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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办馆观念的创新
摘　要　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 ,以往封闭的办馆观念必须破除 ,观念创新刻不容缓。目前在

办馆观念的创新上 ,应树立面向世界的全球观、虚实兼备、特色突出的馆藏观、动态的服务观、新

的馆员素质观和全新的合作观。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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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图书馆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全新发展

环境 ,以往封闭的办馆观念已难以适应这种飞速发

展的形势。因此 ,办馆观念的创新是摆在图书馆人

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在新的环境下办

馆观念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树立面向世界的全球观

费孝通教授曾预言 :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

计算机国际语言化技术的突破 ,“图书馆将真正摆脱

地理环境的制约 ,成为世界性‘大图书馆’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每个用户将成为世界的所有图书馆的用

户。中国的图书馆 ,包括乡镇和农户里正在发展的

民间图书馆必将成为世界大图书馆网络中的结点。”

第 66 届国际图联大会的主题是 :“共同的信息 :塑造

未来的全球图书馆。”可见 ,“全球图书馆观”已发展

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前 ,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

信息数字化技术以及计算机国际语言化技术的突

破 ,正在把传统的、分离割裂的个体图书馆推向全球

一体化的新境地。

图书馆学曾经被戏谑为“馆内科学”。虽然此说

并不合理 ,但是 ,至少从表面看 ,在网络出现以前 ,除

外出采购、馆际互借等一小部分工作外 ,订购、典藏、

编目、流通等绝大部分图书馆工作都在馆内进行 ,与

馆外的联系较少。网络环境构建后 ,首先在图书馆

内部形成本地网 ,为多个图书馆之间的联系奠定了

基础 ;其次 ,局域网建成后 ,图书馆与所属机构之间

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十分方便 ;再次 ,通过因特网可使

地处不同地理位置的多个图书馆合作 ,图书馆员不

再受图书馆建筑的苑囿 ,大量利用网络上的信息资

源和网络服务处理日常业务工作 ,不仅为到馆的用

户 ,而且可通过网络为远端的用户提供服务。

可见 ,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将成为图书馆提供优

质服务的重要手段 ,成为跨越国境 ,利用全球信息资

源 ,提供全球化信息服务的渠道和方式。因此 ,图书

馆必须摆脱封闭模式 ,增强全球意识 ,大胆为读者提

供当代世界文化成果 ,进一步扩大图书馆对外开放 ,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积极开展与国外学者、专

家联合培养信息服务人才 ;联合进行科学研究和科

学技术的开发。只有树立面向世界的全球办馆观

念 ,才能适应当代图书馆发展及读者的需要。

2 　要树立虚实兼备、特色突出的馆藏观

信息资源网络化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基础突破

了传统的“馆藏”局限而扩展到整个计算机网络 ,从

而使可提供服务的文献信息资源极大地丰富。在网

络环境下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

本馆所拥有的文献信息资源 (实体) 和可存取的信息

资源 (虚拟)共同构成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的资

源基础。

所谓虚实兼备 ,是将文献信息的“实体”馆藏 ,如

书刊、光盘等 ,同“虚拟”文献信息结合起来 ,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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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网络体系 ,从而满足读者的

各种需求。

当然 ,无论是“实体”,还是“虚拟”馆藏 ,各馆不

可能都搜索殆尽 ,也没有必要尽收囊中。作为一所

图书馆 ,客观上只能将“无限”变“有限”,尽可能选择

最主要、最必需的文献资源 ,其选择的标准应该是

“突出馆藏特色”。

所谓“馆藏特色”,就是图书馆充分利用本地区

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本馆丰富的文献资源 ,去开

辟各种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例如 :上海图书馆在

收藏视听文献方面就独具特色 ,已收藏自爱迪生发

明留声机以来的老唱片约 15 万张 ,各类视听资料 3

万盒 (盘) 。这些有着浓郁“海派”特色的馆藏 ,是上

海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文献资源之一。山东省图书馆

建立了易经专藏 ,收入上古至现代易学著述 1317 种、

2200 余部、近 1 万册。该馆在易经收藏上有两个显

著特色 ,一是数量多 ,基本上包括了现存古今重要的

易学典籍 ;二是质量精 ,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珍善本

图书 ,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就有 22 种。曲阜

师大图书馆的儒学文献中心 ,目前已收藏儒学文献

约 10 万册 ,机读数据库 13 个 ,分为经典库、人物库、

学派库、书院库、儒学大事年表库、儒学研究最新科

研课题库、论文专著库 ,等等。每一所图书馆都应当

有自己的兴奋中心和馆藏重点。维护这种日积月

累 ,多年形成的宝贵“传统”,并使它发扬光大起来 ,

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馆藏。据来自全国 30 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 103 个图书馆的调查 ,有 71 %的图书

