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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图书馆使命与未来图书馆学教育之思考

苏新宁

摘　 要　 未来图书馆将会发展成为一种网络运行的数字化、虚拟化、可移动、智慧服务的新形态,其资源全面融

合、无缝链接;图书馆的职能也不仅仅是进行文献服务,将会扩展到服务于国家战略。 图书馆的五大重要使命包

括:辅助科技创新,提升全民文化素质,传承历史文化,推动科学普及,引领学科发展。 未来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

培养,必须掌握新资源环境下图书馆学理论、技术与方法,注重图书馆资源建构与组织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科馆员

使命感和能力的培育,提高大数据环境下资源获取能力和分析能力,把在图书馆实习当作必修课程。 参考文

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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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ning

ABSTRACT
The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mand
 

are
 

important
 

forces
 

for
 

the
 

growth
 

of
 

the
 

library.
 

The
 

future
 

library
 

will
 

have
 

important
 

changes
 

in
 

resourc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form 
 

service
 

ability 
 

librarian
 

positioning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forces.
 

The
 

future
 

library
 

needs
 

to
 

shoulder
 

the
 

new
 

mission
 

and
 

play
 

the
 

irreplaceable
 

role
 

in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strategy 
 

inheritance
 

of
 

cultur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leading
 

disciplines.
 

New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library
 

profession
 

to
 

undertake
 

such
 

a
 

mission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be
 

reorganized
 

by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to
 

meet
 

the
 

new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a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alents
 

are
 

constantly
 

improve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mission
 

of
 

librar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edu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fu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uture
 

library 
 

the
 

mission
 

of
 

library
 

and
 

the
 

edu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

 

library
 

will
 

develop
 

into
 

a
 

new
 

form
 

of
 

digital 
 

virtual 
 

mobile
 

and
 

intelligent
 

service
 

with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and
 

seamless
 

connec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The
 

ability
 

of
 

the
 

library
 

is
 

not
 

only
 

to
 

provide
 

literature
 

service 
 

but
 

also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e
 

scope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sources 
 

thematic
 

network
 

resources
 

and
 

user
 

experience
 

resources
 

will
 

be
 

unified
 

in
 

the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sol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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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problems
 

of
 

users
 

by
 

making
 

semantic
 

correlation
 

and
 

disclosure 
 

it
 

will
 

mainly
 

be
 

reflected
 

in
 

the
 

digitalization
 

of
 

resources 
 

the
 

virtualization
 

of
 

forms
 

and
 

the
 

mobility
 

of
 

use
 

in
 

the
 

form
 

of
 

library 
 

the
 

literature
 

service
 

is
 

upgraded
 

to
 

the
 

wisdom
 

service 
 

the
 

limi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whole
 

people
 

will
 

be
 

broken
 

through
 

the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ervice
 

will
 

be
 

expanded 
 

the
 

librarian
 

who
 

has
 

both
 

subject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will
 

be
 

positioned
 

as
 

the
 

know
 

it
 

all 
 

of
 

subject
 

developmen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ultural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people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the
 

promotion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re
 

five
 

important
 

missions
 

of
 

the
 

library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the
 

library
 

in
 

the
 

future
 

should
 

perform
 

the
 

unique
 

func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highlight
 

the
 

social
 

status
 

advantage
 

i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rea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 
 

show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give
 

full
 

play
 

to
 

resources
 

and
 

platform
 

in
 

carrying
 

ou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librarians
 

in
 

subject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which
 

help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s.
The

 

cultiv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professionals
 

in
 

the
 

future
 

must
 

master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library
 

science
 

under
 

the
 

new
 

resource
 

environm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
 

ability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librarianssenses
 

of
 

mission
 

and
 

abilit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under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and
 

take
 

the
 

practice
 

in
 

the
 

library
 

as
 

a
 

required
 

course.
In

 

a
 

word 
 

library 
 

library
 

profession
 

and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must
 

go
 

hand
 

in
 

hand
 

with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aspects
 

should
 

be
 

positioned
 

in
 

facing
 

the
 

public 
 

facing
 

the
 

profession 
 

facing
 

the
 

decision-making
 

and
 

helping
 

the
 

country
 

strategy.
 

