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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启动，至今已经历了 ７０ 余年的发展。 根据图书馆老年

服务的历史发展重点和特点变化，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６０ 年代末）、深入探

索阶段（１９７０ 年代初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服务转向阶段（１９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００５ 年）、扩展和创新服务阶段（２００５ 年至

今）。 面对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在白宫老龄会议、经济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图书馆老年服务不断调整，

服务理念逐渐从消极走向积极，服务方式不断更新，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服务保障不断完善。 借鉴美国图书馆老

年服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国图书馆界应注意明确对老年服务特殊性的认识；积极参与老龄事务，寻求多方支

持；构筑有效的制度体系；将服务立于实证调查基础之上；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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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美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

会［１］ 。 伴随这一进程，公共图书馆也开始启动

面向老年人的专门服务，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于 １９４１ 年率先成立成

人教育部，成为老年服务的开端［２］ 。 ７０ 余年的

发展历史展现了美国图书馆界在老年服务理

念、制度、方式、内容等方面的变迁过程。 梳理

其发展历史不仅有助于增进对西方图书馆史的

了解，对于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还不充

分的我国图书馆老年服务而言，也能激发深度

思考，提供有益借鉴。 然而，目前仅有一些论文

介绍和分析美国图书馆近年服务状况，缺少对

图书馆老年服务发展史系统梳理的研究成果。
本论文试图通过文献研读勾勒其历史面貌，总
结其发展特点和经验。

根据美国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历史发展重点

和特点变化，结合美国社会、经济、技术和人口

发展的历史，本研究将 １９４１ 年以来的历史划分

为四个阶段：①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６０ 年代末，以美国

图书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
成人服务部下设图书馆老年服务委员会、发布

《图书馆老龄责任书》声明行业立场为标志，确
立了图书馆行业老年服务的基本架构，老年服

务开始起步；②１９７０ 年代初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七
八十年代两次大型的全国图书馆老年服务调

查、老年服务指南的修订和发布、信息与中介服

务的开展，显示图书馆界开始致力于提高老年

服务水平的深入探索； ③ １９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００５
年，针对互联网大众化发展趋势，以 １９９５ 年白宫

老龄会议会前会召开和 １９９６ 年《图书馆服务与

技术法案》颁布为代表，图书馆在意识、制度和

实践上呈现出向网络信息服务的转向；④２００５
年至今，针对“婴儿潮”老人给图书馆服务带来

的观念和实践变化，以 ２００５ 年全国图书馆领导

人论坛召开和 ２０１１ 年“ ＩＭＬＳ 西部地区奖学金”
项目完成为标志，图书馆进入扩展创新服务阶

段。 本文在对美国图书馆老年服务宏观社会背

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回顾各个阶段老年

服务的进展，总括老年服务的发展特点及对我

国的启示。

１　 美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发展的历
史背景

１．１　 老年人口持续增加

美国老年人口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迅速增

加，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１９４０ 年 ６５ 岁及以上

人口达 ９００ 万，相较于 １９００ 年的 ３１０ 万和 １９２０
年的 ４９０ 万而言呈倍数增长，占总人口数的

６ ８％，接近国际通行的人口老龄化标准（７％），至
１９６０ 年比例已增至 ９％［１，３］ ，其后持续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该比例已增至 １５．６％［４］ 。

老龄化日渐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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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老年人口的特征变化增加了这一问题

的复杂性，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服务机构

提出了更多挑战。 首先，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

不断增加，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７０ 岁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９ 岁［５］ ，老年期的延长意味着老年人总体更加

健康，年龄区间分布拉大，退休后的时间更长，
对于老年期的安排也更加多样化，老年人的需

求更加多元。 其次，老年人口的教育水平逐步

提高，二战后老年人由于文盲或教育水平低而

陷入贫困、孤独、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情况较为

普遍［６］ ，从 １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１７ 年，老年人完成高中

学业的比例从 ２８％提高到 ８６％ ［３］ ，奠定了他们

参与文化活动和终身学习的基础。 第三，老年

世代的变迁与共存。 当前美国老年群体主要由

三个世代人群构成，即“最伟大的一代” “沉默的

一代”“婴儿潮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二战、
经济大衰退和战后发展黄金期，不同的时代背

景给他们打下了不同的世代烙印，具有不同的

群体特征，对图书馆有着不同的需求，推动着图

书馆对应调整服务重点和服务内容。

１．２　 白宫老龄会议的推动

在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的形势下，
１９５８ 年国会通过《白宫老龄会议法案》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Ａｃｔ），推动 １９６１ 年美国

第一届白宫老龄会议（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ＷＨＣｏＡ）召开，此后基本每十年召开

一次［７］ ，成为国家层面讨论老龄问题的最高规

格论坛。 每次老龄会议都会提出一定时期内老

龄问题的宏观规划和政策建议，发挥了重要的

导向作用。 第一届 ＷＨＣｏＡ 委员会发布“老年权

利” （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建议［８］ ，推动

１９６５ 年《美国老年人法》 （Ｏｌｄ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ｃｔ，
ＯＡＡ）出台［９］９９－１０１ ；１９７１ 和 １９８１ 年的 ＷＨＣｏＡ 强

