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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图书馆是受西学东渐影响，伴随着中国追寻现代化的历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省级图书馆在中

国近现代社会和图书馆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追寻省级图书馆的发展轨迹及不同时期职能的演变，对于中

国图书馆史的研究，以及明确未来省级图书馆的定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初创省级图书馆，其职能

主要是收集文献、开放借阅、保存文化、传播文明、开启民智。 民国时期，除保存、借阅和参考咨询职能外，增加了

对县市图书馆的研究辅导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图书馆发挥协作协调的职能，作为区域中心图书馆的地位得

到确立。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转型和技术转型支持图书馆事业全面发展，省级图书馆辅导、培训、协作

协调的规模逐渐形成。 进入新世纪，省级图书馆负有研究、指导、引领和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及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建设的职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施的时代背景下，省级图书馆面向未来，应以三个

中心（省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中心、省公共图书馆培训和研究中心、省公共图书馆工作协作协调中心）建设支持新

的职能定位，确定工作任务，调整服务重点，从普及服务向特色服务、深度服务转型，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

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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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Ｎ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ｗ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ａ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０　 导言：现代化和公共图书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写道：“中

国过去 １５０ 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

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

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 １０ 亿人口的思想信仰、
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

常尺度衡量。” ［１］ 黄仁宇把从清后期的洋务运

动、推行新政到国共两党的革命总结为一次长

期革命，其目的是将一个“内陆国家”即农耕社

会转变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大国。 公共图书馆

作为知识和信息传播的公器、现代文明的标识，
被引进国门，从无到有，迄今发展到以数千所

计，并仍还在寻求数量、规模和服务布局的扩

展，努力向城乡基层延伸，这是和中国社会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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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即开始寻求现代化的变革密不可分的。
中国古有藏书楼，数量稀少且封闭，并不能

提供社会服务，这是同农耕社会的形态相适应

的。 公共图书馆自晚清创设，经过一个多世纪

的发展并形成规模，反映了中国从“闭关锁国”
到谋求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以及从一个封闭

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历程。
省级图书馆，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省

级行政区设置的本级图书馆，是中国创建最早

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寻

求现代化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持续稳定发展

并具有引领作用的公共图书馆，在中国近现代

社会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本文将省级图书馆置于现代视野之下，并
通过它对中国追寻现代化的漫长历程进行考察，
总结省级图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职能的演变情

况及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

法》）实施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其未来的职能和

定位。

１　 清末民国时期省级图书馆的创设及职能

１．１　 图书馆的引介

现代公共图书馆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

动和工业革命之后渐次设置，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

在欧美国家通过立法得以推广普及。 公共图书

馆的基本特征是依法设立，公民纳税予以支持

运行，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供全民阅读和获取

知识。 它的出现，伴随着现代文明设定的几个

条件：工业社会奠定了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的经济基础；现代教育、科技和传媒事业的兴

起给更多人带来接受教育的便利；人文思想的

普及，要求公平阅读和接受信息成为每个社会

成员的基本权利。 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图书

馆是现代文明社会兴起的标志性设施。
１９ 世纪中后期，处于“闭关自守中世纪国

家”的中国尚不具备西方建设现代化社会的条

件，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国人已经开始关注

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并引介西方图书馆。 林则

徐《四洲志》、陈逢衡《英吉利纪略》首开介绍英

国图书馆纪录。 郑观应则以《盛世危言》之一整

章记述了西洋藏书院的营运方式和书刊开放借

阅方法，列示英、法、俄、德、意、奥各国有藏书院

多少所、藏书多少册，皆可供其国人借阅。 如：
“英国有书楼 ２００ 所，藏书 ２８７ ２ 万册，最大的读

书场所（即今阅览室）可容纳 ３００ 人；法兰西有书

楼 ５００ 所，藏书 ４５９ ８ 万册；法京巴黎有一书楼异

常宏广，独藏书 ２０７ ９ 万册。” ［２］

古汉语本无“图书馆”一词，《盛世危言》所

言藏书院或书楼即指图书馆。 １９ 世纪末这个词

汇从日文译介而来，尔后得以通用，才有开放服

务的现代图书馆建立起来，取代了规模狭小、数
量甚微且封闭的传统藏书楼。 康梁变法之时，
创设现代图书馆成为推行新政的内容之一。
“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

之” ［３］ 。 变法主张从振兴教育、作育人材、开通

民智入手，具体措施包括：设立学校，开报馆，建
立图书馆、励学会等。

在此背景之下，图书馆开始实际创设。 图

书馆一经设置，即呈现出藏书楼所不具备的现

代意义，其旨在推进社会教育，开启民智，促进

社会改革和文明建设，不仅收藏典籍，而且以典

籍为载体服务于社会大众。

１．２　 清末创设的省级图书馆及其职能

１．２．１　 清末创设的省级图书馆

百日维新前两年即清光绪廿二年 （ １８９６
年），总理衙门即已筹议并奏请开设官书局，孙
家鼐奏开办章程，罗列主要工作包括设藏书院、
刊书处等［４］ 。 稍后， 《 钦定学堂章程》 （ １９０２
年）、《奏定学堂章程》 （１９０３ 年）颁布，为学校图

书馆设立提供了依据。 同期，浙江士绅徐树兰

开办古越藏书楼，四川傅樵村在成都桂王桥北

街创办图书局，设阅报公所陈列报纸供众阅览，
其他各省如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河南、广西等次第开办阅报、阅书场

