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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开拓者，麦维尔·杜威及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需要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借

助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档案资料，文章梳理了 １８７６—１８８９ 年尤其是 １８８７ 年哥大图书馆经营学院成立前后麦维

尔·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形成与演变的脉络，得出如下结论：在该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服务于杜威的教育改革

理想；杜威继承、发展并综合了他人的思想；其思想主体和成熟形态是实用的技术教育模式；杜威也曾尝试提升图

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性，而非彻底的实用主义；其教育思想因时而变，历经萌芽、雏形、重塑、成熟、修正五个阶段；在

此过程中，他改造了古典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并通过图书馆学教育确立了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现代图书馆

学知识体系。 图 １。 表 １。 参考文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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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ｗｅｙ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ｗｅｙ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１ ｆｉｇ． １ ｔａｂ． ７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　 引言

１８８７ 年， 麦 维 尔 · 杜 威 （ 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
１８５１—１９３１）在哥伦比亚学院 （ 以下简称 “ 哥

大”）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学院———图书

馆经营学院（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ＬＥ，或译为图书馆管理学院），对世界

图书馆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深入探讨杜威图

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演变，有助于探索

学科发展的内在机理，增进对图书馆学发展历

程与现实境况的认知，推动西方图书馆学史与

比较图书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现有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成就的相关研究包

括以下内容。 ①杜威传记。 国外方面， Ｄａｗｅ 等

人所著《麦维尔·杜威：预言家、实干家、启迪

者》 ［１］ 是第一部杜威传记，总结了其生平贡献，
并汇集了杜威与时人的书信往来等若干史料。
其他杜威传记或着意于探讨其个性，如 Ｒｉｄｅｒ 的

《麦维尔 · 杜威》 ［２］ ； 或编纂其著述目录， 如

Ｖａｎｎ 的 《 麦维 尔 · 杜 威： 与 图 书 馆 事 业 同

在》 ［３］ ；尤以 Ｗｉｅｇａｎｄ 《炽热的改革之心：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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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尔·杜威传》 ［４］ 为集大成者，该书“全面展现了

杜威的多方面成就与复杂人格，语言平实，态度

客观，可称‘不虚美，不隐恶’” ［５］ 。 国内方面，朱
家治［６］ 、 省盦［７］ 、 刘华锦［８］ 、 喻友信［９］ 、 严文

郁［１０］ 、胡述兆［１１］ 等都曾述及杜威之生平，其中，
胡述兆《图书馆学大师杜威年表》附有杜威著作

目录与杜威研究目录。 以上传记全面展现了杜

威的生平事迹，为系统分析其图书馆学教育思

想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②对 ＳＬＥ 及其后继

者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研究。 １８８９ 年，杜威

将 ＳＬＥ 搬到纽约州立图书馆，成为纽约州立图

书馆学校。 １９５４ 年， 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１２］ 宏观概述了

ＳＬＥ １８８７—１９５４ 年的历史，并有教职工名录、学
院年表、毕业生数量等附录。 国内方面，杨昭

悊［１３］ 、桂质柏［１４］ 、汪长炳［１５］ 、范国仁［１６］ 、施士

宇［１７］ 、黄宗忠［１８］ 、 李刚［１９］ 、 郑永田［２０］ 、 于良

芝［２１］ 等曾先后回顾 ＳＬＥ 的历史，涉及其筹备、
招生、学制等情况。 我国学者大都肯定 ＳＬＥ 的

历史贡献，如黄宗忠认为它的成立“标志着图书

馆学教育初步成熟和新的发展时期” ［１８］ ，于良

芝［２１］ 认为哥大图书馆学院的培训项目为现代图

书馆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③对杜威教育

思想的专门研究。 在杜威传记中，间有对其教

育思想的零散评述。 １９６８ 年，Ｒａｙｗａｒｄ［２２］ 从杜威

的教育思想角度分析了他退出哥大的内在原

因。 １９８６ 年，Ｍｉｋｓａ［２３］ 讨论了杜威对后继图书馆

学教育者的影响。 国内方面， １９８４ 年， 况能

富［２４］ 指出 ＳＬＥ 是以杜威图书馆管理学为指导

思想、以图书馆实际业务为教学内容，明确了杜

威教育思想与其整体图书馆学思想的关系。
１９９４ 年，谢阳群［２５］ 分析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现实

意义。 不过，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国内该方面

研究较难有更系统深入的探讨。
以上综述可知，现有研究多为对杜威及 ＳＬＥ

史实层面的描述，较少对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尤其是 ＳＬＥ 成立前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杜威教

育思想的变迁进行系统的研究。 由此，笔者尝

试对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变化作

系统考察，时间范围为 １８７６—１８８９ 年，尤其着眼

于 １８８７ 年 ＳＬＥ 成立前后这一时期。 本研究试

图梳理并回答以下问题。 ①杜威创办图书馆学

教育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根源。 ②杜威的图书

馆学教育思想是否一成不变，其演变脉络又是

怎样的。 ③学界常以实用主义或经验图书馆学

来指称以杜威为代表的图书馆学范式，那么，这
是否是对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客观概括。 ④
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

采用史料分析法，借助的资料包括： ①档案资

料，主要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杜威档案及

其他相关档案；②教育史家欧内斯特·里斯（ Ｅｒ⁃
ｎｅｓｔ Ｊ． Ｒｅｅｃｅ， １８８１—１９７６）等人所编《哥伦比亚

学院图书馆经营学院重要文件汇编 （ １８８７—
１８８９）》 ［２６］ ，该汇编收录了 ＳＬＥ 年度报告、发展计

划、招生、入学等方面的原始文件；③《图书馆杂

志》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图书馆札记》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ｏｔｅｓ）及其他文献。

１　 背景：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与学徒制
式微

美国内战后，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 １８４８
年，麻省发布法令规定用公共税收在波士顿建

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即波士顿公共图书馆［２７］ 。
此后，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俄亥俄州、伊利诺

伊州、纽约州等也相继制定图书馆相关法律法

规［２８］ ，并建立了许多公共财政支持的图书馆。
１８７６ 年，随着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图书馆杂