调对老年人自身价值的发现、肯定及实现；１９９５
年 ＷＨＣｏＡ 以“现在与进入 ２１ 世纪的美国：伴随

独立、机遇和尊严的世代老化”为主题，强调老

年资源的意义，承认所有世代间的相互依赖性

和老年人的日益多样化［１０］１０ ，为提高老年生活

质量提供多样化选择［１１］ ；２００５ 年 ＷＨＣｏＡ 正式

开启对“婴儿潮”老人的政府行动，强调老龄化

的新变化［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ＷＨＣｏＡ 提倡从跨部门合

作、健康老龄化、技术与老龄化等方面帮助老年

人享受更好的生活［１３］ 。 为积极筹备参加老龄会

议，以美国图书馆协会为首的公共图书馆界开

展了大量调查，了解老年服务状况，提交研究报

告作为背景资料；召开会前会讨论提交的建议，
争取影响政策，获得政策和经费支持；选派代表

参会，并印发资料宣传图书馆老年服务价值和

形象；会后推动 ＷＨＣｏＡ 决议在图书馆的落实。
因而，在历届 ＷＨＣｏＡ 前后都会掀起图书馆老年

服务研究和实践的热潮，推动积极老龄化意识

在图书馆界的渗透，提高图书馆对老年服务的

重视程度，促进老年服务项目和服务发展。

１．３　 经济环境变化

经济方面，二战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经历

了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７０ 年长达二十年的发展黄金期，
为政府扩大老年保障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七八

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在此背景下，退休、教
育程度低、收入减少使得生存问题成为老龄关注

的焦点［１４］ ，经费压缩也困扰着公共图书馆老年服

务。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冷战结束和现代信息技

术逐渐普及，开启了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时代发

展新篇章，美国经济又迎来了繁荣发展，２００８ 年

陷入金融危机，近年来又逐渐恢复，这些经济发

展的起起伏伏直接影响老年服务的经费获得，进
而或推动或制约图书馆老年服务活动的开展。

１．４　 技术层面的变革

１９７０ 年代中后期，电脑和通信技术带来信

息获取和利用的复杂变化，联机数据库和联机

信息检索系统的出现带来了图书馆信息检索方

式的变革，也带来了图书馆服务方式和内容的

变化； １９９３ 年 “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工程启

动［１５］ ，推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开始迅速普

及，１９９５ 年互联网连接电脑达到 ６００ 万台，用户

则达到 ３ ０００ 万［１６］ ；１９９８ 年《 ５０８ 无障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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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有由联邦政府发展、维持或使用的电子信

息技术都必须达到无障碍化要求［１７］ 。 这些无疑

为老年人接触网络信息技术提供了坚实保障，
老年人上网的比例逐渐提高，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８
年，全美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上网比例从 １４％上

升到 ６６％ ［１８］ ，但与其他群体相比，比例仍然较

低，这对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提出了更多要求。
技术变革推动图书馆老年服务的方式和内容走

向信息化和开放共享。

２　 美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发展历程

２．１　 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６０ 年代末：起步阶段

１９４１ 年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正式起步，并
逐步从单个图书馆扩展为全行业行为，在行业

协会中成立专门的老年服务指导机构，发布行

业声明，参与国家老龄事务，初步展现了图书馆

老年服务的行业自觉。 在当时大力发展成人教

育的浪潮中，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认识

成为主流，围绕老年教育开展活动成为图书馆

老年服务的核心主题，培训和阅读促进成为老

年服务的主要内容，但此阶段大多数馆员仍认

为老年服务只是成人服务的一部分，这种服务

意识一直延续到 １９７０ 年代；服务内容和形式也

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提供大字书、有声书等在

内的图书资料和上门服务。
２．１．１　 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项目

１９４１ 年，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成立成人教

育部（Ａｄｕｌ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１９４３ 年，本
杰明·罗斯基金会资助了一项面向定居点和教

堂老年人的“黄金年龄” （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项目，并
请求该成人教育部辅助游戏、电影、书评等休闲

娱乐活动设计。 １９４６ 年，该成人教育部成立“长

寿并乐在其中” 图书馆俱乐部（ Ｌｉｖ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ｋｅ Ｉ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ｌｕｂ），这是美国第一个专为老年

人举办的非正式的图书馆教育项目［１９］ 。 １９５３
年，ＡＬＡ 从福特基金会成人教育基金（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获得 １０

万美元基金赞助，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获得其

中一部分，并将其投入到为老年人开展的音乐

欣赏、图书俱乐部、时事讨论、旅游小组和思想

交流小组等项目［２，２０］ 。 该馆项目的成功运作带

动了其他图书馆老年服务项目的陆续开展，如
１９５０ 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发起“永远不会太晚

小组”（Ｎｅｖｅｒ Ｔｏｏ Ｌ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于 １９７２ 年扩展至

１２ 家分馆；１９５２ 年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开展

“老年人” （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项目，开辟专门空间

供老年人阅读、交流、观看电影、玩游戏、举办茶

话会；１９６０ 年代初，华盛顿特区在其分馆组织了

“如 ６０ 岁般前行”（Ｇｏ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Ｓｉｘｔｙ）俱乐部［２］ 。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０ 年代福特基金会资助 ＡＬＡ 开

展“ 图书馆—社区项目”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先后提供两批共计 ４０ 万美元经费，用
以辅助公共图书馆在分析社区需求的基础上规

划长期成人教育项目，具体方式是在接受其资

助的 ８ 个州中各选一个图书馆作为试点，了解社

区需求，设计专门项目，而其他未入选州也会接

受相关咨询建议，如渥太华公共图书馆被选为

堪萨斯州的试点馆，通过社区调查，规划专门的

老年项目，开展馆员培训［２］ 。 这一项目促进了

公共图书馆与社区连接的意识，使其成为美国

图书馆老年服务一以贯之的理念导引。
２．１．２　 图书馆老年服务专门机构成立

成立专门负责老年服务工作的指导机构对

促进老年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１９５６ 年，威斯康

星州图书馆协会成立了第一个州级协会委员

会，专门负责老年工作［２１］ 。 １９５７ 年，ＡＬＡ 成立

成人教育部，同年更名为成人服务部，并下设图

书馆老年服务委员会，成为全国公共图书馆老

年服务的主要指导机构。 同年，该机构就对服

务社区人口 ２ ５００ 人以上的公共图书馆进行明

信片调查，发现提供图书、宣传资料、为不能外

出老人提供服务及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公共图书

馆最主要的四项老年服务［２２］ 。 １９５８ 年，ＡＬＡ 又

对 ２００ 所公共图书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资料和会议场所的图书馆

有所增加，图书馆开始被纳入社区老年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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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关图书馆责任和界限的认识仍未达成一致，
一些图书馆拒绝承认不断增长的老年人所带来

