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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
———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

于良芝　 李亚设　 权　 昕

摘　 要　 本文以我国图书馆界对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追求为背景，旨在考察现有乡镇图书馆建设所

依据的“乡镇图书馆”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及其对全覆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影响。 该研究按照话语分析的思路，

审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出台的 １０ 份涉及乡镇图书馆服务的政策文本和四个县级行政区划中

１２ 个乡镇的图书馆服务。 研究显示，我国涉及乡镇图书馆服务的政策可以分为三类：基层公共文化政策、乡镇综

合文化站政策和图书馆事业政策。 它们包含的乡镇图书馆相关陈述隶属于两大话语体系：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话

语和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 前者将乡镇图书馆等同于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并将其排除在公共图书馆范畴之外；后

者将乡镇图书馆界定为公共图书馆的基层服务网点，将其视为公共图书馆覆盖率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本研究

分析的三类政策中，基层公共文化政策和乡镇综合文化站政策同属于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话语；图书馆事业政策则

杂糅了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和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话语的陈述，表现了它试图调和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努力。 本

研究调研的 １２ 个乡镇（包括 ５ 个已经开展总分馆体系建设的乡镇）都是按基层公共文化话语建构的乡镇图书馆

意义（即“乡镇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图书室¹公共图书馆”）在打造乡镇图书馆服务。 本研究认为，这种意义

及其实践无法产生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是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瓶颈。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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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ｏ ｆａｒ．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ｓｏｍ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ｏｒｍ ａ ｎｅｗ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Ｉ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ｎａｍ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ｈａｐｅ． ４ ｔａｂｓ． １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根据话语分析理论，话语是我们在谈论

特定事物或题目时形成的各种语言应用，例

如：政策、统计资料、研究论文、通讯、匾额、名
片，等等。 其中一种话语就是共享讨论方式

的一组应用，例如对性别的女权主义讨论方

式构成关于性别的一种话语。 特定话语通过

对特定事物的特定讨论方式，成就有关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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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特定意义，例如女权主义的性别话语成

就男女平等的意义。 话语性实践是由特定话

语使能的实践，例如，中医的望闻问切是由中

医话语 （ 即中医讨论人体的方式） 使能的实

践。 特定的话语通过使能特定的实践，建构

特定的社会现实。 正是因为话语对意义和现

实的建构作用，当代社会科学将其视为塑造

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源。 这也正是本文关注乡

镇图 书 馆 建 设 中 的 话 语 与 话 语 性 实 践 的

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镇图书馆的概念及

相关话语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在此之

前，我国农村图书馆的主要发展思路是鼓励

农民以村为单位，自主兴建。 由于乡镇图书

馆不像村级图书室那样适合发动农民自主兴

办，因而较少成为关注对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随着农村率先开始经济改革，很多地区都

产生了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一

方面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壮大，另一方面带动

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 即人口向中心镇的集

中） ，这两者共同促进了中心镇商业、卫生、教
育等设施的建设。 １９８４ 年中宣部发布《 关于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报

告》 ，要求小城镇文化设施建设及时跟进，建

成农村的文化中心。 图书馆界顺应形势，高

调推出了“ 乡镇图书馆” 概念，推动了八九十

年代乡镇层级的图书馆建设。
“乡镇图书馆”概念是模仿已有的省级图书

馆、地级图书馆、县级图书馆概念，将代表政府

行政层级的“乡镇”概念与“图书馆”概念合并而

成。 然而，“乡镇图书馆”概念究竟指向怎样的

事物，其实并非一目了然。 按字面含义理解，乡
镇图书馆应该是设置在乡镇行政辖区内，为辖

区居民提供图书馆服务的设施。 问题在于，“图

书馆服务设施”也是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指代

迥然不同的设施。 例如，我国的县级及以上图

书馆和村级图书室都可以笼统地理解为图书馆

服务设施，但其性质和功能却极为不同。 前者

是功能多样、运行稳定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后者

是功能单一、缺乏生存保障的基层服务点。 取

决于我们把乡镇图书馆理解为县市级公共图书

馆的同类还是村级图书室的同类，乡镇图书馆

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
我们加给“乡镇图书馆”的意义，不仅决定

了它与公共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乡镇综合

文化站图书室、村级图书室等概念之间的语义

关系，还决定我们应该如何为其配置资源，设计

服务，评估绩效，收集和归类其统计资料。 这也

就是说，“乡镇图书馆”一旦被赋予特定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必定引导我们针对它的一系列行

动，而这些行动又必定成就乡镇图书馆的实际

模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乡镇图书馆”概念

打造乡镇图书馆现实，而不是相反。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乡镇图书馆概念、行动

及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不得不反思如下问

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们究竟是在按照怎

样的乡镇图书馆意义打造怎样的乡镇图书馆

现实？ 如此打造的乡镇图书馆现实对覆盖全社

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而言意味着

什么？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乡镇图书馆服

务”相关政策及建设案例的分析，尝试回答上述

问题，为未来乡镇图书馆的研究、规划和发展提

供启迪。

１　 定义与建构：“乡镇图书馆”意义研究

回顾

如前所述，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我国

农村图书馆建设的重点在村而不在乡镇，因为

由农民自主兴办的图书室更适合以村为单位进

行动员和实施，由此建立的图书馆服务设施更

经常被称为“图书室”。 “乡镇图书馆”概念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伴随着乡镇经济的崛起而出

现的。 “图书馆” 与“图书室” 虽然只有一字之

差，但按照它们在汉语中的语义，却并非可以随

意互换。 这个概念既然被“制造”出来了，就要

被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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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界赋予“乡镇图书馆”概念以实质性

含义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明确

定义这个概念，显性地规定它的含义；二是通过

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这个概念或其相关概念，隐
性地建构它的含义。 图书馆界针对乡镇图书馆