志》创刊［２７］ ，《杜威十进分类法》诞生并被广大

图书馆采用，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促进了图书

馆事业在数量、规模、专业化水平等方面的整体

提升。 １８８１ 年，安德鲁·卡内基（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ａｒｎｅ⁃
ｇｉｅ，１８３５—１９１９）向匹兹堡市捐赠了第一笔图书

馆援建资金［２９］１０２ ，拉开了卡内基捐建图书馆事

业的序幕，带动了中小型图书馆的迅速发展。
据美国教育部统计，从 １８５０—１８７５ 年，平均每年

增加 １１９ 所藏书在 ３００ 册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从
１８７５—１８８６ 年 ＳＬＥ 成立前夕，平均每年增加约

１５０ 所藏书在 ３００ 册以上的公共图书馆［２９］１５１ 。
图书馆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对图书馆人才的

需求。 ＳＬＥ 之前，学徒制是美国培养馆员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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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准馆员在有经验的馆员指导之下，采用师

傅带徒弟的方式，通过观察、实习、解决实际问

题、学习大型图书馆经验、阅读专业文献等途径

习得图书馆知识和技能［３０－３１］ 。 曾任哈佛大学图

书馆馆长的贾斯丁·温莎（Ｊｕｓｔｉｎ Ｗｉｎｓｏｒ，１８３１—
１８９７）、芝加哥公共图书馆馆长威廉·普尔（ 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Ｆ． Ｐｏｏｌｅ，１８２１—１８９４）等人都是学徒制的积

极推行者。 学徒制培养了诸多优秀的图书馆

员，包括目录学家查尔斯 · 埃文斯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ｖａｎｓ，１８５０—１９３５）、儿童图书馆事业先驱卡罗

琳·海文斯（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ｅｗｉｎｓ，１８４６—１９２６）、《国

会图书馆分类法》奠基人汉森（ Ｊ． Ｃ． Ｍ．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８６４—１９４３），等等。 然而，这种培养方式也有

其突出弊端：学习过程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学
习内容往往局限于所在部门；学习靠死记硬背，
“除非他具有罕见的哲学思辨能力，否则他从来

不会深究为什么要这么做” ［３２］ ；工作任务繁重

影响学习效果；馆员对学徒要求不够严格，影响

培养质量，等等。 随着图书馆运动的发展，这些

弊端愈加明显，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的需求日益迫切。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变化为大学设

立图书馆学专业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一方

面，大学更加重视为社会服务。 南北战争前后，
美国高等院校更加注重为工农业和学术研究服

务［３３］ 。 《莫里尔法案》 （１８６２）及麻省理工学院

（１８６１）、伊利诺伊大学（ １８６７）等大学的成立都

顺应了这种需求。 另一方面，在德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下，许多传统学院通过强化专业教育等

方式向现代大学转型，改变了许多行业的人才

培养方式，如律师、医生、牧师等职业的人才培

养逐渐由学徒制为主转变为以学院教育为

主［３４］８７－９６ ，随之带来的是大学新设专业的增多。
哥大在 １９ 世纪后期便新增了法学、矿物学、建筑

学等贴近社会需要的专业［３５］ 。 可以说，图书馆

学进入美国大学的条件日臻成熟。
另外，从世界范围看，在 １８８３ 年杜威提议设

立 ＳＬＥ 之前，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已开始

探索正式的图书馆学教育。 １８１４ 年，马丁·施

莱廷格（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１７７２—１８５１）提出在

大型图书馆设立专门图书馆学校以培养专业人

才［３６］ 。 １８２０ 年，弗雷德里希·艾伯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 Ｅｂｅｒｔ，１７９１—１８３４） 在《图书馆员教育》 一书

中讨论了馆员的培养和素质问题［３７］ 。 １８７４ 年，
时任弗莱堡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弗雷德里希·罗

尔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ｕｌｌｍａｎ，１８１６—１９０９）提出，图书

馆员需要理论与实践上的训练，图书馆学应成

为大学的专门学问，并草拟了一个包括教学内

容、考核方式、学习期限等内容的图书馆学教育

方案（以下称“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系”） ［３８］ 。 欧洲诸

国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早期探索及学徒制的实践

经验，为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

借鉴和参考。

２　 萌芽：系统的学校教育是经济实用的
馆员培养方式（１８７６—１８８３）

２．１　 植根于社会教育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为什么图书馆员需要专门教育？ 在 １８７６ 年

的《（图书馆）职业》 ［３９］ 一文中，杜威认为图书馆

工作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为一门职业，并从

以下方面论证了他的理由：图书馆是促进人们

利用出版物的重要途径；图书馆数量大量增加，
已遍及普通城镇；大批有能力的人都投身于图

书馆职业；图书馆与学校一道致力于社会大众

教育；图书馆员不再只是图书保管员，而应该更

多地考虑满足社区需要，刺激读者阅读需求，教
读者如何选择最好的读物。 在他看来，图书馆

事业已经进入新式图书馆时代，不再是“被动而

沉睡的”图书储藏室，而成为“每个社区里活跃

而进取的教育力量” ［３９］ ，属于“教育系统的基本

组成部分” ［４０］ 。
虽然该文没有直接提到图书馆学教育，不

过，杜威在文中对图书馆发展形势的准确把握

和对图书馆员的职业定位奠定了图书馆学教育

的思想根基，即通过图书馆学教育为新式图书

馆培养人才，进而促进社会大众教育，让图书馆

真正成为“人民的大学” ［２６］９９ 。

２．２　 从“人民的大学”到“图书馆员大学”
１８７９ 年，杜威在《图书馆员的学徒制》中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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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制提出批评：“我们甚至连系统的学徒训练都

没有……大多数学徒进步迟缓，只满足于图书馆

前辈传授给他们的内容，而很少主动提升自

己。”［４１］继而，他在文中提出两种新的馆员培养

方式。
第一种为系统化的学徒制。 这种培养方式

需要与管理完善的图书馆和有魄力的馆员合作

开展：学徒与馆员每天见面，或听其讲课，或与

之讨论，日复一日，逐步构建起对整个图书馆领

域的完整认知［４１］ 。 这种系统化的学徒制是传统

学徒制的“升级版”。 然而，这种方式的时间成

本很高：“这样的计划每天要花费一个小时的宝

贵时间，这是（倡导学徒制的）温莎先生和卡特

先生所不能承受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采用其

他更省力的图书馆员教育方式来达到同样的效

果呢？” ［４１］ 于是便有了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为“图书馆员大学”，即系统的学校

