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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
———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践为例

李静霞　 李真吾

摘　 要　 图书馆专业性是保证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转型，新的

图书馆专业性亟待构建。 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图书馆的行动实践为切入点，从图书馆体系、图书馆服务

和图书馆资源三个方面考察了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在抗疫工作中的专业表现。 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观察视

域拓宽到中国和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抗疫工作之中，从图书馆行业在响应速度、资源供给、长远布局和应变思维等

方面呈现了图书馆的专业面相。 通过抗疫实践中的追问与思考，作者对新时代图书馆的专业性问题做出了回答，

认为图书馆员职业应该拥有一个更积极、主动的内核，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积极反应者、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

引领者、培育阅读习惯的专业推广者、弥合社会鸿沟的信息赋能者和服务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 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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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包括图书馆在内

的多个行业造成巨大影响。 一时间，抗击疫情

成为图书馆不可推卸的首要工作，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时时触碰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特殊时

刻，图书馆具有何种价值？ 图书馆能否发挥专

业的、其他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绝缘的隔离中，全球图书馆人越发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而身处特殊环境的武汉地区图

书馆界更是众志成城、守望相助。 风雨将霁、立
足回望，图书馆在疫情期间所展开的一系列行

动，不仅展现了图书馆在“提供准确信息、弥合

信息鸿沟”“供给阅读资源、实现精神慰藉”等多

方面的专业价值，也为从业者提供了一扇特别

的观察窗口，让我们有机会深入观察和反思“图

书馆专业性”这一重要议题。

本文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中心案例，
兼考中国与世界图书馆界在抗疫中的专业行

动，探寻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精神内核，为

“十四五”乃至于更长远时期图书馆专业性的构

建提供初步的建议。

１　 提问：新时代的图书馆专业性内涵是
什么？

１ １　 图书馆专业性的研究回顾

图书馆专业性是事业的“基本”，更是职业

的“根本”。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基础较为

薄弱，又面临职业资格制度缺失的窘境，因此新

世纪以来，专业性一直是图书馆学界、业界、教
育界热议的焦点。

当前，与图书馆专业性相关的讨论主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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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三个关键词展开，即“去职业化” “竞争力”和

“制度化”。 首先，“去职业化”的相关研讨重在

“发现问题”，揭露图书馆从业者在财政压力、技
术冲击、阅读碎片化和外包风潮下面临的专业

性危机，提出“排斥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专业背

景，主张图书馆员去职业化则对图书馆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危害” ［１］ 的警醒。 其次，“竞争力”的

相关研究重在“分析问题”，主要以图书馆员 ／ 图
书馆的专门技能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切入点，对
“去职业化”现象做出进一步的剖析［２］ 。 依照这

一逻辑，研究者将“习得新的专业技能” “提高核

心竞争力” 等作为“去职业化” 问题的求解方

向［３］ ，形成一系列专业化提升的建议策略。 最

后，“制度化”的相关论著重在“解决问题”，它被

视为应对“去职业化”趋势的主要手段，相关工

作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制度。 其一是曾经引起热

议、但一直未能落地的“职业资格制度” ［４，５］ ，随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图
书馆员职业资格准入在短期内恐怕更为渺