的显性定义贯穿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不同

时期（８０ 年代、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都有针对它

的定义出现），但在“十一五”之前和之后略有不

同。 “十一五”之前的定义倾向于将乡镇图书馆

界定为乡镇人民政府领导的、民办公助或集体

兴办的、 为乡镇辖区民众服务的公共图书

馆［１－２］，［３］５ 。 “十一五” 之后大都将其界定为乡

镇人民政府设立的、为乡镇辖区民众服务的基

层公共图书馆［４－６］ 。 这些定义都将乡镇图书馆

定义为公共图书馆，所不同的是，“十一五” 之

前的定义把乡镇图书馆排斥在国家办馆的范

围之外，而“十一五”之后的定义则明确将乡镇

图书馆纳入了政府责任（即纳入了国家办馆的

范畴） 。
尽管乡镇图书馆的几乎所有显性定义都尝

试将乡镇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范畴，但这种

尝试需要面对的却是赋予“公共图书馆”特别意

义的我国主流公共图书馆话语。 我国主流公共

图书馆话语由公共图书馆研究文献、公共图书

馆发展条例、相关政策、发展规划、统计资料等

构成，它将公共图书馆呈现为：由国家通过县级

及以上政府建立的、为普通公众及各类社会组

织服务的图书馆。 例如，我国官方统计资料显

示，我国目前有三千多所公共图书馆；我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始终只针对县级及以上行政区

规划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这些话语隐性建构的

“乡镇图书馆”意义是：乡镇图书馆不属于公共

图书馆。
致力于乡镇图书馆建设的图书馆界人士显

然注意到了上述意义存在冲突，但大都把这种

冲突视作局外人对乡镇图书馆的误解。 他们认

为，由于目前的乡镇图书馆主要依附于乡镇文

化站，很容易被误解为图书室而不是公共图书

馆［６］ 。 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开始把这种“误

解”上升为意义建构的结果而对其反思。 ２０１２
年，于良芝、于斌斌分析了“十一五”以来不同的

话语体系（主流公共图书馆话语、新公共图书馆

话语、乡镇文化站话语、农家书屋话语、文化信

息共享工程话语）对“基层图书馆”意义的建构。
这项研究发现，除了新公共图书馆话语，其他话

语建构出来的“基层图书馆”意义都与公共图书

馆意义不同。 她们因此指出，按照这样的“基层

图书馆”意义来发展基层图书馆，恐怕很难实现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对全社会的覆盖［７］ 。 ２０１１
年，臧运平等在考察农村图书馆发展的诸城模

式时指出，基层文化站中各类设施的命名方式

消解了在基层建设公共图书馆的可能性［８］ 。
２０１５ 年，于良芝和王哲在回顾农村图书馆发展

历史的基础上，再次指出，在国家加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农村的图书馆相关活

动（纸质与电子图书借阅、培训、信息展示、社区

交流与活动、民间文化的传承）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一个正当的名分来加以整合，农村图书

馆的发展已经到了不能不在意名称和话语的

时刻［９］ 。
从意义建构的角度反思乡镇图书馆的意义

与指出它遭遇的“误解” 完全不同。 这是因为

“意义建构”和“误解”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认知

状态。 “误解”是个体行动者对“正确认知”的偏

离，有望比对“正确认知”得到纠正。 而“意义建

构”却是一个集体或者一个时代，长期按特定概

念、表达或陈述等思考问题而逐渐形成的对特

定事物的稳定认知。 由此建构的意义本身就是

一把尺度：它排斥与己不符的认知，“合法化”与

己相符的认知，直至这种认知获得真理的地位。
因此，指出误解是用“正确”纠正“错误”，而反思

意义建构却是用“另类”挑战“正统”，后者要比

前者复杂和困难很多。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倾向于把

语言视作被动地反映现实的工具，尚不习惯把

话语视作能动地建构思维和现实的力量。 或许

正因为如此，对“基层图书馆”意义进行的反思

很少得到呼应，也未能对基层图书馆建设产生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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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 本研究将延续上述意义反思思路，
专门针对乡镇图书馆的意义，重点考察相关政

策对“乡镇图书馆”意义的建构，进而考察乡镇

图书馆建设实践对这些意义的体现及强化，分
析由此而形成的“意义—实践” 循环对我国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塑造及其影响。

２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政策文本话语分析与实地调研

（观察与访谈） 相结合的方法，先考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出台的“乡镇图书馆服务”相

关政策如何表达和讨论“乡镇图书馆服务” ，以
及这些表达和讨论如何限定了“乡镇图书馆”
概念的可能含义；随后以我国北方三个省市的

四个县级区划（下文分别标记为 ＡＢＣＤ） 的 １２
个乡镇为样本，对他们的综合文化站及其“图

书馆服务设施” （有些称为“图书馆” ，有些称为

“图书室” ）进行考察，观察这些乡镇文化站如

何在实践中体现和强化特定的“乡镇图书馆”
意义。

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期以来中央政府出台的 １０ 份涉及“乡镇图书馆

服务”的文件为样本（详见下一节）。 这些文件

并非我国在这一时期出台的所有“乡镇图书馆

服务”相关文件，但基本可以代表我国不同时期

的乡镇图书馆事业发展思路。 本研究对它们的

分析主要借鉴法国哲学家福柯有关话语的理

论。 根据这一理论，话语是彼此兼容的陈述的

集合，而陈述的兼容性来源于它们共同遵循的

文化、宗教、政治、理论等规则。 例如，基于中医

理论的诊断陈述和处方陈述彼此兼容，而基于

中医理论的诊断陈述和基于西医理论的处方陈

述则不兼容。 关于特定事物的彼此兼容的陈述

共同造就有关该事物的特定意义（话语分析称

之为“意义建构”）。 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领域，一
组相互兼容的陈述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即被大