的影响，不愿将老年人视为独立的用户群体，很
多图书馆表示所提供的阅读服务、书籍查找服务

等并没有面向老年人的特指性［２３］ 。 这些调查促

进了 ＡＬＡ 对老年服务的反思，为其从行业角度声

明图书馆老年服务的立场和责任奠定了坚实基

础，也为其参与白宫老龄会议提供了背景信息。
２．１．３　 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相关法规和声明发布

１９６４ 年，《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ＬＳＣＡ）颁布实施，扩
展了 １９５６ 年第一部国家级图书馆法《图书馆服

务法》（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ｔ， ＬＳＡ）的实施范围和条

件，将援助范围扩展到所有地区，并将为包括老

年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图书馆服务作为其主

要目的之一，为更多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获得经

费支持提供了法律保障［２４］ ，其显著成果表现在大

字书建设和延伸服务的推行上［２，２５］ 。 在 ＬＳＣＡ 的

支持下，很多图书馆获得资助购买大字书，最突

出的是纽约公共图书馆，成为大字书馆藏最多的

图书馆［２５］ ；加利福尼亚、密苏里、马萨诸塞、密歇

根、纽约等多个州都开展了向老龄机构、居家老

人和残疾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的项目［２］ 。
同年，ＡＬＡ 正式通过《图书馆老龄责任书》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成为全

国范围内第一个面向老年人的图书馆规范文

件。 文件明确指出老龄化是人的终身属性，列
举了图书馆应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的 ７ 项责任，
包括协助树立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的正面态度、
为老年人和相关人员提供信息和教育、招募老

年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利用图书馆的便

捷条件、提供特定服务、争取合作、探索有效的

服务方式［２６］ 。
此外，１９６５ 年《美国老年人法》 （Ｏｌｄｅｒ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ｓ Ａｃｔ， ＯＡＡ）出台，对图书馆老年服务经费获

取做出明确规定，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

障［９］９９－１０１ ，如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 （ 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６７ 年获得第一批资助，开展了

一项为期三年的“６０ 岁以上” （ Ｏｖｅｒ ６０）示范项

目，分两个阶段提供流动图书馆服务和上门服

务［２］ 。 １９６６ 年 《 普拉特 · 斯穆特法》 （ Ｐｒａｔｔ －
Ｓｍｏｏｔ Ａｃｔ）修订案发布，原 １９３１ 年该法案规定的

由国会图书馆盲人服务部（修订案后改为“盲人

及残障服务部”）领导的全国图书馆盲人服务网

络的免费服务对象得以扩展，从盲人扩大到所有

因身体或视力障碍而无法阅读传统印刷资料的

读者［２７－２８］ ，如此一来，老年人也可享受此项服务。
１９６９ 年尼尔森调查公司受国会图书馆委托，利用

流通数据调查其向 １２ 万用户提供的服务，发现

４３％的服务对象为 ６５ 岁以上老人，其中 ９１．３％的

老年读者喜欢有声书胜过其他设备［２９］ ，这项服务

被证明很好地照顾了老年人的需求。

２．２　 １９７０ 年代初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深入探索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数十年的发展，图书馆老年

服务的基本架构形成，在这一阶段，美国图书馆

界进一步展开了更加专业化的深入探索，主要

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开展全国性、跟踪性的图

书馆老年服务调查，全面把握老年服务现状，为
后续服务规划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发布或修订

老年服务相关指南和声明，充实图书馆老年服

务的制度体系；三是在服务实践上，开始探索信

息与中介服务。
２．２．１　 开展全国性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调查

为准备 １９７１ 年白宫老龄会议，ＡＬＡ 提议对

提供老年服务的典型图书馆进行案例研究。
１９７０ 年秋，韦恩州立大学图书馆学系与老年学

协会合作，完成了 １０ 个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该

调研被证明是了解图书馆老年服务潜力和现实

的突出方式，也为开展全国调查提供了经验［３０］ 。
随后美国先后开展了多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图

书馆老年服务大调查。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在美国

教育部资助下进行“全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

调查”，全面审视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状况。 为

保证调查的专指性，“图书馆老年服务”被界定

为书目清单、流通和参考咨询等常规服务之外，
专门针对人口老龄化的服务和项目，或至少有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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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的参与者为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服务和项

目。 调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于 １９７１ 年

秋，向实施老年服务的 ３９０ 所公共图书馆及 ８０
所州和联邦机构图书馆发放问卷，分别收到 ２６６
和 ３３ 个回复；第二阶段全国调查于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开启，范围进一步扩大，面向服务人口超过 ２５
０００ 的 １ ３３０ 所公共图书馆，共计回收 ８５８ 份问

