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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和当代实践
∗

李桂华

摘　 要　 公共精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支撑,也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 图书馆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

民主的产物,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享、人权、交流、教育等内在属性“内生”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 当前社

会公共精神现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不相匹配,而图书馆则以多样化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回应该需求。 实

践类型主要包括教育导向型、传播导向型、治理导向型、社区导向型,但实践的丰富度、科学性存在不足。 面对时

代赋予的责任,图书馆应推动以公共精神培育为价值追求的服务创新,将公民纳入图书馆治理体系,构建嵌入性

的公共生活空间;图书馆学则应加强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理论研究,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

系。 图 1。 参考文献 64。

关键词　 图书馆　 公共精神培育　 当代实践

分类号　 G250. 1

Libraries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LI
 

Guihua

ABSTRAC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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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demand
 

of
 

people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ublic
 

spirit
 

is
 

an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cy.
 

Libraries
 

are
 

not
 

only
 

products
 

of
 

culture
 

but
 

also
 

products
 

of
 

democracy.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were
 

both
 

benefited
 

from
 

social
 

individuals
 

with
 

public
 

spirit and
 

libraries
 

worldwide
 

have
 

a
 

rich
 

history
 

of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ystem
 

in
 

the
 

librarianship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lso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ized
 

morality
 

including
 

public
 

spirit
 

as
 

the
 

function
 

of
 

libraries.
 

The
 

reason
 

behind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internal
 

attributes
 

such
 

as
 

sharing human
 

rights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formed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re
 

endogenous 
 

to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Among
 

them the
 

 sharing  
 

attribute
 

is
 

the
 

 publicity  
 

gen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ibraries and
 

the
 

human
 

rights 
 

attribute
 

is
 

the
 

conceptual
 

source
 

of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The
 

communication 
 

attribute
 

is
 

the
 

practical
 

form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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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and
 

the
 

 education 
 

attribute
 

is
 

the
 

social
 

path
 

for
 

libraries
 

to
 

implement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public
 

spiri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libraries
 

in
 

China
 

have
 

formed
 

various
 

practice
 

paths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divides
 

the
 

relevant
 

practice
 

into
 

education-oriented communication-oriented 
governance-oriented

 

and
 

community-oriente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method
 

and
 

object.
 

Moreover 
related

 

practice
 

is
 

undergoing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education-
oriented 

 

to
 

 governance-oriented   from
 

 community-oriented  
 

to
 

 communication-oriented   from
 

communication-oriented  
 

to
 

 community-oriented   and
 

from
 

 education-oriented  
 

to
 

 community-
oriented .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enrichment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cultivation
 

of
 

library
 

public
 

spirit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the
 

unclear
 

value
 

orientation
 

of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ntered
 

on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and
 

the
 

lack
 

of
 

library-society
 

interaction
 

linked
 

by
 

the
 

function
 

of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libraries
 

should
 

adopt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paths promoting
 

service
 

innovation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and
 

bringing
 

citizens
 

into
 

the
 

library
 

governance
 

system 
 

letting
 

the
 

public
 

become
 

the
 

library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substantive
 

participant
 

of
 

the
 

library 
 

building
 

an
 

embedded
 

public
 

living
 

space
 

and
 

deepening
 

the
 

people-centered 
 

library
 

transformation.
 

Also library
 

science
 

should
 

develop
 

the
 

theory
 

of
 

library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and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personal
 

merit
 

and
 

public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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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相关联,并提出要促

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

一。 建立这种关联实际上强调了通过文化力量

来塑造人们的行为风格和提升个人素质,进而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这一路径[1] 。 作为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应充分

挖掘自身的公共精神培育潜能,服务于国家社

会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新时代,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点任

务在于思想道德建设[2] ,而公共精神是民众道

德素养的核心构成[3] 。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的

现代化为基础,公共精神是其有效支撑[4] ,因此

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强化有助于加快社会治理现

代化进程[5] 。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以“共建

共治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新理念,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因而,应将

公共精神培育视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

任务。 尽管近年来关于公共精神培育的理论研

究呈快速上升趋势[4] ,但鲜见公共精神培育实

践路径的研究。
现代图书馆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民

主的产物,在培育公共精神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公共精神构建作出了持续

的历史贡献。 但是,我国图书馆界对这一功能

的理解和开发仍存在不足,社会治理等相关实

践领域也未对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予以

重点关注。 在国家努力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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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图书