所，皆得风气之先，为建公共图书馆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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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卅一年（１９０５ 年）废科举，变官制，清廷

建学部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设专司管理图书

馆、博物馆、天文台事物。 卅二年（１９０６ 年）七月

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卅四年（１９０８ 年）九月颁布

宪纲，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期。 宣统二年 （ １９１０
年）《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折》出台，令“京师及各省省治，应先设图书馆一

所，各府厅州县治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 ［５］３ 。
实际上，此前十余年个别行省即已有图书馆设

立，自光绪廿四年（ １８９８ 年） 至宣统末年（ １９１１
年），共有 １３ 省 １４ 所省立图书馆设置，包括：天
津直隶省图书馆（初称直隶藏书楼，１８９８ 年设

立）、浙江省立图书馆（１９００ 年设立，初称杭州藏

书楼、浙江省立藏书楼，１９０９ 年改现名）、湖北省

立图书馆、省立湖南图书馆等［６］ 。 另有四川省立

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福建省立图书馆

皆筹建于宣统末年（ １９１１ 年），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年）开馆。 这样，受清廷政策影响而设立的省立

图书馆达到 １６ 省 １７ 所，几近占到清末 ２２ 省（区）
十之七八。
１．２．２　 清末省级图书馆的职能

《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折》把省立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置于首要建馆

的位置，各省立图书馆得以成为最早的一批现

代图书馆。 它所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

程》第一条统称：“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
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

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第

七条又称：“图书馆收藏图籍，分为两类：一为保

存之类；一为观览之类。” ［５］３ 第六条和第十八条

则分别称：“各省图书馆呈由提学使司转请督抚

核定。” ［５］３ “各省由提学使司核定筹拨，撙节开

支。” ［５］５ 要而言之，规定了图书馆的经费来源、
保存功能和供人检阅浏览、提供教育与研究之

用的职责。 这应该是关于省立图书馆职能厘定

的最早依据。
各省立图书馆创设，晚于学部《奏折》和《章

程》颁发者，其宗旨及办馆职能的厘定，大致取

法学部《奏折》及《章程》，或也有设置于《奏折》

及《章程》颁发之前者，也因同受变法思想影响，
其义已与之暗合。 这些图书馆的设置，开宗明

义直陈图书馆的设立是学习欧西做法，以提供

大众利用。 譬如湖南奏请设置图书馆时，言道：
“东西各国都会莫不设有图书馆，所以庋藏群

籍，输进文明，于劝学育才，大有裨益。” ［７］ 并“以

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及

旅居未曾携带书籍者，得资博览。” ［８］ 又如陕西

巡抚恩寿奏建图书馆，并附设教育品陈列所，
云：“藏书宗旨，约分四类：一曰收藏旧籍，如经

史子集之类；二曰广征群籍，如近时名人著作之

类；三曰列邦新籍，如东西译本之类；四曰吉金

乐石，如鼎彝碑版之类。 另附设教育器械标本，
分订规条，遴员管理。” ［９］２ 所言藏书宗旨四类，
可谓保存国粹与输入文明二者兼顾。 另，各图

书馆皆庋藏中文典籍，亦收藏西书，一并进行整

理编目，以备查用。 如四川省立图书馆初为中

文馆藏手编书目十五卷，东西洋图书虽未收入

此目，书目序文中也专门提到“至于外国图书，
将俟购置略多，别为部居，以便观览” ［１０］ 。 此

外，早期个别省级图书馆如山东、云南等省还兼

具文物收藏与陈列功能，这大约和两个因素有

关，一是变法维新之时，将国外开设图书馆和博

物院并列提出，再则也可能受到经费、场地等条

件限制，就一并把文物和图书列入一馆。
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到寻求现代化的路

径，需先引介学习，然后获得社会变革和转型的

条件。 清末所设置的省立图书馆是开创性的，
是中国的首批公共图书馆。 《京师及各省图书

馆通行章程》第二条除讲“京师及各省省治，应
先设图书馆一所”外，还称“各府、厅、州、县治应

各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 ［５］３ 。 事实上，这一条

所列后一部分内容，要在民国四年 （ １９１５ 年）
《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颁发后，才
得以实现。 清光宣间，一些地方虽然设有劝学

公所一类阅报、阅书场所，但尚不具完备的公共

图书馆的条件，省立图书馆诞生之初，并无其他

公共图书馆普遍设立，尚无法构成与其他公共

图书馆之间的关联，因而只能承担寻常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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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图书馆职能，在搜集、保存、整理编目和

广泛提供公众借阅之外别无更多职司。 而这种

状况发生变化，省立图书馆职能得以演变和扩

大，须俟省以下行政区域设置一定规模的公共

图书馆以后。

１．３　 民国时期省级图书馆继续设置及职能演变

１．３．１　 民国时期省级图书馆继续设置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设置图书馆的政策得