This
 

is
 

the
 

new
 

mission
 

given
 

to
 

library
 

by
 

history.
 

Therefore 
 

librarians
 

must
 

remain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keep
 

thei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nd
 

sheer
 

endeavor. 26
 

refs.
KEY

 

WORDS
 

Library
 

development. 　 Library
 

missi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Librarian.

0　 引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一版( 1993 年) 对图

书馆的定义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

读者提供利用的文化教育机构[1] 。 随着社会发

展对图书馆提出新的需求以及图书馆本身职能

的变化,2009 年的大百科全书对图书馆的定义

将“文献资料”扩大到“文献资料和其他信息资

源” [2]369 。 可以看出,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

和人类需求的增加,图书馆的功能也在不断扩

大。 图书馆已经历了藏书楼和公共图书馆、传
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等形态。 未来的图书馆

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这是目前图书馆(学)
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了解这一点,对于新时代

完成图书馆的使命、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以
及理清思路、把握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图书馆的最早雏形是古代的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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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庙藏书、书院藏书

等多种形式,不论哪种形式,古代藏书楼都突出

表现出收藏性(以收藏和保存文化遗产为主)和

封闭性(只供极少数人查阅,不被广泛利用) [3] 。
因此,藏书楼的最大价值和作用主要在于对历

史文化的保存与传承。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

进步,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

后,17 世纪西方国家出现了公共图书馆,开始向

公众开放[4] 。 西学东渐促进了我国公共图书馆

的建立,20 世纪初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

馆建成,并开始面向公众开放服务。 到了 21 世

纪,随着网络的普及、技术的发展,传统图书馆

又向数字图书馆迈进,数字图书馆是对传统图

书馆的变革,不仅拓展了图书馆的功能,还增强

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图书馆在其发展变化中,所肩负的使命也

在不断拓展。 由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

要,图书馆的使命必然要顺应这一需要而进行

改变。 古代藏书楼的价值与使命主要集中在文

献的保存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方面。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图联( IFLA)联合发布

的《公共图书馆宣言》 [5] ,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应

当承担的 12 条任务,柯平教授将其归纳为图书

馆三大使命,即教育使命、文化使命和信息使

命[6] 。 于良芝教授汇集了国外关于公共图书馆

研究的文献,总结了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为教育、
信息服务、文化传播、促进社会和谐、培育信息

素养、培养阅读兴趣、扫盲等 7 个方面[7] 。 程焕

文教授从图书馆的资源价值、社会价值的角度

论述了图书馆的使命是将其建设成为知识中

心、文化中心和学习中心[8] 。 童心参照中国早

期图书馆人的愿景,归纳了公共图书馆的三大

核心使命:教育使命、信息保障使命、阅读推广

使命[9] 。 图书馆使命决定了图书馆建设的目标

和图书馆学教育的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

未来图书馆所肩负的使命,才能确保图书馆事

业、图书馆学教育顺利开展并发扬光大。
图书馆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产物,但作为

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在中国只有百年的历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在 1993 年出版的第一版中

尚未记录图书馆学这一概念,直到 2009 年出版

的第二版才有了对图书馆学的定义,即“研究图

书馆事业的起源、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规

律的科学,产生于图书馆实践,是一门动态发展

的学科” [2]
 