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开展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

是图书馆行业回应时代需求的迫切需要。

1　 公共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公共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表现为人们对

公共利益的追求、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公

共责任的秉持[6] ,它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

表现出的关注整体发展和公共事务的价值趋

向,是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协作态度、批判精

神等思想境界和行为表现的总称[7] 。 研究认

为,应将公共精神作为促进个体自觉地以公共

利益优先原则处理公共生活中自我利益和他人

利益关系的伦理标尺[8]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要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作

为治理的整体性单元,促使政府、经济、社会等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和对话等制度性形式,实现

公共目标和推进公共利益的整体性活动[9] 。 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并需

要依赖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得以实现。 通过培育

民众的公共精神,能够使众多管理主体形成共

识、形成合力,因此,公共精神对于国家治理现

代化既具有本体性意义,又具有功能性意义和

手段性意义[10] 。
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11] ,

而公共精神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 民主是一

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能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因此,
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实现公共性的问

题[12]91 。 民主治理要求广大民众具有较高的参

与热情、参与能力和参与行动,而公共精神作为

一种精神力量,能引导人们将个体能力整合服

务于社会整体发展[10] 。 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应当是

成为既具备独立意识同时也具有公共精神的主

体[13] ,民众具备较高公共精神是实现较高质量

民主治理的基础。

公共精神培育是公共精神研究领域的关键

问题,社会治理领域和教育领域对该问题已分

别展开了不同视角的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
有关公共精神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系统,主要

关注如何通过环境构建来发展和维持公共精

神,即采用“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 然而该视

角下的研究尚处于“提出问题”阶段,虽然都提

及公共精神缺失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障碍[14,15] ,
但并未提出比较系统的公共精神培育路径。 在

教育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发展个体的

公共精神,即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 该

视角的研究成果已梳理出培育公共精神的具体

教育策略,但仍主要聚焦于课堂教育[16,17] 。 事

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贯穿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社区教育等多层次的公共精神培育体系,
我国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以课堂教育为主这一

状况还有待改善。
研究公共精神培育的两个视角各自独立,

且对培育公共精神的社会路径探索较少,主要

涉及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没有挖掘图书

馆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的巨大潜力。 而公共精

神培育的社会机制的缺乏会导致我国公民公共

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知识和参与能力不足[18] ,并
进一步带来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产品破坏

短缺、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秩序混沌失序等

问题[19]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

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公民的公共精神培育

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在当前显

得格外迫切。

2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历史根基

2. 1　 近现代图书馆领域的公共精神培育探索

近现代以来,图书馆一直是公共精神培育

的利器。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认为,包括图书

馆在内的社会交流系统作用于全社会,塑造着

社会的文化,也塑造着社会中的个人[20] 。 长期

以来,图书馆都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并致力于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已然成为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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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的重要社会设置。
首先,从世界范围看,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均受益于富有公共精神的社会个体。 例如,我
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创办于

清末的古越藏书楼,即由浙江乡绅徐树兰个人

捐资建立。 如今我国各地图书馆都有大量图书

来自民间捐赠,并将志愿者培养作为重要的工

作内容;在美国,没有哪一项事业比公共图书馆

更多地受益于慈善事业[21] ,其中最为人所称道

的是卡耐基将其财富的 22%用于图书馆建设,
共建成 2

 

509 所图书馆[22]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也曾出现了大量私人图书馆,据统计 1910 年日

本的公立图书馆有 129 家,而私立图书馆则达到

245 家[23] 。 可以说,作为公共精神改造社会的

直接成果,图书馆事业既是公共精神的重要承

载体,也是公共精神的典型象征。
其次,中外图书馆发展中均有浓墨重彩的

公共精神培育历史。 近代中国引入的“公共精

神”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 也是一个文化概

念[24] 。 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文化唤醒民众觉悟的

历史运动。 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通过订购进步书籍、进行新书推荐、组织读书会

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富有公共精神的爱国青

年[25] 。 可以说,通过文化来塑造公共精神已成

为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 类似的,美国公共图

书馆在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也一直处于

举足轻重的地位。 19 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了公

共图书馆运动,运动领导者们将其视为一项推

动全体人民能够参与管理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重

大组织变革[26]59 。 基于此,1947 年美国图书馆

协会在回顾总结美国图书馆发展史时发表了图

书馆研究者狄慈恩的著名专著《民主文化的武

器库:新英格兰地区和美国中部各州公共图书

馆运动的社会历史(1850—1900 年)》,详细描述

了美国公共图书馆在 19 世纪中后期如何通过成

人教育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准,服务于民主文化,
向民众下沉。 也有研究显示,公共图书馆在肯

