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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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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１９２０ 年文华图书科的创建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诞生的标志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走过了百

年的历程ꎬ回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的发展历史ꎬ可以分为六个时期:①发轫期(１９２０ 年—１９４１ 年 ７ 月)ꎻ②成

长期(１９４１ 年 ８ 月—１９４９ 年 ９ 月)ꎻ③转型期(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６ 年 ４ 月)ꎻ④停滞期(１９６６ 年 ５ 月—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ꎻ⑤恢复发展时期(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１９９２ 年 ９ 月)ꎻ⑥突破变革时期(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ꎮ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

年历史演进路径为:①专业化、规范化不断提升ꎻ②学校教育由单层次向多层次再向高层次演进ꎻ③培训教育始终

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形式ꎻ④图书馆学教育“盲点效应”愈演愈烈ꎮ 参考文献 ３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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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关于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起源ꎬ学界通

行的一种说法是 １９１３ 年克乃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ｒｙ
Ｃｌｅｍｏｎｓ)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

课程ꎮ 不过ꎬ这一说法目前尚缺少确凿的文献证

据ꎬ需要进一步考证[１] ꎮ １９２０ 年建立的文华图书

科(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作为中国第一所专门图

书馆学校这一史实则毋庸置疑ꎮ 因此ꎬ如果以

１９２０ 年文华图书科的创建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

学教育诞生的标志ꎬ那么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

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ꎮ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走

过的这百年ꎬ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经历巨大变革的

百年ꎬ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ꎬ有过光明ꎬ有过曲折ꎬ有过繁荣ꎬ有过落

寞ꎮ 作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

馆学教育ꎬ在过去百年中随着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不

同的发展阶段ꎬ科学合理地对这些历史阶段进行划

分ꎬ不仅有助于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研究ꎬ更有助于

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的把握与理解ꎮ

１　 图书馆学教育史分期研究回顾

１ １　 概念界定

在中国早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语境中ꎬ“图书

馆学教育”一词使用很少ꎮ 在涉及当下我们所

理解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时ꎬ更多地偏向使用

“图书馆员养成” “图书馆员训练” “图书馆教

育”等词ꎬ而其中“图书馆教育”一词使用相对较

多ꎬ但该词除指专业教育外ꎬ还包括面向社会大

众的社会文化教育[２] ꎮ 本文所谓的“图书馆学

教育”仅指面向图书馆职业的专业教育ꎮ
历史分期ꎬ简言之就是对历史的阶段划分ꎮ

通常而言ꎬ历史分期包含两种ꎬ一种是自然分

期ꎬ即基于被描述历史对象的自然阶段特征划

分ꎬ如中国古代的唐朝、宋朝ꎬ清代康熙时期、乾
隆时期等ꎬ这种分期相对简单ꎬ具有明确的标

准ꎮ 第二种是理论性的分期ꎬ或者说认识性的

分期ꎬ即依据某一特定的标准将选择的连续事

实及一定的观念体系划分为不同阶段[３] ꎮ 就图

书馆学教育史而言ꎬ如果是自然历史分期ꎬ可以

分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ꎬ而本文主要探讨

的是理论性的历史分期ꎬ即对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百年发展史进行划分ꎬ如无特殊说明ꎬ下文涉

及的历史分期都是指理论性的分期ꎮ
就地区而言ꎬ由于文献所囿ꎬ本文主要讨论

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史ꎬ香港、台
湾、澳门地区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ꎮ

１ ２　 研究回顾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问题ꎬ就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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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有研究来看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对包含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在内的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史整体划分研究ꎻ另一类是对百年图

书馆学教育史中某一阶段(主要是 １９４９ 年以

后)进行划分ꎮ
１ ２ １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整体分期研究

１９９６ 年戴滨发表«我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

的历史变迁» 一文ꎬ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划分

为:创立与初期发展时期(１９２０—１９４９)、调整与

稳定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停顿与不正规恢复时

期( １９６７—１９７７ )、 迅速发展时期 ( １９７８ 年至

今) [４] ꎮ ２０００ 年ꎬ郑章飞等人出版了«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概论»一书ꎬ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划

分为 三 个 时 期ꎬ 分 别 为: 起 步 时 期 ( １９２０—
１９４９)、 调 整 时 期 (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 发 展 时 期