卷。 调查发现，图书馆对老年服务的重视程度

有所增加，已经有一些有代表性的老年服务项

目，多数图书馆或多或少都提供了一些老年服

务，多数提供了大字书、有声书、放大设备、翻页

器等特殊资料服务，送书上门、流动书车、邮寄

送书等延伸服务利用率最高；但多数图书馆对

老年服务赋予的优先级低，老年服务总体上仍

被视为成人服务的一部分，没有公共图书馆开

展正式的老年人需求评估，老年服务对象主要

是残障或困居家中的老人，开展专门老年服务

项目的图书馆数量少、地域分布不均，享受到服

务的老年人比例低，缺少充足的经费和馆员是

主要障碍。 总体而言，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发展

与老龄化速度并不匹配，未能充分反映社会大

众对 老 年 人 需 求 及 相 关 问 题 的 关 注 程

度［３１］３５－３７，［３２］９－２８ 。 作为老年服务的第一次全国

调查，第一阶段的成果“机会与潜力：图书馆对

老年人的回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文件

被发放给 ＷＨＣｏＡ 代表。 此次调查既是对 １９６０
年代老年服务的总结，更是 １９７０ 年代老年服务

的开启，因而被视为图书馆发展的里程碑［３０］ 。
１９８０ 年代，Ｔｕｒｏｃｋ 对 １９７２—１９８６ 年的老年

服务调查最有代表性。 这次调查是对 １９７１ 年全

国调查数据的更新，以探求十年间的服务进展

情况。 调查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１９７１ 年

３９０ 家图书馆基础上增加了 １２８ 家，获得 ３１８ 份

可用数据；第二阶段又从《美国图书馆名录》中

随意抽取 ５４０ 家公共图书馆，获得 ２７５ 份可用数

据［３３］９－１１ 。 调查发现，１９７０ 年代初期到中期是老

年服务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经费紧张、馆员

数量和培训不足是主要原因；从具体服务来看，
相较于十年前，提名为老年服务示范图书馆的

数量增加，大多数馆与其他机构合作，老年服务

内容有所扩展，如增加了口述历史、家谱、信息

与咨询、在线数据库、终身学习、书目疗法、工作

信息和报税服务等，但比例低；相较于 １９７１ 年的

全国调查，老年服务进展有限，老年服务仍未被

图书馆视为独立的项目，服务意识不强，给予的

优先性低、经费少、馆员少，对健康老年人的需

求关注较少［３３］１２－４２，［３４］ 。
２．２．２　 老年服务制度的完善与充实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ＡＬＡ 修订《图书馆老龄责任

书》，申明新时代图书馆老年服务的立场，包括十

项声明，鼓励图书馆在传统服务基础上采用新技

术、新项目、新资料和新服务［３５］ 。 此次修订带来

的最大变化是，ＡＬＡ 改变了 １９６４ 年“反特殊规划

的立场”（Ａｎｔｉ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Ｓｔａｎｃｅ），将老年

群体视为需要细分和开展专门服务的对象；确立

积极的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取向，图书馆要创造支持性

环境以促进老年人的积极参与［３６］１６１。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ＡＬＡ 重修《图书馆老龄责任书》，指出要促进

老年人成为代际项目①中的资源、让老年人参与

社区、改善图书馆交通状况等［３７］ 。
其次，发布和修订老年服务相关指南。 １９７０

年 ＡＬＡ 发布 《 图书馆合作指南》 （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指出图书馆应通过雇佣或

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开展老年人为同龄人服务的

活动，在设计专门的老年服务和项目时让老年

人参与其中［３８］ 。 １９７５ 年 ＡＬＡ 制定《图书馆老年

人口服务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９］ ，后于 １９８７ 年改为《图书

馆老年人服务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该指南取消了根据年龄区别老

年的定义，提供了服务老年人的 １１ 条途径，其中

１００

① 代际项目指为促进不同世代群体之间的合作、互动或交流而开展的活动，在此指在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

体之间进行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交流和分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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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９ 条是对 １９８１ 版《图书馆老龄责任书》的扩展，
另两条则强调老年人在文化、种族和经济上的

多样性和差异性，并要求将老年服务纳入图书

馆规划和评估之中［４０］ 。 １９８９ 年《服务残障老年

人的 １０１ 个点子》 （１０１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ｉｒｅ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从传送服务、项目、资源、宣传图

书馆、员工教育 ５ 个方面提供了面向残障老年

人的图书馆服务指导［４１］ 。
２．２．３　 社区信息中介服务兴起

面向终身学习的老年素养教育仍是图书馆

服务的主要任务，不过为争取更多经费，图书馆

在思考更能密切联系社区以彰显自身价值的方

式，老年学理论和社会服务传递系统的思想由

此引入［４２］４０ ，图书馆与社会其他机构广泛合作，
将自身作为老年人需求与各类老年服务连接的

中介，推动了社区信息与中介服务（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Ｒ） 中老年项目的出现。
１９７０ 年，底特律公共图书馆的“信息空间”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 ＴＩＰ）项目成为第一个获得成

功的 Ｉ＆Ｒ 项目，促进了 １９７２—１９７５ 年“邻里信

息 中 心 ” （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项目立项，为包括底特律在内的 ５ 个公

共图书馆提供经费，成为全国性 Ｉ＆Ｒ 服务的示

范，也进一步推动了 Ｉ＆Ｒ 服务的迅速增长，到

１９７７ 年有 ２９６ 家图书馆开展了该类服务［４３］ 。
根据合作方式不同，图书馆担当着 Ｉ＆Ｒ 服

务主导者、辅助者和合作者等不同角色，通过提

供指导目录、专家建议、仅直接提供信息、提供

信息和咨询、维护和更新计算机记录等形式提

供服务［４４］５８－６０ 。 老年人是这一服务的用户之一，
对“邻里信息中心”的评估发现，其中 ８％的请求

来自老年人［４４］６３ 。 典型的案例是巴尔的摩公共

图书馆开展的“银发成长” （ Ｇｒａｙ ＆ Ｇｒｏｗｉｎｇ）项

目，这是专门面向老年人的，它根据 ６０ 岁及以上

用户的需求和兴趣制作影片和幻灯片，并与指

导手册和可选择的脚本、讨论问题、活动、资源

等一起打包提供给老年小组，还提供租借投影

仪和屏幕服务，到 １９７９ 年，其制作的资源包达到

３８０ 个，服务老年人达 １１ ０００ 人［４４］６０－６１ 。

２．３　 １９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１ 世纪初：服务转向阶段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在图书馆界

引发了热烈讨论，美国图书馆界敏锐地察觉到

互联网普及这一新趋势对老年服务带来的影

响，出台和调整相关政策指南及实践活动，倡导

让图书馆成为老年人的信息接入点。
２．３．１　 行业会议提出网络信息服务导向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全国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ＣＬＩＳ）、ＡＬＡ 以及国会图书馆盲人及残

