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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历史研究方法，从国际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交流的角度，阐述中国图书馆学国际化和国际图书馆

学中国化的发展变化历程，认为近一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国际图书馆标准的中国化、

国际信息技术的中国化和国际图书馆理念的中国化三个层面，建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在国际上积极发出中

国声音，宣传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推广中国图书馆界的创新，共同促进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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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从多个视

野进行阐述：一是从中国视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去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其要在

观察在中国一国范围内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变

化；二是从全球视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去阐述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其要在观察在世界

范围内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地位与影

响；三是从国际视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去

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其要在观察中

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变化与其他国家图书馆学

思想发展变化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国际视野去

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英文题目

中， “ 国 际 视 野 下 ” 一 语 使 用 了 “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的表述方式，其中的英

文定冠词“ Ａｎ”特别强调本文只是“一种” 国际

视野，而不是所有学者在国际视野下审视中国

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归纳、总结与演绎。 也就

是说，本文不过是笔者从国际的视角去审视中

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个人看法。 正因如此，
对于这个主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审

视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１　 图书馆学成为学科的标志

在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中，首先

必须清楚的问题是：图书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

标志是什么？ 如果不能明确图书馆学成为一门

学科的标志是什么，那么也就不清楚图书馆学

究竟是何时发端，更不清楚图书馆学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众所周知，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

化机构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世界图书馆的历

史，如果从古巴比伦泥版文书收藏算起，已有

５ ０００多年；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如果从殷商时代

甲骨收藏算起，也有 ３ ０００ 多年。 人类社会自图

书和图书馆产生起，就有了有关图书、藏书和图

书馆的研究，甚至相关学问，但是，有了图书馆

研究并不等于就有了图书馆学，从图书馆研究

到图书馆学成为一门学科尚有很长的历史

过程。
一个学科的诞生不能以某个人提出“图书

馆学”一词作为标志，也不能以某本著作的出版

作为标志。 英文中的“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学科）的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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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Ｄｉｓｃｉｐｌｅ”（信徒、门徒、追随者），起初的含义

是训练、训导、纪律、风纪；训练方法、行为准则；
自制力，后延伸为学科含义，尤其指大学的知识

领域、科目和学科［１］ 。 也就是说，学科其实是高

等教育的产物。 学科不是单纯的实践总结和理

论研究的经验产物，而是从传统的师承教学转

为高等教育的结果。 一个独立的学科，要拥有

独立的课程、教程体系，具有学术独立性和理论

完整性，与其他学科相比，同样拥有特定的学术

刊物和稳定的研究群体。
那么，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

是什么？ 这是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忽视的一个

问题。 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

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也许

不止限于一个，但是其第一标志，最重要的标

志，必定是图书馆学教育。 也就是说，一个学科

在大学有了一席之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学科正式

开始的时候。 正因为如此，作为一门学科，图书

馆学产生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完全是一个近

现代的学科。

１．１　 世界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

说到世界图书馆学的诞生及其标志，自然

绕不过美国的图书馆学家麦尔威·杜威（ 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１—１９３１）。 杜威于 １８７６ 年创办了世

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同时

创办了世界上第一种图书馆期刊———《图书馆

杂志》（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这两个事件是孕

育图书馆学的重要标志。 １８８７ 年，杜威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机构———图书馆经济学院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 ，图书馆学

作为一门学科才正式诞生。 如果从这个时间算

起的话，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就不过一百

多年的时间。 如是说来，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

科诞生的标志是图书馆协会（学会）、图书馆学

期刊和图书馆学教育三者的有机集合，其中图

书馆学教育是根本标志。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当代学科都是近现

代的产物，图书馆学亦不例外。 杜威在创办图

书馆学院时使用的不是 “图书馆学”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一词，而是“图书馆经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
ｏｍｙ）。 但这并不影响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

诞生，不少学科在诞生之初都存在同样的情形。
况且，中文的“经济”一词在“经济学”产生以前

也就是“经营”“管理”的意思，与“学”的意义大

致相同，所以有学者把杜威创办的学院翻译为

图书馆管理学院或者图书馆学院。

１．２　 中国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的图书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过去，
中国图书馆学人习惯一直追溯到刘向和刘歆所