茫［６］ 。 其二是较有操作性的“专业馆员制度”。
如果说“职业资格” 是一种行业层面的制度设

计，那么，“专业馆员”及其概念统辖之下的“学

科馆员” ［７］ 、“数据馆员” ［８］ 、“数字人文馆员” ［９］

以及“阅读推广馆员” ［１０］ 等则偏属图书馆内部

制度的范畴。 通过“ＸＸ 馆员”概念的不断提炼，
图书馆界找到了一种应对变革的话语范式和行

动模式，但“ＸＸ 馆员”往往因应一时的潮流而兴

起，且多数与强调科研的学术图书馆相关，能否

在实践中加强图书馆职业的竞争力，最终提升

图书馆事业的专业性，仍悬而未决。 其三则是

“教育制度”。 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是输出图书馆

专业人才的核心手段，但 ２１ 世纪以来关于教育

制度的改革问题议论纷纷，从结果上来看，除个

别发达地区之外，图书馆学教育对图书馆的实

际支撑作用渐弱，“图书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滞

后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课程体系未能适应国

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需求，学生的专业实践能

力与专业认同感不足” ［１１］ 。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梳理，本文发现

当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员”的职业视角展

开。 “去职业化” 方面的讨论自不必说，“竞争

力”的研究把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与社会需求

的不匹配视为“去职业化”的根源。 几种制度化

的观点也主要从职业问题出发：“职业资格制

度”关注馆员的准入标准，“专业馆员”强调馆员

的专精发展，“教育制度”把目光放到人才培养

方面。 这些讨论都指向一个让人不安的现象：
图书馆员的专业性遭遇严峻的挑战和质疑。 与

此同时，新的疑问也逐渐浮出水面：图书馆员不

够专业，那么，图书馆事业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

不专业吗？ 显然，从这些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的公共图书馆

事业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尤其在此次

抗疫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在各类型公

共文化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具有引领性、代
表性的。 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图书馆员

正在“去职业化”，图书馆却呈现出相对良好的

专业特征，取得了越来越好的发展？ 这莫非意

味着，图书馆的专业性与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关

系不再密切，图书馆不需要专业图书馆员了吗？
显然，这个提问将引导我们进一步触碰当代图

书馆专业性的内核。

１ ２　 解构“图书馆专业性”：“内” “外”之别与

“书”“人”之分

要回答上文的问题，有必要引入“图书馆生

态系统” 的概念。 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指出，
“图书馆生态系统”是由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

方所组成的生态体系和互动空间［１２］ 。 传统上，
图书馆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兄弟图书馆，随着

总分馆体系的深入建设和图书馆交流活动的加

强，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愈加紧密。 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随
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没有任何机构（包括图

书馆在内）能够独立完成所有的业务和服务，必
须和外部的伙伴进行交流和互动。 在这样的交

流和互动中，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本文主

要侧重数据库商、外包商、系统商、出版社等图

０４０



李静霞　 李真吾：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践为例
ＬＩ Ｊｉｎｇｘｉａ ＆ ＬＩ Ｚｈｅｎｗｕ：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ａｋｅ Ｗｕｈ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ｔｉ⁃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书馆资源和产品的供应者）组成了一套独特的

生态系统。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日

益增大，为这一生态系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坚

实的土壤。 在图书馆生态系统中，系统商、数据

库商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确保图书馆以相对便捷

和高效率的方式进行运营，为图书馆专业职能

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支撑。 而随着这些外部伙伴

的体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其介入图书馆业务的

层次不断向纵深推进，它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大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两

个趋势。
第一，传统图书馆的专业性以信息加工为

中心，但在图书馆生态系统逐步壮大的过程中，
这些专业工作的主导权已经从图书馆转移到外

部的利益相关方手中。 程焕文曾经指出，“在纸

本时代，图书馆拥有纸质知识资源的所有权和

相应的管理权，因而图书馆学研究可以在文献

分类法、编目法等方面大有作为，大放异彩。 可

是，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失去了数字知识资源的

所有权和相应的管理权……一切围绕数字资源

管理的技术和方法都不再来自图书馆界，而是

系统商和数据商。” ［１３］ 显然，把这段话中的“图

书馆学研究”换成“图书馆” 或“图书馆员”，逻
辑依然成立。 当前图书馆的发展态势良好，但
如果不重视以人才建设为中心的内部专业力

量，一旦政府对图书馆的投入开始减少，图书馆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很可能会将我们抛弃，图书

馆事业将陷入低谷。 客观评价，目前图书馆最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依然是作为同行的兄弟图

书馆，同类机构之间天然的羁绊是可替代的。
因此，尽管眼下“去职业化”现象对图书馆事业

的负面影响还不太明显，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来看，必须高度重视图书馆专业性的培育。
第二，在传统图书馆专业性逐步消解的同