障服务部召开“走向白宫老龄会议：确定老年人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重点和政策”会前会议，共
同商讨提交给 ＷＨＣｏＡ 的图书馆老年服务的优先

事项和政策建议，最终确定 ５ 项最高级别的关注

点。 其中“老年人与联邦法规政策”（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和“图书馆、老年人与

技术”（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两条

中都包含网络信息服务的相关内容。 建议提出，
任何包含信息部分的法案必须明确将图书馆界

定为老年人的访问入口和实施机构；电信供应

商应连线图书馆、学校等；紧密联系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和国家电信机构，为信息技术素养培训

提供资助；图书馆应成为全球信息技术设施的

重要塑造者，在确立各种相关标准时，应发展辅

助和自适应技术以及友好界面，提高信息获取

的无障碍化程度；图书馆的信息服务需要解决

残疾、教育水平低、少数族裔、退伍、女性、乡村

老年人及他们的照护者的信息需求，围绕健康

护理、经济保障、住房、高质量生活主题，解决信

息服务的可用性（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质量、获取（ Ａｃ⁃
ｃｅｓｓ）、 责任和成本等问题［４５］ｉｖ－ｖｉ，５０，８０－８１ 。 １９９７
年，ＡＬＡ 老年服务委员会主席 Ｋｌｅｉｍａｎ 在国际图

联年会上指出，在网络技术环境中，图书馆采用

新技术创新老年服务成为必然趋势；图书馆需

要开始为老年人提供电脑培训和网络服务，帮
助其学会使用 ＯＰＡＣ，以一种更加可读的方式收

集和显示信息［４６］ 。 这些吹响了向网络信息服务

转向的号角，提供了服务方式和内容的指导。
２．３．２　 网络信息服务的制度调整

首先， 为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 ＬＳＣＡ 于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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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被 《 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案》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 ＬＳＴＡ）替代，并与《博
物馆服务法案》（Ｍｕｓｅｕ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一起合并为

《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法案》（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由新成立的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

会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ＬＳ）负责法案的经费管理［４７］ 。 ＬＳＴＡ 取消之前

ＬＳＣＡ 对馆舍建设的拨款资助，代之以对信息技

术的拨款，以突出强调推动学习和信息资源为

所有年龄群体获取，促进图书馆通过不同区域

网络为用户提供信息获取服务，尤其关注多元、
残障、缺乏信息技术或读写能力的用户［４８］ 。
２００３ 年做了少量修订，进一步强调要便利信息

获取和促进各类图书馆间资源共享［４９］ ，这为图

书馆老年服务提供了导向，也提供了法律支持。
其次，ＡＬＡ 于 １９９９ 年对 １９８７ 年《图书馆老

年人服务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进行修订，改名为《图书馆老年人

服务指南》（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共 ７ 项，包括明确将老年服务整合进图书

馆的总体规划和预算中；在馆藏和服务中反映

老年人的信息需求；作为信息接入点提供电子

和网络资源；与相关机构合作促进老年人的终

身学习等［５０］ 。 此外，更多老年服务指南相继发

布：ＡＬＡ 素质教育与延伸服务部下设“老年服务

组”，制定《老年人快速服务技巧》 ［５１］ ；参考和用

户服务协会发布《图书馆老年人服务：适用于 ２１
世纪的 ２１ 条建议》，特别强调图书馆应为老年

用户学习利用网络资源提供协助［５２］ ；１９９０ 年加

州州立图书馆发布《与老年人一起工作：图书馆

手册》 ［５３］ ；２００１ 年 Ｋｌｅｉｍａｎ 提出服务老年人的

《２０ 条首要操作方法》 ［５４］ ；２００２ 年密苏里州图

书馆发布《密苏里州图书馆老年人服务资源指

南》 ［５５］ ，其中有专门一章用以指导面向老年人

的图书馆技术服务。
２．３．３　 图书馆老年网络信息服务实践

在这一时期“促进信息获取” 的理念指引

下，针对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信息素养不足的

障碍，图书馆主要开展了以下形式的网络信息

服务。 ①上网设备和网站建设方面考虑老年人

生理、心理特点，进行配备和优化设计，如李县

图书馆开展“辅助设备”外借试用服务，提供包

括放大镜、电脑、文本电话等 ２００ 余种各类辅助

设备及其目录，以缓解老年人及残障老人因视

力、行动力下降所带来的困扰［５６］３３－３４ ；马尔特诺

马县图书馆的网站同时提供网络操作图文指导

和有用的信息站点［５７］７２ 。 ②提供图书馆 ＯＰＡＣ
和精选网络资源，如弗林特公共图书馆开设“电

脑创造生活论坛”（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邀请不同领域专家来为老年人提供政府、购物、
健康信息等各类网络资源［５７］８２ 。 ③开设电脑网

络课程或提供在线指导，如安娜堡地区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开展“老年在线时光”项目，提供为

期六周的电脑培训班，帮助老年人熟悉鼠标和

电脑，学习网络浏览、发送电子邮件、存盘等操

作，四年间吸引了 ２９０ 位老年人参加［５７］１４５ ；类似

项目还在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勒罗伊 · 科

林·利昂县公共图书馆、詹姆士·布朗图书馆、
达文波特公共图书馆开展［５７］１３７－１５０ 。

２．４　 ２００５ 年至今：扩展和创新服务阶段

２．４．１　 传播积极老龄化新理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既是婴儿潮老人开始退休

和进入老年期的时间，对图书馆界而言也是一

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以 ２００５ 年全国图书馆领导

者论坛召开和 ２０１１ 年“ ＩＭＬＳ 西部地区奖学金”
项目完成为标志，图书馆界从领导层到馆员层

开始意识到老化和老年服务的传统观念已经过

时，需要重新思考应对新的老龄化转变的策略，
并形成一种新动向［５８］ ｖｉｉ ，影响延续至今。

２００５ 年论坛以“变革设计：图书馆与生产性

老龄化”为主题，探讨促进图书馆为活跃型老年

人提供服务的根本性变化，建议提高对婴儿潮老

人需求和潜力的关注［５９］ ，之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北
卡罗来纳大学举办题为“面向终身获取的图书