372 。 可见,图书馆在不断发展,图书

馆学在追随并引领这一发展过程而不断完善,
图书馆学教育也在不断做出改变。 因此,未来

图书馆学教育必须顺应时代变化,满足社会对

图书馆的需求,牢记图书馆肩负的历史使命,弘
扬图书馆学精神,确保图书馆学教育在社会经

济文化的发展中不可或缺,在国家战略的实施

中发挥重要作用。

1　 未来的图书馆

著名图书馆学家黄宗忠教授早在 20 多年前

就论述了 21 世纪的图书馆[10] 。 他认为,21 世

纪的图书馆将在技术的驱动下和网络互联能力

的支持下发生根本变革,并预测数字图书馆、虚
拟图书馆将会到来,今天这些预言已逐步和即将

变成现实。 不可否认,今天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远

远超出黄宗忠教授的预言,也正如黄宗忠教授在

该文的开言中提到的,我们很难准确地预测未来

100 年的图书馆发展,但预测十到二十年或再长

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明确图书馆未来的

发展方向、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兴盛、促使图书馆

员更好地履行职责,探讨图书馆的未来发展也是

我们的使命。

1. 1　 未来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全面融合、无
缝链接

　 　 古代藏书楼只收藏图书;近代以来报刊出版

普及,公共图书馆建立后开始同时收藏图书与报

刊;随着文献类型的增多,今天的图书馆收藏的

已不仅仅是图书和报刊,还包括学位论文、会议

资料、科技报告、标准等文献,许多图书馆还收藏

与本机构相关的特色资源(机构知识库)。 未来

图书馆的形态在变化、职能在扩充、能力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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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丰富全民文化活动、知识学习中,
在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
图书馆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书馆的资源应当能与社会需要相匹配。
正如国际图联(IFLA)在 2019 年的趋势报告的开

篇指出的,“我们的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

定性和复杂性,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信息和提供

这些信息访问通道的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 [11] 由此可见,未来图书馆的资源建

设必须要满足社会发展的变化和不断增长的需

求。 因此,未来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需要突破传

统图书馆资源的范围,不仅要做好图书、报刊等

传统的十大文献资源的收藏,还需要将社会关

注的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网络热点

信息等收录其中;同时融合政府开放数据、公共

信息资源、开放科学数据等,形成广泛覆盖、深
度融合、无缝链接的信息资源网络。

为了满足用户对图书馆日益增长的知识服

务的需求,图书馆的资源加工要进行数字化或数

字资源的整合与架构,这种整合与架构不仅仅是

将其聚集在一起,而是要在资源之间建立语义关

系,并能够利用这种具有语义关系的资源直接解

决实际问题,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另一方

面,由于未来图书馆的服务大多是图书馆网络平

台提供的自助式资源服务,用户在图书馆使用中

会积累许多宝贵的数据和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人

会有很多帮助,图书馆应当将其采集,并作为资

源提供给用户。

1. 2　 未来图书馆的形态———数字化、虚拟化、
可移动、智慧服务

　 　 未来的图书馆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 在图

书馆界有许多讨论,最引起争议的是“图书馆消

亡论”。 美国图书情报学家 F. W. 兰开斯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指出,“下一个二十年,现在的图

书馆可能完全消失” [12] 。 对于这一观点,有支

持的[13] ,有质疑的[14] ,也有理性思考的[15] 。 仔

细阅读兰开斯特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

馆员》一书后,我理解兰开斯特先生的“图书馆

消失论”并不是说图书馆完全不存在,而是预言

现在的纸质的传统实体图书馆将会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虚拟式、数字化、智慧型的新型图

书馆,图书馆的功能将会大大增加。 所以我们

不应指责兰开斯特先生,而应当感谢他为图书

馆界预言了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并提醒我

们更多考虑未来新型图书馆将如何建立和

发展。
早期人们想象的未来图书馆是虚拟图书

馆,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图书馆

模式。 黄宗忠教授认为,21 世纪的图书馆是虚

拟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的融合[16] ,可以认为,目
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已经实

