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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员是 图 书 馆 的 灵 魂

贺西安 滕毅 中科院新接分院 图书馆

卜

图书馆的改革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

十年来
,

图书馆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气象
, “

图书馆改革
”、

“

图书馆发展战略
, 、 “

图书情报一体化
”
以及

“

一馆

两业
, 、 “

有偿服务
”
⋯⋯

,

从理论到实践
,

从战略

到策略
,

各方面的讨论方兴未艾
。

然而
,

当我们回顾图书馆十年改革走过的道路

时
,

心情是沉重的
。

平心而论
,

这十年图书馆界的

变化是巨大的
,

十年改革中出现了不少新创见
,

图

书馆理论探索中不乏新思想
、

新见解的闪光
,

有些

问题也已触及了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本质 问题
,

但

就其实际情况来说
,

图书馆的面貌没有产生根本性

变化
。

从外部世界来看
,

图书馆职业以及图书馆员

的社会形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 从内部来看
,

图书

馆事业缺乏凝聚力依然存在
。

事情还远不止如此
,

书刊价格暴涨
,

图书馆经费困难
,

这一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严重障碍压得图书馆喘不过气来
,

使得图书

馆事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

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

战
。

因此
,

总结十年来图书馆改革的经验教训
,

清

理思路
,
以利于下一阶段图书馆改革的深入发展就

是十分必要的了
。

透过十年来图书馆沸沸扬扬的改革活动
,

可以

发现一个问题
∀

图书馆改革缺少一个核心
,

缺少一

个统一图书馆界认识
、

统率图书馆各项改革活动
、

协调图书馆界行动并大举向社会宣传的支点
。 “

见

物不见人
” ,

重视物质发展与技术进步
,

轻 视图书

馆员的作用
,

就是图书馆改革在战略取向上的一大

失误
。

仍然坚持
、

维护
、

承认 至少是默认
“

图书

馆的质# 取决其馆藏
”

这一传统认识
,

就是其集中

反映
。

“

图书馆的质# 取决其馆藏
”

是社会对图书馆的

普浪认识
,

也是图书馆界宜传自己的传统口号
。

它

反应了社会及图书馆界对图书馆质量好坏
、

水平高

低的根本价值定向
。

如果说
,

这一价值定向在历史

上曾经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话
,

那

么在图书馆事业网络化
、

图书馆自动化
、

计算机检

索
,

尤其是强调馆际协作
、

文献资源共享的今夭
,

它已经丧失其积极作用
,

甚至走向反面
,

窒息着图

书馆情报职能的发挥
,

影响了图书馆内部活力的喷

发
。

继续坚持这一认识
,

并在宣传工作中以此为口

号
,

将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危害
,

其表现在下

述五个方面
∀

一
、

无助千
‘

有限收旅与无限文橄∃ 求
,

这一 ∃

书馆谷本矛 , 的解决
。

任何一个图书馆无论其经费

如何充足
,

也是无法穷尽夭下的文献资料的, 任何

一个图书馆无论其收藏如何丰富
,

也是无法满足无

限的社会文献需求的
。

即使象美国国会图书馆
、

苏

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这样一些有着上千万册藏书的超

级图书馆
,

也无法解决这一基本矛盾
。

况且
,

仅靠

一
、

二个巨型图书馆满足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世界

文献需求者
,

也是不可能的
。

正因如,此
, %

打破
“

大

而全
, 、 “

小而全
, 、

条块分割
、

各自为政
,

转而确

定
“

分工协作
” 、 “

馆际互借
” 、 “

文献资源共享
,

这一

战略走向
,

才被认定为图书馆发展的根本方向
。

二
、

反映了
“

盆旅轻用
”

这一中口传统的办谊方

针
。

中国历代藏书家们
,

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人
,

对

文献收藏十分重视
,

他们对古代图书文献的保存和

流传起过重要作用
,

但就其心态而言
,

却大多为
‘

但

可自怡
,

不可示人
, 。

书籍不外借
,

看书不出楼
,

已成为一种传统
。 “

藏书楼
”