到延续。 清时全国设 １８ 行省、五个将军辖区。
至民国时期，增加为 ２２ 省，外设特别区域和地区

１１ 个。 共和政体之下，总统由选举或议会程序

中产生，国家上层体制具有了现代意义，并专设

教育部负责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的宏观管

理。 各省原没有设置省级图书馆的继续设置、
补齐，县市图书馆及各级通俗图书馆渐次设置。
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设置绥远省立图书馆、察
哈尔省立民众教育馆（察哈尔省立图书馆并入）
起，至稍后设置的热河省立图书馆（１９２５ 年）、西
康省立通俗图书馆（１９２６ 年）、新疆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０ 年）、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 １９３１ 年）、宁
夏省立图书馆（１９３３ 年）、青海省立图书馆（１９３５
年）等，到民国廿四年（１９３５ 年），连同清末已设

置的省级图书馆，全国有 ２８ 个省和地区设置了

３３ 所省级图书馆（包括“以强暴卵翼之下，其教

育事业实际上已不在当时中国政府统摄之下

的”辽吉黑热四省）。 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解放战争继之，虽然国内局势动荡，除少数地方

如四川省立图书馆于 １９２７ 年因省款支绌转为市

馆，１９４０ 年又重置，辽宁省立图书馆毁于抗战时

期，１９４８ 年重建，各省级行政区均设有省级图

书馆。
１．３．２　 民国时期省级图书馆辅导职能的增加

全国各省的省立图书馆， 至民国廿四年

（１９３５ 年）基本设置齐备，县市图书馆自民初以

来也在全国各地逐渐设立和发展，各级公共图

书馆的兴办递增，为公共图书馆系统内分工细

化和各自职能的衍化界定奠定了基础。
整个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颁发图书馆法规

文件共 １７ 个，其中 １１ 个涉及省级图书馆的设置

和职能。 民国前期，教育部和大学院分别颁布

《图书馆规程》 《通俗图书馆规程》 （１９１５ 年）和

《图书馆条例》（１９２７ 年），推进省区和省以下行

政区图书馆的设置。 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年），教
育部又公布《图书馆规程》，首次明示“各省市县

所设之图书馆，称公共图书馆” ［５］１０ 。 在此之前，
只有冠名的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之称，自此“公

共图书馆”一名始见诸行文。
民国廿八年 （ １９３９ 年） 五月，教育部公布

《民众教育馆辅导各地教育办法大纲》，首次确

立省立图书馆的辅导职能，其第一条称：“各省

设有省立图书馆……应负辅导县市立图书馆之

责。” ［５］２６同年，教育部《修正图书馆规程》规定了

省市（行政院之直辖市）图书馆应设置研究辅导

部，以“调查、统计、研究、实验、视察、辅导、图书

馆工作人员进修与训练及各项推广事业等属

之”。 “省市立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应分别辅导

县市及地方自治机关、公立或私立图书馆，并谋

事业之联系” ［５］１６－２１ 。 之后，教育部各年公布的

《图书馆工作大纲》 （ １９３９ 年）、《图书馆辅导各

地社会教育机关图书教育办法大纲》 （ １９３９
年）、《图书馆实施办法》 （ １９４４ 年）、《普及全国

图书教育办法》 （ １９４１—１９４４ 年）、 《 图书馆规

程》（１９４７ 年）等，除借阅等日常业务之外，均对

省图书馆的业务辅导职能，延续了此前的规定。
省立图书馆辅导职能的确立，是对之前省

立图书馆职能的扩展，取决于公共图书馆和其

他基层图书馆数量的增加，数量较多的县市图

书馆和基层图书馆设立后因缺少专业管理人

员，需要更多的专业培训和业务指导，省立图书

馆正好可以承担这样的职责。 除此之外，学校

和机关图书馆也需要指导。 受此影响，各省立

图书馆皆确认自身的“业务辅导”职能，分别设

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县市及其他图书馆开展业

务辅导工作。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１９４１ 年在总

务、征集、编藏、阅览之外增设研究辅导部［１１］ 。
同年，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增设研究辅导部［１２］ 。
四川省立图书馆设置当年，即增设辅导一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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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全省图书馆的业务辅导工作［１３］ 。 《四川省立

图书馆组织规程》 称：“四川省政府，为储藏图

书，供众阅览，发扬文化，促进学术，并辅导及改

进全省图书教育起见……设置四川省立图书

馆。” ［１４］ １９４０ 年，四川省立图书馆一经重设，即
行开展业务辅导培训，代办县市等基层图书馆

采购图书的业务，还呈请四川省政府转发“四川

省县市公私图书馆调查表”，展开对全省图书馆

的调查［１５］３１ 。 当时也有个别馆，如陕西省立图书

馆因人员编制不足（仅有员工 １３ 名） ［９］４８－４９ ，吉
林省立图书馆不在国民政府统摄之下等原因，
并未设置研究辅导部［１６］ 。 这也表明省立图书馆

职能增扩之时，尚有一个过程才能达成一致，而
不可能一蹴而就，完全同步。

这一时期，省级图书馆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①省级图书馆在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于各省级行政区

内基本设置完备；共和体制下，各县市图书馆和

通俗图书馆得以设置，公共图书馆的名称、地位

和作用得以明晰。 ②省级图书馆一经设置，即
多由著名学者长馆，条件也优于一般县市图书

馆，能够克服一般县市图书馆时办时辍的现象，
成为当时具有引领性、稳定性、延续性且办馆质

量最好的图书馆。 ③省级图书馆有保存、借阅、
参考咨询和研究辅导多重职能，但辅导职能一

经出现，即逐渐演变为省级图书馆的主要职能。
民初以来，县市图书馆逐步设立并达到一定数

量，在此背景下，各省级图书馆的中心地位得以

确立，其研究辅导职能有所加强，这有利于图书

馆专业人才不足情况下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

展。 ④民国建成后即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再后

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次第发生。 由

于战乱频仍，缺少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直接影

响到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省级图

书馆职能的完全实现。

２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省级图书馆的发展及职
能变化

２．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省级图书馆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１７ 年、

