小型图书馆，到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图书馆移至

东京日比谷重新开馆。 此后，ＣＩＥ 共在日本 ２２
个城市（一般人口在 ２０ 万以上）开设了 ２３ 家图

书馆（东京有 ２ 家），其中 ６ 家是应日本地方政

府要求建设的。 ＣＩＥ 图书馆采用总分馆管理体

制，以东京日比谷 ＣＩＥ 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各家

图书馆为分馆，由 ＣＩＥ 情报课信息中心统一运

营管理。 各家分馆的馆长均为美国人，普通职

员可聘用日本人。 ＣＩＥ 要求担任分馆馆长的人

士必须符合美国图书馆协会专业馆员的资格条

件，即应当具备大学学历且取得图书馆学学位。
在美国结束占领日本之后，ＣＩＥ 图书馆转为美国

文化中心，承担起美日文化交流的任务。 当然，
ＣＩＥ 图书馆也承担着收集日方情报，培养亲美人

士的职责。
２ ２ ２　 提供美式图书馆服务

ＣＩＥ 图书馆一般设置开架阅览室、儿童阅览

室和活动场所，提供的资源不仅有图书、杂志、
报纸，还有唱片、电影胶卷和幻灯片等。 大部分

ＣＩＥ 图书馆均有 １ 万册以上的图书，数百种报刊

杂志。 馆藏文献有一定的配比比例，以横滨 ＣＩＥ
图书馆为例，各学科图书的比例是：科学技术类

０３２

① 指令的具体内容是促进妇女解放，鼓励成立劳工组织，促进学校教育民主化，撤销各种秘密镇压机构，促
进经济机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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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４％，艺术类 １５ １％，文学类 １２ ６％，经济类

１０ １％ ［６］１３１ 。 除了提供借阅和参考咨询服务之

外，ＣＩＥ 图书馆还开展各类活动，例如演讲会、电
影放映会、音乐会、交谊舞会等，向日本民众介

绍美国国情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人的

情感和思想。
根据美方的统计资料，ＣＩＥ 图书馆的设立让

日本民间出现了使用图书馆的热潮。 读者以学

生最多，至少在 ４０％以上，以 ３０ 岁以下的人群

居多，一般在 ６０％以上［６］９４－１５０ 。 在三年九个月的

时间内，日比谷 ＣＩＥ 图书馆到馆读者达到 １３７ 万

人次［６］１０２ ，年均近 ３７ 万人次，而当时日本公共图

书馆一年的到馆读者数量仅 ４５０ 万人次［３］４２２ ，年
均每馆才 １ ８００ 人次。 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
日比谷 ＣＩＥ 图书馆共计外借 １２ 万余册图书，年
均 ５ 万余册，而当时日本公共图书馆全年外借

总数才 ４００ 余万册①，年均每馆不满 ２ ０００ 册。
ＣＩＥ 图书馆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更是日本民众

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 在三年内，札幌 ＣＩＥ
图书馆共举办各类活动 ７２１ 场次，参加活动读者

为 ４７ １７３ 人次［５］１１８ ，年均举办活动 ２４０ 场次，每
场参与读者为 ６５３ 人次。
２ ２ ３　 提供发展范例

与日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相比，ＣＩＥ 图书馆

的先进之处体现在六个方面：免费开放，构建图

书馆服务网络体系，注重外借，开展借阅、参考

咨询、读者活动等多项服务，关注女性、儿童、青
少年等特殊群体，提供多元文化服务。 ＣＩＥ 图书

馆的活动向日本图书馆界展示了当时美国中小

型图书馆的具体形态。 “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和实践，特别是免费开放、注重外借、关注

儿童三项内容，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被日本公共图

书馆全面吸收和继承，推动了事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ＣＩＥ 图书馆还促进了日本女性馆员的解放

运动。 在 ＣＩＥ 开设期间，共有 ５０ 名美国图书馆

员到日本任职，其中 ３２ 名是女性，占到总数的

６４％ ［７］ 。 当时美国图书馆员女性比例达到 ９０％
左右［７］ ，因此来日馆员的女性比例较高。 当时

整个日本社会思想极为封建、保守，公共图书馆

均设置单独的女性阅览室。 美国女馆员与日本

女职员一起，充满热情地为民众提供各种图书

馆服务。 在她们的影响之下，当然也是在民主

改革提倡男女平等的大环境之下，日本图书馆

界乃至日本社会逐步改变对女性馆员的看法，
意识到女性同样能够把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