时，新的图书馆专业性也正在慢慢构建。 尽管

“以人为本”的提法流行了数十年之久，但公共

图书馆真正从“以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是新

世纪以后、甚至最近十年才发生的事情。 随着

阅读推广等活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活动”成为

图书馆的中心业务。 为了适应组织架构和业务

重心的变化，新时代图书馆应该拥有新的专业

性内涵。
在“图书馆生态系统”这一透镜的解构下，

本文要讨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呼之欲出：
为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图书

馆员需要拥有何种专业能力、需要拥有何种专

业素养？ 尽管我们此刻还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

个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新时代的图书馆员必

须拥有规范、指引和协调图书馆生态系统良性

发展的能力， 而不是反过来为其所用、 被其

制约［１２］ 。
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殊不容易，图

书馆具备独有的事业单位特征，一般的情况下

其专业潜力很难充分激发。 恰是在这样一个亟

需反思的时刻，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当前关于

抗疫的研究论文日益激增，但似乎还未有文献

明确提到：此次疫情是一场灾难，却也客观造就

了适合图书馆人观察和反思的“极端环境”。 在

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不得不走向太空、极地

与深海，在极端的环境获取最前沿的科学数据。
对于从属社会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来讲，这样

的“极端环境” 更值得重视———在严峻的考验

中，我们或将有机会探明图书馆专业性的真正

内涵和未来方向。
基于上述的考量，在下文中，作者首先从

“在地”视角出发，复盘此次抗疫过程中武汉地

区图书馆的专业表现，并有意识地关注哪些专

业性来自于图书馆本身，哪些专业性又高度依

赖于外部利益相关方。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

步结合世界图书馆界的抗疫经验，对新时代的

图书馆专业性进行更为综合、宏观的观察。 最

后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尝试回过头来对

最初的提问进行解答。

２　 复盘：武汉地区图书馆抗疫的专业实践

在新冠疫情的面前，防疫抗疫是每个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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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构都无法置身事外的职责与使命。 湖北是

受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众所周知，武汉又是疫情

防控战的主要战场，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武汉

人民面临着医疗、心理和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困

难。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图书馆行业普遍感到

压力，但和其他地区的图书馆相比，武汉本地图

书馆所面对的形势总体上更为严峻和紧迫。 疫

情发生后，武汉地区各图书馆积极响应党和政

府的号召，将疫情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展开应急

管理，迅速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凌晨，武汉按下了“暂停键”，但武汉地区的图书

馆并没有“暂停”，我们的馆员下沉至社区防疫

一线，牢记职业本分、坚持闭馆不打烊，发挥图

书馆的战“疫”作用，这些决策和行动既是对图

书馆人职业精神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们专业

能力和专业素养的一次全面检阅。 全国图书馆

同行与武汉地区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构筑了

图书馆行业共同体，３５３ 家图书馆共计捐赠 ５０
余万件防疫物资，同行的无私支持体现了中国

图书馆人的职业精神。 如今，从复盘的角度来

看，在抗疫实践之中，武汉地区图书馆的专业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体系、服务与资源。

２ １　 专业的体系：“布局”与“应变”深入嵌合

近年来，图书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和健全，
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服务架构，让我们在关键时

刻能够展开行动、进行联动，发挥应有的作用。
武汉地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投入、设计和实

施由政府和图书馆主导。 可以说，参与到这一

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构建之中，正是公共文

化服务大发展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主要表现之

一。 ２００６ 年，在武汉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下，
武汉地区的图书馆从 ２４ 小时自助图书馆和公共

图书馆通借通还项目开始，逐步推进总分馆体

系、“文化五城”之“读书之城”建设，最终形成以

市级馆为业务中心馆、区级馆为区级业务总馆、
街道社区图书室为区级业务分馆的三级图书馆

服务网络。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进一步搭建

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联盟，打通了公共

系统和高校系统之间的服务壁垒。
这次疫情之前已经建立的相对健壮的总分

馆体系无疑为特殊时期的行动和服务提供了重

要的支撑，为抗疫服务的多点开花、全面推进奠

定了基础。 一方面，总分馆体系的专业化唤醒

了各基层图书馆的合作和服务意识。 得益于这

种专业化意识，仅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武汉地区公共图

书馆就联合社会力量在各个方舱医院建立起 ２３
座“图书驿站”、提供书刊近万册［１４］ 。 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方舱医院全部休舱，类似