尼亚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

由于图书馆在首都、城镇和乡村三个层次的发

展,培育了具有文化素质、自主人格和具有规则

意识、崇尚宽容、规则与秩序的新公民,为民主

的推行提供了社会基础[27] 。 以上这些都是图书

馆发挥其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历史事实。
再次,各国图书馆事业都将培育公共精神

作为制度“底色”。 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22 年联合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
“有效参与和民主发展有赖于良好的教育及对

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自由且不受限制地获取

……教科文组织深信公共图书馆是开展教育、
传播文化、提倡包容和提供信息的有生力量,也
是发挥所有人的才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个
人和平与精神充实的重要机构。” [28] 中国图书

馆学会 2002 年通过的《中国图书馆馆员职业道

德准则(试行)》将“拓展社会协作,共建社会文

明”作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之一[29] ;新西

兰于 1939 年组建新西兰图书馆协会并颁布《新

西兰图书馆协会法》,该法指出设立该协会的核

心宗旨之一是致力于“使人们获得民主参与的

机会” [30] ;英国 2003 年版《未来发展框架》 将

“构建社会同理心” “构建富有凝聚力的社区”
“化解社会矛盾” 作为公共图书馆应具有的职

责[31] ,2021 年版的《未来发展框架》又将“解决

社会排斥问题” “构建社区认同” “培养公民意

识” 列为公共图书馆在现代社会的核心职

责[32] 。 这些制度性规定使图书馆成为公共精神

培育的制度性嵌入。
同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也将包括公共精

神在内的文明道德培育作为图书馆功能的组成

部分。 李小缘认为,图书馆作为推行社会教育

的重要机构和场所,有助于“启民智、伸民权、利
民生” [33] ;卡尔施泰特曾引进“客观精神”这一

新概念,认为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是

客观精神得以传递的场所[34] ;谢拉指出,图书馆

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在民主

道德方面承担着义务[26]69 ;蒋永福认为,民主政

治理念是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一理

念通过“民主政治—公共图书馆—个人权利”和

“公共图书馆—民主教育—民主政治”两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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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后者主要是通过满足公民自我教育需要、
提高民主素养来对民主政治给予支持[35] 。

2. 2　 支撑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图书馆属性

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发挥公共精神培育作

用,原因在于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具有特殊的内

在规定性,而公共精神培育功能正是这些内在

规定性在长期发展实践中 “ 内生” 出的重要

功能。
第一,图书馆的“共享” 属性———贯穿于图

书馆发展历史的“公共性”基因。
共享是公共性的内在意涵[12]205 。 所谓共

享,是指面对共同的处境,具备同等条件或需求

的同样对象,能够达成秩序并一起享有。 其实,
知识只有共享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人类的知

识共享需求正是促使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产生

的社会基础。 阮纲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

中的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 和第二定律

(“每个读者有其书”)均是图书馆领域知识共享

思想的深刻表达。
同时,图书馆事业也在追求知识跨时空共

享的实践中持续发展。 例如,1730 年,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费城组织了一个有关图书共享的俱