在的汉代，甚至更早的商周时代。 但是，笔者认

为，作为一门近现代的学科，图书馆学在中国产

生的历史迄今也就只有将近 １００ 年的时间。 中

国高等教育的产生是废科举兴学堂向西方学习

的结果，图书馆学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只

不过，中国图书馆学的诞生与美国图书馆学诞

生在程序上是反过来的，中国是先有图书馆学

教育，然后才有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学刊物。
１９２０ 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 （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Ｂｏｏ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创办，１９２５ 年中华图书

馆协会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

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同年《中华图

书馆协会会报》 和《图书馆学季刊》 相继创办。
《图书馆学季刊》在创刊时就直接打出了“图书

馆学”的旗号，所以中国的图书馆学就应该是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时候正式诞生。 如果要确定

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起始标志，
那自然就是文华图书科成立的 １９２０ 年。 从

１９２０ 年起，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

正式诞生，其代表人物是韦棣华女士（ １８６１—
１９３１）和沈祖荣先生（１８８３—１９７７）。 所以，中国

的图书馆学学科只有大约 １００ 年的历史。 这种

说法自然不会获得学界一致认同，希望有更多

的学人对此进行探讨。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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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致经历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化和国际

图书馆学的中国化两个阶段，其过程漫长、曲

折、坎坷，其前途充满了希望。

２　 中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化

中国历史上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和文化联

系。 但是，自清朝乾隆皇帝于 １７５７ 年实施广州

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就

变得十分有限。 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中，中
国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一直沿着一条非常独特的

道路前行，受外界的干扰相对较少，因此，不仅不

曾中断，而且延绵不绝。 在这个独特的文化发展

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文化亦曾对中国文化发生过

重大影响，但是，中国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吸纳

力和同化力，并不会轻易改变发展的根本路向。
例如，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甚大，可是至

唐代佛教在中国形成不同宗派以后，佛教便走上

了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除了东亚以外，中国佛

教对世界的影响亦十分有限。 也就是说，中国文

化的发展长期处在相对独立的闭环状态。
中国古代也有一套关于文献、藏书、分类的

学问体系。 这套体系也是一套独立的学术发展

体系，除了邻近的东亚以外，对世界其他国家也

没有太大影响。 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特别

是欧美关于文献、编目和藏书的学问对中国也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中国传统的以文献、
目录、版本为重点的藏书学术思想体系是一个

只向外界有限传播而不受外界影响的相对独立

的学术发展体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国

人看到的世界与清代乾隆以前的世界相比已经

完全不一样，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或传统的图

书馆思想开始全面接受国际化，其发展大致经

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２．１　 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１８４０—１８９８ 年）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

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

方学习，办报纸、学校、图书馆、博物馆，通过开

展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
近代西方图书馆与中国传统的官府藏书、

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相比较，其最大

的不同是，西方图书馆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

机构，而中国传统藏书则是封闭、专享的私有机

构。 因此，公共、公开、平等、共享的西方图书馆

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由此开启了国人接受西

方图书馆观念，鼓吹创办西式图书馆的序幕。

２．２　 日本图书馆观念的传播（１９０５—１９１１ 年）
公共图书馆观念在中国传播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 直到清末预备立宪（１９０５—１９１１ 年） 时，
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观念才在中国广泛实施，京
师图书馆和各省公共图书馆才在全国各地纷纷

设立。 因为清末预备立宪效法日本，因此此时

的公共图书馆观念亦大体参照和效仿日本［３］ 。
图书馆一词在清末预备立宪时被普遍采用就是

最典型的实例。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有关西文

“Ｌｉｂｒａｒｙ”一词的翻译五花八门，虽以藏书楼和

图书馆为多，但莫衷一是。 日本原有的藏书机

构叫“文库”，明治维新时向西方学习，设立的新

式图书馆统一改用从中国传过去的“図書館”译

名。 因为清末预备立宪效仿日本，因而图书馆

一词才开始在中国广为流行，以致沿用至今。
今天，我们使用的情报、干部等词语也来自日本

词汇，都是时代留下的烙印［４］ 。

２．３　 美国图书馆学术的传播（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
民国以后，美国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成

为主流。
美国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几件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一是 １９１０ 年在武昌落成

开放的文华公书林，这是一个纯美式的图书馆，
完全采用美国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可以称得上

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式图书馆，因为在此之

前的新式图书馆大多是新瓶装旧酒，有名无实；
二是 １９２０ 年在武昌创办的文华大学文华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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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三是 １９２５ 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
１９２５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过程也就是

欢迎和欢送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的过

程：在鲍士伟从美国抵达上海时国人以宣布成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方式欢迎鲍士伟，在鲍士