教育。 在这个学校里，由富有图书馆精神并称

职的图书馆人担任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专业知

识，培养他们对图书馆的兴趣。 教师们术业有

专攻，分别讲授不同方向的内容，或目录学，或
图书馆经营管理。 此外，应有一所图书馆为其

教学和实习提供支撑［４１］ 。 这已完全不同于传统

的学徒培训，而是一种系统的学校教育，是系统

的学徒制的“再升级版”。
非系统的学徒制、系统化的学徒制、系统的

学校教育，是三种渐进的教育组织方式。 在这

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中，杜威最终出于经济实

用的角度选择了最后者，便有了后来的 ＳＬＥ。 从

这里也可看出早期的学徒制对杜威的影响：在
他看来，学校教育近乎更为省力、经济和系统的

学徒制，是更为经济实用的馆员培养方式。 后

来，ＳＬＥ 常被人诟病为“纯粹的技术课程”或“技

术教育” ［４２］ ，从这里可约见其根源。

３　 雏形：以图书和知识为中心的内容体
系（１８８３）

３．１　 １８８３ 体系

１８８３ 年 ５ 月 ７ 日，杜威出任哥大图书馆馆

长，为其建立 ＳＬＥ 提供了契机。 同一天，杜威通

过校长弗雷德里克·巴纳德 （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
Ｂａｒｎａｒｄ，１８０９—１８８９）向学校董事会提议设立图

书馆学院［４３］ 。 在同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美国图书馆

协会（以下简称“ＡＬＡ”）水牛城年会第 ６ 次会议

上，杜威也向与会者汇报了建立图书馆学院的

计划。 从巴纳德提交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可以

看到此时杜威设计的教学内容（以下称“１８８３ 体

系”）主要包括［４３］ 以下方面。
（１）实用的目录学（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便于学生在今后能够高效地做好图书馆参考咨

询工作。 主要学习关于作者和著作的知识，例
如，图书馆有哪些参考书？ 它们对于不同学科

有哪些优劣之处，等等。
（２）图书之学（ Ｂｏｏｋｓ）：便于更好地选择图

书版本。 学习内容包括图书尺寸、行格、纸张颜

色与质量、装订材料、缝合方法、花边、字体、插
图、脚注、索引以及其他图书版本方面的知识。
在杜威看来，“文学的生命存在于图书和阅读之

间，因此，花少量的时间了解诸多这方面的信息

绝对是一项明智的投资。 对于一个有教养的读

者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知识” ［４３］ 。
（３）阅读之学（ Ｒｅａｄｉｎｇ）：“在学会明智地选

择作者与版本之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

么是最好的阅读方法” ［４３］ 。 这主要是通过对已

有经验与方法的学习，从而掌握快速从书中获

取所需要内容的技能。
（４）文本方法（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这一点承

接第三个方面，旨在解决阅读所得内容的记录

与保存问题，主要学习笔记、速写、分类、索引编

制、卡片目录等方法，便于处理从书中习得的内

容，以备将来之用。

３．２　 １８８３ 体系评价：对古典图书馆学知识体系

的改造

　 　 从杜威的 １８８３ 体系可以看出，这是一套以

阅读学习为核心的教学框架，从采书、选书到读

书方法再到整理读书所得，涉及读者阅读的全

过程，体现出杜威对于借助图书馆推动社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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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热切期望。 从了解作者和著作，到选择最

好的版本，到采用高效方法阅读图书，再到整理

和记录阅读所得知识以备将来之用，构成了图

书从产生到被阅读消化、再到被用以创造新的

知识的整个过程。 因此，这也是一个以图书和

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内容体系，近于中国的校雠

之学，无怪乎杜威在这里称图书馆学教师为“目

录学 教 授 ”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３２］

（１８８４ 年后，杜威的职称为“图书馆经营教授”，
即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６］１１７ ）。 欧洲“古

典图书馆学” ［４４］１５－１６知识体系重于目录学、书写

与印刷史、古文书学等对图书和文献整理的研

究。 显然，１８８３ 体系“脱胎于”这种传统的图书

馆学知识体系，只是少了许多 “ 古文物研究”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ａｎ） ［４３］ 的古典色彩，而增益其现代性，
这是杜威从教育层面对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一

次改造。
杜威对于该教育框架抱有热切期望，认为

它将为旧式图书馆和新式图书馆输送大量富有

现代图书馆精神（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 的毕业

生，对于提高全国图书馆工作的总体水平至关

重要［３２］ 。 这个计划也得到包括塞缪尔·格林

（Ｓａｍｕｅｌ Ｓ． Ｇｒｅｅｎ， １８３７—１９１８）和查尔斯·卡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Ｃｕｔｔｅｒ， １８３７—１９０３） 等与会者的支