机构办好、管理好、发展好，能够让工作氛围“轻

松、愉悦”起来［７］ 。

２ ３　 设置专职官员

２ ３ １　 概况

盟军总部在 ＣＩＥ 教育课设置了专门负责图

书馆事务的官员———图书馆担当官。 从 １９４６ 年

到 １９５０ 年，先后有四位美国人士出任图书馆担

当官，分别是专任官员基尼（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Ｏ． Ｋｅｅｎｅｙ，
任期为 １９４６ ２—１９４７ ４）、伯内特（ Ｐａｕｌ Ｊ． Ｂｕｒ⁃
ｎｅｔｔｅ，任期为 １９４７ １０—１９４９ ４）、法尔薇瑟（ Ｊａｎｅ
Ｆａｉｒｗｅｔｈｅｒ，任期为 １９４９ ４—１９４９ ９）以及兼职官

员尼尔森（Ｊｏｈｎ Ｍ． Ｎｅｌｓｏｎ，他的本职工作是 ＣＩＥ
的成人教育官员，任期为 １９４７ ５—１９４７ １０ 和

１９４９ １０—１９５０ ８） ［３］ ３４－８６ 。 图书馆担当官是美

国实施日本图书馆改革的代言人，日本战后图

书馆事业的重要事件，基本都是在担当官主导

下完成的。 美方选择担当官人选的时候，提出

了一系列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毕业于美

国第一流的图书馆学专业院校［６］３７ 。 严格的选

人标准有助于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获得专业的

指导、规划和引领，保证其向美式公共图书馆体

系成功转变。
２ ３ ２　 职责

图书馆担当官的具体职责是负责与改革相

关事务的“立案、实施、指导和建议” ［３］３６ ，主要体

现在贯彻、引导和把关三个方面。 首先是贯彻，

０３３

① 根据当时的数据，日本人均外借数量为 １ ／ １７ 册，乘以当时日本 ７ ０００ 余万人，得到总的外借数量为 ４００
余万册，数据来源同［３］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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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官将改革的理念和政策传达给日方。 《美

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对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

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 与报告书发表的同月，
基尼《日本统一的图书馆服务》 （简称“基尼计

划”）正式出台，扩展报告书的意见，提出构建统

一的日本图书馆服务体系。 在盟军总部做出优

先发展公民馆决策的时候，担当官将政策改变

告知日方，推迟公共图书馆的立法工作。 其次

是引导，担当官指导日方朝着美方设定的政策

目标推进改革。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和图书馆

界依旧受到旧思想、旧观念和旧做法的影响，对
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认识和实践，与美方的期

望还有很大的差距。 担当官引导日本方面认同

美国的理念和实践，保证改革的方向不出现偏

离。 再次是把关，担当官根据政策及形势的需

要审核、判断日方的举措。 日本图书馆界一直

希望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
担当官对此并不支持，一方面这不符合日本社

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担当官认为公共

图书馆应当依靠民众而不是政府的强制力来求

得发展。 所以，在担当官的反对之下，《图书馆

法》最终没有加入强化政府支持公共图书馆事

业的内容。
２ ３ ３　 交流机制

为了加强与日本政府和图书馆界的交流，
图书馆担当官积极参加日方的相关会议和活

动。 基尼认为担当官开展工作必须依靠日方的

支持。 他采用“民主的方式”———召开会议来说

服日方人士［３］４２６ 。 众多的会议之中，“金曜会”
的作用颇为重要。 这一交流机制创设于基尼任

期内的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末，一直持续到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３］５４ ，构筑起图书馆担当官、文部省和图书馆

界之间的沟通桥梁。 “金曜会”名称的由来是因

为会议被安排在每周金曜日（周五） ［３］５４ 。 这一

会议由日本图书馆协会主办，与会人员包括日

本图书馆界人士、文部省官员和图书馆担当官。
每次会议预先设定主题，与会者在会前根据主

题进行调查和研究， 在会上自由交流发言。
１９４７ 年一年，“金曜会”讨论的议题达 ３０ 项，起

到了“为全国性的重要图书馆问题提供专家技

术性指导意见”和“为美方提供关于日本图书馆

事业信息”的重要作用［３］５４ 。 基尼离任之后，这
一机制得到延续。 “金曜会”的关键作用是推动

《图书馆法》制定工作全面展开。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底

到 ７ 月的五次会议持续讨论有关图书馆立法的

主题，在形成统一意见之后，会议资料提交给中

央图书馆馆长会议等全国性会议进行解释和说

明［３］５６－５８ 。 经过“金曜会”的讨论，公共图书馆法

律草案日益增多，业界对立法的认识也日益深

入，有效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立法活动的开展。

２ ４　 推动图书馆立法

２ ４ １　 改革核心———立法

纵观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民主改革，构建法

律体系是核心内容。 从制定“和平宪法”开始，
战后日本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法律体系结构，
将美国“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方针政策通过各

个层次的法律固化下来。 在“和平宪法”的原则

之下，日本的《教育基本法》 《社会教育法》相继

制定。 在这些法律的原则及内容的指导下，公
共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法《图书馆法》最终在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正式通过。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基尼在日本全

国中央图书馆馆长会议上的致辞中指出，立法

是八项重点工作之一［３］１１２ 。 伯内特在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就任担当官之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中，明确