的图书站点或图书角已达 ７８ 个。 此外，“图书

角”的建设，包括书刊的挑选、分拣、打包、运送

乃至图书点的布置等工作，虽然都是在匆忙之

间完成的，但这些工作实际上在日常的总分馆

运作中已经过多次、反复的演练，图书馆员对信

息资源流通和协调的相关工作得心应手。 另一

方面，在总分馆体系下建立的数字图书馆和数

字资源共享互通机制也赋予了图书馆强大的服

务能力，让各级、各类型图书馆能够在突发重大

事件中迅速切换服务模式。 过去几个月，武汉

地区公共图书馆普遍实现了线上服务，较为频

繁地开展“云阅读”、线上讲座等各式各样的数

字服务。 总体来讲，正是因为前期“整体布局”
的完善，在此次抗疫工作中，图书馆才得以把

“临机应变”的各种策略和服务落地。

２ ２　 专业的服务：“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

在武汉封城期间，实体馆舍无法开放，但图

书馆依然坚持在“线下”提供专业服务。 从方舱

医院到援汉医疗队，从隔离点到滞留武汉人员

场所，从安置点到康复驿站，武汉地区的多家图

书馆下沉社区展开工作，建立多个“图书角”，为
患者、医生以及相关人员提供精神食粮，帮助他

们舒缓心理压力、降低恐慌情绪。 可要说图书

馆在此次疫情工作中的亮眼表现，无疑还在“线

上”服务方面。
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很多行业固有的运作

模式和服务生态。 对图书馆行业来讲，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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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在发生：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的可见度

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早在“十一五”时期，原文

化部就提出“促进数字和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的应用，建设数字图书馆、网上博物

馆、网上剧场和群众文化活动远程指导网

络” ［１５］ 。 此后在“十二五”“十三五”的文化建设

规划中，国家对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投

入力度和重视程度一直不断提高。 但一直以

来，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与实体服务相比，公共

图书馆数字服务的地位及其在服务体系中所占

比重是相对较低的。 此次疫情无疑改变了这种

传统格局，图书馆在数字服务方面的表现提振

了业界对“云平台”的信心，“线上平台” 和“线

下据点”将变得同等重要。
与其他许多图书馆一样，武汉地区图书馆

在疫情期间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源和平台

展开一系列线上活动。 例如，春节期间，武汉地

区的图书馆通过“疫情防护科普知识竞答、传统

节日猜灯谜、阅读打卡闯关等系列线上阅读活

动，使市民在抗战疫情紧张的氛围中舒缓情绪，
增强抗疫信心” ［１６］ 。 另外，这一时期推出的部

分线上的展览、竞答或其他产品，是在图书馆和

相关外部合作伙伴的沟通和合作下推出的。 例

如，在硚口武体的方舱医院建立后，拟于医院内

同时设立“图书角”，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８ 日，硚口区图

书馆在接到这一要求后，主动提出在实体书刊

服务之外要创新形式，开辟手机服务的阵地。
图书馆“联系微信运营服务供应商和数字资源

提供方，得到积极回应”。 从这一天起，图书馆

员们“白天在社区服务，晚上在微信群里和负责

开发小程序的公司对接，设计方案”。 最终仅用

三天时间，在当月 １１ 日凌晨 ３ 点，硚口区图书馆

成功开发“方舱之家”小程序，为医院的患者打

通了在线文化服务的渠道［１７］ 。 这个案例让我们

看到图书馆员与图书馆生态系统之间一种良性

的互动模式———图书馆员主动发现需求、提出

方案，与外部合作伙伴进行沟通、互相合作，共
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创新路径。 在互动的过程