馆”的图书馆领导力训练班，两者都着眼于从图

书馆管理者层面灌输老年服务新理念［５８］ｖｉｉｉ 。
２０１１ 年项目是 “ 改变 ５０ 岁后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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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 ５０， ＴＬＡ５０）项目的重点

内容之一。 ＴＬＡ５０ 于 ２００７ 年发源于加州，设计

初衷是创新服务，改变图书馆老年服务不能反

映“婴儿潮”世代特点的状况，促进生产性老龄

化、终身学习和公民参与，采用馆员短期培训和

图书馆实践项目启动并进的形式［６０］ ，效果良好。
因此，加州州立图书馆在与其他 ４ 个州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合作的基础上，将 ＴＬＡ５０ 进行推广，
由此产生“ＩＭＬＳ 西部地区奖学金”项目，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起提供为期 １ 年的全国性职业继续教育，
宣传为“婴儿潮”老人和 ５０ 岁以上成人服务的

新框架，强调操作性学习，切实增进馆员为 ５０ 岁

以上活跃的老年人服务的意识与技能。 来自 １２
个州的 ９６ 位馆员参加，最终 ８０ 人完成学习，他
们又成为在全国、所在州和地区图书馆行业内进

行宣讲展示的力量，他们所在的州也表示将开展

老年创新服务项目；项目还建立网站，聚合已有

和正在进行的 ５０＋老年服务项目及相关信息资

源、工具和数据库，并进行免费分享；在 ＡＬＡ、ＰＬＡ
会议中进行宣讲［６１－６２］ 。 ２０１１ 年“ＩＭＬＳ 西部地区

奖学金”项目完成，意味着总体上图书馆老年服

务新思路和专业队伍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和扩

散，成为后续更多地区图书馆老年服务项目开启

的强劲动力，影响深远。 如参与该项目的爱达荷

州图书馆委员会在其 ＬＳＴ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的五

年规划中仍将该项目列入其中，并明确了建设目

标、产出效益和评价方式［６３］ 。
２．４．２　 图书馆老年服务新思路

在这一系列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了图书馆

老年服务新思路，主要表现为： ①服务对象扩

展。 就对象年龄界限而言， “ 婴儿潮” 一代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直至 ２０２９ 年才陆续进入老年，需要

图书馆扩展老年服务年龄界限［６４］ ，普遍将老年

服务对象年龄从 ６５ 岁向前扩展到 ５５ 乃至 ５０ 岁

以上人群。 就对象特征而言，“婴儿潮”老人健

康、活跃的形象冲击了以往老年人虚弱衰老的

刻板印象，他们也更愿意接受年长成年人（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这样的称呼①，这启发了图书馆从为老年

人群体（ ｔｈｅ Ａｇｅｄ）服务到为老龄化群体（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服务的转变，服务对象扩展至健康活

跃的“年轻型”老年人和“准老年人”。 ②服务理

念更新。 一是确立积极老龄化的服务理念，将
老年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新阶段，将老年人视为

潜在资源，通过服务支持老年健康、独立、参与和

自我充实，宣扬心态永不老的观念［６５］ ；二是从毕

生发展（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角度确立老年生

涯规划理念，将人的发展扩展到整个生命过程，
处于第三和第四人生阶段的 ５０＋群体，还在继续

学习、创造、获得和贡献［５８］ｘｖｉ ，并且注重内生需

要、追求自我实现［６６］ ，因而图书馆项目策划要帮

助老年人度过更有意义的老年生活；三是老年服

务要反映老年人不同的需求和兴趣，这一理念达

成普遍共识，认识到 ５０＋群体包含多个世代，而每

个世代中老年人也有不同的兴趣、文化背景、语
言传统、经济状况［５８］ ｘｖｉｉ ［６７］ ，确立了多样化和针对

性服务理念［６６］ 。
２．４．３　 图书馆多样化创新服务实践

亚利桑那州图书馆、档案与公共记录馆最早

从 ２００３ 年就开始倡导为 ５０＋老年人服务，２００４ 年

为格伦代尔公共图书馆“方向与连接：成熟成年

人的生活选择”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ｆ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ｄｕｌｔｓ）这一 ５０＋服务项目投入

ＬＳＴＡ 拨款［６８］１９７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间为州内不同图

书馆 ５０ ＋项目累计投入 ３０ 万美元［５８］３，６－９ 。 此

外，加州、康涅尼格州、马萨诸塞州也走在前列，
在 ２００５ 年左右开始了 ５０＋服务探索［５８］９－２０ 。

根据服务思路变化，图书馆老年服务实践

围绕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信息和社区联系、终
身学习、代际项目、工作、卫生与健康、财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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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书馆界对这一群体有多种称谓，包括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ａｃｔｉｖｅ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ｏ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５０ ｐｌｕｓｅｒｓ、ａｄｕｌｔｓ ５０＋、
５５＋、６０＋、６５＋、ｂｏｏｍｅｒｓ、ｂｏ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ｍｉｄｌｉｆｅ ａｄｕｌｔｓ、ｍａｔｕｒｅ ａｄｕｌｔｓ、ｔｈｅ ｓｉｌｖｅｒ ／ ｇｒｅ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等。 在图书馆

语境下，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 ａｇｅｄ、ｓｅｎｉｏｒ 往往暗指身体虚弱、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但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在实践中以上这些

称谓都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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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５０＋场所等不同主题开展，异彩纷呈。 内容