(１９７８— ) [５] ꎮ ２００９ 年ꎬ王子舟发表«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一文ꎬ对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九十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ꎬ作者

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ꎬ即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期( 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图
书馆学 教 育 第 二 次 繁 荣 及 其 跌 落 (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７)、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三个繁荣期及其走低

与再兴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年) [６] 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

图书馆学会组织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
一书ꎬ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划分为萌

芽期(１９２０ 年代以前)、初创期(１９２０—１９７７)、重
建转型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创新发展期(２００１ 年以

来) 四 个 阶 段ꎬ 其 中 初 创 期 又 分 为 创 建 期

(１９２０—１９４９)、 调整期 (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 停滞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７)ꎬ重建转型期又分为重建与再兴

时期(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改革与转型时期 (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０) [７] ꎮ ２０１７ 年ꎬ肖希明发表«中国百年图书

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一文ꎬ将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历史划分为: 创建与初步发展期

(１９２０—１９４９ 年)ꎬ 调整、 发展、 曲折、 停滞期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ꎬ 重建、 改革与繁荣发展期

(１９７８ 年至今) [８] ꎮ
除了中文文献外ꎬ还有一些英文论著涉及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ꎬ如 １９８５ 年 Ｓｈａｒｏｎ

Ｃｈｉｅｎ Ｌｉｎ 在«图书馆史杂志»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上发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发

展»(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一文ꎬ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划分为早期发

展 (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 新 意 识 形 态 时 期 (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恢复与拓展时期(１９７６ 年至今) [９] ꎮ １９９７
年吴光伟、郑莉莉等人用英文发表研究中国高

校图书馆学教育历史专文ꎬ将中国高校图书馆

学教育划分为创始期 ( １９１３—１９４９)、 优势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正常化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停滞

期(１９６７—１９７７)、复兴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３)、扩展

期(１９８４ 年至今) [１０] ꎮ
１ ２ ２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阶段分期研究

所谓的阶段分期研究ꎬ是指对中国某一阶

段图书馆学教育历史进行分期研究ꎬ从现有研

究来看ꎬ主要是研究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历史分期ꎮ
如 １９８９ 年肖东发撰文评述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ꎬ将其划分为调整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兴起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停顿时

期(１９６７—１９７７)、恢复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３)、提高

时期(１９８４—１９８９)五个阶段[１１] ꎮ 同年彭斐章与

谢灼华也撰文将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划分为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年以后五个时期[１２] ꎮ ２００９ 年

陈传夫等在文章中将这段时期划分为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６、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三个阶段[１３] ꎮ
２０１０ 年ꎬ王知津等人将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图书馆学

情 报 学 教 育 划 分 为 恢 复 阶 段 ( １９７８ ６—
１９８３ ３)、发展阶段( １９８３ ４—１９９２ ７)、徘徊阶

段 ( １９９２ ８—１９９８ ６ )、 调 整 阶 段 ( １９９８ ７—
２００３ １０)、提高阶段 ( ２００３ １１—) [１４] ꎮ ２０１７ 年

陈传夫等将改革开放年以来图书情报学研究生

教育 划 分 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四个十年” [１５] ꎮ

１ ３　 研究评述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ꎬ目前涉及图书馆学

教育历史分期的文章ꎬ大多都是借助历史阶段

划分来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取得的成就、存

１１６



谢欢: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研究
ＸＩＥ Ｈ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ꎬ２０２０

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ꎬ总体而言略显

“宏观”ꎬ但不可否认已有的分期成果中ꎬ不少研

究者都是重要阶段的参与者ꎬ他们的研究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ꎮ 此外ꎬ现有的不少图

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研究缺乏对历史分期依据

及标准的阐释ꎬ多是基于政治分期来划分ꎮ 图

书馆学教育有其独特性ꎬ虽与政治有密切关系ꎬ
但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理路ꎮ 通常而言文化、学
术往往滞后于政治的发展ꎬ因此用政治分期来

