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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空间的创造：日本新兴会员制图书馆及其理念

邹永利 　 涂莉娜

摘　 要　 以森建筑公司开设的六本木图书馆为代表，日本全国陆续出现一批营利性会员制图书馆，备受舆论关

注。 六本木图书馆 ２００３ 年开馆，虽然收费昂贵，但经营状况良好，会员逾三千人。 会员制图书馆的宗旨是建立一

个人与人沟通、合作，创生新事物的空间，强调图书馆作为专门交流场所的重要性。 其馆藏特色鲜明、专业性强、

更新及时，服务以开馆时间长、活动空间多样、提供餐饮等见长。 会员制图书馆既具备传统图书馆的功能：提供查

询、借书服务和读书空间，又是一个可以饮食、交流、办公、思考、放松的空间，是一个可随时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

间之间自由切换的空间。 这样的空间以往在日本不曾存在，其产生、兴起以致繁荣，有着显著的社会及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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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ｕｓｅｒｓ ｃａｎ ｔａｌｋ ｒｅｌａｘ ｗｏｒｋ 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ａｎｄ ｓｗｉｔｃｈ ｆｒｅｅ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ｉｎｇｌｅ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ｈａｓ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ｉｃｈｅ． ３ ｔａｂｓ． ２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ａｐａｎ．

０　 引言

自 ２００３ 年森建筑公司开设六本木图书馆以

来，一批营利性会员制图书馆陆续在日本全国出

现：东京都千代区的平河町图书馆、东京都涩谷

区的森之图书室、大阪市的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东京都涩

谷区的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福冈市中央区的 ＢＩＺＣＯＬＩ
图书馆等，成为日本图书馆界一道醒目的风景。
在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星罗棋布、抬脚可及的环境

里，收费不菲的会员制图书馆寻求的是怎样的生

存空间？ 六本木图书馆历时十余载，至今有会员

三千余人，成绩斐然，以至于日本森建筑集团继

六本木之后，又在东京开设了另外两间同类型图

书馆。 相形之下，公共图书馆由于开馆时间短、
书籍更新不及时、禁食、禁用手机等原因，令许多

上班族用户深感不便或不愿利用。 公共图书馆

日益成为中小学生做作业、家庭主妇带孩子的

“儿童天地”，环境嘈杂，进一步加剧了上班族或

者社会精英层与公共图书馆的疏离，这为会员制

图书馆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以六本木图

书馆为例，其三千余名会员中，２０ 至 ４０ 岁的青壮

年占去大半，超过 ７０％［１］ 。
日本会员制图书馆历史悠久，有营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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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非营利性的，本文主要论述近年出现的、以
六本木图书馆为代表的营利性会员制图书馆

（以下简称会员制图书馆）。 近年国内亦不乏此

类图书馆模式的尝试，但多以少儿为服务对象，
例如安妮英文图书馆、郑州“绘本 ＴＡＸＩ”等。 日

本会员制图书馆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式不仅可

为我国民营图书馆提供借鉴，也对当前国内关

于图书馆在城市公共空间或“第三空间”中角色

的讨论具有参考价值。

１　 背景与理念

通过日本雅虎、维基百科以及日本学术论

文数据库搜索“会员制图书馆”，人工排除非营

利的会员制图书馆，获得表 １ 所示的 ８ 家主要会

员制图书馆。

表 １　 主要营利性会员制图书馆

图书馆名称 地　 　 址 创办者 创办时间

六本木图书馆 东京都港区六本木 Ｈｉｌｌｓ“森”大厦 ４９ 层 森建筑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平河町图书馆 东京都千代区森大厦 ２ 层 森建筑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ＡＲＫ ＨＩＬＬＳ 图书馆 东京都港区 Ａｒｋ 森大厦 ３７ 层 森建筑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东京都涩谷区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 附属 Ｂ 栋 ２ 层 朝仓不动产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大阪市北区西天满 ４ 丁目 １１－８－７０１ 福冈南海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ＢＩＺＣＯＬＩ 福冈市中央区渡边通 ２ 丁目电气大厦共创馆 ３ 层 九州经济调查协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森之图书室 东京都涩谷区圆山町 ５－３ 荻原大厦 ３ 层 森俊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镰仓站前藏书室 镰仓市小町创业广场大厦 ３ 层 铃木章夫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此类会员制图书馆可据其所属分为三类：
一是由企业出资设立的图书馆，如森建筑集团