中，图书馆员发挥了专业精神，也体现出不同以

往以“信息加工、处理” 为中心的、新型的专业

素养。

２ ３　 专业的资源：“信息”与“阅读”同步供应

相比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图书

馆的独有特征之一便是拥有丰富的图书、报纸、
期刊、音频、视频等信息资源，对相应的信息资

源拥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和了解。 尽管图书馆已

经走出“以书为本”的时代，但图书馆与信息资

源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会改变。 真正的变化在

于，我们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有了更为明确的目

的性，更加强调如何为读者发掘信息资源中的

宝藏。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武汉地区图书馆

从两个方面展现其在信息资源发掘和利用方面

的专业性，一是筛选优质信息，展开 “信息抗

疫”，二是开展阅读推广，提供精神慰藉。
过去几个月，出于种种原因，在疫情实况、

国际纷争、健康医疗、疫苗研究等方面出现了大

量谣言信息，不仅引起公众恐慌，对本已压力重

重的社会秩序也造成一定的冲击。 在这样的环

境下，不能天真地期待“谣言止于智者”。 医疗

抗疫之外，还另有一片“信息抗疫” 的战场［１８］ 。
早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武汉图书馆已经敏感地发

现“信息抗疫”的战火正在打响，通过前期的信

息查询，该馆馆员很快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

护》的版权方广东科技出版社取得联系，并得到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 １ 月 ２５ 日就通过微信公

众号推出该书的电子版，此时距《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防护》 正式走出印刷厂仅仅过去两天时

间［１９］ 。 此后，武汉图书馆和各区图书馆又相继

推出了防疫安全的公益课、相关知识竞赛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护手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 ２８
问》等多种权威健康信息资源。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孤独

和无助中，阅读为人们带去了力量，而图书馆和

图书馆员是这股力量的重要源泉。 一方面，武
汉地区图书馆联合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相关书

店、合作机构，选取和推送优质图书，为方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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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各地“图书角”配送了可读性强、实用性高

的各类图书。 另一方面，图书馆员也以专业的

态度着力满足不同类型读者们的阅读需求。 江

汉区图书馆在江汉经济开发区的方舱医院和负

责接待陕西、上海、北京援汉医护人员居住酒店

设置图书角，分别提供书架及图书近千册，考虑

到特殊群体和各年龄层的阅读需求，挑选了以

生活百科、医学知识、保健养生、心理健康、经典

文学为主的图书。

３　 观察：世界各地图书馆抗疫的专业面相

第 ２ 部分概略性地复盘了武汉地区图书馆

的行动，并尝试剖析这些行动中的专业性特征。
疫情肆虐，对图书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
从上述行动中，我们也欣喜地发现，新时代的图

书馆员已经初步建立起新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

力。 然而，上述观察毕竟局限于武汉，进一步来

讲，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

专业性内涵与武汉地区的图书馆是否一致？ 是

否能够帮助我们更确切地回答本文第一部分所

提出的问题？ 基于此，本部分将视野从武汉地

区进一步拓展到全球各地，简要地梳理世界图

书馆在抗疫工作中的专业面相。

３ １　 从图书馆的响应速度看专业性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最高级

别的警告，把新冠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抗疫成为世界图书馆的共同使

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行业对新冠疫情

的反应和行动是非常迅捷的。 王波等通过对中

国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图工委报送的报

告进行分析，提出中国高校图书馆在抗疫服务

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快速响应总体部署，主
动融入防控大局”，各图书馆在第一时间成立工

作组或制定应急预案，在各级部门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总要求［２０］ 。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图联、各
国图书馆协会以及各级各类型图书馆都迅速呼