研究文化、学术的演变并不是十分恰当ꎬ反之亦

然[１６] ꎮ 因此ꎬ图书馆学教育能否切分成不同的

历史时期? 如何相对客观、合理地切分? 这些

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ꎮ

２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的依据

２ １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是否可以分期

上文曾提及历史分期的两大类型ꎬ除此之

外ꎬ研究历史分期ꎬ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ꎮ 第

一ꎬ历史能不能分期? 对于这一问题ꎬ至今仍有

争论ꎬ很多学者认为ꎬ历史具有连续性ꎬ无法被

人为切断ꎬ因此对于历史分期充满疑问[１７] ꎮ 不

过ꎬ也有学者认为ꎬ虽然历史有其连续性ꎬ但历

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ꎬ其本质只是一种历

史理解框架或者说历史认知模型ꎬ历史分期的

结果也无法真正切割历史的进程ꎮ 但正如有些

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ꎬ历史有如一部一直上

演的戏剧ꎬ作为戏剧ꎬ是由不同的情节所组成ꎬ
而情节总归有开始、有高潮、有过渡、有结束ꎬ对
这些情节的划分ꎬ最终的目的只是让观众更好

地理解这部剧[１８] ꎮ 以中国历史分期为例ꎬ基本

上已经习惯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
代史、当代史ꎬ虽然这种分期也遭遇过不少质

疑ꎬ分期的标准也一直争论不一ꎬ而这一历史分

期结果ꎬ虽不是真理ꎬ但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是

无法否认的ꎮ 人们在理解过去时ꎬ也已习惯先

确定所要理解的对象是属于古代还是近现代亦

或是当代ꎬ因为一旦确定其所属的历史时期ꎬ等
于就是确定了一种参照ꎬ参照的确定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历史ꎮ
除了更好地理解历史之外ꎬ通过历史分期ꎬ

我们还能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ꎬ鉴往知今ꎬ发挥

历史研究的“淑世”功用ꎮ 职是之故ꎬ笔者认为

历史是可以进行分期的ꎬ而历史分期也是有其

价值的ꎬ图书馆学教育史亦是如此ꎮ

２ ２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分期的依据

研究历史分期的第二个问题ꎬ就是历史分

期的依据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ꎬ同样很难形

成定论ꎮ 历史分期ꎬ作为一种人为建构ꎬ其分期

依据肯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ꎬ无法做到完全的

客观ꎮ 不过涉及历史分期的主观并不是盲目的

主观ꎬ必须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ꎮ
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学

教育ꎬ诞生于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ꎬ与当时政

治、社会、文化肯定有着密切的联系ꎬ但是通过

近百年的发展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又走出了具

有其独特性的演进之路ꎮ 如何对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史进行划分ꎬ其依据是什么ꎬ笔者认为ꎬ大
致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①图书馆学教育活

动不是孤立存在的ꎬ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社会发展都紧密联系ꎬ因此在图书馆学教育

历史分期时ꎬ要充分考虑政治、经济、科学技术、
文化等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１９] ꎻ②图书馆学

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活动ꎬ通过百年的发展ꎬ形成

了独特的发展道路ꎬ因此ꎬ在历史分期时ꎬ要充

分考虑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史本身的特殊性ꎻ
③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ꎬ图书馆学教育旨在满足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需求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走向必然会

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影响ꎬ因此ꎬ在划分图书馆

学教育历史阶段时ꎬ还必须考虑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历程ꎻ④图书馆学教育活动ꎬ从某种程度而

言ꎬ是对图书馆学教育认识的反映ꎬ因此在对图

书馆学教育历史进行划分时ꎬ还需要考虑图书

馆学教育认识的变化ꎬ这一点最集中的反映ꎬ就
是图书馆学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图书馆学教育

的目标ꎮ 以上四点ꎬ就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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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划分的主要参考依据ꎬ但这四点并不是

孤立的ꎬ往往会综合在一起共同对图书馆学教

育产生影响ꎬ例如不同时期的教育目标的制定

就是上述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因此ꎬ在
对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史进行阶段划分时ꎬ
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ꎮ

３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

基于以上考虑ꎬ笔者以中国图书馆学专业

教育活动发展理路为主线ꎬ以关键事件为节点ꎬ
同时参考政治、科技、文化的影响ꎬ将百年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史划分为如下六个时期:发轫期

(１９２０ 年—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成长期 (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１９４９ 年 ９ 月)、转型期(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停滞期(１９６６ 年 ５ 月—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恢复发展期(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１９９２ 年 ９ 月)、突破

变革期(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ꎮ

３ １　 发轫期(１９２０—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９２０ 年韦棣华女士( 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ｏｏｄ)