多数人视为顺理成章、合理合法的陈述，它们表

达的意义也就占据了真理的地位。 因此，分析

特定事物的相关陈述，我们就有可能一方面确

认这些陈述背后的规则，另一方面确认它们成

就的有关该事物的特定意义。
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的事物是“乡镇图书

馆”这一农村文化及信息设施。 必须指出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虽然出台了很多

涉及“乡镇图书馆服务”的政策，却没有出台专

门针对它的政策。 涉及“乡镇图书馆服务”的政

策主要包括三类：有关基层文化事业的政策、有
关乡镇文化站建设的政策和有关公共图书馆事

业的政策。 这些政策对“乡镇图书馆”意义的建

构又集中体现在三组陈述当中：有关其核心设

施的陈述（三类政策的核心设施分别是：基层文

化设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图书馆）、有关

“乡镇图书馆服务”的陈述、有关“乡镇图书馆服

务”与核心设施关系的陈述。 这三组陈述因此

构成了本研究分析的焦点。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特定的话语支撑特

定的实践。 例如，中医话语支撑中医诊断的实

践。 所以，当一群人接受特定的话语，并运用它

的概念和陈述来从事特定活动时，这些活动也

可以看成是话语性实践（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话语性实践一方面通过践行话语建构的意义，
巩固其真理性地位，另一方面按这一意义打造

社会现实，是话语分析非常关注的实践活动。
为了考察现有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性实践

及其践行的“乡镇图书馆”意义，本研究调研了

北方三个省市的四个县级区划（代号 ＡＢＣＤ）的

１２ 个乡镇。 被抽样的四个县级行政区 ２０１３ 年

的人均 ＧＤＰ 分别是 １０．２ 万元、８．９ 万元、８．５ 万

元和 ６． ０ 万元，分别有 １７、４、８、１２ 个乡镇。 其

中，ＡＢ 两区的乡镇图书馆与区县图书馆大都存

在总分馆关系，因而同时隶属于乡镇综合文化

站和当地的总分馆体系，且定期接受主管部门

的评估定级。 这两个区的样本采用分层抽样，
主要根据地理位置及评估定级结果，从每个方

位及每个层级各选择 １—２ 个乡镇文化站。 ＣＤ
两区尚未启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乡镇图

书馆服务隶属于乡镇综合文化站。 Ｃ 区采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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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样，具体方法是让出租车司机从 ８ 个乡镇

中随意选择 ４ 个；Ｄ 区采用目的抽样，主要选择

该区相对知名的文化站，因而选择了两个曾经

被媒体作为先进典型报道过的文化站。 各区抽

样方法及样本数量详见表 １。

表 １　 本研究调研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抽样方法

县级区划代码
乡镇综合文化站

总数（个）
抽样方法

抽样数量

（个）
成功调研样本

数量∗（个）

Ａ １７ 分层 ６ ４

Ｂ ４ 分层 ４ ２

Ｃ ８ 随机 ４ ４

Ｄ １２ 目的 ２ ２

　 　 ∗调研失败原因主要包括：地址无法查询，图书室持续关闭且电话无法接通

　 　 实地调研主要在正常工作日进行，未经事

先约定，没有官方人员陪同。 调研包括两个部

分：观察和访谈。 观察内容主要包括：综合文化

站的设施构成、图书馆（室）的名称及挂牌方式、
图书馆（室）的资源状况、图书馆（室）设施的布

局、当日各种设施的利用情况。 访谈内容主要

包括综合文化站和图书馆（室）的管理体制、运
行情况、人员配置情况、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及

培训情况、工作人员对基层图书馆的认知。 在

ＡＢ 两区，研究者首先以读者身份进入文化站和

图书馆（室），进行一小时左右的综合观察，然后

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在 ＣＤ 两区，研
究者在到达文化站后，先向文化站负责人说明

来意，然后请求准许观察和接受访谈。 调研结

束后，首先根据调研过程所做记录，在第一时间

对调研笔记进行补充、整理，形成完整的实地调

研笔记；随后对每个乡镇的图书馆服务设施（以

“图书馆”或“图书室”命名的设施）和活动进行

编码，包括名称、位置、相邻设施、人员、活动、与
上级图书馆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归纳乡镇综

合文化站建设中所实现的“乡镇图书馆”意义。

３　 政策文本中的“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

如前所述，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我国农

村率先启动经济改革，我国政府也开始频繁

出台有关农村文化事业的文件，几乎所有文

件都涉及书刊资料借阅设施的建设。 由于不

同政策对这一设施的命名不同，本文暂且将

其笼统地称为“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 。
表 ２ 按时间顺序显示了本研究选取的 １０

份政策文本的关注焦点及其对“ 乡镇图书馆

服务设施”的表达。 其中，有四份文件的内容

全部关乎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有两份文件的

部分内容关乎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它们共同

构成下文所分析的 “ 基层公共文化政策文

本” ；有三份文件关乎图书馆事业发展，它们

构成下文分析的“ 图书馆事业政策文本” ；还

有一份文件关乎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它构

成下文分析的“ 乡镇综合文化站政策文本” 。
如表 ２ 所示， 无论这些政策聚焦的核心设

施是什么，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 乡镇图

书馆服务设施”建设，但它们对这一设施的命

名非常混乱，包括：文化中心图书室、文化站

图书室、乡镇图书室、书刊阅览室、基层图书

馆（室） 、农村图书馆（室） 、乡镇图书馆（ 室） 、
乡镇图书馆。 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基本上

是把 这 些 名 称 视 作 同 义 词 而 交 替 或 混 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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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本研究分析的政策文本