将立法放在各项改革事务的首位［３］３０５ 。 从日本

方面的举措来看，在基尼提出日本图书馆改革

计划之后没多久，日本文部省和图书馆界就根

据使节团报告书和改革计划的要求，调研并制

定了《图书馆法规应当规定的事项》 ［３］４０－４２ 。 在

１９４７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两年多时间内，日方先后公布

了十余份文案，足见法律的制定是改革的重中

之重。
２ ４ ２　 《图书馆法》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图书馆法》实现了日本公共

图书馆事业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
《图书馆法》促进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根本转

变。 ①发展理念的转变。 以往日本公共图书馆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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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担当着让民众服从政府

的职能。 日本学者认为，战后图书馆的立法工

作，存在着“路线斗争”，即到底是依靠国家强制

力还是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８］ 。 从《图书馆法》 的制定及后来的发展来

看，战后日本公共图书馆界基本确立了依靠民

众来发展事业的理念。 ②基本职能的转变。 公

共图书馆应当“让民众思考和提问，而不是顺从

政府的意志” ［３］４２１ 。 战后的日本公共图书在实

现思想普及、培育合格公民的同时，也承担着维

护民众基本权益的重要职能。 从“和平宪法”的

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是实现日本民众生存权、
学习权、认知权、参政权和享受闲暇权的重要设

施［９］５－１１ ，其中保障认知权和参政权值得一提。
日本宪法规定了“表现自由”的原则。 为了贯彻

这一原则，日本图书馆协会 １９５４ 年制定的《图

书馆自由宣言》认为，“为具有基本人权之一的

认知自由的国民提供资料和设施，是图书馆最

重要的任务” ［１０］ ，而认知自由与表现自由是二

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保护认知自由也就是保护

了表现自由。 公共图书馆与民众参政权的关

系，一方面可以从图书馆普及民主思想的职能

看出，另一方面，馆藏资料也给民众提供了了

解、参与政治的重要信息。
《图书馆法》引领了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战后

发展。 战后初期，日本人均馆藏为 ０ １ 册［３］４２１ ，
１９３３ 年时美国人均馆藏为 １ ３ 册［３］４２１ ；日本人

均外借量为 １ ／ １７ 册［３］４２２ ，美国人均外借量接近

４ 册［３］４２２ ； 日本人均经费为 ０ ００４ 美元［３］４２５ ，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美国人均经费为 ０ ６２ 美元［３］４２５ 。
在战后的十多年内，这一状况并未有太大改观，
日本公共图书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发展较为

缓慢。 在《图书馆法》的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

以日本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图书馆界不断探索

并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促进了事业的

进步。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公共图书馆已

经有了极大的改观。 与战后初期的数据相比，
１９８４ 年，馆藏总量从 ７３７ 万册［４］ 增加到 １ １ 亿

册［１１］ ，借阅总量从 ４００ 余万册增加到 ２ ３ 亿

册［１１］ ，专业馆员也从不足 ５ ０００ 人［３］４２３ 增加到

１ １ 万余人［１１］ 。 以有山崧（曾任日本图书馆协

会秘书长）为代表的声音认为，《图书馆法》有着

多重价值，维护法律的“先进性、指导性、奖励

性”， 是 解 决 现 实 和 法 律 之 间 差 异 的 方

法［９］２１４－２１５ 。 他对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与 ５０ 年代的

情况，认为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已经有了飞跃，
这正是《图书馆法》效力的体现。 也就是说，虽
然图书馆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①，乃至于被认为

是“缺乏实质”，但是其高扬的理念明确了公共

图书馆的本质所在，让图书馆界能够为之奋斗

和前行，从而不断缩小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

间的差距。

２ ５　 促进专业队伍建设

２ ５ １　 改造专业队伍的构想

战前，日本只有文部省在 １９２１ 年设立的图

书馆员教习所一家培训机构，对初中毕业生进

行为期一年的实务教育［１２］ 。 １９４７ 年，文部省将

教习所改为职员养成所②，继续开展短期实务培

训。 在基尼看来，日本的专业培训没有合理的

课程安排，无法培养现代图书馆技术人才，导致

很多学生在毕业后成了档案管理员而非图书馆

员。 为此，他提出要建设图书馆专业学校，这是

提升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水准的需要。 有了专

业的人员，公共图书馆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
能争取到更多的经费［３］４２３－４２７ 。

０３５

①

②

日本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法》缺乏实际效力，主要表现在：没有确立图书馆义务设置制度和中央图书馆

制度，缺少强有力的国库补助制度和馆员专业培养制度。 义务设置制度指的是明确地方政府必须要设置公共图

书馆。 中央图书馆制度指的是在都道府县（都道府县是日本的广域行政区划，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一级

设立中央图书馆，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事业。 国库补助金是日本中央政府提供给符合一定标准的公