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ꎬ招收大学本科二

年级程度及以上成绩合格者入学ꎬ学制二年ꎬ这
标志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诞生ꎮ 此后

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

系分别于 １９２５ 年、１９２７ 年成立ꎮ 除了大学之

外ꎬ短期的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讲

习会、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相继开

办ꎬ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发轫ꎮ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有如下特

点ꎮ ① 以武昌文华图专为主ꎮ 从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虽然有不少大学及中等院校开设图

书馆学课程ꎬ但或是时间短暂ꎬ或是作为选修的

辅系(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ꎬ其影响、成就都

无法与文华图专相比ꎬ文华图专是这一时期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绝对主力ꎮ ②图书馆学教育

基本照搬美国ꎮ 这一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ꎬ由于处于初创阶段ꎬ缺少经验ꎬ加之中国图

书馆事业刚刚起步ꎬ实践方面也缺少足够的积

累ꎬ因此课程、教学方式、教材选择等ꎬ基本都是

学习美式图书馆学ꎬ所以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

中国的“美式图书馆学教育时期”ꎮ ③图书馆学

教育目标就是为图书馆培训人员ꎬ学时、课程都

是围绕分类、编目等图书馆实务工作展开ꎬ学制

短(文华图专只有两年)ꎬ其本质是一种面向职

业的“培训教育”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距离专业化的教育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程度尚有一段距离ꎮ

３ ２　 成长期(１９４１ 年 ８ 月—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ꎬ“以培养社会教育专门人才ꎬ

研究社会教育高深学术为任务”的国立社会教

育学院(简称国立社教学院)正式开学ꎬ该校图

书博物馆学系(简称图博系)也于同期成立并开

始招生ꎬ首任系主任为汪长炳ꎬ设置图博系的目

的在于“培植图博事业之专门人才” [２０] ꎮ 国立

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ꎬ此前虽有

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

系ꎬ但或存在时间极短ꎬ或因为辅系而没有独立

招生ꎬ而图博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立大学中

独立设置图书馆学系科之开始ꎮ 国立社教学院

图博系学制四年ꎬ毕业授学士学位ꎬ从 １９４１ 年成

立到 １９５０ 年裁撤这十年时间ꎬ为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ꎬ如陈铎、吴观国、邱克

勤、许培基、韩静华等ꎬ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ꎮ
从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到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这段时间ꎬ也

正好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成长期ꎬ期间虽然

有抗日战争的影响ꎬ但总体而言ꎬ图书馆学教育

呈现稳步向前的态势ꎮ 这段时期的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有如下特点ꎮ ①多元发展ꎮ 相较于发轫

期ꎬ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打破了文华图专

一元发展的局面ꎬ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ꎮ 除

了文华图专外ꎬ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金陵大学

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相

继成立并开始招生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开始由

点到面发展ꎮ ②图书馆学教育专业化程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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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ꎮ 相较于发轫期的培训性质的教育ꎬ图书

馆学教育越来越具备专业化的特征ꎬ越来越像

一门学科ꎬ课程体系愈发完备ꎬ教学内容除了图

书馆学专业知识外ꎬ还侧重于文学、历史学、社
会学、教育学、第二外语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的培

养ꎮ 专业化程度提升的另一重要表现ꎬ就是图

书馆学教育人员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也愈

发深刻ꎬ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不仅要培养图书

馆事业专门人才ꎬ更要注重培养学生发展个性、
完善人格ꎬ 以致将来能够发扬文化、 造福人

群[２１] ꎮ ③图书馆学教育地位显著提升ꎮ 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通过前二十年的发展ꎬ学科地位得

到了显著的提高ꎬ而图书馆学教育地位也随之

提升ꎮ 这一点可以从国立大学设立独立的图书

馆学系ꎬ教育部公派留美考试中设立图书馆学

学生名额[２２] 中反映出来ꎮ 除了国内地位提升以

外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国际图书馆学教育大

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ꎬ如国立社教学院图

博系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学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ꎬ
１９４８ 年美国国务院决定从 １９４９ 年度开始在国

立社教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设立图书馆人才训

练中心[２０] 等ꎬ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所取得的成绩ꎮ ④这一时期的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仍然具有鲜明的美式图书馆学色