旗下的六本木图书馆等，二是由专业协会开设

的图书馆，如九州经济调查协会的 ＢＩＺＣＯＬＩ，第
三类为个人创建，如森之图书室等。

会员制图书馆的诞生与日本特定的社会环

境直接相关，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公共图书馆

服务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现在的公共图书馆

被认为更重视少年儿童，已经不是一个适合成

年人读书、学习、思考、放松的场所。 会员制图

书馆反其道而行之，如六本木图书馆规定只有

２０ 岁以上的成年人才具有入会资格。 另一个因

素是日本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的巨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

期萧条之中，企业难以维持以往的生长力度，大
量裁员，终身雇佣制崩溃。 会员制图书馆将目

标人群定位在已经或打算 “ 从组织中脱离的

人”，即认识到终身雇佣社会已经结束，有创业

想法，希望磨练自己，寻找志同道合伙伴的人。
会员制图书馆要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学习与社交

的场所，使这些“离开组织的人有一个能与他人

协同工作的场所” ［１］ 。 六本木图书馆创始人小

林麻实明确表示，其初衷是建立一个“人与人通

过沟通，创造新事物的场所”，强调“作为场所的

图书馆”，甚至认为“即使没有书，仍可以有图书

馆”。 如果仅是积蓄以往的知识，只能叫“档案

馆”，既称作图书馆，就应该是一个能从过去的

知识中创生新事物，即孕生创新的场所［２］ 。 “场

所”或者说图书馆空间的作用被提到最显要的

位置。 因此，这类图书馆通常都开辟有相当宽

阔的会员活动空间，如咖啡馆、会议室等，为会

员交流营造舒适、轻松的环境，同时着力举办文

化沙龙活动，促进会员间的联系与信息交换。
森大厦公司文化事业负责人礒井纯充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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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示：“我们要建造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

方都没有的、全新概念的图书馆”，它应该是一

个“知识与发现的仙境”，能够使人发现新事物、
启发思想、给人带来意外喜悦的场所，如果仅是

寻找某本想读的书，网上书店才是更有效率的

选择［２］ 。 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加以区

分，包括六本木图书馆在内的大多会员制图书

馆在命名时都舍弃了日文“図書館”一词，而是

采用日文平假名词语“ ライブラリー”，即英文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音译，或者直接用 Ｌｉｂｒａｒｙ 表示，以体现

其办馆理念有别于传统的图书馆（见表 ２）。

表 ２　 会员制图书馆的办馆理念

图书馆名称 办馆理念

六本木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个知识交换·共享的场所，以促生创新为目标” ［３］

平河町图书馆
“高品质的多功能商务空间”，“离永田町站（日本国会所在地）徒步一分钟距离的共

享写字楼” ［４］

ＡＲＫ ＨＩＬＬＳ 图书馆 “有书的学习空间、工作空间” ［５］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俱乐部会员的私人书房” ［６］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为商务人士，为理想的图书馆” ［７－８］