共图书馆的财政补助，不过数量一直极少。 馆员的专业培养也未形成全面、有效的体系。
养成所在 １９６４ 年改为日本图书短期大学（大专），１９７１ 年改称图书馆情报大学，现已合并到筑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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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法》 确立了司书①专业资格制度。
法律规定取得司书资格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
同时还要通过图书馆学课程的专业教育培训。
法律实施之后，日本政府组织所有在职馆员参

加专业课程培训，获取司书资格。 在培训在职

人员的同时，美国重点关注设立图书馆学高等

教育机构日本图书馆学校（ 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ＬＳ）以培育全新的图书馆学人才。 这是将美式

图书馆事业、学科的理念和实践全盘移植到日

本必不可少的措施———通过培养“代言人”的方

式逐步培养接受美国事物的全新日本人———公

共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 与法律和制度建设相

比，人才或者思想观念的培养更为重要，这是

“再定位”“再教育”政策的具体要求。
２ ５ ２　 ＪＬＳ 的设立和运转

《图书馆法》制定之后，美国军方找到 ＡＬＡ
（美国图书馆协会），希望其出面协助日本成立

ＪＬＳ。 ＡＬＡ 方面先后两次赴日实地调查，选中东

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准备依次开

设 ＪＬＳ。 经过充分酝酿和沟通，ＡＬＡ 选择华盛顿

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吉特勒（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ｔｌｅｒ，１９０９—
２００４）作为 ＪＬＳ 首任校长，同时成立了 ＪＬＳ 的咨

询委员会。 之后，ＡＬＡ 开始甄选赴日教学的教

师人选。 吉特勒认为，选择教师要有一定的标

准，第一点就是要在专业领域处于第一流的位

置，同时还要有献身工作的正派人格［６］１７４ 。 经过

筛选，两位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和三位图书馆员

成为 ＪＬＳ 的首批美方职员。 吉特勒在 １９５０ 年底

来到日本。 通过综合考虑，他决定将 ＪＬＳ 设在庆

应义塾大学。 因为他最看重大学“对于西方思

考、思想教育方法的认识、理解和接纳” ［１２］ ，而
庆应大学在这一点上得分最高。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军的支持下，ＪＬＳ 拥

有了专业图书 ６ ０００ 册。 当时招生的对象是新

学制下的大三学生和改革前的大学毕业生。 第

一批共有 １１３ 人参加考试，最终入学人数为 ５９

人（男性 ２９ 人，女性 ３０ 人），其中 ３３ 人曾在图书

馆工作，１４ 人曾在 ＣＩＥ 图书馆工作。 ＪＬＳ 第一期

共设置 １７ 门课程，包括图书馆、馆员与社会，图
书目录法和图书资料分类法，图书资料高级目

录法和分类法，图书与图书馆史，辞典参考书和

图书目录的使用方法，辞典参考书目录，图书馆

视听觉教材，学校图书馆及其经营，儿童青少年

图书馆事业，儿童文学和童话，农渔村图书馆设

施，社会成人教育和图书馆，馆员的教育，图书

馆组织、管理和经营，图书选择法和读书指导等

１５ 门欧美图书馆学课程，以及和汉书目录分类

法、和汉图书资料两门传统课程。 ＪＬＳ 安排学生

在暑期到日本各地的 ＣＩＥ 图书馆完成实习和参

观等实践课程。 课程用英文教学，课堂上设有

翻译。 课程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改变了日本以

往以教材为中心的授课方式。
１９５２ 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吉特勒

积极寻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日方人士也向

基金会表达了继续开办 ＪＬＳ 的请求。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基金会给予 ＪＬＳ 运营经费的支持。 在洛克菲

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吉特勒在庆应大学担任了五

年的 ＪＬＳ 校长，为美式图书馆学在日本的生根发

芽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５６ 年，吉特勒回到美国，
庆应义塾大学承担了 ＪＬＳ 的运营工作。 ＪＬＳ 改名

为图书馆学科，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的正式学科门

类。 在 ＪＬＳ 发展的同时，日本其他大学先后建立

起图书馆学科或专业培训机制。 由此，日本的公

共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两种途径逐步形成，即
通过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或通过高校的图书馆学

专业培训获取司书资格，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日本

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

３　 发展阶段

３ １　 概况

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 １９４６ 年正式起步，

０３６

① 司书在法律语境中特指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人员，但是日本社会一般将所有类型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均

称为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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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图书馆法》 通过之后，基本结束。
此后直到 １９５２ 年，还有一些政策和举措，例如创

办 ＪＬＳ，也可以看作是改革的组成部分。 结合以

往的研究成果，在整个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即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年的将近 ７ 年的时间内，公共图书

馆事业的改革可以分为酝酿、起步、展开与转

折、收尾、余波五个阶段。 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到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以图书馆担当