彩ꎬ但在学习美国的同时也开始重视中国图书

馆学的建设ꎬ课程中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版本

学、文献学、图书史等内容的比重较之发轫期有

显著增加ꎮ

３ ３　 转型期(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６ 年 ４ 月)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ꎬ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ꎬ对于

当时包括图书馆学教育在内的中国各项事业都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不过就图书馆学教育而

言ꎬ真正发生重大变革是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ꎬ尤其是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随着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的解体ꎬ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ꎬ已

经发展了三十年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迎来了转

型变革时期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 日ꎬ苏南行政公署

依据“一方面努力创造典型ꎻ一方面普遍要求加

强政治思想教育、促进进步与团结” [２３] 的方针ꎬ
正式批准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与无锡江苏省立

教育学院合并改革办法ꎬ裁撤图博系ꎬ其目的是

“为建设新教育ꎬ改造旧学校” [２４] ꎮ 与此同时ꎬ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

专科学校也开始社会主义改造ꎮ 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教育重镇文华图专在 １９５０ 年左右开始增设

苏联的课程ꎬ其目的在于“便利中苏合作ꎬ增进

中苏友好之基础” [２５] ꎮ 而从 １９５１ 年开始ꎬ图书

馆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明显加快:１９５１
年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经教育部批准升为本

科ꎬ同年西南师范学院设置图书馆学博物馆学

专修科ꎻ１９５２ 年ꎬ院系调整开始ꎬ文华图专由中

央文化部接管ꎬ并入武汉大学ꎬ设图书馆学专修

科ꎻ北京大学于 １９５２ 年、１９５４ 年、１９５５ 年又先后

创办了两年、三年制专科ꎻ１９５４ 年西南师范学院

图博科取消ꎻ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教育部下达文

件ꎬ决定将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自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度入学新生起改为图书馆学系ꎬ学制四年ꎬ原
三年制学生仍为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２６] ꎬ武大

图书馆学专修科也于同期改为图书馆学系ꎬ招
收四年制本科生ꎮ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由“向美

学习”变为“以俄为师”ꎬ苏联专家雷达娅等人来

华ꎬ指导中国图书馆学教育ꎬ对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任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进行

指导[２７] ꎮ 此后ꎬ图书馆学教育目标、教学内容也

基本稳定ꎬ直至 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ꎮ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这段时期可看作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转型期ꎮ
转型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包括:

①由变趋稳ꎮ 在转型期ꎬ“变”是基本主调之一ꎬ
学制、教材、指导思想等一直处于不停的变革探

索之中ꎬ上文提及的北大图书馆学教育学制从

本科到两年制专科ꎬ再到三年制专科ꎬ再到本

科ꎬ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时期“变”的特点ꎮ 而受

“拔白旗”“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影响ꎬ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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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遭遇了不少波折ꎬ这也是转型期不可避

免的“困难和痛苦” [２８] ꎬ好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学

教育整体还是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ꎮ ②党和政

府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领导得到加强ꎮ 受苏联

模式影响ꎬ“统一领导、集中管理”成为这一时期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特点之一ꎬ具体而言

就是统一教学目标、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ꎬ
而这一模式影响深远ꎮ ③图书馆学教育目标首

要考虑的是思想性、阶级性ꎮ 受时局影响ꎬ这一

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ꎬ首要强调的是思想性、阶
级性ꎬ培养学生首要具备的是“马列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ꎬ强调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 “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生产服务、 为工农兵服

务” [２９] ꎬ强调图书馆教育要“配合共产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 [３０] ꎮ ④由大型公共图书馆承担的

短期培训教育逐渐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形

式之一ꎮ 这一时期ꎬ图书馆学高等教育由北大、
武大承担(东北师大、中国科技大学、河北文化

艺术学校等校虽也成立了图书馆学专业ꎬ但时

间较短ꎬ很快就停办)ꎬ但是面对图书馆专业人

才的匮乏ꎬ不少大型公共图书馆开始举行短期

的图书馆人才培训ꎬ如 １９５７ 年由中央文化部、南
京图书馆、江苏省文化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

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江苏省文化局

与南京图书馆等单位主办的“江苏省学校图书

馆工作人员训练班”、１９５８ 年北京图书馆开办干

部进修学校等ꎬ此外各地还举办了一些图书馆

业余大学、图书馆学函授班等ꎬ这些短期的图书

馆学专业教育ꎬ对于这一时期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的培养ꎬ产生了重要的作用ꎮ ⑤图书馆学研