时间 名称 文件讨论的主要文化设施 文件对“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的表达

１９８４
（中宣部） 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

村集镇文化中心的报告
农村集镇文化中心 集镇文化中心图书室

１９８７
（中宣部等） 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

工作的报告
图书馆 乡镇街道图书馆；文化站图书室

１９９７
（中宣部等） 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

“知识工程”的通知
图书馆服务网点 乡镇图书馆；乡镇图书馆（室）

１９９８
（文化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

建设的意见
两馆一站一室 农村图书馆（室）

２００２
（文化部） 关于进一步活跃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的通知
基层文化活动阵地 乡镇、社区、学校图书馆

２００５
（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

化建设的意见
两馆一站一室 图书室

２００６
（中办国办）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

发展规划纲要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镇、村图书室

２００９ （文化部）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 乡镇综合文化站 书刊阅览室；图书室

２０１３
（文化部）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
公共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 （ 室）； 乡镇文化站图

书室

２０１５
（中办国办）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县级图书馆分馆］；农家书屋

３．１　 基层公共文化政策文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配合农村率先开始的经

济改革，中宣部和文化部比较密集地出台了多

份有关农村文化建设的文件，包括 １９８０ 年中宣

部《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 、文化

部《关于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 、１９８４
年中宣部《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镇文

化中心的报告》 等。 ９０ 年代的相关文件有所

减少，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我国启动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有关农村文化政策的文件再次密集

出台。 虽然这些文件都针对比较宽泛的农村

文化建设，但几乎所有文件都提到图书借阅

服务。
１９８４ 年中宣部的《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报告》是改革开放早期一

份专门针对乡镇文化设施的政策文件。 如表 ２
所示，这份政策文件涉及的主要文化设施是“农

村集镇文化中心”。 文件有关该设施的陈述强

调它是由“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由“集体经济

兴办”，是“综合性基层社会文化组织” “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和前进基地” “以共产主

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大学和文化乐园”。 文件

同时指出：文化中心的典型设施包括影剧院、电
影队、电视室、图书室、科技室、游艺室、宣传画

廊和体育场。
“图书室”是该文件用来表达“图书馆服务

设施”的概念。 由于它并非该文件讨论的核心

设施，因而文件对于图书室的性质、运行方式、
服务内容和功能都没有直接陈述；它对“图书

室”意义的建构是通过“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相

关陈述而间接实现的。 首先，该文件将集镇文

化中心界定为对农村文化事业实施统一管理的

综合性组织，将图书室与其他各“室”共同表达

为乡镇文化事业的同质组成部分。 这样的表述

不仅排除了将图书馆服务设施表达为相对独立

０ １０



于良芝　 李亚设　 权　 昕： 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ＬＩ Ｙａｓｈｅ ＆ ＱＵＡＮ Ｘ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设施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将乡镇图书馆服务表

达为任何意义的“特别服务” （如需要专业知识

支撑的服务）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一切凸显图

书馆服务专业性以及图书馆学支撑作用的话语

便不再兼容，依附在这一话语中的图书馆学思

想、理论、技术也就失去了通达和影响乡镇图书

馆服务的载体。 其次，与“农村集镇文化中心”
陈述相兼容并与中心的其他设施相匹配，该文

件将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表达为“图书室”。 这

一命名方式隐含地将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定位

为村级图书室的同类而非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同

类，因而，事实上将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排除在

“公共图书馆”范畴之外。 再次，文件将集镇文

化中心表达为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导向（以共产

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机

构，并将其喻为“阵地”和“基地”。 其中“阵地”
蕴含“争夺”与“占领”的含义，强调乡镇文化建

设需要积极地树立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与这一陈述相兼容，各类文化设施必然按其意

识形态功能而获得优先次序。 图书馆服务以传

播知识见长，且依赖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等先

决条件（这决定它影响的人群相对较小），对“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的贡献度很难与宣传性

文化活动相比。 因此，该文件对文化中心意识

形态功能的强调事实上排除了它赋予图书室以

显著地位的可能性。 此外，文件将集镇文化中

心界定为“社会文化组织”，并将其比喻为“文化

乐园”，由此赋予文化中心以“大众参与、业余、
自主、寓教于乐”等含义。 这些陈述，特别是其

蕴含的业余自主含义，进一步排除了将图书室

表达为专业化服务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的

可能。
因此，虽然《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

镇文化中心的报告》并没有聚焦“乡镇图书馆服

务”，也没有直接使用“乡镇图书馆”概念，但却

通过一系列陈述建构了它提出的“图书室”的意

义。 其核心意义包括：图书室是乡镇文化中心

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服务于乡镇文化中心的

宣传教育动员功能；强调群众参与、寓教于乐，

而不强调专业主义；它是村级图书室的同类，不
属于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范畴。 由于我国的文

化政策整体上把乡镇文化中心图书室、乡镇文

化站图书室、乡镇图书室、乡镇图书馆作为同义

词使用（如表 ２ 所示），因而，《关于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报告》通过建构集

镇文化中心图书室的意义，也间接建构了乡镇

图书馆的意义。
在 １９８４ 年的《报告》 之后，表 ２ 中另有三

份文件聚焦农村文化设施，包括：１９９８ 年文化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 、
２００２ 年文化部《关于进一步活跃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的通知》和 ２００５ 年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 。 这三份报告将其

关注的核心文化设施表达为“两馆一站一室”
和“基层文化活动阵地” 。 三份文件与 １９８４ 年

《报告》一样将农村文化设施喻为农村文化阵

地，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意识形态对这一

阵地的占领，因此，强调其文化活动的多样性、
灵活性和大众性。 与 １９８４ 年的《报告》 相比，
１９９８ 年《意见》还特别将农村文化设施格局明

确界定为“两馆一站一室” ，即县有公共图书馆

和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村有文化活动

室。 这个界定通过排除“乡镇有公共图书馆”
的可能，将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无论如何命