伟准备离京回国时国人又以召开中华图书馆协

会成立大会的方式欢送鲍士伟，可见美国图书

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对中国的影响多么巨大［５］ 。
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先

生（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任国立北平图

书馆馆长）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 ［６］

中提出对中国图书馆界的两点希望：第一点希望

是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点希望是要培养

图书馆的管理专才，即办好图书馆学教育。
梁启超为什么要提倡“中国的图书馆学”？

因为那时中国的图书馆学才呱呱坠地，完全是

一个美式图书馆学的婴儿。 这也正是本文所言

“中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化” 的原因之所在。 那

时，中国向美国学习的主要是图书馆的管理方

法，包括《杜威十进分类法》《卡特著者号码表》、
卡片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等，其中对中

国影响最大的是《杜威十进分类法》 和卡片目

录。 虽然卡片目录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
是在当时，卡片目录的使用彻底改变了中国书

本式目录的传统，直接促进了汉字检字法的发

明，从而导致整个学科发生巨大的变化。

２．４　 苏联图书馆学术的传播（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因为冷战的原

因，世界两大阵营对垒，中国一直处于被西方全

面封锁的状态。 在国际上，我们与世界其他国

家图书馆学的交流被迫中断，仅仅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时候和苏联有着一些联系，但是这种

联系也仅仅维持了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 １０
年间，前苏联的图书馆学，特别是列宁的图书馆

学思想传到中国，对中国的图书馆学产生了非

常大的影响。

２．５　 西方图书馆学术的传播（１９７８ 年至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广泛、自由，外国图书馆

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再限于美国或者欧洲，而是

世界各国。 在图书馆学研究日益国际化和全球

化的进程中，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开始把国际图

书馆学术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中国化，真
正地开始履行梁启超先生 １９２５ 年在中华图书馆

协会成立演说辞中提出的第一责任：建立“中国

的图书馆学”，即把国际图书馆学中国化。

３　 国际图书馆学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一

直在将国际的图书馆学术中国化，并且做出了

诸多的创新。
图书馆学是一门致用的学科。 在图书馆学

研究中，我们必须清楚图书馆学研究的终极目

标是什么？ 每个人从事图书馆学研究都有不同

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出版一本著

作，获得一个奖项，晋升职务，或者为了事业进

步，学科发展。 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图书馆学

研究一定要推动图书馆的发展，推动文化的发

展，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才是图书馆学人要去做

的，才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使命和终极目标。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做图书馆学研究，既不能促

进图书馆的发展，也不能有益于文化和社会的

发展，那么，这种研究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价值？
本文暂且不予评论，也不将其纳入本文的考虑

范围之内。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能够推动图书馆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

图书馆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和理念

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术思

想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

３．１　 专业层面：国际标准的中国化

在专业层面，无论是在纸质资源时代，还是

数字资源时代，图书馆学术最为核心的专业技

术方法都是分类和编目［７］ 。 迄今为止，分类编

目也一直是我们图书馆人几千年来不断发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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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最为关键的专业核心技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界在这一

领域制定了一系列专业标准与规范，最具代表

性的是与 ＩＳＯ 国际标准和 ＩＦＬＡ 国际标准相关

的中国标准。 １９７８ 年，中国加入国际标准化组

织（ＩＳＯ），图书馆界开始全面采用 ＩＳＯ ／ ＴＣ４６ 制

定的各项标准。 因为中国文字和中文文献的特

殊性，国际标准无法在中国完全实施，因此在对

国际标准进行汉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的过

程，中国图书馆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
终实现了国际标准的中国化。 １９８０ 年，中国图

书馆学会恢复在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

（ＩＦＬＡ）的国家代表地位，中国图书馆界同样相

应地采用了 ＩＦＬＡ 制定的各种标准规范，并进行

汉化。 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分类学、编目学、信息

检索研究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国际标准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家图书馆

一直发挥着主导和主体作用，不仅是研究的领

导者和主体，而且也是实施的主导和主体。 迄

今为止，文献处理的标准化是图书馆学界最为

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最大

贡献，没有之一。 在各项标准与规范的幕后，有
无数隐姓埋名的专家学者为此默默奉献。 他们

的付出可能只有在有限的学术圈内才被人所

知，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为中国的分类法、主
题词表、编目法、机读目录的全面实施做出了巨

大贡献，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伟大

的基础。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 １１０ 周年之际，
我们应该向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同仁、专家、学者