馆开发了具有馆藏特色的数据库 ,并有 60 %的图书

馆已提供网上服务。只有具备了“虚”“实”兼备而又

独具特色的馆藏 ,才能做好服务工作 ,图书馆才能发

展 ,才有前途。

3 　要树立动态服务观

图书馆的服务不能是以往那种坐等读者的服

务 ,而应当是主动为读者着想 ,采取不断变换的服务

内容和方法 ,去追逐读者需求的动态服务。例如 :在

信息检索服务中 ,图书馆员凭借个人的专业知识与

专业技能优势 ,依据信息用户的信息需求 ,从众多的

网络信息资源中搜索到用户所需要的信息。信息检

索既可以在现实数据库中实现 ,也可以在虚拟数据

库中实现。在信息咨询服务中 ,图书馆员凭借自身

的信息查询经验优势 ,为学校企业或政府等部门开

展定向专题综合性信息服务 ,定期向他们提供具有

预测性、开拓性、引导性的专题综合信息。在用户培

训服务中 ,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随着计算机技术

和网络的快速发展 ,图书馆网络协作系统也越来越

复杂。而目前我国的信息用户真正能够较好地利用

图书馆网络查找到自己有用信息的还很少 ,这就需

要图书馆对信息用户进行定期培训。这些服务都是

在动态中进行的。因此 ,树立动态的服务观十分重

要。

4 　要树立新的馆员素质观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信息库的建造和维护者 ,是

信息资源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是高知识含量

信息产品的设计者、生产者与传递操作者 ,而具有创

新精神的图书馆员又是图书馆内在发展的动力。因

此 ,他们除了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体魄

外 ,还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素质。

(1)技术素质。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员 ,必须具备

相关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 ,能够适应硬、软件的变

化 ,及时解决用户的技术问题 ,为读者的整个文献信

息咨询过程提供技术指导。

(2)多专素质。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员 ,除了必须

拥有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外 ,还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

文化素质 ,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复合人才 ,能够对网络

信息进行有效的重组、浓缩和深加工 ,进一步开发新

的信息产品 ,使用户获得信息精品。

(3)智能素质。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员 ,应该具备

善于从浩若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发掘、分析、选择、整

理出最有价值的信息精品的智能素质 ,为网络信息

咨询不断开辟新的空间 ,不断提高综合创造能力。

(4)英语素质。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员要成为一

名能为用户提供信息精品的高层次人才 ,就必须通

晓英语 ,因为因特网上发布的信息大部分是用英语

来表达的 (约为 85 %) 。

(5) 咨询素质。网络时代对图书馆员的咨询素

质要求越来越高 ,仅有大学毕业文凭和某种专业知

识 ,并不意味着能够胜任咨询工作。因此 ,图书馆

应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在职培训和业务考核 ,不断

地向他们充实各种现代知识 ,尽快提高其咨询素

质。

5 　要树立全新的合作观

未来的图书馆是各馆合作的图书馆集合体。没

有合作 ,单凭一馆之力 ,是无法工作和生存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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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是图书馆赖以发展的基本观念之一。图书馆的合

作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网络环境下 ,图书馆之

间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仅仅靠纵向的联系合作是

远远不够的 ,只有打破系统及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 ,

联合纵向和横向的文献收藏单位 ,将一个区域范围

内的文献资源集成和整合 ,扩大资源共建共享范围 ,

形成一个地区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才能有丰富的

文献资源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如 :浙江省科技

情报研究所、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于 1999

年共同签订“实行高层次读者互阅协议书”这一举

措 ,打破了三方文献资源长期以来各自封闭的状况 ,

开拓了三大系统之间文献资源初步共享的局面。自

协议生效后 ,三方共接待高层次读者 6000 多人次。

2000 年 ,三方又签定了“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合作协议”。三方通过互联网联通各自的网络数

字化文献资源 ,使浙江省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更进

一步。可以说 ,资源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合作中最紧

迫、最重要的事项 ,是合作观最集中的体现。

(2)联合编目。联合编目是图书馆间合作的另

一重要事项。只有当计算机技术日臻成熟、网络技

术被广泛采用时 ,图书馆间的联合编目才进入了崭

新的阶段。北京图书馆编目中心于 1998 年初开始系

统试运行 ,至 1999 年 11 月 ,共有 80 多个图书馆参加

了这个计划的运作。1995 年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

员会辖下的 8 个大学图书馆馆长组成了大学图书馆

联合咨询委员会 (J ULAC) ,开始实施中文联机联合

编目计划。该计划利用分布式系统由各个图书馆建

立独立的书目资料库 ,不必遵循共同的编目形式 ,使

用客户端/ 服务器架构 ,各成员馆可在网络上获取其

它馆的书目资料 ,由程序转换成各自设定的形式 ,供

各馆编制自己的书目记录。像这样的合作 ,不仅仅

是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 ,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全

新的图书馆业务运作 ,是时代的进步。

(3) 馆际互借。美国学者贝克 ( S. K. Baker) 在

《资源共享的未来》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今天的图书

馆正生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进一步讲 ,每一

个图书馆都必须将自己视为世界图书馆体系的一部

分 ,必须摆脱自给自足的状态 ,必须发现迅捷而合算

地从世界图书馆体系中获取资料并送到自己用户手

中的方式 ,必须随时准备将自己所收藏的资料提供

给世界各地的其它图书馆。”馆际互借就是图书馆相

互依赖、互助合作的业务 ,是图书馆以他馆所藏补自

己之不足 ,实现资源共享的合作方式。除资源共建

共享、联合编目和互借外 ,在全新合作观的指导下 ,

图书馆间、图书馆与社会间的合作途径是很多的。

图书馆必须从合作中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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