乐部,俱乐部成员将自己的图书带来并集中保

管以供大家阅读。 该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费城图

书馆公司,每年根据股票收入取一定费用用于

购买图书供全体成员阅读[26]32-38 。 这种建立在

自愿结合基础上的共享型“团体图书馆”就是美

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在 20 世纪 10—20 年代

的中国,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探索基于巡行文

库的资源共享,其中武汉文华公书林通过巡回

书库将馆藏装箱送到学校等机构陈列,让公众

就近阅览;北京地区教育部门设置“京师小学教

员巡回文库”,以满足小学教师对教学参考书籍

的需求;辽宁等省的乡村流动图书馆将县图书

馆的图书输送到各村落阅读所[36] 。 这些实践表

明我国图书馆领域较早地产生了共享思想,并
且一直延续这种“共享”传统。 今天我国图书馆

领域更是通过书目交换、资源共享、合作网络来

实现跨系统、跨国界、跨媒体、跨行业的合作

共享。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共享的历

史。 公共意识以团结协作为行动表征,以对公

共利益的认同与追求为内在品质。 图书馆正是

通过对共享的践行,持续涵养着各族群各阶层

民众的公共精神。
第二,图书馆的“人权” 属性———图书馆公

共精神培育功能的理念来源。
根据罗尔斯关于公共理性形成基础的阐

述,公民要成为具有理智的公民需要处于以下

情景:他们互相视对方为世代社会合作体制中

的自由与平等公民,愿意按照他们认为是最合

理的政治正义概念彼此提供平等的合作条

件[37] 。 也就是说,平等的人权是公共精神的基

础意涵和成长养分。 长期以来,图书馆致力于

消除人们获取信息的障碍,赋予每一位平民自

由获取信息和学习发展的权利,而在信息技术

高度发达的今天,图书馆则努力消除人们获取

知识和利用信息的不平等[38] ,为信息获取提供

“公共接点” [39] 。 这种对“人权”的尊重使得图

书馆成为公共精神养成的理想环境。
图书馆的“人权”属性也是图书馆事业在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职业理念,是世界图书馆领域

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之一,并通过大量制度规

范得以体现。 1948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过的

《图书馆权利法案》提出“个人利用图书馆的权

利不应因为出身、年龄、背景或观点的原因而被

否认和剥夺” [40] ;1979 年日本《图书馆自由宣

言》强调“为具有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认知自由

权的国民提供资料和设施,是图书馆最重要的

任务” [41] ;1999 年国际图联发布《图书馆与智识

自由宣言》指出“图书馆馆藏、设备和服务应为

所有用户平等利用,不应有种族、宗教信仰、性
别、年龄或任何其他理由的歧视” [42] ;2008 年中

国图书馆学会颁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 指出

“图书馆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为天

职”“图书馆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 [43] 。
图书馆服务的平等和包容以及图书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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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所奉行的人权理念,在公共图书馆中得到更

深入的体现。 作为“唯一向任何人的任何问题提

供答案的机构” [44] ,公共图书馆本质上就是一项

保障信息公平获取的社会制度,而且国际图联和

多个国家均将“促进社会包容”视为公共图书馆

的使命[45] 。 在我国,乞讨者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

均在公共图书馆享受到了“平等”的温暖。 为此,
图书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共

生活空间,而人权理念则是图书馆面向广大民众

开展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理念基础。
第三,图书馆的“交流” 属性———图书馆公

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实践形态。
交流不仅能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形成和发

展,也能使人的理性这一本质力量得以提升。
因此,交流就是人们对人们的加工,是公共性产

生的基础条件。 而人的不同社会类型间存在知

识鸿沟,知识可以起到连接社会类型的作用,汲
取多元知识是培养多元化视角和塑造理性的高

效途径。 图书馆则是知识邂逅场所,即便是其

中的书籍秩序,因其实现了对知识分类体系的

物质的、物理的、空间的表达,也就具有了促进

交流的社会意义。 对图书馆的地理学分析则显

示,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城市崛起的背后往往有

大图书馆的支撑[46] 。 因此,可将人类的图书馆

活动理解为一种社会交流,图书馆不仅促进着

“社会的知识交流”,而且促进着“社会知识的交

流” [47] ,这种交流属性使得图书馆的公共精神

培育功能更具张力。
同时,一直以来,图书馆鼓励将口头交流与

出版交流相结合[48] 。 阅读社群促进了图书馆的

早期产生,并一直伴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

发展。 而根据今天的图书馆发展趋势,21 世纪

的图书馆与其说是一个接触信息的地方,不如

说是一个接触人的地方[49] 。 读者参加读书会、
讲座、故事会、真人图书馆等各类交流活动已成

为常规内容,这些活动有助于识别人与人之间

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的多样性,提升人们

的批判性阅读和思考能力,增进人们在公共和

私人两个领域的自我反思和成长[50] 。

当前,图书馆更是积极参与到社会交流系

统的变革中。 例如,图书馆界将开放获取视为

公共权利问题,积极促进全球知识开放获取,推
动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作为“公共资产”和