“文革”１０ 年及“文革”结束后的两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文化

事业也重新起步并逐渐发展。 然而，由于以农

业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

经济发展缓慢，且又因各种原因（如“三年自然

灾害”时期和“文革”时期），有时还出现停滞不

前或倒退现象，现代化建设举步维艰。 反映在

文化建设上，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新中国

成立初期和“文革”结束之时，甚至出现过两次

低谷。
五十年代初，从民国时期存续下来的公共

图书馆已然不多，所存无几的县市图书馆又多

转为同级文化馆图书室，全国仅存公共图书馆

５５ 所［１７］１２ 。 到 １９５５ 年时，稍有增加，据国务院

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馆学、目录学科学研究 １２
年远景规划草案》统计：“全国共有县以上的公

共图书馆 ９６ 个（其中省和直辖市图书馆 ２６ 个，
专业图书馆 ３ 个），藏书共有 ２ ８９０ 万册。” ［１８］２２

同年，“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要使科

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

他工作条件”，各地始有 ２６０ 所图书馆在筹建之

中［１８］２２ 。 自此一直到 １９６５ 年，中间虽然有三年

“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仍

然发展到 １ １００ 所［１９］２０６ 。
“文革”期间，地、市、县图书馆普遍遭受破

坏性的冲击，很多公共图书馆藏书受损，甚至机

构被撤销。 至“文革”结束，公共图书馆数量减

少了 １ ／ ３［１９］２０６ 。 稍后，随着正常社会生活的恢

复，公共图书馆才重新兴建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行政区域多有变动，

但一直保持了各省级行政区（包括省、自治区、
直辖市）建有一所省级图书馆，即使省级行政

区发生分合变动，仍然是这样。 例如，新中国

初期，四川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省

级行政区，各有省级图书馆一所，１９５２ 年合省

和 １９５４ 年西康归于四川之后，四川省只保留了

一所省级图书馆，１９９６ 年川渝分治以后也是

如此。
同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形成明显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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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两次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低谷时期，市县图

书馆数量锐减，业务和服务几近停止，省级图书

馆的规模和影响力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得到增

长，尤其是馆藏量增长很快。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全

国图书馆藏书达到 ２０ 万卷以上的仅三处，达到

１０ 万卷以上的有五处［２０］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

减租退押和土改所得大宗藏书，多进入省级图

书馆，私人藏书家也多将累世所藏或捐赠或售

于图书馆，各省图书馆的古籍和民国文献，多累

积于这一时期。 四川省图书馆现有古籍、民国

文献 ８７ 万册（件），大部分入藏于 ５０ 年代。 仅

１９５１ 年川西图书馆（即四川省图书馆）即接收大

藏书家严谷孙所藏古籍 ３５ ０２８ 册及雕版若干，
又接收姜明达、龚泽浦、罗厚甫、刘鉴泉、王武君

等所藏古籍 ６１ ７０６ 册又 ２５ 辐［１５］３１ 。 湖北省图

书馆现所藏古籍中近十万册也是得之于 ５０ 年代

中后期文献学家、藏书家徐行可所捐赠［１９］１７２ 。
新版书刊因纳入预算，增长也加快步伐。 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藏量以百万计的省级图书馆已不

在少数。 １９５０ 年，四川省图书馆藏书 １１ ２８ 万册

（件），至 １９６５ 年已达到 １９２ ５１ 万册（件） ［１５］５６。
省级图书馆文献藏量的增长，促使图书馆馆舍

空间不断扩展，其人员、设备、经费和整体规模

增长都很快，作为各省总书库和藏书建设中心

的地位得以确立，这为省图书馆联系基层公共

图书馆进行辅导和协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文

献基础和业务基础。
“文革”期间，省级图书馆同其他图书馆一

样遭到废除规章制度、闭馆停业、藏书封存等事

件，但藏书遭受破坏的程度逊于其他公共图书

馆。 １９７０ 年以后，虽然仍处于“文革”之中，省级

图书馆业务和服务已开始有限的恢复，一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两年，这种恢复的范围得到延

展和扩大。

２．２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省级图书馆职能扩展变化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发布有关图书馆的法规

文件 ４４ 个，直接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有关的有 ２３
个，直接与省级图书馆有关的有 ６ 个，间接与省

级图书馆相关的有两个。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文化部颁发《关于补充省（直辖市）图书馆藏书

的试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５５ 年）及其《补充通知》
（１９５７ 年）两个文件，凸显出对省级图书馆藏书

体系的关注。 又在《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

馆工作的指示》 （ １９５５ 年）、《全国图书协调方

案》（１９５７ 年）两个文件中明确省级图书馆的职

能，以及对下级图书馆的辅导作用。 《全国图书

协调方案》首次提出在全国和省区设立中心图

书馆即图书馆协调中心，对各类型图书馆购买

外文图书进行协调。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国家科委和

文化部制订《１９６３—１９７２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草案） 图书》 文件，进一步明确天津、上海、江
苏、辽宁、甘肃、陕西、四川、广东和湖北等省市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同时兼顾华北、华东、东北、
西北、西南、华南等大区协作；敦促各省加强对