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
。

再加上焚书坑儒
、

文字狱
、 “

妖书惑众
” ,

形成封闭

的书籍观念
。 “

秘不示人
,

成为文化观念积淀下来
,

难以克服
。

即使到了现在
, “
重藏轻用

”

这一传统文化心态
,

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图书馆
。

借书手续繁杂
、

层

层设防
、 “

内部书
,

无限庞大就是一个明证
。

进口甘

证件
、

填单子 , 借阅凭介绍信
,

所借书籍须与单位

专业对口 , 看一些社科
、

外文书籍以及所谓
‘

内部

书
” ,

更是困难重重
。

图书馆的开放和利用程度
,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

科学精神和文化观念
。

国外图书馆都力争向大众开

放
,

阅览图书几乎不需要任何手续
,

借阅图书手续

也很简便
。

馆际互借开展普遍
,

检索工作受到重

视
。

欧美各国的图书馆总是千方百计地使图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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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对文明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极为赞赏
,

他

说
∀ “

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
,

并 不在

于容翅有多少珍本书
,

有多少十世纪和十六世纪的

毛声
,

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的流传
,

吸匀戒了多少新读者
,

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

一切需求⋯⋯
” 。

一

三
, ‘

, ∃ 粗人
, ,

姐视了日书馆, 业中∃ , 活

力
、

∃ 具创造精神的∃ 书馆员的主体作用
。

唯物质

为忘 以为物质可决定一切
,

轻视人的素质
,

是对
、

所谓
‘

发达
”

的传统认识
∃

但今天
,

确定现代与非现
、

代
、

发达与非发达的标准
,

不仅在于物质发展程度

方面
,

·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能力的开发方面
。

几

∋贫困不悴燕于物质的贫困
,

更表现在人的精神的

贫困
, 。

人的素质差
,

才是所谓
“

落后
”

概念的本质
∃

凋弧
·

∀

今天人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
,

已被视为最
,

高标准
。

对照十年来我国改革的实际
,

可以说
,

人
∃

的集侠和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改革以来最大的收
·

获
。

十年来图书馆界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气象
,

∃

从根本上说
,

是思想解放带来的
。

然而
,

我们在实

际工作中往往不能自觉地坚持这一点
,

总是情不自

禁地回到传统的
“

重物轻人
”

中去
。

传统的力量在冥

其中作怪
,

扰乱着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思维
。

二 传统图书馆对人的素质要求不高
。

收集
、

整理

以及浅层次的加工服务
,

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传统
∃

工作
。

而在现代图书馆
,

新技术的应用十分普遍
,

图书馆自动化
、

电子缩微品
、

声像技术
、

计算机技

声
,

户别朋书馆深层服务
一

情报工作的积极开
∃

展
,

对图书馆员的素质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
。

尤其明显的是
,

在我们专业
,

主动服务与被动

服务
,

积极进取与消极保守
,

其工作水平相差之大
,

恐伯是任何专业无法相比的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

样说
∀

∃

图书馆的发展史是遵循一条从被动服务到主

动服务
,

从浅层次服务到深层次服务这样一条线索

发展的
。

目前
,

我国图书馆界处在关键时刻
,

正需要全

体图书馆员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
,

面对困难不低头
,

(

面对外界的误解不气馁
,

反而激发我们无比的勇气
∀

与力皿
。

然而当我们寻求自己专业的支持时
,

看到
∃

的只是
“

馆藏
”
的地位

,
看不到优秀 图书馆 员的价

值
∃

这种情况能不令人心寒齿冷吗 ) 可以这样说
,

在经费严重不足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根本改善

的情况下厂继续坚持
“

图书馆的质量取决其馆藏
” ,

图书馆的发展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 极端地说
,

就

是不要图书馆事业 里

四
、

通曲了圈书馆员的形象
,

形晌了田书馆员

的声,
,

降低了圈书馆专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
,

造

成外界对我们专业及其人员的错误认识
。

图书馆职

业社会地位不高
,

图书馆员服业形象不佳
, 我们的

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

得到充分的承认 , 社会

对图书馆事业投资不足⋯⋯这是经常听到的图书馆

工作人员的抱怨
。

我们却不认真想一想这一切不正

是我们
“

作茧自缚
”