以及广大参与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他们致敬！
３．１．１　 分类法

我们现在熟知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从 ２０ 世纪初介绍、
引进、模仿、改编《杜威十进分类法》 （ ＤＤＣ），以
及后来的《国际十进分类法》 （ＵＤＣ），到 １９７５ 年

国家图书馆出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初

版），再到 １９８０ 年的第二版、１９９０ 年的第三版、
１９９９ 年的第四版和 ２０１０ 年的第五版，这五版

“中图法”可以说是 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馆四代学

人心血的凝聚和智慧的结晶。
“杜威法”只适用于美国，“国际十进法”只

适用于欧洲，二者都不适用于中国。 “中图法”
在不断创新中完成了国际分类法的中国化，有
关“中图法”编制和修改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构筑了一道宏丽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风景线。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中国

图书馆图书资料分类法》及其简本荣获首届中

国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８］ 。 这是迄今为止中

国图书馆学界获得的最高学术荣誉和成就，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今后也很难企及。
３．１．２　 主题法

主题法也是如此，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国内已

经开始翻译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词表，
因为客观原因，主题词表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

在中国开始应用。 １９７５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牵头开始根据国际标准

ＩＳＯ２７８８《单语种叙词表编制规则》编制《汉语主

题词表》，经过近 ９ ０００ 多人历时 ５ 年的奋斗，于
１９８０ 年完成了《汉语主题词表》 （ ３ 卷 １０ 册）。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汉语主题词表》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９］ 。 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界在该

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难以超越。
１９９４ 年，国家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分类主题

词表》问世，１９９６ 年荣获“国家优秀科技信息成

果”二等奖，２００５ 年出版第二版和电子版，其中

同样饱含着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汗水和学术

智慧。
３．１．３　 编目法

在编目规则领域，２０ 世纪初，我国主要在模

仿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规则。 １９７４ 年《国际标

准书目著录》（ＩＳＢＤ）出版之后，中国开始研究国

际标准，制定适应本国的一系列文献著录规则。
１９８３ 年国家图书馆牵头的第一个国家标准《文

献著录总则》 （ ＧＢ３７９２．１－ ８３） 发布，其后《普通

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非书资

料著录规则》《档案著录规则》《地图资料著录规

则》《古籍著录规则》等陆续问世。 １９８５ 年中国

图书馆学会根据《英美编目条例》 （ＡＡＣＲ－Ｉ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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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２００２ 年又出版了修

订扩大版。 １９９６ 年《中文文献编目规则》问世，
２００５ 年推出第二版。 如今，无论是中文文献著

录规则还是西文文献著录规则，我国都拥有了

完整成熟的标准体系。 在编目不被人们高看的

今天，编目仍然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我们不能

不对编目学研究者和编目馆员的坚守表示

敬意。
３．１．４　 机读目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机读目录开始在图书

馆广泛应用。 从 １９６９ 年美国的 ＭＡＲＣ － ＩＩ，到

１９７７ 年 ＩＦＬＡ 的《国际机读目录格式》 （ ＵＮＩＭＡ⁃
ＲＣ），再到 １９９１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机读

目录格式》（ＣＮＭＡＲＣ），中国图书馆在这个发展

过程中，完成了从传统手工操作到计算机编目

的转变过程。 如今我们再来看这个领域会觉得

ＭＡＲＣ 也已经很传统，但是，ＭＡＲＣ 对整个图书

馆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没有 ＭＡＲＣ，信息

资源共享就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迄今为

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哪个领域的标准

化能够与图书馆编目的标准化相比拟，同时，在
所有图书馆学研究中，也没有哪个领域比图书

馆编目标准化对推进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

献更大。
如今是数字化时代、网络时代，图书馆行业

仍然是世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标准化程度最

高的行业。 因为有了标准化，才为国际合作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才有了如今的信息资源共享。
在全球图书馆界标准化的过程中，国际标准化

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 ＩＦＬＡ）做

了非常多的工作，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标准中

国化上贡献良多。

３．２　 技术层面：国际技术的中国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图书馆开始进入数字化

和网络化时代，信息技术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

主流，研究的主题开始泛化，研究的焦点逐渐模

糊，研究的主体也开始外化。
就信息技术而言，只有聚焦图书馆的才属

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 例如：大数据跟图书

馆没有直接关系，只有与图书馆相关的大数据

研究才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 在信息技术

层面，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国际信息技

术在中国图书馆的应用研究，也就是国际信息

技术的中国化，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应用项目建设。
一是高校图书馆系统 １９９８ 年启动的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ＣＡＬＩＳ）、２００２ 年启动的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ＣＡＤＡＬ）和中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ＣＡＳＨＬ）。
二是国家图书馆 １９９８ 年启动的中国国家数