名）继续排除在公共图书馆的范畴之外。 《意

见》还用“农村图书馆（室） ” 概念同时指代乡

镇和村级图书馆服务设施，明确将乡镇图书馆

或图书室与村图书室划入相同范畴。 通过上述

两个方面的陈述，１９９８ 年《意见》比 １９８４ 年《报

告》更直接地建构了乡镇图书馆或图书室的

“非公共图书馆”意义。 ２００５ 年《意见》延续以

往政策陈述，指出乡镇综合文化站是集图书阅

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
科普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

文化设施，将服务于“图书阅读”的设施与服务

于“科技推广” “科普培训” “青少年校外活动”
的设施并列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组成部分，继
续将“科技推广” “科普培训” “青少年校外活

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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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排除在“乡镇

图书馆服务” 的范围之外，由此进一步强化了

乡镇图书馆的以下意义：综合文化站组成部

分，与村图书室同属于农村图书馆（室） 范畴，
服务于图书阅读单一活动，有别于公共图书馆。

除了上述文件，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国家“十一

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也有专门章节讨论农村文化建设。 这些章节聚

焦的核心概念都是“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与此

前的文件相比，这两份文件在延续以往乡镇综

合文化站、乡镇图书馆意义的基础上，开始增加

有关基本文化权益的陈述，以及与此相兼容的

普遍均等服务及政府责任的陈述。 显然，自“十

一五”开始，即基本文化权益陈述进入政策文件

之后，有关集体经济自主兴办乡镇文化设施的

陈述已不再兼容，相关陈述赋予乡镇图书馆的

“自主兴办”意义也悄然消失，但这并没有改变

乡镇图书馆的其他意义。
纵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基层文化政策

文本，其有关农村文化建设和图书馆服务设施

的陈述可谓高度一致。 这些陈述首先赋予乡镇

文化建设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动员的

阵地使命；随之要求各种文化形式的共同参与

和统一管理，进而将电影、电视、戏曲、歌咏、书
画、朗诵、读书、看报、节庆等文化活动都界定为

必要的文化形式；最后采用诸如“集镇文化中

心”“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宽泛概念来概括所有

文化形式。 在由此形成的乡镇文化设施陈述

中，图书馆或图书室（无论如何命名）都自然对

应读书看报这一文化形式，因而被赋予非常单

一的功能。 这样一来，乡镇图书馆或图书室不

仅有别于世界范围的公共图书馆概念（例如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赋予十二大使命

的公共图书馆概念），也有别于我国已有的县级

及以上公共图书馆。 它与村级图书室共同构成

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的一个独特范畴。 正是这些

意义贯穿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直到当下的所有

公共文化政策文本，形成了我国讨论乡镇文化

事业及乡镇图书馆服务的惯常话语体系。 我们

不妨把这种话语体系称作“我国基层公共文化

话语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县级及以上图书馆服

务设施也经常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政策讨论的对

象，但这些政策在讨论县级及以上图书馆服务

设施时，首先接受了“公共图书馆”这一核心概

念，认同这一概念是表达县级及以上图书馆服

务设施的唯一合法概念；其次接受了世界图书

馆职业赋予这一概念的普遍含义：由公共财政

支持，向所有人开放，由专业化队伍运行，承担

教育、文化、信息、交流等多项功能。 这就是说，
我国公共文化政策在讨论县级及以上图书馆服

务设施时基本上采纳了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体

系，因而不构成针对这些层级图书馆服务设施

的独立的话语体系。 我国的公共文化政策只有

在讨论乡镇及村级图书馆服务设施时，才成为

有别于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的“基层公共

文化话语体系”。

３．２　 乡镇综合文化站政策文本

如前所述，我国对乡镇一级文化设施的高

度关注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在密集出台有关

乡镇文化建设政策的同时，我国于“六五”期间

提出了实现“县有图书馆、乡有文化站”的文化

设施全覆盖蓝图。 “十一五”时期，乡乡有文化

站进一步成为我国基层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
此后，我国专门针对乡镇文化站建设出台了两

份重要文件：２００９ 年文化部颁布的《乡镇综合文

化站管理办法》、２０１２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乡镇综合文化站

建设标准（建标 １６０—２０１２）》。
与“十一五” 以后的公共文化政策相一

致，２００９ 年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 将

乡镇综合文化站界定为“ 县级或乡镇人民政

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机构” 。 《 管理办法》 和

《标准》延续其他公共文化政策的思路，赋予

乡镇文化站统一管理和实施各种基层文化服

务的职责。 《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 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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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指出，文化站的主要职能包括开展书报刊

借阅、文艺演出活动、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

共文化资源配送和流动服务、数字文化信息

服务、体育健身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 第十

一条指出，文化站的主要服务包括：举办各类

展览、讲座，传递经济信息，普及科学文化知

识；开展流动文化服务，配送公共文化资源；
开办图书室，开展读书读报活动，提供图书报

刊借阅服务；建成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基层服务点，开展数字文化信息服务。 《 乡

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 建标 １６０—２０１２） 》
则根据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规定了如表 ３
所示的文化设施。 此外，《乡镇综合文化站管

理办法》 还专门针对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工作

人员做出了规定，要求综合文化站的工作人

员要具有文化站职业资格，接受各级文化培

训机构或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艺术学校、
艺术院团等的培训。

表 ３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建标 １６０—２０１２）》规定的乡镇综合文化站设施