ＢＩＺＣＯＬＩ “知识集结、交流、创造的据点” ［９］

森之图书室 “在涩谷，连接书和人的场所” ［１０］

镰仓站前藏书室 “爱镰仓，读镰仓，只收集镰仓相关书籍的图书馆” ［１１］

２　 资格及费用

各馆由于办馆理念、经营方针不同，入会资

格及费用亦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３）。 森建筑集

团旗下的 ３ 家会员制图书馆都明确要求入会者

必须年满 ２０ 岁①以上，会费相比其他会员制图

书馆偏高。 这是因为其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商务

人士，需要营造高品质的利用环境。 三家图书

馆都地处东京有名的繁华地带，设馆的写字楼

俱为所在区域的地标性建筑，寸土寸金，收费较

高，当在意料之中。 例如，六本木图书馆所在的

“森之大厦”，是东京港区六本木新城的著名地

标。 森俊介的森之图书室位于东京涩谷区，同
是知名的繁华地带，但会费却远低于上述三家

图书馆，对入会资格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原因是

森之图书室专设餐饮服务，并以此作为图书馆

的主要营利收入［１２］ 。 位于镰仓市的镰仓站前藏

书室，对入会有特别要求，堪称另类“投名状”：
入会者必须向图书馆赠送一本与镰仓有关的图

书。 镰仓是日本历史名城，该藏书室的创建者

铃木章夫是一位镰仓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他对

藏书室的定位是“喜欢镰仓的人把镰仓的书带

来，分享阅读，交换信息” ［１１］ ，即交流推广镰仓

文化、信息的图书馆；有别于其他以商务人士为

目标用户的会员制图书馆，镰仓站前藏书室会

费不高，学生还享有半价优惠。
会员制图书馆通常也以一次性收费的方式

对非会员开放。 例如，ＡＲＫ ＨＩＬＬＳ 图书馆、六本

木图书馆可以办理一次性利用证，当日有效，费
用为 １ ０００ 日元，但利用时间、空间等均有限制，
利用时间相对较短，且不能利用馆内的会员阅

览区和会员咖啡区。 森之图书室规定非会员利

用图书馆需要缴纳 ５００ 日元 ／ 次。 日本主要会员

制图书馆入会费用如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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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要会员制图书馆入会费用

名称 六本木图书馆 平河町图书馆
ＡＲＫ ＨＩＬＬＳ

图书馆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森之

图书室

镰仓站

前藏书室
ＢＩＺＣＯＬＩ

会费

普通会员：
９ ０００ 日元 ／ 月；
１００ ０００ 日元 ／
年

拥有独立写字间

会员： ９０ ０００ 日

元 ／ 月；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日元 ／ 年

高级会员（森建

筑集团旗下的

３ 家 图 书 馆 都

可 以 利 用 ）：
３０ ０００ 日元 ／ 月
（不含税）；
３００ ０００ 日 元 ／
年（不含税）。
夜间 · 节假日

会员：
１５ ０００ 日元 ／ 月
（ 不 含 税 ）；
１５０ ０００ 日 元 ／
年（不含税）

９ ０００ 日 元 ／
月；
１００ ０００ 日元

／ 年

设施利用会员：
５ ８００ 日元 ／ 月；
空间利用会员：
２ ５００ 日元 ／ 月

１０ ８００
日元 ／ 年

１０ ０００ 日 元 ／
年 （ 学 生

５ ０００ 日 元 ／
年）

平日日间利用：
９ ０００ 日元 ／ 月；
平日夜间利用：
６ ０００ 日元 ／ 月；
全 时 利 用：
１２ ０００ 日 元 ／
月；
周 六 利 用：
４ ０００ 日元 ／ 月；
九州经济调查

协会成员有优

惠

入会

手续费

普通会员：
５ ０００ 日元

拥有独立写字

间会员：３００ ０００
日元

５ ０００ 日元 ５ ０００ 日元 ２ ０００ 日元 无手续费，但

入 会 者 须 赠

送 图 书 馆 一

本 和 镰 仓 有

关的书

３ ０００ 日元

３　 馆藏特色

各图书馆虽然规模、办馆宗旨不同，但馆藏

专门性强、更新及时，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六本

木图书馆、ＢＩＺＣＯＬＩ 等专注于商务书刊，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则专注于建筑与美术。 六本木图书馆的

藏书量不大，图书约 １． ４ 万册，外文期刊 ４０ 余

种。 图书更新速度很快，几乎天天有新书上架，
与书店书架上的新书基本同步，同时剔除相同

数量的旧书，藏书总量不变。 除商务类书籍及

常用工具书外，还有名著阅览区（ Ｇｒｅａｔ Ｂｏｏｋｓ），
包括贵重图书、外国原版书等。 ＢＩＺＣＯＬＩ 虽然同

样专注于商务信息服务，但其馆藏特色鲜明，重

点收集关于九州地区①经济、社会方面的文献，

并由专门人员挑选出一万册图书推荐给用户利

用。 电子资源方面，六本木图书馆、ＢＩＺＣＯＬＩ 等

专注商务信息服务的会员制图书馆，都提供日

本商界使用率较高的“日経テレコン２１” “日経

ＢＰビズボード” “ ジャパンナレッジ”三种数据

库服务。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馆藏也颇具特色，其

独有的“Ｂｉｌ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特藏”，由各界“百位鉴赏力

达人”精心挑选、推荐，相当于当代建筑与美术

方面的必读书籍。 另外该馆专注于收藏与代官

山以及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② 有关的各类文献，从专

著、杂志、辞典到百科全书、摄影、美术作品等，

应有尽有。

１２０

①
②

九州是日本西南部的一个岛，为日本本土四大岛之一，包括 ８ 个行政县，目前是日本高科技产业的主要集中地。
代官山是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的町名，是日本最新潮流的发源地，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 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被