的结果吗 ) 既然
“

图书馆的质 量

取决其馆藏
” ,

那么优秀的图书馆员就是可有 可无

的了
。

社会上不少人的认识就是如此
。

管理书刊
、

办理借书手续这些表面工作和浮浅印象形成了公众

对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的
“

深刻
”

认识
。

我们实力宣

传的东西正在葬送我们自己∗ 多么可悲啊&
“

馆藏

高于一切
”

可以有效地使所有人无法开口
。

让我们看看大学的情况吧
。 “

学校的质量有赖于

优秀的教师
” ,

这是教育界宣传自己的口号
,

也是公

众中流传最广
、

影响最深远的对学校的价值定向
。

他们有效地把教师置于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
,

不仅

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地位
,

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宣传了

自己的专业
,

扩大了社会影响
,

全面改善了职业形

象
。

如果他们换一个口号 , 象我们专业所做的那样
,

“

学校的质呈取决于仪器
、

设备
、

校舍等等
” ,

效果

如何呢 ) 这是不言自明的了
。

五
、

澳依了日书馆专业人员的士气
,

形晌了植

心
,

使得圈书馆, 业缺乏凝浓力
。

过去由于种 +扣原

因
,

图书馆事业缺乏凝聚力和职业向心力
。

十年改

革以来
,

这一问题有所改善
,

人才问题
、

图书馆队

伍建设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
。

十年来图书馆界花了

很大力量
,

舍得投资
,

送人学习
、

进修
,

但一般说

来收效不大
,

原因何在) 要害是尽想认识上不寺
,

没有把图书馆员放在图书馆事业的核心地位这一高

度来认识
。

在
“

图书馆的质量
,

取决其馆藏
”

的影响

下
,

即使我们在提高人员素质上下了很大功夫
,

也

不过是在
“

馆藏高于一切
”

的前提下进行的
。

可以说
,

继续坚持或至少是允许
“

图书馆的质量取决其馆藏
”

存在
一

,去
,

而不把优秀图书馆员置于图书馆事业的

首要地位
,

图书馆员的职业形象就无法改善
,

图书

馆职业缺乏凝聚力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
,

人才问

题就是一句空话 !

那么
,

在新的时期
,

我们应该以什么中心为统

一图书馆界的认识
、

激发图书馆界的活力
、

宣传图

书馆专业
、

塑造图书馆员的形象呢 )

“

图书馆的质量取决于优秀的图书馆员
”

就是一

个主题明确
、

内涵丰富
、

令人警醒
、

同传统认识针

锋相对井富有时代感召力的口号
。

以此作为我∋−’.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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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
,

重整我们的队伍
,

振奋我们的士气
,

统一我

们的认识
,

并在宣传上以此为号召
,

重视公共关系
,

那么塑造现代图书列官员的全新形象
,

不仅是可能的
,

而且是东关函布馆事业能否深入发展而必须实行的

战略转折
。

以优秀图书馆员而不是馆藏作为图书馆

工作和对外宜传的中心
,

其积极作用在于
∀

一
,

滋发口书馆, 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

图书馆

改革的根本目的
,

是从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机制入手
,

寻求激发图书馆活力的途径和方式
,

以使图书馆在

现代社会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因此
,

图书馆

活力何在是圈书馆改革的核心问题
。

经费问题
、

馆

藏问题
、

馆舍问题确实很重要
,

但与人才问题相比
,

则应退居次席
,

尤其在第三代图书馆
,

即
∀

图书情

报中心的今天更是如此
。

图书馆的活力只能来自图

书馆工作者的集体主动性和个人积极性
。

因此
,

如

何激发集体主动性
,

调动个人积极性
,

才是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

心理学上有这么一种现象
。

凡是人们对之期望

甚高的人
,

成才的可能性最大
。

人们的期望激发了

他的贵任心与荣誉感 / 而大家本来就对之期望不高

的人
,

成才的可能性很渺茫
。

一边强调
“

馆藏高于一切
, ,

一边大谈图书馆员

的重要作用
,

手段与目的相背离
,

其效果是可想而

知的了
。

而
“

图书馆的质呈取决优秀的图书馆员
”