持。 在格林看来，建立图书馆学校已然是“当务

之急” ［３２］ 。 不过，杜威也指出该计划还只是初

步设想，将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经验积累不断丰

富和修改，并欢迎图书馆界人士提出建议和意

见［３２］ 。 历史证明，１８８３ 体系并未成为 ＳＬＥ 的

“施政纲领”。 随着图书馆实践发展、各方提出

意见和杜威对教育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其教育

框架也发生了变化。

４　 重塑：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的实用
技术教育框架（１８８４—１８８６）

１８８４ 年 ５ 月，即杜威提出图书馆学院计划

一年之后，经过包括校长巴纳德在内的委员会

的考察，哥大董事会正式同意成立 ＳＬＥ［４５］ 。 从

１８８４ 年到 １８８７ 年 ＳＬＥ 正式开学之前，杜威向社

会发布了《哥大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院信息通告

（１８８４）》 ［４５］ 《信息通告（１８８５）》 ［４６］ 及 １８８６ 年的

《信息通告（１８８６—１８８７）》 ［２６］６１－１０５ 。 这几份通告

尤其是《信息通告（ １８８６—１８８７）》 扩充了 １８８３
体系，是杜威对原图书馆学教育框架的重塑（以

下称“１８８６ 体系”）。

４．１　 教育宗旨与教学方法

在 １８８６ 年《信息通告》中，杜威将教育宗旨

定为“ 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提升图书馆职

业” ［２６］８８ 。 ＳＬＥ 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快速发展的

图书馆事业提供具备现代图书馆精神、掌握经

济有效的现代图书馆方法的现代图书馆员、编
目员和图书馆助理［２６］８９ 。 杜威对教育宗旨的定

位直接影响到他对 ＳＬＥ 的课程设计。
为了实现其培养现代图书馆员、提升图书

馆职业的教育宗旨，杜威还建立了一套教学方

法体系，包括：①讲课或开设学术讲座，主讲人

既包括 ＳＬＥ 教师，又包括其他院系的教授以及

外来专家［２６］９１－９２ ；②阅读必读书目，并要求学生

提交读书报告［４５］ ；③专题讨论：采用研讨会、学
术会议或圆桌会议等形式开展自由讨论［４５］ ；
④让学生结合所学解决实际问题［４５］ ；⑤实地参

观图书馆、出版社、书店等机构［２６］９５ ；⑥图书馆实

习：杜威将图书馆实习视为图书馆学的“实验

室”工作［２６］９６ 。 学生在老师的监护下在大型图

书馆轮岗实习， 而非如学徒制固守同一部

门［２６］９６－９７，［４５］ ；⑦借助图书、卡片目录、书箱等开

展实物教学［４５］ ；⑧比较方法等［２６］９８－９９ 。 以上这

些方法大都为后来的 ＳＬＥ 教学实践所采用。

４．２　 课程体系：图书馆经营管理中需要的所有

专门训练

４．２．１　 １８８６ 体系：对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

塑造

在 １８８４ 年的《信息通告》中，杜威已经给出

了关于 ＳＬＥ 教学内容范围的设想：“从广义的角

度理解图书馆经营，包括以最好和最经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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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图书、小册子和丛书等各种图书馆资源进

行选择、购买、处理、编目、索引和管理所需要的

所有专门训练。” ［４５］ 这种将图书馆学教学内容

界定为图书馆经营管理中所需各项专门训练的

观点，奠定了图书馆学应用性的基调，并在很长

时间内将图书馆学局限在图书馆范围内。 在

１８８６ 年的《信息通告》里，杜威设计了如下课程

体系（括号内为笔者所注） ［２６］９９－１０２ 。
（１）图书馆经营：讨论一般范围、目标与规

划、图书馆期刊、协会、教育和培训。 （类似今日

图书馆学通论课程）
（２）图书馆范围和用途：图书馆的教育功

能；学校和青少年图书馆；图书馆讲座；博物馆、
美术馆；作为公共娱乐设施的图书馆。 （对图书

馆娱乐性和公共空间功能的早期认识）
（３）图书馆建设和扩展：包括通过演讲等途

径培养大众对图书馆的兴趣；州和地方图书馆

立法；募资；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得图书捐赠。
（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重视社会

力量在图书馆发展中的作用）
（４）图书馆建筑：包括选址、分馆；规划、数

量、规模、阅览室布置；仓储、书库、走廊；阅览

室、中央大厅、小型学习室；特殊用途房间，如编

目、办公室、报刊、公共文件、复制、教室、报告

厅、博物馆、艺术馆；照明、采光、电气设备；取

暖、通风，等等。 （对图书馆建筑设计的重视，透
射出现代图书馆理念）

（５）管理与服务：管理人员章程与条例；人
员任命与任期；理事会、委员会、主任、馆长、员
工、助理、编目员、门卫的资格与职责，等等。

（６）读者条例：读者资格、年龄、住址、登记；
费用；开放时间；晚间与周末、假期开放问题；目
录检索；阅览室规则；借书数量、期限；罚款；读
者权利等。

（７）各部门管理：包括行政、登到、编目、排
架、参考咨询、借阅、装订与修复、复制等部门管

理方法的培训。 ①行政：选书购书；价格、折扣、
进口、拍卖；旧书；供求、印刷、财政；读者关系；
统计、报告、通讯等。 ②流通：图书、连续出版

物、小册子；订购系统、索书单、索引、订书单；账
单核对、接收、藏书章、登到等。 ③编目：印刷、
手稿、卡片目录；作者、题名、主题目录；分类、字
典、综合目录等。 ④排架：分类；书架号、书架与

图书标签；固定与相对位置；书架尺寸；公共文

件、小册子、手稿、地图、绘画、音乐等文献的处

理与保存等。 ⑤参考咨询：参考书；读者帮助、
目录与方法介绍等。 ⑥借阅：图书与读者记录；
图书卡片；借书证、读者证；馆际互借；罚金、预
约等。 ⑦装订与修复：材料、缝合、颜色、字体

等。 ⑧复制：销售与交换。 ⑨建筑：清洁、安全、
门卫、保安。 （从中也可窥见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美

国大学图书馆部门设置情况）
（８）专业图书馆：如法律、医学、神学、艺术、

音乐、政治学、植物学等类型的图书馆。
（９）其他国家与地区图书馆：包括法国、德

国、新英格兰等。 （体现了其国际视野）
（１０）普通图书馆：包括对各种私人图书馆、

家庭图书馆、协会俱乐部图书馆、商业图书馆、
免费公共图书馆、州立和政府图书馆、监狱等特

殊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的介绍。
（１１）阅读指导：阅读方法、版本选择、青年

阅读、实用参考书等。 （见 １８８３ 体系）
（１２）文本方法：包括对索引、分类、音序排

列、书写、材料、缩写、速写、摘要、打字法等的学

习，以保存阅读所得。 （参见 １８８３ 体系）
（１３）目录学：讨论目录范围和用途、期刊、协

会、历史等，内容涵盖普通目录、国际目录、某些

作者的专门目录（如莎士比亚）、专门群体目录

（如天主教图书）、特种目录、专门国家的代表图

书和目录等，并有一系列各学科目录的讲座（由

来自其他专业的专家讲授）。 （参见 １８８３ 体系）
（１４）一般资源目录：主题目录，公共图书馆

或私人图书馆作者目录，贩书目录、古籍目录、
拍卖目录等。
４．２．２　 １８８６ 体系与 １８８３ 体系、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

系的比较

（１）与 １８８３ 体系的比较。 虽然 １８８６ 体系吸

纳了 １８８３ 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但它不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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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与知识为中心，而是涉及图书馆经营管理