包括编制服务手册、馆藏和设施建设（有声书、
大字书和无障碍辅助设备）、老年日常所需信息

的网站导航建设、老年口述历史、老年志愿者招

募、老年人积极形象展示、阅读俱乐部等，其中

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下一篇

章”、加州州立图书馆“深入其中：图书馆为你赋

能”、威彻斯特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创造性老龄

化工具包” “ 掌控一切！ ５０ 岁后职业 ／ 生活规

划”、哥伦比亚特区公共图书馆“老年电脑培训

班”、蒙大拿州立图书馆“婴儿潮在图书馆获得

健康”、圣安东尼奥公共图书馆“健康生活，智慧

老龄：老年资源指南”、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祖父

母与书”、佐治亚州雅典地区图书馆体系“婴儿

潮一代：反思、学习和分享”、巴克斯县公共图书

馆“老年信息素养培训”，等等［５８，６９］ 。

３　 美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的特点及
对我国的启示

从 １９４１ 至今，七十多年的历史见证了美国

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发展：服务理念上，从将老年

人视为社会负担的消极视角到视为活动因素的

积极视角，从所谓“一视同仁” （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Ａｎｔｉｓｐｅ⁃
ｃｉａｌ）到针对性服务以达平等（ Ｅｑｕｉｔｙ），从为老年

人口服务到为老龄化群体提供生涯规划；服务

方式和内容上，在纸本时代到电子时代再到互

联网时代及社交媒体时代的变迁中，不断扩展

和更新技术手段，不断丰富和创新服务内容；服
务保障上，形成了专门的行业指导机构，构筑了

老年服务制度体系，开设了馆员培训项目，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服务指导资源。 当然，各阶段的

调查［２３，３１－３３，７０－７２］ ，也揭示出存在的不足，如老年

服务与老龄化程度不匹配、专门性老年服务项

目少、老年群体细分不够、经费有限、城乡服务

差距等。
老龄化同样是我国在 ２１ 世纪面临的严峻挑

战，但“未富先老” “快速老龄化”的现实并未给

图书馆老年服务留出充分的适应时间。 我国图

书馆界老年服务从 １９８０ 年代初开始起步，到目

前发展依然有限，与美国同行相比，差距明显。
因而有必要借鉴经验，同时其不足也对我国有

启发，有助早思应对之策。

３．１　 明确对老年服务特殊性的认识

老年人是一个以生理年龄为主要标准划分

的群体，但从群体特征来看又比较复杂，群体内

部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老年群体与成年群体

之间延续性与差异性并存，５０＋的健康活跃型群

体介于一般成年人与老老年人之间，挑战了老

年服务的传统刻板印象，同时也使得对老年服

务的认识更加错综复杂，对老年服务究竟有没

有特殊性及如何界定老年服务等产生疑问。
回顾美国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发展历史，在

行业意识上有两次主要转变，一次是从起步到

探索阶段，主要从生理老化角度承认老年服务

的特殊性；另一次是扩展创新服务阶段，区分了

健康活跃老年人与需要介护的老老年人及一般

成年人的需求差异，反映出老年服务的特殊性。
从毕生发展理论来看，人的发展和衰老不只是

一个生理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和时代环境

共同塑造的结果，使得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有不

同的世代特征，对其服务自然也具有相应的特

殊性。 由此观之，正如 Ｓｃｈｕｌｌ 所讲，少儿服务有

幼儿（Ｔｏｄｄｌｅｒｓ）、学龄前儿童（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青
少年（ Ｔｗｅｅｎｓ）、青年（ Ｔｅｅｎｓ） 的细致区分，而图

书馆对老年人的特点细分确实还不够［５８］ｘｘｉ ，但
对我国而言，这样的认识尚未形成，因而还需要

更多的宣传推广。 同时，这些认识能够形成一

定程度的业界共识，与转变阶段中相关的馆员

培训和专业教育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点

在我国是非常缺乏的。
实践工作中如何界定老年服务，馆员也有

疑惑，这种困惑在我国也存在，如日常性借阅或

有老年人参与的活动算不算老年服务，是否必

须按参与者年龄来界定，多少岁适合界定老年

服务？ 前两个问题，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全国性调查中就已做出了回答，给出了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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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界定；但在年龄的界定上，因为后续服务观

念的变化，存在多种门槛年龄，从 ５０、５５、６０ 到

６５ 岁不等，确实对掌握老年服务状况和指导老

年服务带来操作性上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老年

界定是 ６０ 岁，不过考虑到将服务延伸到准老年

人和健康活跃老年人的情况，我国也应当及早

思考对老年服务的年龄界定，退休年龄或许可

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

３．２　 参与老龄事务，寻求多方支持

美国图书馆服务源于对老龄化发展态势的

关注，以“让图书馆成为国家老龄化社会服务规

划的重要角色之一” ［７３］ 来进行自我定位，将图

书馆服务置于社会老年服务体系的总体背景

中，及时了解和推广老龄化新理念，高屋建瓴地

规划服务走向。 自 １９６１ 年 ＷＨＣｏＡ 以来， 以

ＡＬＡ 为代表的美国图书馆界主动介入其中，积
极提供发展建议，展现自我价值，通过将图书馆

服务嵌入国家老龄政策规划之中，切实体现图

书馆行业在老龄事务中的存在，使得图书馆成

为 ２００５ 年会议中主动被表决的议题。 此外，图
书馆也积极参与联邦州和当地老龄项目如“老

兵历史项目” （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５８］１１９ 、
“各世代在线”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ｉｎｅ） ［５８］１７１ 、“对

老年友好的纽约市先导项目”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ｓ
Ａｇ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５８］５２中。 我国近年来对老