应了抗疫的诉求，积极展开行动，正如国际图联

主席和秘书长所言，“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国际

图联对图书馆界的应对方式感到非常自豪，并
且清楚图书馆界有韧性、创造力和服务意识，图
书馆界能在困难时期继续为依赖图书馆的社区

尽最大努力” ［２１］ 。

３ ２　 从图书馆的资源供给看专业性

以“信息”和“阅读”为武器对抗疫情，不仅

是武汉地区图书馆的经验，也是全球图书馆界

的共识。 傅平梳理了美国国家级专业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关于新

冠病毒的相关服务内容，指出美国图书馆主要

起到了“传播权威可靠可信知识和信息” “扮演

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相应的咨询服

务和应急事件服务” ［２２］ 的作用。 在实践中，图
书馆主动向民众提供或引介权威、可信的资源，
包括得克萨斯州阿林顿公共图书馆、康州牛津

公共图书馆、加州千棵橡树公共图书馆等多家

公共图书馆都提供了对应的资源清单，而国家

级专业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主要利用开放科研

数据、建立学术导航等方式实现专业资源的

供给［２２］ 。

３ ３　 从图书馆的长远布局看专业性

得益于一百余年专业精神的熏陶，图书馆

职业向来重视宏观的布局和谋划。 在武汉地

区，以十余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总分馆体系、长期

储备的数字资源为图书馆疫情服务提供了基础

支撑，充分展现了图书馆长远布局、重视规划带

来的益处。 从世界层面来看，健壮、坚实的图书

馆网络同样发挥了基石性的功用。 而随着疫情

的高峰期正在逐步过去，世界图书馆行业又开

始将目光转向对“后疫情”时期的规划。 近日，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研究，欧洲图书情报与

文献协会管理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ＬＩＤＡ 
发布了《欧洲图书馆后疫情时代预案———一项

正在进行的工作》报告草案，指出“后疫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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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中的五个要点，包括保持社交距离、
注重技术重塑、重新审视经费状况、重视中央和

地方的图书馆管理、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２３］ ，为
欧洲图书馆的有序恢复和开放奠定了基本框架

和基础指引，也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事业发展做

出了新的思考。

３ ４　 从图书馆的应变思维看专业性

应变思维是图书馆专业性的又一表现。 此

次疫情迫使读者从图书馆实体空间中撤离，时
间长达数月，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图书馆读者的

使用习惯，长远来讲非常危险。 虽然线上服务

量有了可喜的增长，但实体空间才是图书馆无

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和机构特征。 澳大利亚图书

馆与信息协会很好地将这场危机转换为一次契

机，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初，澳大利亚开始复工复产，
该协会借机在全国发起了名为“我们回来了！
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想念我们的”的活动，呼吁

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收集用户想念图书馆的故

事，唤起他们对图书馆的情怀，也隆重地宣告图

书馆的重新开放与回归［２４］ 。 类似的应变思维在

图书馆抗疫中屡屡得见，例如美国有图书馆员

“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自由发挥”，利用自己家中

的楼梯展示图书馆馆藏，继续坚持向用户推广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又有图书馆员采用路边快

递的形式，让用户开车到图书馆门口获取自己

所需的资源［２５］ 。

４　 回答：构建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专业
内涵

从武汉到中国再到全球，上文对新冠疫情

背景下图书馆的专业行动进行了整体性的考

察，可以看到，在全球各地，图书馆和图书馆职

业已经发生了变化。 图书馆不再是单打独斗，
而是和图书馆生态系统中的兄弟图书馆和外部

利益相关方在一起，拥有了更为强大的资源基

础、产品体系和服务能力，国际图联在全球疫情

扩散时就指出，“图书馆行业的合作伙伴———出

版商、服务商、供应商———将会与图书馆合作，
提供必要的保证，以使图书馆能够继续提供信

息获取和文化传播的服务” ［２１］ 。 随着阴霾逐步

散去，我们要顺应社会的需求和现有的趋势，坚
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发展和构建新的图书馆专

业性内涵，让图书馆成为一个更为积极的机构、
让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更为主动的职业，带领合

作伙伴、发挥图书馆生态系统的优势，提高图书

馆的社会显性度和可见度，为读者提供更好、更
全面的服务。 只要坚定地和民众、社会在一起，
图书馆就不会丧失它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基于上述考量，针对本文最开始提出的问