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就设在其中 Ｂ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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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图书馆按照既有分类法组织藏书排

架相比，会员制图书馆显得相当随意。 如六本

木图书馆为了引导读者阅览不同类型的图书，
贯彻其创建者小林麻实倡导的理念———图书馆

是一个书与人偶然相遇的空间，不仅藏书组织

方式不固定，甚至一本书的位置也不固定，例如

“１９ 世纪女性作家著作” “黄色封面的书”等，并
不定期更换各类主题图书的位置。 虽然一本书

没有固定的架位，但每本书中都置有电子标签，
书架上设置有传感器，即使书籍频繁更换位置，
读者仍可以利用手机或者电脑等搜索书名，迅
速确定图书在书架上的位置［１３］ 。 ＢＩＺＣＯＬＩ 的文

献组织方式也很特别，其负责人八寻和郎甚至

称，这是 ＢＩＺＣＯＬＩ 最突出的特征：书架按当下热

门话题排列，话题内按九州各县拥有的产业领

域排列，同领域内依次陈列学术著作、业界报

刊、专业工具书、相关产品实物。 一般图书馆将

工作重心放在图书资料的管理上，而 ＢＩＺＣＯＬＩ
则将重心放在辅助商务人士、科研人员创新上，
扮演“知识与信息的‘试销店’ （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Ｓｈｏｐ）”
的角色［１４］ 。

无论是六本木图书馆，还是 ＢＩＺＣＯＬＩ，这种

看似随意的馆藏布局都体现了设计者的图书馆

理念：图书馆是一个发现新事物、启发思想的场

所，是一个“知识与发现的仙境”，重在给人带来

意外的喜悦。

４　 服务特点

开馆时间长，提供多样性的活动空间是会

员制图书馆的显著特色。
会员制图书馆一般都至少开放至晚上 ２２ 点

甚至更晚，几乎全年不闭馆。 如六本木图书馆

对一般会员从早上 ８ 点开放到晚上 ２３ 点，对拥

有独立写字间的会员则 ２４ 小时开放，全年无闭

馆日；森之图书馆开放至凌晨 １ 点，平河町图书

馆、ＡＲＫ ＨＩＬＬＳ 图书馆等也仅在年初年末的几

天调整开馆时间。 由个人创建的会员制图书

馆，开馆时间相对较短，比如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在每周

一和节日的次日休馆。
图书馆一般划分为不同区域，如阅览区、自

习区、会议区等，每个区域具有特定的功能，提
供相应的服务。 六本木图书馆分为图书馆咖啡

区、经典著作区和我的图书馆区，每个区域各具

特色。 咖啡区空间开阔，环形结构，尽览东京湾

美景；经典著作区，古香古色，并配有专业图书

馆员；我的图书馆区，简洁实用，各类工具书配

备齐全，专为会员备考、自习、工作等精心打造。
会议区是会员举行各类活动的区域，以实现会

员制图书馆“知识交换、共享，促生革新” 的理

念。 六本木图书馆目前有 １４ 个不同主题的社

群，由会员自发结成和运作，如“街道漫步” “赛

事观战”“电影研究” “个人创业研究” “欧洲旅

游研究”等，每个社群通常定期举办活动。 大阪

的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针对商务人士，提供代理调查、信
息检索、通信地址、事务处理、推荐人才等商务

支援服务。 其中的通信地址服务，允许会员以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作为自己的通信地 址 印 在 名 片

上［１５］ ，很受会员欢迎。
会员制图书馆还提供开水、微波炉、冰箱、

储物柜等服务，个别图书馆甚至备有自行车供

会员借用。

５　 经费来源

一般来说，收取会费、出租场所、经营餐饮

等是会员制图书馆维持日常运行的主要经费来

源。 企业出资建立的会员制图书馆依托企业，
采用成熟的商业运营方式，资金方面通常没有

问题，比如森建筑集团旗下的 ３ 家会员制图书

馆，个个运营状态良好，呈现继续扩张态势。 与

之相比，个体创业创建的会员制图书馆，比如森

之图书室、镰仓站前藏书室和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等，则
从建馆之初就要面对资金问题。 他们往往以众