官为核心、文部省具体执行、图书馆界参与的体

制之下，展开了以立法工作为核心的改革进程，
主要有起步、展开与转折、收尾三个阶段。 酝酿

阶段和余波时期也与公共图书馆改革有着密切

的联系。 酝酿阶段从日本投降至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这一时期尚未有明确的图书馆政策提出，但 ＣＩＥ
图书馆在此时开始设置。 余波阶段从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图书馆法》 通过后，日本公

共图书馆进入战后发展的新时期，在 ＡＬＡ 的协

助下，日本设立了 ＪＬＳ，形成带有美国色彩的公

共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机构和模式。

３ ２　 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到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日本的民主改革在这一时期全面开展，指导性

文件《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正式公布。
ＣＩＥ 图书馆在各大城市建成并开放。 ＣＩＥ 设置

了专门的图书馆担当官，由基尼担任。 基尼上

任之初，根据盟军总部的命令，要求各地图书馆

禁止收藏和提供军国主义书刊资料，允许民众

自由阅览社会科学图书［３］３７ 。 基尼认真了解日

本图书馆事业的概况，结合报告书的内容和自

己的思考，制定了“基尼计划”。 基尼积极参与

各项活动和会议，创立了“金曜会”机制，逐步引

导日本政府和图书馆界树立公共图书馆为民众

服务的理念。 他还指导日本图书馆协会进行改

组，提升其专业性和代表性。 这一时期，立法工

作正式起步，日本图书馆界提出了第一份图书

馆法草案，是新时代的首次立法尝试。 不过此

时，盟军总部社会教育的政策重点是建设公民

馆。 在此情况下，图书馆改革工作的核心———
图书馆立法工作失去了来自上层的支持，没有

实际的进展，主要起到了唤起社会各界关注改

革的作用。 伴随基尼在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突然被解

职，起步期正式结束。
这一时期各项工作均是在基尼的主导之下

进行的， 因此这段时间也被称为 “ 基尼的时

代” ［３］５０ 。 基尼（１８９１—１９６２）曾经在蒙大拿大学

图书馆担任馆长，离职之后①，辗转进入美国军

方部门工作。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基尼突然被美国军

方辞退。 他被解职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开始积极

反共，而基尼被认定是共产党员［１３］ ，故此被盟军

总部解职。 对于基尼而言，突然解职是一个巨

大打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３］５１ 。 日本图

书馆界很敬重基尼，认为他有着诚实的品质，愿
意倾听日本图书馆人的意见，将日本的问题看

作是自己的事情，认真思考加以解决［３］５１ 。
基尼最为人称道的工作是制定了“基尼计

划”，这一计划首次对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进行

全面的规划和安排［３］１０８－１１１ 。 基尼以美国加州的

图书馆事业为蓝本，为日本设计了一整套统一

的服务网络体系结构。 计划提出，将图书馆提

升到与学校同等重要的地位，建立从中央到地

方的网络体系。 计划认为，在都道府县的广域

范围内，图书馆按照统一标准，以总分馆体制建

设，由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培养的馆员运营。 分

馆可以是图书馆，也可以是学校、俱乐部、民众

集会所、店铺和邮局，均要遵守统一的服务规

范。 总分馆体系之间的各家图书馆实行资源共

享。 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县立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等所有类型的图书馆

要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满足社会的读书需

求。 计划指出，编纂全国性的综合书目是网络

０３７

① 基尼和他的妻子玛丽都是左翼人士，有社会主义思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基尼因为反对校方干涉图书馆

的藏书政策，被非法解除职务。 之后，基尼进行了数年之久的诉讼，获得胜利。 由于 ＡＬＡ 非难基尼的左翼色彩，
基尼等人在 １９３９ 年成立了旨在保护馆员权利的“进步图书馆员理事会”（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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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联系中枢”所在。 为了实现计划的内容，
基尼拟定先由文部省召开全国馆长会议，统一

思想，其后召开社会各界参与的大会，确定适当

的实施方案。 在方案最后，基尼认为要尽快建

立图书馆学专业学校，这是“急切”的任务。 然

而“基尼计划”没有得到盟军总部的支持，并未

得到实施。 将“基尼计划”与英国图书馆学家麦

克考文的报告《大不列颠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现
状及战后重组的报告》①的结论相比，可以发现

不少共同之处，例如都强调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全局性、统一性，都提出设立专门的机构或是人

员协调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事务，为民众提供

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 这种相似性反映了欧

美学界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高度一致的认识，
代表了当时图书馆学的发展水平。

３ ３　 展开与转折阶段

这一时期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日
本图书馆界成为改革事业的主力军。 日本已经

全面确立新教育法制体系，正式实施改革后的

教育制度。 从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看，《国

立国会图书馆法》通过并执行，《学校图书馆手

册》正式发布，“金曜会”机制下的立法活动全面

展开。 日本图书馆事业呈现多头并进的局面，
改变了第一阶段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一枝独