题，笔者的回答是：图书馆员应当成为重大社会

事件的积极反应者、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

领者、培育阅读习惯的专业推广者、弥合信息鸿

沟的技术赋能者和服务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

践行者。 我们应该从以上五个角色定位出发，
全面发展图书馆员配套的能力和素养，打破“去

职业化”的沉闷格局。

４ １　 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积极反应者

关于图书馆员是否应该成为积极的社会议

题参与者，国内外曾有过许多的争论。 但通过

此次疫情，我们越发坚定地认为，在今天这样一

个时代，如果图书馆员无法以积极的心态和身

影参与到重大社会事件之中，显然很难争取到

发声权和话语权，图书馆员职业的显性度将慢

慢降低，甚至逐步边缘化。 只有在重大社会事

件中展现价值，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才能得到

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认同，这远比写任何的论

文、专著和反思文章都更有意义。 用当下流行

的口号来概括，就是我们要“与民众共呼吸、与
社会同命运”。

４ ２　 成为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者

图书馆生态系统是一个颇具洞察力的概

念，这个概念阐明了图书馆、兄弟图书馆和外部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明确指出：
虽然当前的图书馆事业不断迈步新台阶，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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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去职业化”是不可忽视的定时炸弹，只
有提高图书馆员的专业化水平才能保证图书馆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的图书馆员，其专

业能力之一就是要学会和图书馆生态系统打交

道，合理地发挥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正面力量，硚
口区图书馆对“方舱之家”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

的案例。 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对合作伙伴进行

引导和规范。
可以说，成为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

者在笔者提出的五个“角色”中是最基础的，图
书馆员只有做好生态系统的引领者，才有可能

做好其他的四个“角色”。

４ ３　 成为培育阅读习惯的专业推广者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在方舱医院中进行隔离治疗

的“方舱哥”因手不释卷而迅速走红，向社会展

现了阅读的魅力，而广受欢迎的“图书角”，更让

民众认识到书本的力量。 向广泛的群体推广图

书与阅读，是图书馆员天然的使命。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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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

任务。” ［２６］ 可以说，成为专业的阅读推广者不仅

是图书馆外在环境变化的要求，也是图书馆员

职业响应国家法律法规的关键举措。

４ ４　 成为弥合信息鸿沟的技术赋能者

传统上，信息鸿沟横亘在“能够获得信息”
和“无法获得信息”的人群中间。 随着中国民众

普遍接入互联网，尽管传统的信息鸿沟问题依

然存在，但新的鸿沟也逐渐浮现在我们面前，例

如，一条新的鸿沟又出现在“能够鉴别真实信

息”和“无法鉴别真实信息”的人群中间，并随着

新冠疫情的扩散日益扩大。 各种各样的谣言搅

动着人们的心绪，也对社会产生颇多负面影响。
谣言的广泛流传，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信息渠道

的过度泛在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社会的信息

素养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书馆员要成为弥合信息鸿沟的技术赋能

者，为用户提供准确信息，提高他们对检索技术

和相关信息产品的了解。 例如，在上海图书馆

闭馆期间，“上海图书馆信使”微信订阅号开辟

了“情报战疫”栏目，提醒用户“家里蹲，小心‘信

息疫情’”，在信息辟谣工作中展现了专业的信

息素养［２７］ 。

４ ５　 成为服务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

用一种发展性的观点来看待新冠疫情下的

社会，可以发现，它正是日益加速的数字社会的

缩影———各类信息汹涌澎湃、各种变化无所不

在、各方面目难以捉摸。 然而，面对上述诸多的

挑战，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展现了他们的“应变思

维”，而这种思维源于对服务创新和终身学习的

执着追求。 事实上，服务创新和终身学习是未

来每一个职业都必备的核心技能，图书馆员自

然不能例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是

“双创”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员要鼓励社会创新

与终身学习，自己就应该先成为社会创新与终

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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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３４２３７６＿２ ｈｔ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ｘｔ ／ ２００６－１１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３４２３７６＿２ ｈｔｍ．）

［１６］ 中国图书馆学会 闭馆不打烊———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打响书香战“ 疫”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ｃ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１１８７ ／ １４７９４ ｈｔｍｌ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ｗａｒ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ｃ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１１８７ ／ １４７９４ ｈｔｍｌ．）

［１７］ 长江日报 他们３天抢建“方舱之家”，可阅读、可玩游戏、还能聊“心里话”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０１］． ｈｔ⁃