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的领导，“充实它们的藏书

和设备，使其成为各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

核心” ［１８］３９－４３ 。 采购外刊、编制联合目录、图书

馆集中编目成为各省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重

要任务。
这一时期，省级图书馆的职能变化很快，很

大程度上受到各级公共图书馆和基层图书馆发

展数量及其需求的影响，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
先抑后扬的过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因市县公

共图书馆数量锐减，所剩无几，各省级图书馆一

度中止业务辅导工作和相关的机构设置；５０ 年

代后期，随着市县图书馆的恢复和新建，省级图

书馆又重置研究辅导机构，恢复业务辅导职能，
同时加强执行力度，增加了藏书（尤其是外文书

刊）采集、文献资源共享和业务活动方面的协作

协调工作。 省图书馆在一个地区藏书建设方面

协作协调职能的增强，不仅对公共图书馆，而且

也对其他类型的图书馆产生影响，使得省级图

书馆在地区的中心作用显现出来。 至“文革”前

期，省级图书馆的辅导职能随着业务关闭而中

止。 “文革” 后期，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

馆）启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制、推广工作和

集中编目工作，这在当时是各级图书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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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省级图书馆承上启下，逐步恢复对市县

图书馆有限的辅导培训工作。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文革”结束，百业待兴，图书馆事业和公共图

书馆建设逐步复苏。 此后两年，北京图书馆和

各省级图书馆努力将业务工作，包括业务辅导

工作，纳入正轨，恢复图书馆事业正常发展的

秩序。
１９７７ 年初至 １９７８ 年底，思想解放之风已在

酝酿，行使国家图书馆职能的北京图书馆和各

省级图书馆已破冰启动若干图书馆业务合作，
带来了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气象。 ①《中
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写了《中国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使用说明》，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

业务建设和培训奠定了基础。 ②部分省区开始

恢复图书馆协作组织的工作，如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上

海图书馆等十个图书馆成立上海市图书馆协作

委员会；四川省恢复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建制，
外刊采购和随书配片等业务得到协调，并组织

编写印出图书馆业务教材 １９ 种，用作培训；稍后

黑龙江省图书馆协会成立，成员馆达到 ５４ 个之

多；广东和湖北省级图书馆学会也开始恢复和

成立。 ③北京图书馆恢复中断十年的全国联合

目录编制工作。 以北京图书馆和内蒙古图书馆

为中心，多馆参与编制《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

联合目录》；国家文物局领导、北京图书馆和各

省级图书馆参与的《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制工

作循序展开，上海、浙江、广东、四川、辽宁、吉

林、天津、福建、山东、山西等省（市）图书馆均召

开专门会议，组织部署《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

编制工作，全国各省级图书馆都积极参与此项

工作的组织和落实。 ④省级图书馆开始对外交

流。 除了有较少的组团出访，省级图书馆开始

接待来访的国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了解国外

图书馆事业。 如天津市图书馆组织县区图书馆

培训班，邀请美国西蒙斯学院教授林瑟菲博士

做“国外图书馆现代化”和“国际图书馆协作”
学术报告。 ⑤一些省级图书馆针对“文革” 期

间藏书被禁锢、借阅服务受阻的现象，开始开

出流通阅读书目，开放图书馆服务。 例如，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辽宁省图书馆主持“辽宁地区省、市图

书馆研究公开借阅协作会” ，辽宁省图书馆编

印了《公开借阅图书试行目录》 供各图书馆参

考。 次月，又在长春召开“东北三省图书馆关

于图书开放问题第一次协调会” ，会议通过了

《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作品公开借阅的原则（草

稿） 》 ，恢复正常的图书馆服务，“读书无禁区”
的观点开始影响到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而省

级图书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⑥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国家文物局制订《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

作条例》（试行草案），这是关于恢复省级图书馆

工作和职能的文件，六章中专辟一章阐述省图

书馆的馆际协作和业务辅导工作，使得“文革”
结束之后省馆的地位得到确认。 这一文件经试

行修订，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正式颁发。
改革的春天到来之前，省级图书馆已经在

围绕恢复传统业务和职能做一些奠基性的

工作。

３　 改革开放时期省级图书馆的变革发展
及职能定位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确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和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

策，这一重大决策改变了过去以政治为根本、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推动了一个经济发展、社
会转型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加速了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社

会朝着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型。 全国的公共图书

馆因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影响，获得较充裕的

经费支撑，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规模和较快的

发展速度，适应并满足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对

阅读和信息服务的需求。 这一时期是公共图书

馆自创设以来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也是省级图

书馆发挥辅导和协调作用最好的时期。 在图书

馆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中，省级图书馆引

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引

领、组织、协调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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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改革开放时期省级图书馆的发展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省级图书馆的发展可分

为两个阶段。
（１）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 世纪末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公共图书馆处于“文革”
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的恢复发展中，首先从数量

上得以扩展，恢复传统业务和服务，培训人员，
探讨专业理论知识，憧憬来自发达国家的新理

念和新技术。 尽管囿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国家对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投入仍然有限，但
这一阶段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反映出经济改革的