“天下公器” 付诸利用[51] 。 图书馆正在社会交

流领域担当公共政策推进者、开放标准协调者、
公共利益把关人等重要角色[52] ,图书馆的交流

属性正在深层次影响着社会结构中的人和

组织。
第四,图书馆的“教育” 属性———图书馆践

行公共精神培育的社会路径。
文化教育是提升主体公共精神的柔性力

量[53] ,即所谓“以文化人”。 杜威、谢拉、斯宾塞

等学者都强调公共图书馆起源于社会的教育需

求,认为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并将

公共图书馆称为“人民的大学”。 李大钊在《劳

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

都带着民主的颜色,知识是引人向光明的明灯,
应在劳动聚集的地方设置适当的图书馆、报

社[54] ;杜定友 1925 年在《图书馆通论》 中提到

“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修

养”,而公共图书馆是“市民修养之中心点” [55] ;
李小缘认为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区别在于藏书楼

是文化结晶的机关,而图书馆是文化宣传的

机关[33] 。
今天,图书馆的“教育”属性已不仅仅表现

为促进知识学习,更向素养、习惯、精神养成等

方面拓展。 例如,“阅读推广”已成为图书馆的

主流服务,信息素养教育受到广泛重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

馆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 “应当推广

全民阅读” [56] 。
教育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输送给个人,

教导其如何思考、观察、判断、选择和创新,使个

人成为具有民主理念或意识的公民[57] 。 而图书

馆作为“人民的大学”,其形象已获得广泛的社

会认同,能够通过培养广大民众的阅读能力和

信息能力、促进民众理性思维养成来推动公共

精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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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精神培育的当代需求和图书馆的
实践回应

3. 1　 新时期公共精神培育的迫切需要

尽管当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的现代

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事实上,我国社会公共精

神现状与这一要求并不匹配,其现象表现和主

要原因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陌生人时代”社会疏离、公共生活瓦

解,公共责任缺失。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公共生活空间多

样,地缘、血缘、亲缘都能成为公共生活的纽带,
但如今已从这种传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

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转变[6] 。 城市在为人们

带来机会及提供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造成

了社会疏离,并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58] 。
在这种情况下,邻里关系淡漠,社会纽带松弛,
“宅文化”却成为时尚。

“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与当前公共空间不

足、公共生活瓦解有着密切关联。 公共生活具

有互动性,有助于社会理解和共识的形成,也有

助于公民理解自身的公共责任角色,形成公共

责任意识和行为习惯。 但在高度开放、流动和

分化的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却越来越艰

难。 “陌生人时代”如何构建更理想的公共生活

是当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第二,消费主义主导下工具理性盛行,公共

参与动力不足。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区分了四种“干扰人们

进入真理之门”的“假象”:族类的假象、洞穴的

假象、剧场的假象、市场的假象[59] 。 其中,市场

的假象指人类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的认

知障碍。 当前,市场经济使社会进入个体化时

代,城市社会的深层逻辑是资本对利益的追

求[60] ,消费主义已成为主导生活的思维模式,即
便是具有理想主义抱负的青年也可能被这种市

场假象所迷惑,继而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 明

星崇拜、物质浪漫盛行都是其外在表现。

对个体利益、短期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导致

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被边缘化。 以公共利

益为追求的价值取向式微、精神浪漫匮乏,必然

导致公共参与动力不足。 如何在社会层面构建

个体意义感和更具理性的精神归属,已成为当

前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网络空间内知识剥离和时间压缩,公

共理性难以建立。
互联网对生活世界的快速渗透使得网络空

间成为主要的公共空间,但这一空间有自身弱

点:一方面,网络空间是市场主导的弱道德约束

空间,优质知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越埋越深,
甚至有被剥离出主要市场的趋势,而泛娱乐化、
极端化的态度表达却成为主流,抑制了公共理

性的生长;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又是一个时间压

缩空间,快节奏、高密度的信息流动导致被动的

知识获取和线性思维成为常态,难以形成深度

思考、批判性思考。
在网络时代,我们正被信息淹没但却乏于

知识[61] ,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根基

的悬浮时代[62] ,分化与整合、活力与秩序的张力

越来越大[63] 。 在网络生活中人们难以深刻认知

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关系,思考能力和理

性批判能力也面临退化,责任伦理遭到冲击。
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公众理性思考的能力成

为当前社会需要积极探索的紧要问题。

3. 2　 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回应

面对公共精神建设的时代需求,近年来我

国图书馆领域延续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传统并

不断开拓创新,以服务实践回应当代需求,已形

成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 本研究从方法和对象

两个维度对相关实践进行初步梳理。
图书馆主要采用促进参与行动和提升参与

能力两种方法来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 一方

面,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行动有助于内化公

共意识,并使公民的公共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的

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提升公民的公共服务参与

能力有助于创造公共参与机会,并使其公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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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促进能量。 基于此,本研