秀”的局面。 ＣＩＥ 图书馆在日本各地广泛建立和

运营起来。
盟军总部的公共图书馆政策在此时并不明

朗，依旧主推公民馆的建设。 在尼尔森兼任一

段时间担当官之后，盟军总部选中伯内特担任

图书馆担当官。 他是日比谷 ＣＩＥ 图书馆的第一

任馆长，所以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 ＣＩＥ 图书

馆的运营和管理方面。 在这种局面之下，公共

图书馆的改革出现了一冷一热的局面。 一方

面，美方未将公共图书馆改革列为优先事项，同
时意识到公共图书馆的经费、网络体系、专业队

伍建设等问题很难一下子解决，不再热心推动

图书馆立法事业；另一方面，日本图书馆界积极

讨论立法问题，不断推出一稿又一稿的公共图

书馆法草案，逐步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和看

法，鼓动日本政府加快立法进度。 １９４８ 年底，盟
军提出“经济安定九原则”②，强调日本政府要

缩减收支，保证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而当时图书馆界普遍认为图书馆法需要政府强

有力的财政支出，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图书

馆界之间的矛盾。 因此，虽然有日本图书馆界

的热切盼望，努力推动，但是盟军总部以及日本

政府并不支持立法工作。 在 １９４９ 年春天，图书

馆法草案没有进入国会的审议日程，公共图书

馆立法遭遇重大挫折。 这一时期随着伯内特的

归国告一段落。
被称为“日本图书馆界的先觉者” ［１４］ 的中

田邦造（ １８９７—１９５６），在这一阶段退出了日本

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反映出新旧交替过程中一

部分日本图书馆人无法适应转型变革的状况。
战前，中田邦造在石川县立图书馆担任馆长的

时候，开展读书班级、青少年文库③等读书指导

活动，推动农村青少年读书［１５］ 。 １９４０ 年，中田

邦造转任东大附属图书馆司书官，由他开创的

读书指导活动走向全日本，成为国策。 然而这

时候读书会活动已经蜕变为“练就皇国臣民精

０３８

①

②

③

麦克考文分析当时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利弊得失，提出加强公共图书馆的重组整合，构建全国性的网

络体系，加大中央扶持以及培训力度等具体意见。 参见 Ｍｃｃｏｌｖｉｎ Ｌ 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Ｍ］ ．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４２

“经济安定九原则”包括：实行平衡预算，改革税制，限制信贷，稳定工资，扩大、加强价格统制，改善外贸

管理方式，对出口工业的原料供应实行重点分配，增加国产原料和工业品的生产，提高粮食征集工作效率。 参见

（日）小林义雄  战后日本经济史［Ｍ］ ． 孙汉超，马君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３３
读书班级活动将农村地区 ２０—３０ 岁的青年骨干组织起来，在三年时间内，通过每月一次的例会，交流读

书心得，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能力。 图书由中田指定，内容相当广泛，马克思的著作也被纳入书单。 青少年文库

针对的是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基本活动方式与读书班级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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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活动”，“中田自由主义及教养主义的初衷

已经毫无保留” ［１６］ 。 在二战中，他就任日比谷

图书馆馆长，千方百计保护珍贵藏书免遭美军

轰炸，抢救了东京地区的 ４０ 万册图书［１７］ 。
二战结束之后，中田邦造参与到日本公共

图书馆的改革之中。 以他为核心的小组开展实

地调查，根据美方意见草拟了《图书馆法规应当

规定的事项》，提出图书馆法应当明确各级地方

政府根据标准设置图书馆的义务，应当设立国

立中央图书馆，形成全国性的中央图书馆网络

体系，各级政府应当设置专门管理图书馆事业

的部门［３］４２－４３ 。 这些意见表明中田邦造等人认

识到要对公共图书馆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不

过，美方注重的免费服务，开展读者活动，关注

未成年人等理念和实践并没有出现在方案之

中。 这表明中田邦造虽然支持改革，但是依旧

保留旧的思想和做法，并没有领会到美国图书

馆学注重服务、关注民众的核心理念。 由于理

念和思想已经落后于改革的进展，中田邦造无

法承担起推动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转型变革的

重任。 在退出改革之后，中田邦造回到宗教阅

读等领域，不再关注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改革。

３ ４　 收尾阶段

这一时期从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年至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盟军总部认为《图书馆法》通过之后，日本公共

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基本结束，不再由专人指导，
故而在法尔薇瑟、尼尔森之后，美方停止任命图