最初成效。 北京、上海、南京、湖南、甘肃、宁夏、
安徽、河南、河北、四川、广东、天津、浙江、山东、
青海、江西、福建、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省

（市、自治区）图书馆均在这一时期扩建或新建

馆舍，省级图书馆的馆舍面积、藏书量、经费都有

大幅提升，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开始启动。 这一阶

段，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发展迅速，“文革”
结束之后一年，即 １９７７ 年仅有 ７６８ 所［１７］１４５，到
１９７９ 年增至 １６５１ 所［１７］ １９３，１９９９ 年则增至 ２ ７６７
所［１７］２８１，增加了 ３ ６ 倍；各级图书馆的馆舍面积、
藏书量和经费都有相应增长，开启正常的业务工

作和服务。 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亟需省级图

书馆拓展职能，给予专业的指导。
然而，在各地发展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公共

图书馆的发展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费

不足，基本条件不具备，公共图书馆服务全民的

宗旨不能得到全面彰显。 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前

期，新旧观念的交替、冲撞，经济基础薄弱，使得

这一阶段的公共图书馆既有相对前一时期的快

速崛起，又有建设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缓慢滞后，
步履蹒跚，一直到新世纪以降，公共图书馆前进

的脚步才真正加快。
（２）进入新世纪

２１ 世纪初，经济社会转型以及技术的应用

和更新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的构建。
经济上，２００６ 年国家终止了持续两千多年

的农业税收，２０１０ 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两个重要标志。
经济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物

资基础。 ２０１１ 年国家政策支持图书馆全面实现

免费开放；２０１６ 年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已发

展到 ３ １５３ 所［２１］ ，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
的目标。 另外，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雏

形从本世纪初开始萌生，最近 １０ 年间各级公共

图书馆，尤其是设于乡镇、街道的县图书馆分馆

逐步获得进展，将阅读和信息化服务推广至乡

镇、街道、农村和社区。 尽管其各色建设模式不

尽成熟，具有探索和实验的性质，但发展趋势已

然形成。 这使得公共图书馆服务在全国范围内

更加普及、公平、均等和便捷，也使得不同层级

公共图书馆的分工更为清晰，同时也对省级图

书馆的职能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技术的应用与更新给图书馆业务带来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在自动化网络化技术普及的背

景下，ＩＬＬＡＳ 等图书馆集成系统开始在公共图

书馆推广应用，省级图书馆率先开发或引进自

动化管理系统，助推业务工作快速发展，并带

动了本省的市县及以下基层图书馆的自动化

建设。 在技术的推动下，各省的数字图书馆建

设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以本省的特色馆藏资源

为依托，建设数字资源，向上融入国家数字图书

馆建设总体规划，向下推送至本省的基层图书

馆，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服务。
国家层面推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

室工程和古籍保护等项目，这些工程和项目由

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为各级公共图

书馆增添设备和设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质

量不断提升。 在各项工程和项目的策划和建设

中，省级图书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

在论证立项时，做好省情提供和决策咨询工作；
另一方面在工程和项目启动和建设之后，筹划各

省中心的建设，指导下级图书馆开展相关工作。
这一阶段，各省级图书馆除了发展本馆的基本业

务工作之外，都建成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古籍保护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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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省分中心，有力地促进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３．２　 改革开放以来省级图书馆的职能拓展

３．２．１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对相

关职能的界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

折，也迎来了文化事业发展的春天。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文化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印转了中共中

央书记处于当年 ５ 月 ２６ 日听取刘季平同志汇报

之后发布的《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和《图书

馆工作汇报提纲》，这是有史以来首次也是唯一

一次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汇报和通过的关于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具有拨乱反正、高屋建

瓴、划时代的意义。 《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汇

报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存在

的问题，阐明了工作意见，以后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一直循此路线而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针对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重要

文件《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由文化

部正式颁发，这是在 １９７８ 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

局出台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 （试

行草案）基础上经过修订后颁发的。 在改革开

放之初，为省级图书馆单独制定一个工作条例，
可见其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表明省级图书馆

的发展不仅关乎一馆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

各省级辖区内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开宗明

义地将省级图书馆界定为：“国家举办的综合型

的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阅

读和知识咨询的学术性机构，是全省（自治区、
市）的藏书、图书目录和图书馆间协作协调及业

务研究、交流的中心。” ［１８］９１－９４ 又用一整章又两

项的体量全面提出省图书馆的“研究、辅导与协

调”职能。 “省馆要有计划地进行图书馆业务理

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以促进图书馆干部的专

业水平、图书馆工作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同

时，“承担省级图书馆学会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或协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负有对本地区公共

图书馆的业务辅导任务，其主要对象是地市、县
区图书馆，并通过他们促进农村、街道、厂矿、学
校和其他图书馆（室）的工作”“在有关部门的领

导下，推动本地区各系统图书馆间的协作和协

调。” ［１８］９１－９４这一文件历时四年经过两次修订，
承上启下，在开放改革历程中对省图书馆的职

能定位影响深远。 它的意义在于：①这是中央

政府颁发的专门针对省级图书馆的法规文件，
是对省级图书馆以往职能的概括和总结，对新

时期省级图书馆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具有指导

意义；②除有针对省级图书馆搜集、整理和提供

文献服务的任务外，还有专项、专章阐述省级图

书馆的业务辅导和协作协调任务；③省级图书馆

的业务辅导对象除县市图书馆外，其影响扩大到

了街道、厂矿、学校和其他基层图书馆（室）；④图

书馆协作协调工作从公共图书馆系统扩大到各

种类型的图书馆；⑤图书馆协作协调工作的内容

从外刊外书采买扩大到图书馆业务和图书馆服

务的各项活动；⑥该文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省级

图书馆行使地区中心图书馆职能的政策依据。
３．２．２　 省级图书馆职能持续拓展

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和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促使省级图书馆的辅导、协
调职能与时俱进，有更多的变化，呈现如下特