现了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并行服务。 可

以预测,未来图书馆的主流将会是数字化的,图
书馆的一切变化将在数字化这一形态下发展。
同样,数字图书馆也将借助技术的发展取得革

命性的变化,如张晓林教授在《颠覆数字图书馆

的大趋势》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现有的数字图

书馆许多技术将被新的技术取代和颠覆,如数

字学术出版、科学数据与语义出版,用户的需求

和利用目的的提升,服务联盟、外包、众包等服

务模式,都将彻底改变现有数字图书馆模式[17] 。
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利用、开发、融合这些技

术,才能有效驾驭未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为数字图书馆的诞生提

供了载体,通信技术特别是移动通信技术的进

步,促进了图书馆移动服务的诞生,未来图书馆

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实现移动服务的移动

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是建立在数字图书馆基础

之上的,能够支持用户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笔记

本、移动电视等通信设备访问图书馆,保证用户不

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方便灵活地使用图书馆资源。
目前已有许多高校图书馆开通了移动服务[18] 。

未来图书馆的服务将会突破文献服务这一

框架,全面实现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 因此,许
多专家也称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的新模

式[19] 。 智慧图书馆是指将智能技术运用于数字

图书馆中,并在网络平台上得以运行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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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智慧图书馆能够实现文献间、知识间的

关联性,采用智能技术将图书馆中的知识点、孤
立的文献、相关人员(读者、专家、图书馆员)通

过语义关系联接起来,在网络和移动通信技术

的支撑下,保证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图书馆

的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
可以预见,未来图书馆不论是在资源上(数

字化)、形式上(虚拟化)、使用上(可移动)、服
务上(智慧型)都将发生彻底的变革,图书馆管

理者应积极应对,做好发展和战略规划,早日建

成未来新型的图书馆。

1. 3　 未来图书馆的能力———助力强国战略,提
升民众素养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图书馆的能力,主要注

重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也有学者认为知识组织

是图书馆的核心能力[20] ,但知识组织的作用最

终还是归结到服务。 未来图书馆的能力需要从

服务于个体上升到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一高度,
要在科技、文化、教育等国家战略中体现图书馆

的独特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解放文化生产力,创造影响世界的文化作品,
全面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

机构的图书馆,对推进科学文化普及和提高全民

文化素养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图书馆必须加强

在促进全民阅读、丰富全民文化娱乐活动、组织

历史文化讲座、收集保存中华文化遗产等方面的

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深入人心,在我国的文

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强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一部分,其核心就是促进科技创新与发

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图书馆欲在这一战略中

发挥作用,必须在科技创新、学术研究活动中提

升服务能力,加强对最新科学技术前沿研究成果

的文献信息采集与提供能力,提高对科技发展状

况和发展趋势的分析能力,为科技创新提供文献

资源保障,就像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情报工作为

国家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文献保

障工作那样[21] 。 除此以外,为实现科技强国,民
众的科学素养不可忽略,图书馆要担负起全民科

学普及的重任,积极推动科普讲座,制作科普教

育资料,为创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总之,未来图书馆的能力不仅仅体现在为

全民大众提供文献和信息服务上,还将在国家

战略实施中发挥作用,使图书馆成为国家战略

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1. 4　 未来图书馆员的定位———兼具学科知识

和业务技能

　 　 时代在进步,图书馆在发展,图书馆的生存

环境变了,图书馆的任务拓展了,工作重点也将

发生转移。 为适应这种变化和转移,图书馆的综

合能力需要提升,图书馆员的能力更需要加强,
以确保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未来新型图书馆的

建设中和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发挥自己应有的

作用。
未来图书馆将是一个以数字资源为主的虚

拟图书馆,图书馆之间通过网络相连,实现资源

共享。 更为重要的是,各图书馆自建或购买了

众多主题的数据资源库,可利用最新的平台技

术和通信技术将它们整合起来,服务各地的图

书馆用户,提升全国图书馆行业的服务水平。
这就要求图书馆员能够全面了解各类数据库,
了解公共信息资源,能够为用户快速准确地推

送所需信息资源,成为引路专家。 因此,未来图

书馆员应当是一个知晓各类资源、熟练使用各

类资源系统的百事通。
未来学科馆员的定位,应当是能够引导或

参与引导学科发展,为学科发展规划起智囊作

用。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职责和作

用主要是为各学科专业与图书馆之间担任联络

员或联系人,并积极地、有针对性地为所负责学

科专业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但未来图书馆的学

科馆员仅仅做到这点显然是不够的。 未来学科

馆员应当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由各学科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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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甚至博士担任;同时还应具备图书馆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对本学科