书馆担当官。 日本政府成为此时改革事业的主

推手。 这一时期，美国的占领政策日渐转变，特
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将日

本打造为远东基地的政策。 为此，盟军总部通

过日本政府加紧管控社会，力求稳定，整体政策

出现倒退，不太可能推动出台强有力的改革政

策或措施。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社会教育法》正式通

过，明确要形成以《社会教育法》为上位法、《图

书馆法》《博物馆法》为下位法的社会教育法律

体系。 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进行了改组，之前

负责公共图书馆事务的文化课被撤销，所有事

务归社会教育设施课管辖。 这一改组配合《社

会教育法》的通过，再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改革

的方向。
当时，日本图书馆界仍然坚持公共图书馆

应当获得政府强力支持的见解。 日本政府则希

望图书馆界要认识到客观环境的变化，从现实

因素出发考虑立法工作，放弃加大政府支持力

度的草案，将法案的重点转移到强调图书馆的

公共性，强化图书馆的服务职能，突出图书馆的

免费开放等原则性内容上来［３］８２－８３ 。 鉴于以往

立法活动的挫折，在日本政府的劝说之下，日本

图书馆界开始妥协，最终接受文部省的看法，按
照政府的思路草拟图书馆法草案。 １９５０ 年初，
草案获得日本政府和盟军总部的支持，提交给

日本国会审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日本参众两院对

图书馆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在 ４ 月份获得通过。

４　 若干分析

４ １　 美国的作用

在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５２ 年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美
国是整个日本的主宰。 很自然，美国在公共图

书馆改革中担当了指导者、计划者的角色，通过

顶层设计明确改革方向，通过间接统治把握改

革进度。 盟军总部将公共图书馆看作是日本民

主改革中“再定位” “再教育”项目的重要设施，
着重发挥其普及民主思想的社会职能。 美国对

改革有较为清晰、系统的目标，设有专门的人

员，有一定的资源保障，通过设立 ＣＩＥ 图书馆，
设置图书馆担当官，推动图书馆立法和促进专

业队伍建设等具体举措，在以担当官为核心、文
部省具体执行和图书馆界参与的体制之下，推
动公共图书馆的改革。 改革让日本公共图书馆

事业全面接受了美式的图书馆学理念和实践，
实现了巨大转变。

应该指出，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改革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关于改革最大成果《图书馆法》的

争议可以体现这一点。 日本图书馆界对于《图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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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法》是否应当具有强大的效力这一问题的

态度相当矛盾、纠结。 一方面因为历史遭遇和

美国的影响，他们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当走民众

路线，不应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发展事业，另一

方面却因为公共图书馆处于弱势的现实，他们

又希望《图书馆法》在上文提及的四个方面发挥

关键性作用。 日本图书馆协会前理事长塩见昇

指出，“如何将崇高的理念部分通过实践使之具

体化是图书馆法完成后留下的重大课题” ［１８］ ，
这反映出《图书馆法》代表的美国理念与日本实

际状况之间的差异，也使得落实《图书馆法》注

定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程。

４ ２　 日方的情况

日本文部省是改革特别是立法工作的具体

执行者，占领前期是奉命行事，中后期开始主持

改革。 日本战败的时候，文部省意识到旧有体

制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根据美国意图

重开社会教育事业，但是态度颇为暧昧，明显带

有不情愿的情绪。 以战后初期提出的《图书馆

振兴策》为例［３］１２２ ，这份文件仍然采用“皇国”的

字眼，认为日本输给了敌人的“科学应用力”，振
兴图书馆的目的被明确是为了“再建皇国”，丝
毫没有反省、悔罪的态度，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

政府的语气毫无两样。 １９４７ 年，“和平宪法”公

布实施之后，文部省提出第二份振兴方案。 方

案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为“增进国民福祉”
“完善各阶层民众的教养体制” ［３］１２８ ，比以往的

看法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依旧没有将图书馆

看作是普及民主思想的社会机构。 随着改革的

深入，文部省接受了美方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观

点和理念，承担起《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秉持

美方的目标和要求，推进改革的进展。 在具体

细节上，日本对美国的做法做了一定程度的变

通，图书馆协议会制度是个典型案例。 协议会

是《图书馆法》仿照欧美图书馆理事会设置的机

构，由于当时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终协议会只

保留了理事会的形式，并没有决策、运营的基本

职能，成为馆长的咨询机构［１９］ 。

日本图书馆界全程参与了公共图书馆的改

革，与日本政府共同打造了符合美方意图的全

新公共图书馆体系。 摆脱以往发展的陈旧途

径，就要变革观念和实践，这就注定存在一个磨

合、探索的过程。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日本公共

图书馆进入“低迷” “不景气”的时代，是改革阵

痛的具体体现。 为了走出阴霾，日本图书馆界

在观念和实践上均进行了转型。 首先实现了观

念转型。 １９５４ 年的全国图书馆大会通过了《图

书馆自由宣言》，强调公共图书馆保障民众认知

自由的职责。 １９５７ 年开始的“图书馆法改正运

动”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大讨论。 到了 １９６１ 年，
日本图书馆界否决了要求《图书馆法》强化政府

支持的修正案，再次强调公共图书馆要依靠民

众发展的思路。 其次实现了实践转型。 在 ５０ 年

代的时候，由于服务手段依旧保持着战前的模

式，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相当缓慢。 １９６３ 年，
日本人均外借数量为 ０ ０９ 册，与 １９５４ 年的数据