点。 ①业务辅导和基础培训不断充实和增加新

的课程和内容。 ７０ 年代后期开展《中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使用、图书编目、参考咨询和读者

服务等方面的辅导和培训，以适应市县图书馆

恢复阶段的需求；八、九十年代，推行文献著录

标准化和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系统应用培训，以
适应图书馆自动化发展和规范化、标准化、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２１ 世纪初，从图书馆基础业务扩

展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古籍保护、民
国文献保护、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等专题，一方面

开启专题培训，尤其借助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和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平台，增
强培训的力度和普及程度，另一方面将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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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免费服务和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总
分馆制等内容提上培训日程。 另外，针对公共

图书馆规模扩大、图书馆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
各省级图书馆还推动图书馆员的学历教育、继
续教育，为基层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 ②辅导和培训的规模持续扩大。 伴随

着图书馆事业和公共图书馆规模的发展和图书

馆员队伍的扩增，各类辅导培训从最初的一个

班二三十人、四五十人，达到一两百人，最多时

可达到三四百人。 每年的培训频次也在增加。
③省级图书馆行使指导职能的机制趋于成熟，
作为区域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图书馆服

务协作中心、业务培训和图书馆学研究中心的

地位业已夯实。 ７０ 年代后期至 ８０ 年代初期，各
省级图书馆在恢复或组建省级图书馆学会、图
书馆协作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省级

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协作组织办公机构通常设

于省级图书馆内，由省级图书馆负责日常工作，
成为三大系统图书馆合作、各省（区）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条件。 步入 ２１ 世纪以

后，省级图书馆增添了项目管理的职能：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各省支中心（或办公室）、
国家数字图书馆各省分馆、各省级古籍保护中

心等多设置于省级图书馆内。 这些专门项目的

策划、管理和培训，加强和夯实了省级图书馆的

中心地位。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始，全国公共图书

馆考评定级工作都由各省级图书馆和图书馆学

会承担，迄今已经完成六次评估定级工作。 此

外，一些省级图书馆还实际主导或参与地方公

共图书馆立法，在《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之前，已
有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湖北、内蒙古、四川等

省（市、自治区）制订颁布地方性图书馆政策和

法规文件。

４　 《公共图书馆法》实施背景下省级图书
馆的职能和定位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颁布，并于 ２０１８ 年元月 １ 日施行，这是

我国公共图书馆创建百余年来的第一部国家立

法，体现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立法建设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也标志着公共图书馆建

设和公共图书馆服务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公共图书馆法》 规定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保存和传承地方

文化，实现文献信息的共建共享，为国家机关制

定法律、法规、政策提供文献信息和相关咨询服

务，以及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等重大问题，这些都成为省级图书馆职能定

位的依据。

４．１　 助推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

公共图书馆自 ２０ 世纪初期创办，百余年来

的发展史映射了我国漫长而曲折的追寻现代化

的历程。 ２０ 世纪后期迄今，经济快速发展，社会

转型，对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根据发展

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ＧＤＰ 在

３ ０００美元以下时，人们以维持生计的物质消费

为主；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３ ０００ 美元左右时，进入物

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的时期；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５ ０００美元时，进入文化消费活跃、迅速攀升的阶

段。” ［２２］ 我国自 ２０００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３ ０００ 美

元，近期连续三年人均 ＧＤＰ 均达到 ８ ０００ 美元

以上，这说明我国进入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空

前高涨、文化消费潜能巨大的时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解决好

文化需求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公共图

书馆法》第三条提出：“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三条

继续提到：“国家建立覆盖城乡、便捷实用的公

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这是以立法的形式将公共

图书馆建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建覆盖

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以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阅读需求和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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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数量从百年前创建之初的数十

所，发展到如今已有县级以上图书馆数千所。
可以预见，随着县域总分馆制的推行，各地乡

镇、街道和社区分馆的建立，基层公共图书馆的

数量会继续增长，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将进一

步扩大和完善。 在县域总分馆的建设中，省级图

书馆应发挥省级行政区内中心馆的作用，制订全

省范围内总分馆的建设标准，起到政策指导、业
务咨询、馆际协调、技术支持的作用，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网络的建设。
在推动本省公共图书馆网络和服务建设的

过程中，尤其要重视老少边穷地区图书馆的发

展。 《公共图书馆法》第七条提出：“国家扶持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省级图书馆应协助文化主管

部门规划对边远、贫穷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不

足的补充和援助，通过技术手段和数字化资源，
协助打通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
实让老少边穷地区的民众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

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

４．２　 加强“三个中心”建设

综合省级图书馆的历史作用、资源优势和

图书馆服务网络化、体系化的需求，省级图书馆

要加强三个中心建设，即省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中心、省公共图书馆培训和研究中心、省图书馆