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５９２２７２１１１１２５６４６９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Ｔｈｅｙ

ｇｒａｂｂｅｄ ３ ｄａｙ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ａｂｉｎ ｈｏｍｅ”，ｃａｎ ｒｅａｄ，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ｇａｍｅｓ，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ｉｄ ＝ １６５９２２７２１１１１２５６４６９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１８］ 央视新闻  热评丨抗击 “ 信息疫情” 不能全靠 “ 谣言止于智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ｍ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５ ／ ＡＲＴＩＹ９ＶＵｇＹｓ８９ＥｖＴ１ｘ８ｊＣｍ０ｌ２００４２５ ｓｈｔｍｌ （ ＣＣＴＶ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丨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ａｎ ｎｏｔ ａｌｌ ｒｅｌｙ ｏｎ “ ｒｕｍｏｒｓ ｓｔｏｐ ａｔ ｔｈｅ ｗｉｓ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１０］．

ｈｔｔｐ： ／ ／ ｍ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５ ／ ＡＲＴＩＹ９ＶＵｇＹｓ８９ＥｖＴ１ｘ８ｊＣｍ０ｌ２００４２５ ｓｈｔｍｌ．）

［１９］ 人民网  广东科技出版社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 出版纪实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０ ／ ｃ１４６７７ － ３１５７９６４８ ｈｔｍｌ （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０ ／ ｃ１４６７７－３１５７９６４８ ｈｔｍｌ．）

［２０］ 王波，周春霞，陈凌，等 积极融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局，切实创新非常时期服务策略———全国高校图书

馆疫情防控期间服务创新情况调研报告［ 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３８（ ２）：５ － １７，２９ （ Ｗａｎｇ Ｂｏ，Ｚｈｏｕ

Ｃｈｕｎｘｉａ，Ｃｈｅｎ 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２０，３８（２）：５－１７，２９．）

［２１］ ｅ 线图情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图书馆界：ＩＦＬＡ 主席、秘书长发声［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７５５７７ （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 Ｅ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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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霞　 李真吾：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践为例
ＬＩ Ｊｉｎｇｘｉａ ＆ ＬＩ Ｚｈｅｎｗｕ：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ａｋｅ Ｗｕｈ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ｔｉ⁃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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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７５５７７．）

［２２］ 傅平 美国图书馆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暴发的？［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０，３９（ ３）：２４－ ３１ （ Ｆｕ Ｐｉｎｇ Ｈｏｗ ｄ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ａ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３９ （ ３）：

２４－３１．）

［２３］ ｅ 线 图 情  ＥＢＬＩＤＡ 发 布 “ 欧 洲 图 书 馆 后 疫 情 时 代 预 案 ”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 ａｓｐｘ？ ｉｄ ＝ ４７９４９７ （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ＥＢＬＩＤ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ａｇ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７９４９７．）

［２４］ ｅ 线图情  澳大利亚图书馆行业正着手安全顺利地恢复开馆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７９３７１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ｆｏ 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７９３７１．）

［２５］ 罗丽丽 美国图书馆应对疫情的点滴［Ｊ］ ． 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０，４０（３）：９３－９４ （ Ｌｕｏ Ｌｉｌｉ Ｕ 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０（３）：９３－９４．）

［２６］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１２４３５ ／ ２０１８１１ ／ ３８８５２７６ｃｅａｆｃ４ｅｄ７８８６９５ｅ８ｃ４５ｃ５５ｄｃｃ ｓｈｔｍ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１２４３５ ／ ２０１８１１ ／ ３８８５２７６ｃｅａｆｃ４ｅｄ７８８６９５ｅ８ｃ４５ｃ５５ｄｃｃ ｓｈｔｍｌ．）

［２７］ 上海网络辟谣 １０年前就有人精确预测疫情何时开始结束？上海图书馆查证：传言不实！［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５－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６０７８７９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ｕｍｏｕ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ｇｉｎ ｔｏ ｅ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ｒｕｍｏｒｓ ａｒｅ

ｆａｌｓ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６０７８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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