的热点、发展趋势进行跟踪与预测,能够参与学

科发展规划和方向的制定。
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在未来图书馆的环境

下,在智慧图书馆的形态下,基本能够在一个图

书馆服务平台上得以实现,图书馆员再也不用在

借书还书、整书排架、分类编目上花费太多的精

力与时间,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处理与服务也使图

书馆员免去了大量繁琐和简单重复的工作,目前

图书馆资源采集加工处理中的许多工作可由数

字图书馆系统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 那么,
未来图书馆员究竟做什么? 应该如何做? 这是

每位图书馆员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如前所述,未
来图书馆要能够引领学科发展、促进科技创新、服
务国家战略。 因此,每位图书馆员需要具有数据分

析能力,能够掌握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和相关

软件,让自己成为数据分析家,并服务于学科发展

与科学技术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

2　 未来图书馆的使命

新的时代图书馆应当要有新的作为,新的

环境下图书馆要能迅速做出正确转型,国家战

略需要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必须重新定位。 我们

应当认识到,新时代对图书馆提出了新要求,在
新的要求下图书馆应该肩负新的使命。 本文在

引言中总结了我国学者对国内外图书馆的使命

论证,但这些总结显然还比较宏观和抽象,下文

将从新时代的特色和社会对图书馆的期待等角

度,来阐述未来图书馆的重要使命。

2. 1　 充当科学研究帮手,辅助科技创新

科学研究需要准确及时的科学文献资料,
科技创新期待图书馆能够给予所需要的知识服

务和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 做科学研究的帮

手,支撑科学技术创新,这是新时代图书馆的使

命之一。 科技创新主要指科学技术人员在科技

活动中的思维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引

领科学技术发展的管理创新等,这些创新需要

对相关领域的现有技术、方法体系、研究状况与

水平等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就需要获得相关的

科学技术文献,以及对相关研究进展和发展趋

势的分析和综述等,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图书

馆来帮助完成,这也是图书馆员所擅长的。 这

样可以节省科技研发人员的时间,确保科技创

新有针对性,并准确把握前沿领域。

2. 2　 提升全民文化素质,进阶文化强国

文化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力

量,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22] 。 所以,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文化。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仅是发展我

国文化产业、创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
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等,还有一个非常基本的

方面,即广大民众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

水准。 图书馆应当把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作为自

己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也是图书馆应尽的使命。
为完成这一使命,图书馆需进一步做好阅读推

广工作,让每一个人热爱读书、自觉读书,使每

一位公民能够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坚定

的文化自信,拥有与文化强国相匹配的道德水

平。 同时,图书馆应帮助民众学会选择社会主

义优秀文化,摒弃糟粕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战略中实现自我价值。
 

2. 3　 加强古籍保护,传承历史文化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如何保存好历史文化遗

产,防止文化记忆的遗失,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是图书馆的使命所在。 许多图书馆都保

存有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古籍),这些古

籍对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极大的价值。 因此,
图书馆首先要普查古籍,了解我国图书馆现存古

籍状况;其次,要保护古籍,利用先进技术修补和

复原古籍,改善古籍存放环境,避免经岁月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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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籍和已损坏的古籍在使用中再度受损;要通

过缩微胶卷、数字化、整理出版等,进行再生性保

护;最后,要让古籍“活”起来,充分利用古籍宣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

2. 4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推动科学普及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