工作协调中心。 三个中心分别代表了省级图书

馆三个方面的重要职能，是省级图书馆作为“龙

头馆”发挥引领作用的基础，也是省级图书馆工

作重点转向之所指。
（１）省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中心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中心”包括纸本资源、
古旧文献资源、数字化网络化信息资源和各类

国家项目的文献信息资源。 《公共图书馆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办馆宗旨

和服务对象的需求，广泛收集文献信息；政府设

立的公共图书馆还应当系统收集地方文献信

息，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 第二十六条规定：

“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

馆和所在地省级公共图书馆交存正式出版物。”
这表明省级图书馆在收存地方出版的文献资源

方面与国家图书馆具有趋同性，是一个省区最

具文献保存职能的图书馆。 省级图书馆有一省

“总书库”之称，技术转型后易名为“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中心”。 其“保障”一词，不仅要求做好地

方文献信息的交存和收藏，同时还要为全省区

域内图书馆的优质服务提供资源保障。
在探讨省级图书馆的职能转型时，省级图

书馆的重要性不在于直接做了多少普及性的借

阅服务，这是任何其他公共图书馆都可以做到

的，更重要的是当县市公共图书馆或其他类型

的图书馆在服务资源不足时，省级图书馆能够

给予资源保障，通过馆际互借、邮寄借书、代理

复制和文献传递等方式，满足读者的需求。 一

个省区往往是一个在中华文化统领下的区域文

化较为独特的大行政区，省级图书馆系统搜集

的地方文献具有浓郁的区域文化（如齐鲁文化、
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等）特色，它收藏

的古籍和民国版藏书、外文文献、保存本、政府

出版物和政府公开信息等特种文献，都是其他

各类图书馆读者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省级图

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重要性是通过多

种方式来体现的。
（２）省公共图书馆培训和研究中心

“省公共图书馆培训和研究中心”是对传统

研究辅导工作的继承和拓展。 在《公共图书馆

法》实施和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背景下，
省级图书馆的业务培训和辅导职能更要加强，
为下级图书馆包括各地乡镇、街道和社区分馆

提供业务指导、人才培训和技术支持。 此外，培
训的内容和范围也要扩大，除传统的采编阅藏

基础业务外，还要开展古籍保护、民国文献保

护、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平台和文献信息

共享工程资源建设、少儿阅读服务等方面的专

题培训，切实履行省中心图书馆的职能。
《公共图书馆法》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基本

法，从宏观上概括了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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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省级图书馆应配合《公共图书馆法》在

各地的落地实施，调研本省公共图书馆发展的

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地方政策、法规，以及各

类工作标准和规范等，或者对原来已有的地方

法规、标准予以修订和完善。
（３）省公共图书馆工作协作协调中心

“图书馆工作协作协调中心”是省馆通过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机制、图书馆学会和协

作组织的协调机制以及省图书馆的示范引领机

制，组织和协调图书馆之间开展合作。 例如：各
类联合目录和专题索引的编制，古籍、民国书刊

的普查，借书证的通借通还，读书活动的联动开

展等。 省级图书馆不仅承担传统意义上的协作

协调工作，同时还要通过对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文旅部送书下

乡工程、中华古籍保护工程等重大国家项目的

推送、实施和管理，来加强图书馆的联盟建设，
增强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改善人们的阅读环

境和信息传递环境。

４．３　 服务转型和深化

省级图书馆要面向未来，做好服务转型工

作。 在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不完善和文献信息

资源不足的年代，省级图书馆需要行使一般公

共图书馆的职能，为一般读者提供普及性阅读服

务；在基层公共图书馆普遍设立之时，省级图书

馆可以逐步减少与市县图书馆同质的借阅服务，
服务的重点从普及服务向特色服务、深度服务转

型。 省级图书馆应重点开展各省特藏的古籍、民
国文献、地方文献、专藏主题研究文献、政府出版

物和政府公开信息等特种文献的借阅和参考咨

询服务，开展对各类图书馆起补充作用和文献保

障作用的邮寄借书、馆际互借、文献推送等服务。
各省级图书馆还要加强对本地政府部门的

决策参考咨询服务。 《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

条件，为国家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和开展有

关问题研究，提供文献信息和相关咨询服务。”各

省级公共图书馆应立足本省，放眼全国，为国家

和省级机关提供文献信息和省情信息报告，为制

定法律、法规、政策提供信息保障和决策咨询。

５　 结语

省级图书馆自创建以来，其职能一直处于

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渐进的、逐步扩大范围和

影响力的。 总结省级图书馆不同阶段的发展特

点，有助于探寻发展规律，确立未来的职能定位

和发展方向。 省级图书馆在清末民初初创时期

主要是收集文献、开放借阅、保存文化、传播文

明、开启民智；民国时期增加了对市县图书馆业

务辅导的职能；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区域中心馆

履行协作协调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新世纪后履行研究、指导、引领和推动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及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职

能。 在《公共图书馆法》实施的背景下，省级图

书馆面向未来，应以三个中心（省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中心、省公共图书馆培训和研究中心、省图

书馆工作协调中心）支持新的职能定位，确定工

作任务；调整服务重点，从普及服务向特色服

务、深度服务转移。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地

区、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公共图

书馆事业还存在若干问题，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尚待发展完善。 在此背景下，省级图书馆应确定

职能，找准定位，探索转型，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继续发挥引领

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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