设施 功　 　 能

文化体育活动用房 多功能活动厅、排练室、展览室、体育健身室、美术室等

书刊阅览用房 书刊阅览室、少年儿童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

教育培训用房 教室、视听室等

网络信息服务用房 广播电视服务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室、微机室等

管理和辅助用房 管理室、设备间、库房等

　 　 对于建设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目标而言，乡镇综合文化站政策陈述的以下意

义建构值得特别关注。 ①这些陈述赋予乡镇综

合文化站一些类似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如书刊

借阅、培训、政府信息展示、经济信息服务、科普

教育、文化活动、数字化信息获取等，从而使乡

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与世界公共图书馆的功能

（如《公共图书馆宣言》所规定的功能）具有了相

当程度的重合性。 然而，通过指定乡镇文化站

来承担这些功能，这些陈述将乡镇层级的文化

站而非图书馆定义成了公共图书馆功能的载

体；换言之，它把“为我国乡镇居民提供公共图

书馆相关服务”的合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赋予了乡

镇综合文化站而非乡镇图书馆。 ②这些陈述分

别规定了广播电视服务室和视听室对音频视

频信息、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室对数字

化文化信息、图书室对图书报刊的提供责任，
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图书室以“纸质书刊借阅场

所”的意义。 ③通过强调文化站工作需要职业

资格，乡镇综合文化站陈述似乎赋予文化站工

作一种专业化地位，然而，这种专业化资格并

不是来自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或任何一个专门

知识体系，而是来自各级文化培训机构或群艺

馆、文化馆、图书馆、艺术学校、艺术院团的培

训。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似是而非的“职业资

格”可能是任何资格，但绝不是专业化图书馆

职业资格。
由此可见，乡镇综合文化站陈述通过“合法

化”乡镇综合文化站的部分公共图书馆相关功

能、单一化图书室的功能、泛化或虚化文化站的

专业资格，更进一步强化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图

书室的“非公共图书馆”“非专业化”意义。 这些

陈述及意义与基层公共文化政策的陈述及意义

高度一致，因而可以视为同属于“我国基层公共

文化话语体系”。

３．３　 图书馆事业政策文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在不断出台公共

文化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专门针对图书

馆事业的政策，例如，１９８０ 年中央书记处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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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１９８７ 年中宣部和文化

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

的报告》、１９９７ 年中宣部和文化部等部委联合发

布的《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 的通

知》、２０１３ 年文化部发布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从提升公共图书馆服

务人口覆盖率的角度，这些政策不能不涉及乡

镇层级的图书馆服务。
１９８７ 年出台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

作的报告》的核心概念是“图书馆”。 该文件将

“图书馆”界定为人类知识的宝库；教育、科学、
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搜集、整理、存
储、开发、传递与利用文献信息资源，为经济建

设和科学研究服务的机构。 其中，将图书馆喻

为知识宝库是世界范围图书馆职业相对通用的

比喻（确切地说，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其喻为“知识之门”），表现了与世界公共图书

馆话语体系的高度兼容。
《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是在

“六五”提出“县县有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 的

文化发展战略背景下出台的。 “县县有图书馆”
的目标是我国在“六五”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提出的公共图书馆覆盖率标准，即每县至少有

一座公共图书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

高，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必然要考虑公共图书

馆覆盖率的提升问题，这也正是《关于改进和加

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这类图书馆事业发展蓝

图需要考虑和布局的。 对“县县有图书馆”的覆

盖率标准做出合乎逻辑的提升，其结果应该是

“乡乡有图书馆”，即每个乡镇至少有一座公共

图书馆。 《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
将“县县有图书馆”之后的下一步图书馆事业发

展目标表述为建设基层图书馆服务网点。 “基

层图书馆服务网点”虽然比“乡乡有图书馆”的

目标模糊得多，但毕竟强调了“图书馆”向基层

发展的正当性。 这表明，它确实尝试着按世界

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表达“六五”以后我国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蓝图，包括乡镇层级图书馆的

建设。

然而，作为文化部出台的文化政策的组成

部分，它不可能不谋求与其他文化政策的一致

性，因而，在有关乡镇和村级图书馆的发展规划

方面，它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很多源自“我

国基层公共文化政策话语体系”的陈述。 例如，
在强调基层建设图书馆服务网点的同时，又指

出要“继续办好文化站图书室或乡镇街道图书

馆”，模糊地将文化站图书室、乡镇街道图书馆

和图书馆服务网点表达为同样的事物。 对“文

化站图书室”概念的关照，表明它无法超越我国

基层公共文化话语体系对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

的建构，因而显示了它试图调和两种话语体

系———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与我国基层公

共文化话语体系———的努力。
这种调和努力同样显示在 １９９７ 年《关于在

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 的通知》 和 ２０１３ 年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
这两份文件的核心概念分别是“图书馆服务网

点”和“公共图书馆”，但它们都与 １９８７ 年《关于

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一样，同时赋予

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网点“传播知识、传递信

息、开发智力”与“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双

重使命，都将图书馆服务网点、乡镇图书馆、乡
镇图书馆（室）、文化站图书室作为同义词混合

使用。
对于同样的事物，不同的话语体系通常会

建构出不同的意义。 试图调和两种话语体系的

结果，极有可能是意义的混乱、模糊甚至全面崩

溃。 “乡镇图书馆”的意义正是在上述文件的话

语调和中陷入了模糊。 它究竟应该以传播知识

为主还是宣传动员为主？ 究竟应该是多功能的

公共图书馆或其网点还是文化站的书刊借阅

室？ 公共图书馆事业政策文本中，似乎总是有

部分陈述指向一种答案，另外一部分陈述指向

另外一种答案。

４　 话语性实践中的“乡镇图书馆服务

设施”

如前所述，话语性实践（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０ １４



于良芝　 李亚设　 权　 昕： 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ＬＩ Ｙａｓｈｅ ＆ ＱＵＡＮ Ｘ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是指依言行事的实践，如依照医学概念的诊断