究生教育“昙花一现”ꎮ １９６４ 年北京大学招收图

书馆学研究生ꎬ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

的开端ꎬ不过因为“文革”影响ꎬ中国第一批图书

馆学研究生ꎬ并未毕业ꎮ

３ ４　 停滞期(１９６６ 年 ５ 月—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ꎬ“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ꎬ其影

响逐渐波及中国各条战线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也因“文革”的爆发一度中断ꎮ “文革”期间ꎬ学

校停课、教学设备受到破坏ꎬ图书馆学教师接受

劳动改造ꎬ有些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还遭受严

重的冲击ꎮ
１９７０ 年ꎬ中国大学开始恢复招生ꎬ采用推荐

的方式ꎬ学制两到三年ꎬ这批学生统称为“工农

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ꎮ １９７２ 年ꎬ武汉大学、
北京大学采用“系馆合作”的方式ꎬ开始招收工

农兵学员ꎬ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图书馆学教育ꎬ不
过受极左思潮影响ꎬ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

还存在很大问题ꎬ虽然招收了一部分工农兵学

员ꎬ但教学秩序时常被打乱ꎬ教学质量得不到保

证[１２] ꎮ 这一现状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

后才得以改变ꎮ 虽然招收工农兵学员让图书馆

学教学活动得到恢复ꎬ并且解放了一批教师[３１] ꎬ
为恢复高考以后的正常教学活动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ꎬ但总体而言ꎬ这一阶段的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与 １９６６ 年相比ꎬ并没有显著进步ꎬ基本还是处

于停滞状态ꎮ

３ ５　 恢复发展期(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随着“四人帮”被粉碎ꎬ包括

图书馆事业在内的中国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

正ꎮ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ꎬ教育部召开会议ꎬ决定恢复高

考ꎬ同年冬天数百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ꎬ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也迎来了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批

学生ꎮ 从 １９７７ 年到 １９９２ 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迎来了全面恢复发展时期ꎮ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

学教育呈现出如下特点ꎮ ①图书馆学院校快速

增加ꎮ １９７７ 年以后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打破了

“南北双雄”的局面ꎬ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高

校纷纷设置图书馆学专业ꎬ图书馆学办学点犹

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个省份兴起ꎬ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迎来了自创办以来最为繁荣的一个时

期ꎮ ②多层次教育体系逐步确定ꎮ １９７７ 年南京

大学图书馆率先在全国招收目录学方向的研究

生(学位后由武汉大学授予)ꎬ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ꎬ武
汉大学、北京大学正式获得了国家教委授予的

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ꎬ图书馆学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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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开始发展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ꎬ经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ꎬ北大、武大获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

位授予权ꎬ这更是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一件大

事ꎬ自此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完整的本科、
硕士、博士教育体系ꎮ 除高等教育外ꎬ不少中等

院校也设置图书馆学专业ꎬ除了学校教育之外ꎬ
函授、自学考试等形式与学校教育共同形成了

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ꎮ ③探索自由发展

道路ꎮ 图书馆学教育领域开始解放思想ꎬ突破

极左桎梏ꎮ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ꎬ１９７７ 年图书馆

学教育恢复之初ꎬ仍采用统编教材、统一教学目

标、统一教学纲要的方式ꎬ但是随着图书馆学教

学点的增加ꎬ统编教材并不能完全适应各个学

校的发展需求ꎬ于是各学校开始探索自编教材ꎬ
以图书馆学基础概论这一课程为例ꎬ１９８０ 年代

就出现了«图书馆学基础» (北大、武大合编ꎬ
１９８１)、«图书馆学概论» (吴慰慈、邵巍ꎬ１９８５)、
«图书馆学概论» (桑健ꎬ１９８５)、«理论图书馆学

教程» (倪波、荀昌荣ꎬ１９８６)、«图书馆学导论»
(黄宗忠ꎬ１９８８)、«图书馆学原理» (宓浩ꎬ１９８８)
等教材ꎬ各地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探索具有自身