筹的方式获得所需的第一笔资金。 森之图书室

的创建者森俊介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日本云

众筹网站“ｃａｍｐ⁃ｆｉｒｅ”上启动项目，名义是“在涩

谷，在道玄坂，一个连接书和人的地方———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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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室”，截止日期是 ５ 月 ３０ 日，目标金额 １０ 万

日元。 项目截止时，共有 １ ７３７ 人支持该项目，
创下日本支持众筹项目人数的新纪录，共获得

９５３ 万日元的众筹金额，是目标金额的 ９５．３ 倍。
森俊介认为，单靠经营图书室，很难在东京涩谷

这样寸土寸金的地带生存，而依托会员制餐饮

业不失为一种选择。 因此，森之图书室既是图

书室也是餐饮店［１２］ 。 镰仓站前藏书室的启动资

金也是通过云众筹项目获得的。 创建人铃木章

夫在另一云众筹网站“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上发起一

个名为“创建镰仓站前图书室，连接镰仓爱好

者”的众筹项目，目标金额 ８０ 万日元，项目结束

时共有 １０４ 人支持，金额共计 ８４．８ 万日元［１６］ 。
会员制图书馆的运作归根结底是一种商业

活动，吸引人入会、获取利润非常重要。 各图书

馆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其服务，扩大社会存在感。
各图书馆都有自己的网页、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
公布馆内信息，发布有关活动信息等，并通过传

统传播媒介宣传自己。 企业出资建立的会员制

图书馆，如森建筑集团旗下的 ３ 家会员制图书

馆，有企业集团的支持，资金雄厚，营销模式成

熟，社会影响自然也很大。 在日本最受欢迎的

搜索引擎“雅虎日本”上输入“六本木ライブラ
リー（六本木图书馆）”词条，返回的结果网页竟

有 ４８７ ０００ 多个，不少都是传统媒体对该图书馆

的报道。 另一会员制图书馆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创建

者福冈南海子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会员制

图书馆宣传推广方面的论文，刊登在日本《专门

图书馆》杂志上。

６　 问题与启发

虽然会员制图书馆叫图书馆，但它们到

底是不是图书馆仍是一个问题。 这既是一个

观念性问题，也是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 正

如前述森大厦公司文化事业负责人所声称，
他们要建造的会员制图书馆是世界上不曾有

的、全新概念的图书馆，因此也自然会面临新

的问题。

６．１　 图书馆身份问题

如前所述，会员制图书馆在命名时，均避开

日文“図書馆” 一词。 它们或直接用英文“ Ｌｉ⁃
ｂｒａｒｙ”，或采用其音译，以日文片假名表示，以示

与传统图书馆的区别。 实际上，它们的确不怎

么像图书馆。 一位参观过六本木图书馆的图书

馆员评论说，其第一印象是进了电视剧里才会

看到的“大公司总裁办公室”，与他熟悉的图书

馆大不相同，是图书馆以外的另类空间、另类设

施，与公共图书馆几乎没有可比性，亦不存在相

互竞争的问题［１７］ 。
笔者也曾就此类图书馆的性质求问过两位

日本图书馆学教授，他们均承认，日本图书馆学

界对此类图书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尚未见

到专门、系统的研究。 其中一位参观过六本木

图书馆的教授认为，与其说它们是图书馆，不如

说是面向商务人士的专门资料室。 这种观点有

一定代表性，也与新兴会员制图书馆的理念相

吻合。 六本木图书馆的设计者小林麻实曾在外

资咨询公司就职，深刻体会到企业信息中心或

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
六本木图书馆这种新兴的会员制图书馆是其心

目中理想的企业图书馆，能充分体现并综合企

业实务、经营组织理论、ＭＢＡ、跨学科信息学等

领域的相关知识与研究成果，给商务用户以强

有力的支持［２］ 。
媒体与大众对新兴会员制图书馆显示出较

高的关注度，大部分评论都认为此类图书馆质

量高，有创意，而如何定义它们，则无统一说法。
显然它们不是公共图书馆，也非书店、咖啡馆、
市民活动中心、企业资料室、自习室，但它们似

乎又组合了所有这些设施的某些元素，因此更

像是一种新型设施、一个新品种，以满足新的社

会需要为目的。
图书馆提供查询、借书服务和读书空间，此

类会员制图书馆除了具备所有这些功能外，它
还是一个可以饮食、交流、办公、思考、放松的空

间，是一个用户可随时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之间自由切换的空间，这样的空间过去是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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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 其产生、兴起，有显著的社会及文化