行为、依照法律概念的庭审程序、依照信息组织

概念的编目行为等。 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在

于，它们都以特定话语的概念架构作为行事的

架构，体现着话语对行为的组织力量，也同时强

化着相应话语建构意义的能力。
对“乡镇图书馆”的意义具有建构作用的

话语性实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乡镇文

化站的管理和运行者。 这一群体通过对乡镇

文化站的空间布局、功能区命名、资源配置等

实践，确定了图书馆服务设施在整个文化站

的位置，并通过它与其他设施的相互参照赋

予其特定意义。 二是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的建设和运行者（ 主要为本地区的公共图

书馆专业队伍） 。 这一群体通过在乡镇设置

和命名分馆，并通过分馆与其他文化设施的

相互参照而赋予它特定意义。 三是图书馆服

务设施的实际运行者（ “ 图书馆” 或“ 图书室”
的管理员） 。 他们通过对自身身份的定义、对
图书馆或图书室业务的操作等赋予它特定意

义。 如表 ４ 所示，在本研究调研的乡镇，这三

种力量都将乡镇图书馆等同于综合文化站的

图书室。 首先，在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架构中，
不管图书馆服务设施被称作 “ 图书馆” 还是

“图书室” ，它都是与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基层

点、培训室、会议室、多功能厅并列的、功能单

一的书刊借阅设施。 其次，在 ＡＢ 两个辖区，
当地的区县级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始在乡镇设

置分馆，而被他们命名为分馆的，也都是与文

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基层点、培训室、会议室、
多功能厅并列的、功能单一的书刊借阅设施。
这意味着在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架构

中，其乡镇层级的服务设施其实就是乡镇综

合文化站的图书室。 这就是说，正在建设的

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直接将功能单

一的文化站图书室纳入体系之中，而不是用

专业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覆盖乡镇。 再次，
在大多数图书馆服务运行者的自我认知中，
他们是文化站的管理干部，而不是 “ 图书馆

员” ，与图书馆职业没有关联。 可见，在基层，
是乡镇文化站话语（ 隶属于我国基层公共文

化话语体系） ，而不是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
在主导“乡镇图书馆”的意义建构。 由此建构

的乡镇图书馆等于综合文化站的图书室，其

核心甚至唯一功能就是借阅图书。

５　 讨论与结论：全覆盖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建设的新瓶颈

公共图书馆自 １９ 世纪诞生以来， 一直

被认为是保障社会成员自由免费获取信息和

知识的设施，并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

为各地通向知识之门。 正因为如此，它从一

开始就被认为应该覆盖全民。 在我国，由于

国力所限，公共图书馆直到“ 六五” 期间才开

始覆盖到县级行政区（ 即保证每县至少有一

座公共图书馆） ，到 ２１ 世纪初，才开始真正考

虑覆盖全民。 直到这时，乡镇图书馆的建设

问题 才 真 正 成 为 公 共 图 书 馆 事 业 的 发 展

问题。
公共图书馆向乡镇辖区的普及一开始就遭

遇了巨大瓶颈。 最早遭遇的，也是最明显的瓶

颈，就是乡镇辖区财政能力和专业人才的匮

乏。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制度实施每级政府

建设本级图书馆的安排，根据这一安排，乡镇

政府负责乡镇图书馆建设。 然而，由于我国的

财政制度长期致力于保障工业化所需积累，乡
镇财力一般都很薄弱，不具备独立发展乡镇图

书馆事业的能力。 ２１ 世纪初以来，我国图书馆

界围绕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而开展的实

践创新和研究探索大都针对这一瓶颈，由此形

成的主要解决方案就是将基层图书馆的责任

主体上移，即将建设主体上移至县市政府，将
运行主体上移至县市图书馆，由此形成上下联

通的总分馆体系。 目前，在我国一些经济较发

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等地区，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正在按照这样的方案向乡镇

层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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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芝　 李亚设　 权　 昕： 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ＬＩ Ｙａｓｈｅ ＆ ＱＵＡＮ Ｘ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然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在乡镇层级的推进正在遭遇另外一个更

严峻的瓶颈：乡镇图书馆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的“非

公共图书馆化”。 本研究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涉及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的政策文本的分析显

示，对这一设施的讨论，明显存在两大互不兼容

的话语体系：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话语体系和世

界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 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话

语把基层文化事业表达为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它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意识形态职责，体现了我国农村特有的政

治经济制度对文化动员功能的高度依赖。 根据

于良芝等人的研究［９－１０］ ，这种依赖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已成传统。 当时农村先后实行的社会

主义改造、集体经济、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持、人
民公社制度，都需要高度的宣传和全民动员，要
求农村文化积极配合。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从农村

率先开始的经济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经

历的最深刻变革，依然需要对农民进行宣传教

育动员，因而依然需要庞大而多样化的文化事

业的支撑。 农村文化事业也就因此囊括了文艺

演出、影视、读书看报、培训、政策宣传、科普、民
间文化活动、节庆文化活动、体育活动等多种成

分；而乡镇综合文化站则被表达为管理和实施

这些成分的最合适载体，并被相应地划分成不

同的功能模块和设施。 在由此构成的乡镇综合

文化站架构中，读书看报活动与其他文化活动

一样，成为单独的功能模块，并被赋予单独的设

施。 不难理解，在描述这一设施时，与其功能以

及整个文化站架构最契合的概念是“图书室”而

不是“图书馆”。 正因为如此，这一话语体系更

经常采用“乡镇图书室”或“乡镇文化站图书室”
概念，其建构的“图书室”意义也因此与专业化

“公共图书馆”的意义迥然不同。 对于世界公共

图书馆（包括我国县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经常

承担的其他文化、信息及教育功能，如政策信息

提供、科普、培训、民间文化活动，该话语体系重

新界定了乡镇层级的“合法提供者”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即乡镇综合文化站内的其他设施。