特色的独特发展道路ꎮ ④探索新的学科教育增

长点ꎮ 这一时期ꎬ不少图书馆学院系开始探索

新的学科教育增长点ꎬ以图书馆学专业为基础ꎬ
开设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ꎮ ⑤与

西方世界的交流再度恢复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

步推进ꎬ图书馆学教育的关注点再次转向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ꎬ不少欧美图书馆学学者

被邀请来华访问ꎬ不少研究论著也被引介至国

内ꎬ图书馆学师生主要留学国家再度转向欧美ꎮ

３ ６　 突破变革期(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在全国科技情报大会上ꎬ当

时的国家科委将使用多年的“科技情报” 改为

“科技信息”ꎬ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旋即改名为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ꎮ 不久ꎬ北京大学图书情

报学系率先改名为信息管理系ꎬ一时间ꎬ全国各

大学图书馆学院系纷纷开始改名ꎬ或改成信息

管理系ꎬ或改成信息资源管理系ꎮ 北大引领的

这场“改名运动”实则反映了图书馆学教育与研

究的变革ꎮ ２００３ 年ꎬ美国 ７ 所图书情报学院院

长齐聚北卡罗来纳大学ꎬ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ꎬ组成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ꎬ强调信息(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与人( ｐｅｏｐｌｅ) 之间

的联系ꎬ一时间北美图书情报学院纷纷加入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ꎬ不少学院也开始“去图书馆化”ꎬ这
不仅对于北美ꎬ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也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ꎮ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变

革ꎬ试图寻求突破ꎮ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包括以下方

面ꎮ ①高等学校教育逐渐成为主流ꎬ中等学校、
函授、成人教育等教育形式逐渐减少并消失ꎮ
高等教育中ꎬ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稳中有降ꎬ研究

生教育快速发展ꎮ 关于图书馆学本科教育ꎬ虽
然近年来有贵州民族大学等院校新增了图书馆

学本科专业ꎬ但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总体

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ꎬ据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的统

计数据ꎬ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点约为 ２３ 个[３２] ꎬ而
近年来图书馆学本科招生愈发困难ꎬ很多院校

虽然设有图书馆学专业本科ꎬ但是学生人数非

常少ꎬ某些年份还会出现断招的现象ꎬ近年来关

于取消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声音也是层出不

穷ꎮ 与此相对应ꎬ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则快速

发展ꎬ２００４ 年ꎬ图书馆学研究生学位点首次超过

本科生ꎬ之后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ꎬ不
少学校也将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ꎮ ２００９ 年ꎬ图
书情报专业硕士制度的施行ꎬ更是推动了图书

馆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ꎮ ②图书馆学教育的培

养目标开始由图书馆职业向更为宽广的信息管

理职业突破ꎬ不少高校也将图书馆学专业培养

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现代信息管理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ꎮ 为适应这一目标ꎬ图书馆学教育开始

大力改革ꎬ以课程名称为例ꎬ“分类法主题法”改

为“信息组织”ꎬ“文献编目”改为“信息描述”ꎬ
“参考咨询”改为“信息咨询”ꎬ“馆藏建设” “文

献资源建设”课程改为“信息资源建设”等ꎬ但是

对于图书馆学核心知识的探索却并未与之同步

发展ꎬ图书馆学一些所谓的核心课程ꎬ略显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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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ꎮ ③学科群快速发展壮大ꎬ但图书馆学却开

始萎缩ꎮ １９９３ 年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分别从历史

学、理学两个门类中抽出组成一级学科ꎬ１９９４ 年

国家社科基金也设立单独的“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门类ꎬ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群整体在这一

时期取得了发展壮大ꎬ然而图书馆学本身却开

始出现萎缩的迹象ꎮ ④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

职业之间的隔膜逐渐增加[３３]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ꎬ中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快

速的发展ꎬ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ꎬ但吊诡的

是ꎬ很多图书馆不愿意招录图书馆学专业的学

生ꎬ而另一方面是图书馆学学生(特别是本科

生)也不愿意去图书馆就业ꎬ图书馆学教育与图

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鸿沟愈演愈烈ꎬ如何弥补

这一鸿沟ꎬ也成为当下图书馆学教育需要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⑤ 图书馆学教育规范化程度

提高ꎮ ２００２ 年ꎬ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

专业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ꎬ教指委的主要工作

是聘请有关专家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咨询、指
导、评估、服务等ꎬ图书馆学教指委成立后ꎬ定期