动因。
首先，它满足了终身雇佣制崩溃导致的个

人创业需要，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综

合创业空间。 一些会员制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包

括：提供办公空间、信息咨询、项目调查、代理办

公事务、介绍人才等。 会员制图书馆的会员中

ＩＴ 行业相关人员居多，如网站设计者、程序员、
游戏开发者、技术顾问、产品销售等，许多人有

创业倾向，需要会员制图书馆提供服务［８］ 。 例

如，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明确以“商务支援” 作为服务特

色，向会员提供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地址服务”，即会员

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留 Ｂｉｚ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地址，由图

书馆代为收发往来信函，在某种意义上，图书馆

成了创业会员的办公室兼秘书。 这对创业者来

说非常经济实惠：每月 ６ 千日元会费，相当于省

去了公司办事处租金、秘书佣金、水电费，等等。
其次，会员制图书馆为那些不能或不愿意

回家的上班族提供了理想去处。 日本人视辛勤

工作、以公司为家为美德，一名好员工不仅下班

晚，下班之后还要与上司、同事一起吃饭喝酒。
一个人如果经常按时下班回家，与家人一起吃

晚饭，会被认为不求上进或不合群，不仅邻居看

不起，家人也为之担心。 据调查，４９ 岁以下的工

薪层中，５０％的人觉得九点过后才适宜回家［１８］ 。
虽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加班的企

业少了，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但
人们的观念尚未完全改变———好职员，回家晚。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工薪家庭居住条件普

遍不宽敞，有了孩子之后，家里更显得逼仄，属
于丈夫的活动空间只剩下卧室一处，致使他们

不愿意回家，高达 ８０％的人基本上不在家吃晚

饭。 甚至有报道说，３０％的工薪层患有“回家恐

惧症”，其中介于 ２０ 到 ４０ 岁之间的人群比例较

高［１９］ ，这个年龄层群体恰好是调查显示的会员

制图书馆的中坚用户群。 会员制图书馆为这些

不能或不想回家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消磨时

间的空间，是功能单一、空间逼仄的餐馆、酒吧、
咖啡馆、书店、公共图书馆等无法比拟的，而“空

间”正是会员制图书馆理念中的核心概念。 它

不仅是位于公司与家之间的新的物理空间，也
是介于公司与家之间的新的心理、 概念空

间———咖啡、书房、美景、静谧……森旗下的图

书馆，几乎个个精致怡人，六本木图书馆的“我

的图书馆区”，环形落地窗将东京湾、东京塔尽

收眼底，独立沙发、间隔，使读者更像坐在自己

的书房，不同的是，这里有专业图书馆员提供所

需要的帮助，称之为“我的图书馆区”，实不为

过。 而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明确提出为会员打造“私

人书房” 的口号，也在舒适、贴心程度上下足

工夫。

６．２　 法律地位问题

“不提供外借服务”是六本木图书馆之类会

员制图书馆的短板。 日本森建筑集团旗下的三

家会员制图书馆都规定书刊不外借，如果读者

想带出馆，必须将书刊买下，会员享受 ９ 折优惠。
按照日本《著作权法》 ３１ 条规定，除具有公益性

质的图书馆，其他机构将具有版权的出版物用

于商业目的时，必须向版权所有者支付版税［２０］ 。
会员制图书馆收取入会费、利用费，以营利为目

的，因此不具有公益性，不属于日本《著作权法》
３１ 条所规定的“图书馆”，不适用于著作权的例

外规定。 如果此类图书馆提供外借，原则上需

要就每一本书与作者、出版社等机构交涉，获得

授权，手续繁杂，工作量大，且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 简单起见，会员制图书馆一般只允许馆

内阅览，不提供书刊外借服务。 馆内备有复印

机，按照相关法规，读者可以复制出版物的 １ ／ ３
以下，且一人一次只能复印一份。

有读者质疑会员制图书馆“收取高昂的会

费，却不允许外借藏书，这是图书馆吗？” 日本

《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保
存图书及记录其他必要的资料，通过设施供普

通公众利用，有助于其教养、调查研究、消遣

等” ［２１］ 。 会员制图书馆既无图书馆的公益性，
又无以图书外借为标志的功能，以至于不少人

视其为“书店与自习室的组合而已” ［２２］ ，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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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仍待确立。