究将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方法维度分解为

“作用于能力”和“作用于行动”两种方法,如图

1 纵轴所示。
同时,公共精神培育往往被融入到图书馆

日常服务和活动中,对不同类型的目标对象产

生作用,而目标对象主要包括聚焦个体和聚焦

群体两种选择:以个体为对象的公共精神培育

实践以驱动个体参与为诉求,采取自下而上的

组织方式;以群体为对象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则往往直接以改变群体认知为起点,采取自上

而下的组织方式。 因此,本研究将公共精神培

育的对象维度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群体

为对象”两种对象,如图 1 横轴所示。
根据当前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在方法

和对象两个维度上的实践表现,本研究将其分

为四种主要类型:即围绕个体—能力的教育导

向型、围绕个体—行动的传播导向型、围绕社

会—能力的治理导向型、围绕社会—行动的社

区导向型。

图 1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类型

3. 2. 1　 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个体的公共服务能力的图书馆公共

精神培育实践往往立足于通过教育手段来提升

公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使个体自身的发展与社

会目标相联系,强化其公共价值感,重塑个体对

象的理性主体地位,因此本研究称之为“教育导

向型”。
教育导向型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通常基于

长期服务制度或以系列活动形式展开。 例如,
杭州图书馆的公益培训班自 2008 年开办,以

“教师公益、学员免费”为特点,基于“以公益回

馈公益”理念组建了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

志愿讲师团队,无偿为市民开设各类培训课程、
提供专业辅导;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政府

支持下从 2012 年开始实行“阅读推广人” 培育

计划,已经完成了九期培训,培育了来自各行各

业的近千名学员,这些阅读推广人积极向公众

传播阅读理念、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基于图书馆

知识交流的本质和阅读推广理念进行公共服务

意识和能力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价值动员

过程,它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机会,有助

于建立公民之间丰富的交往关系,对重构公共

生活而言是一个高效率途径。
3. 2. 2　 传播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个体的公共服务行动的图书馆公共

精神培育实践往往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倡导

社会个体的公共服务行为,具有较强的传播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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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近年图书馆行业开展的图书漂流、共享图

书、图书推荐等活动,均立足于引导人们完成一

次具有公共价值的行为,以个体行动作为传播

纽带,让公众作为贡献者亲历公共服务活动,传
播公共服务价值。

传播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通过行动来

激发人们的参与动力,激活参与潜能,我国图书

馆行业已涌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创新。 例如,
苏州图书馆开展“我是你的眼”视障读者主题活

动,组织由各界爱心人士担当志愿者的“盲人读

书会”,为视障读者解读名著,介绍各地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该活动已坚持开展 20 年,服务视

障读者四万余人次;嘉兴市图书馆于 2008 年开

始向全市招募“夕阳红 E 族”信息素养教育社会

团队,辅导老年人学习使用电脑、手机等智能设

备,迄今已举办培训数千次。
图书馆是一个高参与性的公共空间。 而公

共参与行动是公共精神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加

深社会成员对社会责任和公共精神的情感体

验,使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人格化、责任化、道
德化[64] 。 传播导向型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往往将图书馆作为沟通平台,形成公众相互服

务的空间,达成公共价值追求共识,在相互服务

中孕育和传播公共精神。
3. 2. 3　 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群体的公共服务能力的图书馆公共

精神培育实践着力于通过构建公共领域的组织

机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

的水平,具有治理机制创新的特征,因此我们称

之为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此类公共

精神培育实践致力于为公共参与提供制度化、
组织化渠道,使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嵌入”图书

馆服务制度和体系中。
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法人治理改革的

背景下,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日益增

多。 如佛山市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正在探索

“市民馆长”制度,即市民以文化志愿者身份担

任图书馆“馆长”,参与图书馆管理、运营以及文

化活动的策划、组织,这些“市民馆长”在阅读推

广、智能图书馆建设、城乡服务一体化建设等领

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四川大学图书馆本着“服

务学习”理念,设立“学生馆长助理”制度,也是

图书馆治理方面的创新探索。
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立足于治理

制度,促成图书馆治理效能和公众公共参与能

力的双向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图书

馆公共精神培育的新尝试,在可持续性和社会

影响力上具有突出优势。
3. 2. 4　 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群体的公共服务行动的公共精神培