相同［２０］７０ 。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图书馆协会在日

本各地寻找有特色、有成效的图书馆进行调查

研究，推出了《中小报告》 （全称是《中小都市公

共图书馆的运营》）一书，提出中小型公共图书

馆是发展的重点，号召落实《图书馆法》的理念，
参照 ＣＩＥ 图书馆的具体做法，强化公共图书馆

保障认知自由、提供免费服务的职能［２１］ 。 接受

意见的大阪府箕面市图书馆，简化外借手续，实
行开架借阅，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１９７４ 年，箕面

市的人均外借数量达到 ２ 册，而当时日本全国的

人均外借量仅为 ０ ６ 册［２０］８４ 。 １９７０ 年，在《中小

报告》的基础上，日本图书馆协会推出了《市民

的图书馆》，进一步提出应当重视外借、儿童服

务、全地区的服务的观点［２２］ 。 由此，日本公共图

书馆事业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阶段。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公

共图书馆事业基本赶上美国、西德等国家的水

平［２３］ 。 战后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奠定的基本框

架，在图书馆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得到了落实，
从美国移植而来的理念和实践，最终在日本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０４０



曹　 磊：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年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历程
ＣＡＯ Ｌｅ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Ｕ 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５ ｔｏ １９５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５　 结语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年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公共图书

馆改革，是研究和探讨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历

史、日本战后社会改革历史和战后美国文化传

播的切入点。 对于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历史而

言，改革有着明确的目标，完整的政策体系，稳
步实施的策略，一步一步地朝着预定的民主化

目标前进，最终实现了公共图书馆职能定位、运
营模式、政策法规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刻变

化。 改革实现了成功转型，是日本公共图书馆

发展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当然，改革并不能马

上奏效，一个全新体系嫁接到日本公共图书馆

的躯体之上，免不了碰撞和挣扎。 正是日本图

书馆界的一番番努力探求才造就了今天的

局面。
对于日本社会改革和美国文化传播而言，

两者要联系起来看待。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

革，打造了一个以美国为蓝本的全新公共图书

馆体系，是美国“再定位” “再教育”政策乃至民

主改革成效的具体体现。 美国学者道尔指出，
美国改造日本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法律和制度

的建设，更着力重塑每一个日本人的思想与情

感［２４］ 。 战后改革在实现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
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让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

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 ［２５］ ，促
进了日本的发展，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要求。
用日本学者松田武的话来说，战后的日本对美

国形成了“半永久性依存” ［２６］ 。 这种依存性是

美国文化输出的具体体现之一。 公共图书馆的

改革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对日文化输出的具

体过程———展示、传播美国文化的优越性，在专

人指导下构建起一整套美式法律和制度体系，
培养接受美式思想和实践的专业队伍，实现物

质和精神层面的全盘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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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叶沢清介． 読書運動［Ｍ］．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７４：３３．（ Ｋａｎｏｕｚａｗａ Ｓｅｓｕｋ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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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日比谷図書館と蔵書疎開［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中田邦造． （ Ｈｉｂｉｙ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中田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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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是枝英子． 現代の公共図書館·半世紀の歩み［ Ｍ］．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９５． （ Ｋｏｅｄａ Ｅｉｋ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ｉｅｓ：ｓｔｅｐ ｏｆ ｈａｌｆ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

［２１］ 日本図書館協会． 中小都市における公共図書館の運営：中小公共図書館運営基準委員会報告［ Ｍ］． 東

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６３．（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ｍｅｄｉｕｍ ｃｉｔｉｅｓ［Ｍ］． Ｔｏ⁃

ｋｙｏ：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３．）

［２２］ 日本図書館協会． 市民の図書館［ Ｍ］．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７０．（ 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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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磊：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年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历程
ＣＡＯ Ｌｅ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Ｕ 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５ ｔｏ １９５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将在广州市举办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等相关单位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５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

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将于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本次年

会主题是“图书馆：社会进步的力量”，分为工作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三大

板块，是全国图书馆界的年度盛会，也是图书馆事业和相关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学术会议将围绕年会主题，充分阐述图书馆作为推动社会进步重要力量的价值所在，展示在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形成的具有世界特征、中国特色、行业特点的

发展道路。 会议由 ４ 场主题论坛、２０ 余个分会场、３ 场卫星会及其他非正式会议等不同形式、规模的

学术活动组成。
目前，年会参会报名工作已经启动，请各位代表登录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 ｗｗｗ．ｌｓｃ．ｏｒｇ．ｃｎ）注册

报名参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２３］ 林树汇，吴建中．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Ｊ］ ．图书馆，１９８３（２）：１２－１７．（ Ｌｉｎ Ｓｈｕｈｕｉ，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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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 松田武．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Ｍ］． 金琮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Ｍ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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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磊　 江阴市图书馆馆员。 江苏 江阴 ２１４４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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