龄化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在这一形势

下，图书馆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积极参与到国家

和地方应对老龄化的行动中，藉此彰显自身价

值和获得政策支持。
纵观历史，美国老年服务的起伏往往与经

济兴衰同步，经费限制始终困扰着公共图书馆

老年服务［５８］ｘｘｉｉ ，对小型或边远地区的许多图书

馆来说更是如此［７４］ ，而且老年服务也需要专业

知识、技能、人员、设备的辅助，因而图书馆已经

形成多渠道广泛开展合作和争取支持的传统，
合作机构包括老龄机构、慈善组织、基金会、艺
术机构、健康医学机构等，目的是以经济的方式

更好地集合各方优势，提供优质服务。 ２０１２ 年

对全美 ５０ 个州图书馆老年服务的一项调查显

示，９２％的图书馆与其他机构合作［７５］ 开展活动。
这启发我国在经费预算中要对老年服务有所倾

斜，更激励我们要开拓更广的合作途径，形成老

年服务的社会支持网。

３．３　 构筑有效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是法律法规、指南规划、标准规范

和规章办法的整体配套，体现了宏观、中观和微

观的关联协调，有利于提升总体服务效能。 美

国图书馆老年服务的制度体系较为完善，宏观

层面上有《老年人法》 《图书馆服务和技术法

案》，为图书馆老年服务拨款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观层面上有 ＡＬＡ 的《老年人的图书馆和信息

服务指南》等提供行业指导；微观层面有各个图

书馆发布的手册指南，如密苏里州图书馆的《老

年人服务资源指南》等。 这些文件不仅构筑了

较为严密的制度体系，而且内容详实，涉及服务

定位、总体规划、馆藏建设、活动方案和预算制

定、延伸服务、馆员培训、社会合作和宣传推广

等多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的实操性。 值

得一提的是美国公共图书馆体系普遍实施总分

馆制，因此各地图书馆指南手册的辐射范围是

覆盖总馆和分馆所服务的整个区域，毫无疑问

这更强化了制度的整体指导性。
我国图书馆老年人服务的制度体系已有很

大进展，当前主要通过全国性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地方性的老年人优待办

法和图书馆条例 ／ 管理办法提供宏观保障，通过

全国性和地方性标准及全行业服务宣言提供中

观规范，通过读者管理规章、服务制度和发展规

划提供微观约束。 但各层次制度积极老龄化观

念渗透不够，内容趋同，缺乏关联配套，对服务

的保障支持和实践可操作性指导均与美国存在

较大差距，还需要加快完善。

３．４　 将服务立于实证调查基础之上

美国图书馆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持续

开展全国性调查和其他规模、程度不一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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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调查，掌握老年服务状况，为宏观规划和微观

项目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年服务指南和规

划，首先都会通过数据分析老龄化发展状况、时
代发展特征和所服务区域的老年群体特征，突
出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而设计具体服务项目之

前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开展对所服务社区的

调查［７６］ ，并强调调查常态化，以便及时调整服务

适应用户需求［７７］ 。 与其相比，我国目前仅有部

分零散的、个人开展的调研，在机构和全国层面

的调查还是空白，对老年服务的策略建议绝大

多数也仅建立在实际观感、工作体验或理论构

想的基础之上，总体反应还较为滞后。 因而，我
国需要专门展开相应规模的调研，了解图书馆

老年用户及服务的现实状况，为服务设计提供

基础数据。 当然，图书馆界也应当充分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

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

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２０１８）》，全国人口普查

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等大规模调查成果，来增进对老年人口的

了解，以便于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服务。

３．５　 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在美国图书馆界应对老龄化的进程中，ＡＬＡ
作为行业引领者，功不可没。 在参与国家老龄

事务中，ＡＬＡ 组织开展全国性调查、召开会前

会、印发文献目录、提交议案、进行宣传推广，成
为图书馆界对外的一面重要旗帜；在指导业界

老龄服务中，ＡＬＡ 通过发布《图书馆老龄责任

书》申明立场，设置专门的负责部门，编制和修订

一系列指南，对各地图书馆老年服务发挥了重要

的指导作用；在国际图书馆界老龄服务的探讨

中，ＡＬＡ 作为代表，提供本国案例和研究成果，支
持和参与相关宣言发布，彰显了在国际社会中的

影响力。 中国图书馆学会作为我国图书馆界的

最高行业组织，也应成为我国图书馆界老年服务

的引领者，带动各地图书馆学会、协会，开展相关

的调查和活动，增进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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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２０１５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ｇｉｎｇ．ｇｏｖ ／ ２０１５－ＷＨＣＯＡ－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１４］ Ｌｏｎｇ 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１９７３，２１（３）：
４３１－４４０．

［１５］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ｙｔｈ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ｒｉｎｔ．ｃｏｍ ／ ｐａｐｅｒｓ ／ ｎｉｉ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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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０８ ｑｕｉｃ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ｈｔ⁃

ｔｐｓ： ／ ／ １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ｅｐａ．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３－０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０８－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ｐｄｆ．
［１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ｂｙ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１２－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ａ．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１８４３８９ ／ ａｄ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ｕｓ－ｂｙ－ａｇｅ－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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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ＭｃＣｏｏｋ Ｋ， Ｂａｒｂｅｒ Ｐ．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ｌｅｓ．ｅｒｉｃ．ｅｄ．ｇｏｖ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 ＥＤ４５８８８８．ｐｄｆ．
［ ２１］ Ｂｌａｃｋｓｈｅａｒ Ｏ Ｔ．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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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Ｐｈｉｎｎｅｙ 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 ｐｏｓｔ ｃａ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ＡＬ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５７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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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Ｐｈｉｎｎｅｙ 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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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Ｒｏｍａｎｉ 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１９７３，２１（３）：３９０－４０３．
［２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ｕｌ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 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４．
［２７］ ８９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８９ － ５２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ｎｌｓ ／ ａｂｏｕ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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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 ／ ｎｌｓ ／ ａｂｏｕｔ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
［２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ｐｒ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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