育实践通常利用图书馆及其所在区域的公共空

间,培育公共服务社群,发现并激发合作、交往

和互惠需求,建立社会互动网络。 因此,本研究

称之为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基于对图书

馆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和深度利用展开。 例

如,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创的公益

普法服务项目“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志愿者由来自全市 57 家律师事务所的

80 名执业 5 年以上的专职律师担任,成为专业

人员与法律信息需求者之间的交流平台和公共

服务的虚拟社区;获得 2020 年国际图联“国际

营销奖”第一名的佛山市图书馆“邻里图书馆”
项目将分散在各个社区的 1

 

368 个普通家庭变

为公共图书馆(截至 2022 年 5 月数据),为社区

居民营造了深度交流的新型空间,同时滋养和

提升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参与动力。
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往往立足于

虚拟社群或线下社区,通过社群或社区来承载

公众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进而培育具有公

共精神的社会共同体。 构建以社区为单位的公

共精神培育体系有助于拓展公共精神的实践场

域[7] ,提升个体在群体中的归属感,进而在文化

合作过程中发展积极的协同共建关系。 这是依

靠社会自主力量矫治公共精神失落问题的有益

尝试,也体现出图书馆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在公

共精神培育方面的巨大潜力。 因此,日益融入

社区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社区中优质公共精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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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空间,填补当前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的空间

空白,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3. 3　 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趋势与

局限

3. 3. 1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的融合转变

图书馆是不断发展的有机体,我国图书馆

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也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

是各类实践探索正在发生融合转变,并已出现

以下转变路径(见图 1)。
路径 1:从“教育导向型”向“治理导向型”

的转变。 如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进一步推进

“阅读推广人” 培育计划,于 2017 年 3 月成立

“深圳市阅读推广人协会”,制定《深圳市阅读推

广人协会章程》,形成稳定的社会组织,通过组

织升级搭建整合性公共精神培育平台,提升社

会影响力。 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向治理导

向型的升级将深度提升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活

动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推动社会公众对图书

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广泛认知。
路径 2:从“社区导向型”向“传播导向型”

的转变。 如佛山市图书馆在“邻里图书馆”项目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易本书”平台,构建家藏

书流通系统。 市民既可以基于“易本书”小程序

上传家中闲置图书供人借阅,也可以在平台借

阅别人上传的藏书,突破了社区的地理限制,促
进公私藏书共融、互动,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

“共享”效用。 从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向传

播导向型的转变将推动公共文化互助活动的进

一步大众化。
路径 3:从“传播导向型”向“社区导向型”

的转变。 如 2020 年 2 月嘉兴市图书馆“夕阳红

E 族” 已开始推广到村分馆,向农村全域覆盖。
该项目依托新塍镇老年大学开展合作办学,联
合开展老年人信息技能比赛。 从传播导向型公

共精神培育向社区导向型的转变过程中,个体

公共参与者在特定社会空间中与其他群体相互

激励、相互感召,并提升个体信念感、价值感、公
共服务愉悦感,深化公共精神培育效果。

路径 4:从“教育导向型”向“社区导向型”
的转变。 如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延伸其“阅

读推广人”计划,开展“喜阅读书会”等活动,并
实施“蒲公英” 阅读计划和“康乃馨” 阅读计划

等,让阅读推广人积极投身到社区服务中,推动

整个城市的全民阅读工作。 “喜阅读书会”目前

已经举办数百场,该项目获得了广东省首届“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优秀创新范例”,“蒲

公英”阅读计划和“康乃馨”阅读计划分别向外

来务工集中地区和儿童医院输送资源和服务,
由阅读推广人为劳务工子女、病患儿童、特殊

(残疾)儿童开展专业阅读辅导。 教育导向型公

共精神培育向社区导向型的转变,实现了从公

共服务能力到公共服务行动的贯通式促进,有
助于提升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活动的效能,也
将孕育高质量的公共精神培育机制。

当然,以上融合转变路径仅是对所观察到

的典型实践个案的归纳,随着我国图书馆公共

精神培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其他更多的转变路

径仍可期待。 而随着实践的探索,更多图书馆

在公共精神培育过程中开始兼顾对个体和群体

的双向引导,以及对公共服务能力和行动的双

向促进,未来图书馆事业将以更具建设性的角

色深入参与到我国社会文明建设进程中。
3. 3. 2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的当前局限