组织会议就图书馆学教育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

讨ꎮ ⑥以行业协会领导的短期培训教育发展繁

荣ꎮ 新世纪以来ꎬ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

委员会等行业组织牵头的针对图书馆员的短期

培训教育ꎬ成为高等教育之外的重要补充ꎬ对于

提升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图书馆从业人员的

专业能力效果显著ꎮ

４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演进路径

上文曾论及ꎬ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的分

期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ꎬ同时也为

了从这段历史中总结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规律ꎬ从上文来看ꎬ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

史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ꎮ
(１)学校教育专业化、规范化不断提升ꎮ 学

校教育已经发展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形

式ꎬ从近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史来看ꎬ学校教

育的专业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ꎬ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的图书馆学ꎬ要在高等院校生存发展ꎬ要
与其他学科对话ꎬ不得不提升其专业化、规范化

程度ꎬ而专业化、规范化程度的提升又能反哺图

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ꎬ但学校教育专业

化程度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图书馆学

界与业界的鸿沟ꎮ
(２)学校教育由单层次向多层次再向高层

次演进ꎮ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诞生之初主要为高

等学校教育ꎬ此后逐渐发展形成了包括函授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ꎻ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等教育、函授教育逐

渐取消ꎬ高等教育再度成为图书馆学学校教育

的主要形式ꎻ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高等教育中本科教育

逐渐萎缩ꎬ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ꎬ图书馆学学校

教育向高层次演进ꎮ
(３)培训教育始终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

形式ꎮ 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诞生之初到当下ꎬ
短期培训教育从未间断ꎬ这始终是图书馆学教

育的重要形式ꎮ 行业协会主导的培训教育如何

与高等学校主导的学校教育有效配合是图书馆

学教育需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ꎮ
(４)图书馆学教育“盲点效应” 愈演愈烈ꎮ

图书馆学教育自诞生以来对于技术的关注度就

远甚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ꎬ其核心价值一直遵

循为用户搜集、保存、组织、提供“有用的知识”
(ｕｓｅｆｕ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一原则ꎬ对于何谓“有用的

知识”暂且不论ꎬ但是这一使命贯穿了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百年的历史ꎬ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
息资源建设等课程至今仍然是各图书馆学院校

课程的核心内容ꎬ培养目标也是强调“对于信息

的管理”ꎮ 但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信息

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ꎬ用户无需借助图书

馆便可快速获得其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识”ꎬ图
书馆学教育开始出现问题并受到质疑ꎮ 美国著

名图书馆史专家维冈( Ｗａｙｎｅ Ａ Ｗｉｅｇａｎｄ) ２０１５
年出版了«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人民的公共图书

馆史»(Ｐａｒｔ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ｖｅｓ: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一书ꎬ书中维冈采用“用

户生活中的图书馆(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ｕｓｅ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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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欢: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研究
ＸＩＥ Ｈ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ꎬ２０２０

视角ꎬ对百年来美国公共图书馆用户撰写的与

图书馆有关的论著进行了分析ꎬ总结了美国人

民热爱公共图书馆的三个理由:获取有用的知

识、阅读、图书馆空间ꎬ相较于获取有用的知识ꎬ
阅读和图书馆空间对于用户的吸引力更大[３４] ꎮ
为此ꎬ维冈也专门审视了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ꎬ
发现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一直以来只重视对于如

何获取有用知识的研究ꎬ对于阅读、图书馆空间

则缺乏足够的关注ꎬ维冈认为这是造成美国图书

馆学教育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３５] ꎮ 维冈的研究

似乎也可以解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存在的盲点

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ꎬ虽然近年来阅读推广是

图书馆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ꎬ但是这一热点并

未很好地体现在图书馆学教育之中ꎬ如何解决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目前存在的盲点ꎬ维冈的研

究似乎可以参考ꎮ

５　 结语

历史分期ꎬ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解释

框架或历史认知模型ꎬ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之

分ꎬ只有可取与不可取、合理与不合理之别ꎮ 本

文尝试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进行分期ꎬ其目

的在于更好地理解过去、总结经验ꎬ更从容地面

向未来ꎮ 图书馆学本质是“人学”ꎬ图书馆学如

何找回自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ꎬ是亟需解决

的一个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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