字图书馆项目和公共图书馆系统 ２００２ 年启动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三是科技图书馆系统 ２０００ 年启动的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ＮＳＴＬ）。
这些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一直持续至今，

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图书馆

学研究主题的现代化。 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

馆、智慧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 ＥＤＤ）、数字长

期保存、开放存取、知识产权，以及元数据、关联

数据等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实现了

图书馆学研究的转型，对于进一步提高图书馆

在数字时代的社会作用和价值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３．３　 理论层面：国际理念的中国化

去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书馆协

会和机构联合会（ ＩＦＬＡ） 《公共图书馆宣言》 颁

布 ２５ 周年，ＩＦＬＡ 公共图书馆专业组举办了很多

的纪念活动，中国图书馆界也有呼应。 新世纪

之交，中国图书馆界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和图

书馆权利研究［１０，１１］ ，有力地促进了《公共图书馆

宣言》 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和

实践。
新世纪以来， 中国确立的社会核心价值

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深入人心，成为图

书馆学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重点，许多图书馆学

人积极参与相关立法、标准、规范的起草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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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及决策咨询服务，为国家公共文化，特
别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贡献了很多学术智慧。

近十年来，在“保障民众基本公共文化权

益”的国家政策指导下，中国图书馆界专家学者

先后参与一系列公共图书馆标准规范的调研与

制定工作，包括文化部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

标准》（建标 １０８－ ２００８）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规范》 （ ＷＨ ／ Ｔ ７１ － ２０１５） 《社区图书馆服务规

范》（ＷＨ ／ Ｔ ７３－２０１６）和国家标准《公共图书馆

服务规范》（ ＧＢ ／ Ｔ ２８２２０－２０１１），在公共图书馆

制度创新上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最近两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已经迈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毫无疑问，新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最有精神、最有成效的

就是公共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
在国际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中国化和中

国社会核心价值在公共图书馆的实践上，中国

公共图书馆界涌现了一大批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借鉴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改变 ２１ 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进程的十大创

新” ［１２］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流行的通借通还一卡通，
２００３ 年启动的图书馆之城，２００６ 年提出的全民

阅读活动，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城市街区 ２４ 小时自助

图书馆，到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
“图书馆＋”，再到 ２０１３ 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的确立，这些创新中蕴含着图书馆专家学

者的大量学术智慧，不仅引领了国际公共图书

馆的发展潮流，而且也使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站在了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

潮头。

４　 展望

经过一百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国图

书馆事业已经走过了从国际化到中国化的过

程，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原因，中国图书馆学研究

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闭环发展系统，未来中

国图书馆学研究在国际上应该做如下努力。

４．１　 中国声音（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ｉｃｅ）
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发出中国图书馆学界

的学术声音。 以国际图联为例，近十年来，除东

道主国家以外，中国图书馆界同仁每年参加世

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ＷＬＩＣ） 的人数一直位居

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可是，在国际图联各级组

织任职的大约 １ ４００ 名世界各国图书馆专家学

者中只有大约 ４０ 位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图

书馆界专家学者在国际图书馆学舞台上扮演的

主要角色是参与者和观众，而不是组织者和导

演。 今后，中国的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应该积极

参与到国际图书馆专业组织之中，努力成为各

级组织的决策者和主导者，让国际图书馆界听

到中国图书馆界的学术声音。

４．２　 中国思想（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ａｓ）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中国图书馆学界

的学术思想。 一百多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界一

直在学习欧美的图书馆学术思想，而中国的图

书馆学术思想向世界各国的传播一直十分有

限。 中国图书馆界的同仁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

国际交流与合作，把中国优秀的图书馆学研究

成果和先进思想推广出去，以便更多的国家学

习借鉴。 只有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才能变单向的学习为多边的互动，共同促进

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４．３　 中国创新（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ｓ）
努力创新推广模式，讲好中国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创新故事。 新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界的

创新层出不穷，足以引领世界图书馆的发展潮

流，但是，因为宣传推广方式单一，并不被世界

各国所熟知，因此对推动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贡献有限。 今后应该不断创新宣传推广模

式，让中国图书馆界的创新思想、创新技术、创
新方法和创新实践成为世界各国图书馆学习的

榜样，为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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