尽管我国图书馆领域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不断创新,但实践的丰富度、科学性均存在明显

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导向不明晰。

图书馆在实践过程中通常将公共精神培育视为

其他功能的附加价值产出,而非作为独立目标

追求,因而缺乏系统的工作思路和框架。 如图

书馆通常将志愿者项目目标确定为“志愿者为

图书馆服务”,而不是“图书馆通过培养志愿者、
服务于志愿者,进而服务于社会”。 价值导向模

糊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

实现。
其次,未建立以公共精神培育为中心的质

量管理机制。 尽管公共精神培育已成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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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实践的价值产出,但在服务过程中并未将

其纳入管理对象,如未从公共精神培育视角观

察和组织图书馆相关服务实践、未追踪公共精

神培育效果等。 这一状况不利于形成服务质量

提升闭环,难以构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公共精

神培育品牌项目。
再次,缺乏以公共精神培育功能为纽带的

图书馆—社会联动。 公共精神培育是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较多社会单元已经构建了相关

功能机制,应通过社会联动形成合力。 但目前

仅有较少的图书馆以公共精神培育为纽带建立

了与其他相关社会治理单元的关联,这限制了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利于

社会形成关于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广泛

认知。

4　 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发展
路径

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的国家战略需要,图书馆行业不仅应将公共精

神培育视为图书馆的重要功能,而且应将其视

为时代赋予图书馆的一项重要责任,毕竟作为

一种社会存在,图书馆就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

生的。 同时,这项责任的履行也是图书馆自身

发展的需要———只有与社会共振、融入社会发

展的洪流中,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才更为

显见,并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和制度支持。
那么,新时代图书馆应怎样更好地践行公

共精神培育功能、履行公共精神培育责任呢?
基于对当前实践的观察,本研究认为有以下四

方面的发展路径。
第一,推动以公共精神培育为价值追求的

服务创新。 只有明确的价值追求才能催生更具

深度的服务创新,我国图书馆领域需要进一步

明确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诉求,进而催生更广

泛的创新实践。 一方面,图书馆应基于自身天

然的“亲民性”,通过方法创新、内容创新提升公

民公共服务参与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应建

立与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丰富联结,通
过更主动、更开放、更多样的社会联结来构建公

民公共参与网络,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公共

参与机会。
 

第二,将公民纳入图书馆治理体系中,让公

众成为图书馆的实质性参与主体。 我国图书馆

领域已启动多元治理体系的探索,社会力量参

与、法人治理改革、企业责任承包制改革等尝试

正在大面积展开。 这些现代化治理手段在提升

图书馆治理效率的同时,其实也兼具培育公众公

共精神、激活个体公共参与积极性等作用。 图书

馆应以治理体系改革为契机,带动更广泛的社会

行动者参与图书馆治理过程,使图书馆成为更具

建设性的公共精神培育平台。
第三,构建嵌入型公共生活空间,深化“以

人为中心” 的图书馆转型理念。 从“以书为中

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型,是对图书馆“知识

交流”本质的进一步挖掘,会促进图书馆成长为

社区中心,甚至社会中心。 读书作为一种间接

交流过程,只是一种基于逻辑的理解,而面对面

的知识交流可以做到拟情式理解,利用心灵的

可沟通性能使知识因心灵的情感能力而得到更

深入、有效的传递,提升交流的质量和内化效

果。 因而,融入社区是图书馆深化“以人为中

心”理念的高效途径,从而通过促进民众间相互

服务来塑造公共精神。
第四,加强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理论

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 公共

精神培育是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新

任务,也是中国特色话语,图书馆学应将其视为

图书馆的重要功能加以系统研究。 应当注意

到,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这一阐述与西

方国家关于图书馆与“市民社会”发展间关系的

观点有本质的不同。 “市民社会”是社会—国家

二元对立视角下的产物,而公共精神培育诉诸

“有机的团结”,通过相互合作增进共同利益,以
实现从“连接”到“团结”的良性转变为取向。 图

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理论建设也应以此为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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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起点。
面对公共精神培育这一时代使命,图书馆

学有必要对个体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活动展开

深入研究,探索知识交流与其之间的关系,研究

个体之善与公共之善的转化路径。 只有对社会

认识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为图书馆公共精神

培育功能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并催生图书馆

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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