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体系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

展：既涉及对知识内容的整理（如文本方法），又
涉及对图书文献的组织（如分类编目）；既包括

对个体图书馆机构的设计规划 （ 如图书馆建

筑），又关注整体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如图书馆

立法、国际图书馆事业）。 从 １８８３ 体系到 １８８６
体系，反映出杜威对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认知的

变化与不断改造，即从以图书和知识为中心的

内容体系，转变为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的

机构范式的知识体系。
（２）与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系的比较。 《杜威十

进分类法》和罗尔曼 １８７４ 年的图书馆学教育方

案都被收录于 １８７６ 年出版的《美国公共图书

馆：历史、现状与管理》 ［３８］ 一书，据此推测，杜威

应是见过罗尔曼设计的教育方案。 由此，笔者

将杜威 １８８６ 体系与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系包含的教

学内容做成韦恩图（见图 １）。 通过对二者的比

较，可以看出这两种教育方案之异同：二者均包

含图书馆经营、分类编目、参考书、国际图书馆

等内容，反映出杜威对罗尔曼体系的吸收与借

鉴。 然而，在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系中，文学史、印刷

史、图书史、手稿知识等人文性课程仍占据重要

地位，是“古典图书馆学” ［４４］１６ 范式在图书馆学

教育中的反映。 与之相比，杜威 １８８６ 体系的主

体内容已经是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核心，带有

鲜明的“管理学派” ［４４］２１ 图书馆学色彩。 如果说

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系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那么，杜
威 １８８６ 体系则将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彻底

的现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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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杜威 １８８６ 体系与罗尔曼 １８７４ 体系比较

４．３　 １８８６ 体系的特点与评价

从 １８８４—１８８６ 年，杜威对教育宗旨、课程体

系、教学方法等都有了更清晰的设计，“宗旨—
内容—方法”三者结合，形成了以图书馆经营管

理为中心的机构范式的教育框架。 这套体系有

以下特点。 ①主体为实用的技术教育。 为了满

足社会对专业馆员的迫切需要，杜威将学院课

程设定为单纯的“技术课程” ［２６］８６ 。 其教学内容

只针对图书馆专门工作，而不包括一般文化教

育［２６］８６ 。 杜威希望将图书馆里各种实用技术与

方法都传授给学生，以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
②教学内容庞杂，不区分专业工作与事务性工

作。 这 一 点 后 来 受 到 威 廉 姆 森 （ Ｃ． 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８７７—１９６５） 的批评［４７］ 。 ③教学方

法多样化。 ④前瞻性：不单着眼于普通公共图

书馆人才培养，而且已经注意到专门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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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人才培养。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专业图书馆的

馆员教育问题逐渐引起图书馆学教育界的关

注，可见杜威思想的前瞻性。 ⑤ 矛盾性。 在

１８８６ 体系中，杜威提到要培养学生的现代图书

馆精神。 然而，其课程体系中却又主要着眼于

技术操作层面的教育，缺少对职业精神、职业伦

理等人文素质的培育。 这一点在后来也招致了

塞缪尔·格林等图书馆同仁的批评。

５　 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成熟及其修
正（１８８７—１８８９）

５．１　 教育思想成熟的标志———ＳＬＥ 的成立

１８８７ 年 １ 月 ５ 日，ＳＬＥ 第一届学生正式上

课（见表 １） ［４８］ ，其师资及教学内容包括以下

方面。

表 １　 ＳＬＥ 第一届学生名单

中文名 英文名 生卒年 生源

凯特·邦内尔 Ｋａｔｅ Ｂｏｎｎｅｌｌ 卒于 １８９０ 旧金山

哈里特·伯吉斯 Ｈａｒｒｉｅｔ Ｐ． Ｂｕｒｇｅｓｓ 卒于 １８９６ 纽约

乔治·凯特林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ｔｌｉｎ 不详 助理馆员；伯明翰（英国）

莉莲·查普曼 Ｌｉｌｉａｎ Ｈ． Ｃｈａｐｍａｎ 卒于 １９１６ 考特基图书馆协会；馆员

乔治·科尔 Ｇｅｒｏｇｅ Ｗ． Ｃｏｌｅ １８５０—１９３９ 菲奇堡公共图书馆

莉莲·迪奈欧 Ｌｉｌｉａｎ Ｄｅｎｉｏ 卒于 １９０１ 阿尔比恩；威尔斯利学院图书馆

海蒂（哈里特）·弗纳尔德 Ｈａｔｔｉｅ（Ｈａｒｒｉｅｔ） Ｃ． Ｆｅｒｎａｌｄ 卒于 １９３２ 奥罗诺

哈里特·古德里奇 Ｈａｒｒｉｅｔ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卒于 １９２６ 北安普顿

哈里特·格里斯沃尔德 Ｈａｒｒｉｅｔ Ｓ．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 卒于 １８８９ 巴达维亚公共图书馆馆员

安妮·哈钦斯 Ａｎｎｉｅ Ｅ．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卒于 １９１２ 哈佛大学图书馆

安妮·杰克逊 Ａｎｎｉｅ Ｂ． Ｊａｃｋｓｏｎ 卒于 １９２８ 西蒙斯学院硕士；北亚当斯

范妮（弗朗西丝）·诺顿 Ｆａｎｎｉｅ（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 Ｋｎｏｗｌｔｏｎ 不详 奥斯维戈州立师范学院毕业

罗拉·米勒 Ｅｕｌｏｒａ Ｍｉｌｌｅｒ 卒于 １９３９ 普渡大学学士

玛莎·尼尔逊 Ｍａｒｔｈａ Ｆ． Ｎｅｌｓｏｎ 生于 １８５３ 纽约布鲁克林免费流通图书馆助理

弗朗西斯（弗兰克）·帕滕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ｒａｎｋ） Ｃ． Ｐａｔｔｅｎ １８５５—１９３４ 里彭学院助理馆员