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

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23] 提高民众的科学素质,
对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烘托创新氛围、加速科

技强国建设,都具有普遍的效应。 图书馆具有丰

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拥有便利的网络服务平台,
周围集聚大量的科学家群体。 如何利用这些资

源开展科普活动,是图书馆在国家科技兴国战略

中应当完成的重要工作,也是图书馆的神圣使命。
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一使命,图书馆应当做到:在阅

读推广活动中,把科普阅读和文化阅读放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经常性、系列性地组织专家在图书馆开

展科普讲座,并制作科普视频和科普讲座视频,以
此激发大众普及科学、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的热情,
为科技兴国、科技强国做出应有贡献。

2. 5　 助力教学科研活动,引领学科发展

图书馆的类型很多,主要有三大类:公共图

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 助力教学

科研活动和引领学科发展的图书馆主要是后两

类。 长期以来,图书馆把支持教学科研的重点

放在服务上,但缺少引领学科发展的勇气。 新

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员中许多人具备各学科专

业知识,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完全可以结

合学科专业知识和图书馆专业技能,利用掌握

的文献资源优势,参与学科建设规划、科研发展

的趋势分析等工作,从而完成引领学科发展的

任务。 新时代的图书馆必须将助力教学科研活

动和引领学科发展作为新的使命。 因此,图书

馆一定要加强学科馆员的培养,特别注意吸引

各专业的博士、硕士到图书馆担任学科馆员,同
时培养他们掌握图书馆学的知识和技能,让他

们有机会参与到各学科建设规划之中,助力各

专业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发展。

图书馆必须与时代同行,必须面向公众、面
向专业、面向决策,助力国家发展战略实施,这是

历史赋予图书馆的新的使命。 新的时代图书馆

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新的使命激励图

书馆人焕发出勃勃生机。 坚守初心、牢记使命,
任重道远、砥砺奋进,将成为图书馆人的座右铭。

3　 未来的图书馆学教育

时代在发展,图书馆在发展,图书馆学在发

展,图书馆学教育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背景和发

展趋势。 环境在变化,技术在进步,国家战略在

推进,图书馆学教育必须勇敢迎接这一挑战。
新的时代,图书馆所肩负的新使命对图书馆学

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勾画未来图书馆学

教育时,我们必须坚守阵地,把握未来,坚持图

书馆学教育面向图书馆发展,面向学科发展,面
向社会需求,面向国家战略,同时考虑到未来图

书馆对图书馆员的要求,以前瞻性的眼光设计

规划未来图书馆学教育。 2019 年 4 月,中国图

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发出了《新时代图书馆学

教育行动倡议书》,提出了面对新业态环境、新
职业环境、新学科环境等必须优化图书馆学的

人才培养模式等 7 条行动倡议[24] 。 这一倡议为

我们重新规划图书馆学教育指明了方向。 为保

证图书馆学毕业生能够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我
们必须以前瞻性思维重新规划图书馆学的培养

方案,重新设置专业课程。

3. 1　 掌握新资源环境下图书馆学理论、技术与

方法

　 　 如引言所述,图书馆学是探讨图书馆事业的

起源、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规律的科学。
因此,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技术和方法主要是

建立在图书或文献基础之上的。 由于未来图书

馆运行在新的资源(非纸质文献)、新的场景(网

络)、新的技术(智能技术等)环境下,传统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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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定义、所涉及的文献传播原理、文献的获取

与组织方法、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理念等,都将

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关于图书馆的理论、技术和

方法的教学中,应当注重网络环境下和大数据环

境下的资源采集、处理、检索、服务与评价等相关

理论、技术与方法的课程,强调新环境下的文献

(信息)流动原理的传授,确保学生能够对新时代

图书馆学相关理论、技术与方法全面掌握。

3. 2　 图书馆资源建构与组织能力的培养

如前文所述,未来图书馆的资源突破了传统

图书馆资源的概念,资源形态也不仅仅是文字文

献信息,还会包括大量图像信息和音视频信息,
这就要求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能够了解图书馆