与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话语体系相比，世界

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把各级公共图书馆表述为

知识的宝库、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工具，强调

图书馆服务网点应该尽可能普及，形成覆盖全

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与此相兼容的乡

镇图书馆陈述就是把乡镇图书馆看成公共图书

馆及其服务网点逐渐普及的结果，或者说是公

共图书馆覆盖率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构成公

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世界

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中，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

应该具备公共图书馆的意义，其适用名称应该

是“图书馆”而不是“图书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相关政策依稀可见

这两种话语体系在建构乡镇图书馆的意义时的

矛盾与纠结。 这种纠结在公共图书馆事业政策

文本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们在陈述乡镇图书

馆的建设时，总是一方面天然地倾向世界公共

图书馆话语，另一方面又努力呼应我国基层公

共文化话语，导致这类政策经常无法清晰一致

地呈现乡镇图书馆的意义。 例如，它们经常模

棱两可地使用“乡镇图书馆（室）”概念或交替使

用“乡镇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图书室”概念。
这不仅没能凸显乡镇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意

义，相反，由于它默认“乡镇图书馆”与“乡镇综

合文化站图书室”的同义关系，事实上支持了乡

镇图书馆的“非公共图书馆化”。 值得指出的

是，图书馆事业政策文本中体现的话语冲突及

意义混乱，也同样影响了《公共图书馆法》的起

草。 ２０１５ 年底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

稿）》在非常显著的位置强调，政府有责任建设

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但在具体

陈述政府对乡镇层级图书馆的责任时，却依然

将其表述为建设乡镇文化站图书室。 至于这两

大责任是否一致，政府通过建设乡镇文化站图

书室，能否建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 却语焉

不详。
本研究在北方四个县级行政区开展的调研

显示，乡镇图书馆设施建设目前主要由基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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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话语主导。 这些地区的乡镇图书馆设施

都是“两馆一站一室”规划的产物，因而，无论叫

做“图书馆”的，还是“图书室”的，都是主要支持

纸质书刊借阅的场所（少数也提供电子资源），
多数由文化站的干部兼职运行。 即使在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已经达到乡镇层级的 Ａ、Ｂ 两

区，区县图书馆的乡镇分馆也是按综合文化站

图书室的意义在建设。 这表明，“乡镇图书馆 ＝
乡镇文化站图书室 ＝ 书刊借阅设施¹公共图书

馆”的意义建构，不仅被乡镇文化站的管理者和

工作人员所共享，也为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所认同；不仅决定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话语

性实践，也决定了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

乡镇层级的话语性实践。
基层公共文化话语体系主导乡镇图书馆意

义建构和话语性实践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乡镇图

书馆的非专业化。 所谓“专业化”是指乡镇图书

馆的核心业务（文献的选购、文献加工、空间和

服务的设计、问题的解答、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

的参与）要由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根据公共图书

馆理念、理论和技术进行规划和设计。 但由于

目前乡镇图书馆服务设施践行的是基层公共文

化话语体系，公共图书馆的理念、理论、技术在

这里找不到对接之处。 这一切，再加上其工作

人员专业知识的匮乏、职业身份的缺失（这很可

能意味着职业精神的缺失）、与国内外同行的经

验交流鸿沟，决定乡镇文化站图书室暨乡镇图

书馆不可能实施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
按“非公共图书馆”意义建设乡镇图书馆，

我国将不仅延续城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享用机

会上的差异，而且可能导致乡镇图书馆因效能

低下而失去发展激励。 这样的话，纵然解决了

“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主体问题，并把它纳入城

乡一体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普遍均等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也很难真正实现。 因此，如果

我们要真正建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就必须突破“乡镇图书馆”的意义建构，在
探索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制度安排的同

时，开始考虑重新建构乡镇图书馆的意义，使它

的意义与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意义相匹配。 在

这方面，以下路径或许值得图书馆职业尝试。
首先，关注话语对意义和现实的建构作用，对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话语的制约作用保持

敏感。 其次，放弃调和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努

力，按照世界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建构乡镇图

书馆的意义，即明确乡镇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

覆盖率到达乡镇层级的必然结果，是公共图书

馆事业的组成部分。 再次，在乡镇层面，强化基

于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的话语性实践，这包括：
①明确使用“乡镇图书馆”的旗帜，放弃使用“乡

镇图书室”或“乡镇文化站图书室”等概念；②把

支持公共图书馆功能的空间和资源———培训

室、会议室、展览室、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基层服

务点等，置于乡镇图书馆的支配之下，以便乡镇

图书馆可以按照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及其

实现规律，整合资源，设计服务；③将目前乡镇

综合文化站的功能重新整合为公共图书馆功

能、文艺表演功能、体育健身功能、文化管理功

能四大模块；④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空间分

为公共图书馆、文艺表演、体育健身三大服务功

能区和一小部分管理功能区；⑤此外，认同乡镇

图书馆的专业化地位，除了由县市图书馆保证

馆藏建设和服务设计的专业化，还要保证乡镇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能力实施县市图书

馆设计的专业化服务。 上述话语性实践的目标

不是要谋求乡镇图书馆在地理位置和机构设置

上的独立性，而是还原乡镇层级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完整性。
改变乡镇图书馆话语意味着全面改变我们

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乡镇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

站、甚至整个基层文化的认知，改变围绕它们而

建立的一整套实践模式（规划、运作、管理、评

估、统计）和社会分工，其难度有可能大大超过

乡镇图书馆建设制度的改变。 但如果我们坚信

专业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价值，如果我们要致力于提高公共图书馆服

务对全民的覆盖率，那么，除了尝试这些改变，
我们恐怕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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