玛丽·普拉默 Ｍａｒｙ Ｗ． Ｐｌｕｍｍｅｒ １８５６—１９１６ 威尔斯利学院特派；芝加哥

梅·西摩 Ｍａｙ Ｓｅｙｍｏｕｒ 卒于 １９２１ 毕业于西蒙斯学院；宾汉姆顿

珍妮特·斯托得 Ｊａｎｅｔ Ｅ． Ｓｔｏｔｔ 不详 纽约免费流通图书馆助理

伊丽莎·塔尔科特 Ｅｌｉｚａ Ｓ． Ｔａｌｃｏｔｔ １８４６—１９３３ 瓦萨学院学士

弗洛兰斯·伍德沃思 Ｆｌｏｒａｎｃｅ Ｅ． 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 卒于 １９５０ 圣路易斯

　 　 注：该表参考杜威档案（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ｘ １９， Ｆｏｌｄ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 ＆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１８８７—１９２６（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协会编，１９５９ 年版）等制作而成。

（１）常任教师。 除杜威外，还有沃尔特·毕

思科 （ Ｗａｌｔｅｒ Ｓ． Ｂｉｓｃｏｅ， １８５３—１９３３， 一说卒于

１９３４）、玛丽·卡特勒 （ Ｍａｒｙ Ｓ． Ｃｕｔｌｅｒ， １８５５—
１９２１） 等哥大馆员。 这些常任教师主要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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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 年体系中包含的图书馆经营管理、分类、编
目等内容［２６］１２８－１３５，１９７ ———这是 ＳＬＥ 课程体系的

主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毕思科曾于

１８８７ 至 １９２６ 年间长期讲授“图书与国外图书馆

史”课程［４９］ｌｖｉｉ ，体现了技术之外的人文色彩。
（２）校内其他院系教师。 这些专家主要讲授

文学、历史、哲学等各自专业的书目、重要著作和

实用知识，例如，摩根（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 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４５—
１９２８）讲授“图书馆里的莎士比亚” ［５０］ ，小说家威

廉·毕晓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Ｂｉｓｈｏｐ， １８４７—１９２８）
讲授“小说中的角色与方言”，世界文学专家查尔

斯·史密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ｐｒａｇｕｅ Ｓｍｉｔｈ，１８５３—１９１０）
讲授“文学中的历史研究方法”，教育家、哲学家

尼古 拉 斯 · 巴 特 勒 （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ｕｒｒａｙ Ｂｕｔｌｅｒ，
１８６２—１９４７）讲授“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关系” “哲

学书目” ［２６］１２８－１３５，［５１］ 等内容。
（３）校外专家。 在第一学期里，共有约 ３０

位来自图书馆或出版社的校外专家做了超过 ６０
次免费学术讲座［２６］２０７ 。 甚至曾在 １８８３ 年反对

杜威办学的威廉 · 普尔也曾为 ＳＬＥ 做过讲

座［５２］ 。 校外专家的讲座并不局限于图书馆经营

管理方法，例如，国会图书馆馆长斯波福特（ Ａｉｎ⁃
ｓｗｏｒｔｈ Ｒ． Ｓｐｏｆｆｏｒｄ，１８２５—１９０８）讲授“阅读的内

容、时机与方法”，塞缪尔·格林讲授“作为大众

教育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与学校”“从教

育的角度看小说与故事的传播”，《图书馆杂志》
和《出版人周刊》主编鲍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 Ｂｏｗｋｅｒ，
１８４８—１９３３）讲授“国内与国际版权法”，密歇根

大学图书馆馆长戴维斯 （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 Ｄａｖｉｓ，
１８３６—１９１９）讲授“图书馆员与新兴事物的关

系”“图书馆员与陈旧事物的关系” “一门阅读

课”“目录教学”，目录学和图书史专家、哈特福

德神学院图书馆馆长欧内斯特·理查森（ Ｅｒｎｅｓｔ
Ｃ．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８６０—１９３９） 讲授 “ 图书馆学概

要”“图书馆史概述” “出版史概述”，卡罗琳·
海文斯讲授“儿童书目”， “儿童读物作家” 汉

娜·詹姆斯（Ｈａｎｎａｈ Ｐ． Ｊａｍｅｓ，１８３５—１９０３）讲授

“如何 将 图 书 馆 和 公 立 学 校 联 合 起 来 ” 等

内容［２６］１２８－１３５，［５１］ 。

可见，ＳＬＥ 基本（但并非完全）遵循了 １８８６
体系的教育框架，标志着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

想走向成熟。 虽然杜威在 １８８６ 体系中声称只进

行单纯的技术教育，但实际上他并未完全这么

做。 毕思科的图书馆史课程，其他院系教师的

各学科书目、文史哲等人文知识，以及校外专家

讲授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史、图书馆史、图书

馆与学校、版权法等内容，从以下两方面弥补了

实用课程的不足：首先，稀释了其技术色彩，从
而增益其人文内涵，体现了图书馆学人文性的

一面；其次，这些课程内容关注图书馆在社会中

的定位、功能与作用，注重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

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将图书馆学束缚

在图书馆机构范围内的局限性，开阔了学生的

专业视野。 因此可以说，ＳＬＥ 的教育实践是以技

术教育为主、人文性与社会性内容为辅，而并非

完全如怀特（Ｃａｒｌ Ｍ． Ｗｈｉｔｅ，１９０３—１９８３）所称的

“纯粹的技术课程” ［４２］ 。

５．２　 各方反应

面对杜威创办的 ＳＬＥ 这一新生事物，社会

各界既有赞扬又有批评。
第一，学生方面。 首届学生玛丽·普拉默

称 ＳＬＥ“近乎一个奇迹” ［５３］ 。 不过，她也从学生

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例如，可以将同一主题

的讲座集中讲授以便于学生消化吸收，另外，
ＳＬＥ 同时讲授不同的编目系统给学生带来了

困扰［５４］ 。
第二，媒体方面。 “许多杂志和文章都给予

它最热烈的赞扬” ［２６］２３９ 。 《图书馆杂志》如是报

道 ＳＬＥ 的开学：“这一年，图书馆界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杜威领导的哥大图书馆经营学院的开

学……我们祝贺哥大和杜威教授，祝贺它成功

的开端。” ［５５］ １８８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纽约邮递快

报》刊文称赞杜威的贡献：“在这个国家，图书馆

学还是一门新的科学。 事实上，它是一门科学

这一点即将得到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杜威先生。” ［５６］

第三，图书馆。 １８８８ 年 ６ 月前，以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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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都聘用了 ＳＬＥ 的毕业生：纽百瑞图书馆、圣路易