的资源架构,学会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图书馆资

源、整合图书馆资源、关联图书馆资源,以更好地

实现知识服务和智能服务。 因此,图书馆学的课

程应当包括图书馆资源建构与组织、文本的语义组

织方法、本体理论与技术等,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既

要了解未来图书馆资源的宏观架构,又要知晓甚至

能够进行资源内容的语义分析,以满足社会对图书

馆所期待的知识服务的要求。

3. 3　 学科馆员使命感和能力的培育

新时代、新需求赋予了学科馆员新的使命,
他们不应只充当图书馆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之间的联系人和桥梁,还应肩负起学科发展领

航人之责。 因此,在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中,应
阐述新时代图书馆所担当的新的使命,尤其强

调图书馆学科馆员在未来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中应当肩负起的新的重任,使未来的学科馆员

体会到一种神圣感、使命感,激发他们对未来职

业的憧憬。 除此以外,还应培养学生对学科研究

现状、热点和趋势发展的分析能力,以及捕获学

科新的增长点的能力。 在这方面,尤其要注重对

那些具有不同学科专业知识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进行引导和培养,引导他们将所掌握的学科专业

知识和图书馆的业务分析技能结合在一起,促使

他们成为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助力者。

3. 4　 资源获取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

长期以来,图书馆最强调的是为公众服务

和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 但未来图书馆的

服务平台将替代图书馆员的大量工作,随着图

书馆的能力增加和转型,图书馆员也需要培养

增强自身的能力。 这种能力可体现在如何将自

己的工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如何为用户提供知识

服务。 这就需要在图书馆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提
升学生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析能力,培训他

们对大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技能,增强他们的信

息传播、知识获取以及信息共享能力。 因此,在
课程设置中,不仅要有数据科学的理论课程,还
要有对各类网络资源介绍的课程,更要有对资源

检索、获取、筛选和分析类的课程,并安排实验课

程进行操作实习,确保学生对资源有全面的了

解,对数据的认识有理论上的提高,在实际业务

操作中具有熟练的动手能力。

3. 5　 加强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实习应为必修课

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

科,是研究图书馆工作规律的学科。 图书馆学

专业的学生应当对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有全面的

了解。 因此,在图书馆实习应作为图书馆学专

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每位学生应当在图书馆累

计实习三个月以上,并且在图书馆各部门轮岗,
保证学生对图书馆的工作有全面的了解。 实习

课程不是走马观花,必须进行实际工作,实习结

束后应当撰写实习报告和实习体会,确保图书馆

学专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迅速适应业务工作。

程焕文教授等人在《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发展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和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
课程体系未能适应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需

求。”
 [25] 吴建中馆长也在《图书馆教育的反思》一

文中指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发展

存在不同步的现象”
 [26] 。 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如

何发展? 许多学者都在呼吁坚守与拓展。 坚守

什么? 向哪里拓展? 图书馆学科必须要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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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坚守图书馆这一基石,同时面向社会对

图书馆的期待、国家战略对图书馆的需求进行拓

展,保证图书馆学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4　 结语

从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再从传统图书馆

到数字图书馆,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带来图书馆

的转型与飞跃。 未来图书馆如何发展,中国图

书馆事业如何高质量可持续前行,这是图书馆

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我们认为未来图书馆收藏

和服务的资源已不仅是传统的文献资源,未来

图书馆将会是一个网络上运行的数字化的虚拟

图书馆,图书馆的职能也不再是仅仅进行文献

服务,将会扩展到服务于国家战略。 新时代赋

予了图书馆新的使命,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未来

图书馆对图书馆员有着新的更高的要求。 图书

馆学教育必须满足图书馆的需要,重新定位图

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更新教学方案和

课程设置,使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相适应。 我们相信,这将是图书馆学学科迎

来的又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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