７　 结束语

民营图书馆的生存问题是我国图书馆学界

和业界热衷于探讨的问题，而日本图书馆学界

较少关注这一领域，会员制图书馆更多是一个

热门的社会话题。 单是“六本木ライブラリー

（六本木图书馆）”一个会员制图书馆，在日本雅

虎上竟能搜出近 ５０ 万个相关网页，并经常成为

媒体讨论的话题。 学界的谨慎态度，可能与上

文提到的以六本木图书馆为代表的会员制图书

馆的性质或身份有关。 在不少学者眼里，这类

会员制图书馆很难说得上是图书馆。 的确，它
们不是可以轻松嵌入标准图书馆概念框架的事

物：它们叫“ Ｌｉｂｒａｒｙ”，而日本的图书馆叫“図書

館”。 日本的“ Ｌｉｂｒａｒｙ” 也许将作为一种新生的

机构品种得以确立，并生存下去。 它们与公共

图书馆处在不同的生态位上，有其独特的生存

条件与环境。 正如一位公共图书馆馆员在观后

感中所说：“六本木图书馆行得通，行在它地处

六本木，身处‘六本木森之大厦’，换在我生活的

武藏境（东京郊区），这种高级‘图书馆’就行不

通” ［１７］ 。 其他几家会员制图书馆的情况也相

似，其服务对象定位相当具体明确，即精壮年白

领工薪阶层。 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民营图书

馆更习惯将目光对准儿童、学生和女性，如“安

妮英文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馆”和“绘本 ＴＡＸＩ”
等都是如此。 中国的精壮年白领工薪层需要怎

样的图书馆，日本式会员制图书馆在中国有没

有生存的土壤，值得图书馆学界、业界思考。 当

然，本文提到的日本会员制图书馆的前景也有

待观察，其代表六本木图书馆亦才走过十余年

的历程，虽然近年呈现一定的扩展态势，但目前

还不是就此现象及其影响下结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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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８９．（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５－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ｃａｒｅ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ｊｐ ／ ？ｐ ＝ ７０８９．）

［２０］ 日本著作権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５－０４］．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ｅ－ｇｏｖ．ｇｏ．ｊｐ ／ ｈｔｍｌｄａｔａ ／ Ｓ４５ ／ Ｓ４５ＨＯ０４８．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５－０４］．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ｅ－ｇｏｖ．ｇｏ．ｊｐ ／ ｈｔｍｌｄａｔａ ／ Ｓ４５ ／ Ｓ４５ＨＯ０４８．ｈｔｍｌ．）

［２１］ 図書館法［ＥＢ ／ ＯＬ］． （１９９９－１２－ ２２）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４］．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 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ｐｏｒｔｓ ／ ｄｏｋｕｓｙｏ ／ ｈｏｕｒｅｉ ／ ｃｏｎｔ＿
００１ ／ ００５．ｈｔｍ． （Ｌａｗ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ｙ［ ＥＢ ／ ＯＬ］． （ １９９９－ １２－ ２２） ［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４］． ｗｗｗ．ｍｅｘｔ． ｇｏ． 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ｐｏｒｔｓ ／
ｄｏｋｕｓｙｏ ／ ｈｏｕｒｅｉ ／ ｃｏｎｔ＿００１ ／ ００５．ｈｔｍ．）

［２２］ 六本木ヒルズの会員制図書館［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ｐａｌｍｔｉｍｅｓ． ｂｌｏｇｓｐｏｔ． ｃｏｍ ／ ２００６ ／ ０６ ／ ｂｌｏｇ⁃
ｐｏｓｔ＿５７７９．ｈｔｍｌ．（ Ｒｏｂｂｏｎｋｉ Ｈｉｌｌ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ｐａｌｍｔｉｍｅｓ． ｂｌｏｇｓｐｏｔ．
ｃｏｍ ／ ２００６ ／ ０６ ／ ｂｌｏｇ⁃ｐｏｓｔ＿５７７９．ｈｔｍｌ．）

邹永利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涂莉娜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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