斯公共图书馆、纽约免费流通图书馆、纽约青年

基督教学会图书馆、印第安纳波利斯公共图书

馆、阿弗雷德大学图书馆、威利斯利大学图书

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２６］２４１ 。 可见，各图书

馆以实际行动对 ＳＬＥ 给予支持。
第四，ＡＬＡ 方面。 ＡＬＡ 图书馆经营学院委

员会委员塞缪尔·格林对杜威的创举表示感

谢：“让我们怀着诚挚而充满感激的心，向杜威

为促进图书馆进步所做的努力、为他发起并实

施这项对提升图书馆事业水平、促进大众教育

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表示感谢。” ［５７］ 格林

肯定了 ＳＬＥ“全面、自由而丰富”的教学内容、充
满“能量与智慧”的学院管理以及教师们的突出

能力［５７］ 。 虽然其他院系和外来专家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 ＳＬＥ 技术课程的不足，不过，塞缪尔·
格林仍然批评 ＳＬＥ“夸大了工具的重要性” ［５７］ ，认
为 ＳＬＥ 并没有让学生们学到图书馆服务民众的

基本精神，以及将图书馆变成传播知识与智慧、
能力和文化的教育中心的意识［５７］ 。 这与杜威所

宣称的培养具备现代图书馆精神的现代图书馆

员的教育宗旨是相悖的。 格林所称 ＳＬＥ 重技术

工具、轻职业精神，实际上提出了图书馆学中人

文教育与技术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等基础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为学界所讨论［５８］ 。

５．３　 修正：对图书馆学教育学术性的追求

在 １８８７ 年 ＳＬＥ 成立之前，杜威的图书馆学

教育思想中即有其学术性内涵，这表现在以下

方面。 ①发轫于西方古典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

１８８３ 体系带有较强的学术特征。 ②杜威常以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 和“ Ａｒｔ” （技能） 并举，如“ ｗ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我们面

临着这样一个事实———今日尚没有地方能够提

供图 书 馆 员 工 作 技 能 或 图 书 馆 科 学 的 教

育） ［３２］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ｎｏ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ｒ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现在绝没有这类图书馆科学或图

书馆技能的培训或教育） ［５９］ ，反映出杜威对于

图书馆学既包含科学内涵又包括技能方法的潜

在认识。 ③通过研讨会、学术会议、圆桌会议等

形式围绕原创性论文、新旧理论开展学术讨论

是 １８８６ 体系中的教学方法之一［２６］９４ ，这已带有

明显的学术研究性质。
虽然 １８８６ 年体系及 １８８７ 年 ＳＬＥ 的成立确

立了杜威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的实用技术

教育模式，不过，他也在适时对这种教育模式进

行修正与调整。 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既有稳定

性又有变化性，杜威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亦是

如此。 以下各方面表明，从 １８８７—１８８９ 年期间，
在实用之外，杜威也在有意识地提升图书馆学

教育的学术内涵。 ①杜威邀请其他院系及外来

专家讲授人文性与社会性内容，提升了课程的

学术性（见 ５． １）。 ②１８８７ 年，在第一学期结束

后，杜威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为完成两年学习

的学生授予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完成三年学习的学生授予图书

馆学硕士学位（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未被

批准）。 在这里，杜威使用的也是“Ｓｃｉｅｎｃｅ”而非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６０］ 。 ③ＳＬＥ 第一年目录学课程的成

功使杜威更加认识到“图书馆经营”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
ｃｏｎｏｍｙ）的局限性，对此他表示“第二年的图书

馆学院将会朝着更加学术性的方向发展” ［６０］ ，
并希望将院名改为能够涵盖目录学、编目、分

类、图书馆管理等相关主题群的 “图书馆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学院［６０］ 。 不过，哥大董事会拒

绝了这一请求［１２］ 。 ④在 ＳＬＥ 第二届和纽约州

立图书馆学校的课程中，强化了目录学方面的

内容［６０］ 。 不过，这并不能完全否认其教育思想

的主体是实用的技术教育模式（在 ＳＬＥ 转移到

纽约州立图书馆以后，目录学课程仍然占从属

地位，其主体仍是图书馆经营课程［６１］ ）。

６　 结语

６．１　 １８８９ 年之后的杜威与 ＳＬＥ
虽然 ＳＬＥ 受到美国图书馆界的广泛赞誉，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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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却越来越不容于哥大。 当时的哥大仍

是一所男校，不允许招收女生，而杜威却违反了

这一规定［６２］ ：ＳＬＥ 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大多为

女生。 虽然杜威的支持者巴纳德校长努力建立

男女同校制度，但是校内仍有强劲的反对势力，
如摩根·迪克斯（ Ｍｏｒｇａｎ Ｄｉｘ，１８２７—１９０８）等董

事会成员以及政治学家约翰·伯吉斯（ Ｊｏｈｎ Ｗ．
Ｂｕｒｇｅｓｓ，１８４４—１９３１）、数学家约翰·阿姆林奇

（Ｊｏｈｎ Ｈ． Ｖ． Ａｍｒｉｎｇｅ，１８３６—１９１５）等知名教授。
１８８９ 年，巴纳德去世，哥大仍未建立起男女同校

制度［６３－６４］ ，ＳＬＥ 也难以在该校继续栖身。 而且，
ＳＬＥ 强烈的实用色彩也使其难容于该校整体的

精英教育氛围。 １８８９ 年 ４ 月 １ 日，ＳＬＥ 正式搬到

纽约州立图书馆，即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或阿

尔巴尼图书馆学校，由杜威任校长。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杜威辞职［６２］ 。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纽约州立图