将

能有效地将图书馆员置于图书馆工作的中心地位
,

大大激发田书馆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

有效地发挥

图书馆员的主人翁精神
,

使其以新的姿态
,

昂扬的

斗志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去
。

二
、

里断∃ 书馆与日书馆员的形象
。

普通人对

现代图书馆很不了解
,

他们以陈旧的观念
、

印象看

待图书馆
,

仍然以为图书馆仅仅是
“

知识的宝库
” ,

是珍学问的所在
,

与自己的工作与日常生活无关
,

而不知道现代图书馆已经成为文献情报中心
。

科学

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

尤其是自动化
、

计算机检索
,

馆际协作已经使图书馆成为一个多么 巨尸大的信息

源
,

在经济
、

立法
、

教育
、

科研等方面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
。

信息巳与材料
、

能源并列为科学技术的三大支

柱
。

图书馆这一信息中心处在信息源与读者0 用户

之间这样一个中转站上
,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其

发展前景无限广阔
。

事实公 许多图书馆员也已惊喜地发现
,

由于

信息产业已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

图书馆职业

正在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

我们在宜传现代图书馆塑造新型图书馆员的形

未时
,

必须把传统的宣传手法与传统的观念同时抛

释
。

我们必城
∃

!
∃

破除小生产意识的
“

好人好事
”

作法
。

这种

作法不论如何生功
、

有效
,

只能给人以局促
、

狭隘
、

小气之感
,

丝毫无助于新型图书馆员形象的塑造
,

只能降低图书馆的学术性
。

1
∃

重效益
,

用事实讲话
。

我自
(

.应该 列举图书

馆为国家大政
、

科学研究
、

经济建设等方面出谋划

策的成功事例
,

宣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这方

面图书馆不乏成功的范例
,

问题在于我们重视不够
,

宣传不得法
。

2
∃

尊重宣传规律
,

坚持
“

明星效应
, 。

宣传上

最成功的范例是
“

明星效应
,

造成的
。

我们不论宣传

图书馆收藏如何丰富
,

馆舍如何漂亮
,

都不如以图

书馆员为号召物组织宣传有效
。

因为人作为社会的

主体
,

最关心的当然是人自己
。

人的成功
、

挫折
、

欢乐
、

痛苦最能唤起普遍的关注
。

影视界的情况不

说
,

教育界的情况就是一个范例
。

然而
,

环顾我们图书馆界的情况却令人醋然神

伤
,

图书馆界无明星
。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家和

学术带头人
。

我们专业呢) 有几个全国知名的专家

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专家
,

我们专业的学术性又体

现在什么地方呢) 事实上
,

如果全国有几个知名度

很高的图书情报专家
,

将对我们职业形象的改替起

到无可估量的价值
。

三
、

为田书饱改草裸入段屁开娜一个断天地
。

图书馆改革已经十年了
,

一些对我国图书情报事业

的未来抱有使命感的有识之士把思索的目光自觉地

凝注于深化改革这一紧迫课题上
。

囿于旧的思路
,

局限于旧的格局
,

图书馆的改革已无多大发展余地

和深入的可能
。

因此
,

站在哲学的高度
,

认识图书

馆员的作用
,

恢复其在图书馆事业中的核心作用
,

弥补十年改革中出现的这一失误
,

将会为我们打开

一条新思路
,

开辟一个新方向
。

写到这里
,

我们不禁想起一位
‘

同行激奋的话

来
∀ “

也许不是社会
、

科学不宠爱我们的事业和学

科
,

而是我们过分沉溺于理论
、

科学
、

高级的情报

系统
、

漂亮的馆舍
,

而忽视了一个基本点
,

即这些

东西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了人
,

为了社会
。

任何一

门科学的研究对社会
,

对人的忽视
,

将必然产生被

社会所不屑的灾难性后果
。 ,

最后
,

我们引用列宁近一个世纪前浮过的话作
为结束

∀ “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
。 ’

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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