书馆学校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合并为新的哥

大图书馆学院（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由查

尔斯·威廉姆森担任院长［６５］ 。

６．２　 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特点

纵观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形成与演变的

轨迹，可总结出以下特点。
（１）图书馆学教育服务于其教育改革理想。

图书馆学教育形成于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与学

徒制式微的时代背景之下。 杜威致力于图书馆

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将图书馆视为一种教

育机构。 和他的英语拼写改革、公制改革、公立

学校教育系统改革、教育立法等行动一样［５］ ，图
书馆改革事业也是杜威教育改革理想的一部

分：“如果没有图书馆，公共教育系统就是不完

整的。” ［６６］ １９１２ 年，在总结图书馆事业成功发展

的四个要素时，杜威将图书馆学院放在了最重

要的地位［６２］ 。 可见，图书馆学教育是杜威教育

改革理想的组成部分：通过图书馆学教育培养

优秀图书馆员，使其以图书馆为平台服务于社

会大众教育。
（２）对他人思想的继承、发展与综合。 美国

高等教育受到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３４］６７－８２ ，图

书馆学教育也是如此。 如，４．２ 部分已指出杜威

与罗尔曼二人教育框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 又

如，美国从德国大学引入的研讨会、学术演讲、
实验等教学方法［３４］７６ ，也为杜威所采用。 再如，
杜威 １８８３ 年所称“目录学教授”带有明显的欧

洲痕迹———英国图书馆学家威廉 · 阿克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Ａ． Ａｘｏｎ，１８４６—１９１３）于 １８７８ 年即较

早地使用过该词［６７］ 。 此外，其教育理念及构想也

吸收了施莱廷格、艾伯特、１８８３ 年水牛城年会与

会者、希望入学的学生、哥大图书馆员工、关注学

院发展的社会人士等多方的思想［２６］４１，８５－８６，［６２］ 。
在吸收与继承的基础上，杜威结合美国图书馆

界和哥大实际情况发展了其教育框架。 因此可

以说，杜威教育思想是对他人思想继承、发展与

综合的结果。
（３）其主体和成熟形态是实用的技术教育

模式。 １８８６ 体系及 １８８７ 年 ＳＬＥ 的教育实践都

体现出这一点。 这种教育模式是在社会需求与

人才供应二者矛盾之下的权宜选择，是其教育

思想和现实发生矛盾（“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院名

被否决）时的折中之举，更与其追求实用与注重

效率的性格分不开。 杜威在《杜威十进分类法》
第一版中曾言：“理论和精确性均让位于实用

性。” ［６８］ 他还力促英语拼写和公制改革，在写作

时也常使用简化单词［５］ 。 显然，这种追求实用

与效率的个性习惯影响了其图书馆学教育

活动。
（４）在实用之外，杜威也在尝试以多种手段

丰富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文性、社会性，从而提升

其学术性和科学化，而非纯粹彻底的技术教育

（参见第 ５ 部分）。 事实上，他将图书馆学专业

引入高校，这本身即是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努

力。 虽然校方并不允许其使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院名，但在保证能够优先开展实用技术教学

的前提下，他也通过目录学课程、争取授予学位

等方式提升其学术性。 因此，杜威图书馆学教

育思想并非彻底纯粹的实用主义。
（５）因时而变的思想轨迹。 杜威的教育思

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势而变。 从 １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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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年到 １８８９ 年间，杜威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经历

了萌 芽 （ １８７６—１８８３ ）、 雏 形 （ １８８３ ）、 重 塑

（１８８４—１８８６）、成熟（１８８７）、修正（１８８７—１８８９）
五个阶段：从图书馆职业定位认识到图书馆员学

校教育的必要性，从以图书内容和知识为中心的

初步教育框架到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的实

用技术教育框架的重塑，再到成熟于 ＳＬＥ 的教育

实践，以及适时地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性与

科学化，都体现了杜威因时而变的思想走势。
（６）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形成与演变的

过程，就是其对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进行现代化

改造的过程。 １９ 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

促进了美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现

代化进程。 在同样的历史时期，杜威将图书馆学

知识传承方式由学徒制改为现代大学教育。 在

此过程中，杜威通过图书馆学教育改造了古典图

书馆学知识体系，去除其古典气息，增益其现代

性，并通过建立 ＳＬＥ 最终确立了以图书馆经营管

理为中心的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

６．３　 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杜威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世界图

书馆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推动图书馆人才培养由学徒制走向系

统的专业教育，实现图书馆学在高等教育建制

上的突破，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 普瑞达学院

图书馆学创始人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首任校

长玛丽·普拉默，曾入选 ２０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

１００ 位图书馆领袖的目录学家乔治·科尔，推进

黑人图书馆服务的罗森伯格图书馆馆长弗兰

克·帕滕等人，均是 ＳＬＥ 首届毕业生。 其后的

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也是人才辈出。 据统计，
１９２６ 年哥大图书馆学院复建之时，在 ７８ 个 １０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有 ３２ 个城市图书馆的馆

长是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３０ 所重要

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以及加州、纽约州、俄亥俄

州、新罕布什尔州等重要州的馆长均为纽约州

立图书馆学校毕业生［４９］ｘｉｖ 。 塞缪尔·格林评价

称：“（ＳＬＥ 及其之后的图书馆学校毕业生）为满

足图书馆对图书馆员及馆员助理的需要、提升

和保持图书馆工作的高水准做出了不可估量的

贡献。” ［２９］

（２）杜威建立的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

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奠定了美国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的基本框架，影响深远。 杜威设计的图

书馆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图书馆学应用性的基

调。 在相当长时间里，诸多图书馆学校基本照

搬（或稍加调整）ＳＬＥ 或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

课程体系。 例如，普瑞达学院图书馆学课程和

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大体一致” ［６９］ 。 又如，阿
莫尔理工学院图书馆学专业第一年课程包括流

通及其他部门常规工作、编目、分类、借阅系统、
装订、排架、排架目录、参考工作、目录等，其教

学顺序也借鉴了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模

式［７０］ 。 正如埃德温·安德森所言：“国内所有

图书馆学校都直接或间接地将这第一所图书馆

学院追溯为其母校。” ［７１］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

以看到杜威范式的影子。
（３）促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ＳＬＥ 及其后的图书馆学校，为中国培养了诸多图

书馆学先驱，例如，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

的戴志骞、洪有丰、李小缘［７２］ ，在杜威学生玛

丽·普拉默主持下的普瑞达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学习过的韦棣华（ Ｍａｒｙ Ｅ． Ｗｏｏｄ， １８６１—１９３１），
以及留学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沈祖荣和胡庆

生，等等。 此外，文华图专的早期课程也多仿照

美国模式［７３］ 。 可见，“中国图书馆学实乃与美

国图书馆学一脉相承” ［７４］ ，诚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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