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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新理念
摘　要　随着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和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 ,以人为本的办馆思想逐步融于图

书馆建筑、信息服务、业务工作和人的管理工作之中 ,成为引领 21 世纪图书馆发展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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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演绎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 ,其最核

心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根本 ,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

以人为本追寻的是尊重人性、崇尚自然。这种思想

在古今中外的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早有体现。

著名的阮氏五项原则中的前四项 ,即“书是供使用

的”、“书是供所有人使用的”、“为每本书寻找它的读

者”、“节省读者的时间”都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

化。所以 ,图书馆要实现其自身价值 ,尊崇以人为本

的观念 ,就是要以读者至上 ,以“满足人的需求 ,实现

人的价值 ,追求人的发展 ,体现人文关怀”,最大限度

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随着人类步入

高度文明的信息化时代和图书馆现代化的纵深发

展 ,以人为本的思想已逐步融汇于图书馆的建筑、文

献信息服务、业务工作流程以及人的管理工作之中 ,

成为引领 21 世纪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新理念、新思维。

1 　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建筑思想
图书馆作为人类文化的知识宝库、人类文明的

神圣殿堂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综

合实力水平的标志 ,公共图书馆尤其如此。所以图

书馆建筑不仅以其强大存贮、传播文献信息的功能

而成为充满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而且在外部造

型和功能设计、结构布局上极大地体现以人为本的

建筑思想 ,构成了建筑、色彩、内部布局、家俱配置交

相辉映的勃勃生机和温馨如家的阅读环境。为本地

区精心打造人性与魅力飞扬的现代化的大众图书馆

应是建筑设计者和图书馆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111 　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

公共图书馆的最主要的职能之一是直接为广大

居民提供文献信息资料服务 ,交通便捷、通畅的地理

位置是建设图书馆的最佳地点。所以在建造图书馆

时 ,应考虑选址在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的枢纽位置。

要既能方便全地域居民直接来馆利用 ,又方便作为

全地区图书馆的中心馆 ,建立最佳的计算机网络中

心 ,以利于进行馆际协作 ,支持各级各类图书馆工作

的开展。如 :上海图书馆座落于上海市中心的淮海

路上 ,有 8 条线路的公交车和地铁通达该馆 ;新建的

深圳图书馆位于深圳未来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市民

广场。笔者曾访问过日本 ,看到日本的公共图书馆

也大都建在交通便利的位置。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

建在即将成为大阪府三大都心之一的东大阪荒本地

区 ,这里在不远的将来 ,将成为铁路、公路的交结点 ;

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设在大阪的市中心 ,是交通十

分便利的位置 ,最说明问题的一点是该馆的地下一

楼的进口与地铁站相毗邻 ,人们可以从地铁口一出

来、无须走上地面就直接进入图书馆。

112 　文化意蕴浓厚的建筑造型

图书馆建筑作为瑰丽的文化风景在建筑造型以

及外部形象上要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蕴和时代精神 ,

以高雅、新颖、亲切的格调 ,成为平易近人的“人间图

书馆”。如 :正在建设中的黑龙江省图书馆新馆建筑

造型运用几何形体调度组合、曲线与直线的交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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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生动的形态 ,配以现代的建筑材料 ———玻璃幕

墙 ,丰富的细部语言 ,创造出简洁、流畅、新颖、庄重

的新时代文化建筑形象 ,新馆的外形俯瞰 ,好似一只

邀游信息海洋的“文化方舟”。上海图书馆新馆建筑

的主楼由 5818 米和 10619 米两座塔型高层和 5 层裙

房组合而成 ,可谓宏伟、简洁、典雅 ,颇具理性。东西

两楼的多维台阶式块体形象 ,内含进行文化积淀需

要的坚实基础、攀登知识高峰贵在坚持不懈的深刻

寓意。置于正中和两侧的知识广场与智慧广场分别

象征着“知识的殿堂”和“智慧的禅床”。日本大阪府

立中央图书馆为体现其研究性和中心图书馆的特

征 ,外部用灰色的花岗岩突出了它平易近人印象 ,以

尺寸体系一直将横式、宏大的建筑物分化成凸凹、多

层的构图 ,减少了威严感 ,使其外部造型象一本本堆

砌起来的图书。既给人以稳重坚实的气魄和宏伟的

感觉 ,又蕴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体现了图书馆作为

知识广场、精神圣地的特殊意义 ,显示了行业特色和

时代精神的最佳结合 ;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在大厅

的天窗上装饰了大阪市的市徽 ,“象征着为求知的人

们打开未来求知世界的是无穷的书籍”。

113 　统一、明快的家具设计

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 ,馆内的内部装饰格

调要柔和 ,颜色浅淡 ,再配置上浅淡、协调或木纹基

调的家俱 ,低矮的组合沙发 ,令人产生轻松、明快的

统一感和温馨、舒适的家居感觉 ,为读者营造赏心悦

目、舒适怡人的阅读环境。如大阪市立、府立中央图

书馆都精心设计了与使用目地相对应、形状各异、带

有分类指导介绍性的桌椅。如为儿童读者设计的阅

览桌椅就矮于成人的 ,并且形状活泼 ,对儿童很有吸

引力。书架上的书标指引即有文字的 ,又有图形的 ,

很方便儿童读者。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配合内部装

饰的白色基调 ,设置的用布纳橡胶材料和金属材料

制成的书架群、色彩柔和的桌椅 ,使读者仿佛直身于

家中 ,感到恬淡、温馨、宁静和舒适。

2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人类迈入 21 世纪的一个壮丽景观 ,就是当代科

技革命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等领域深刻变

化所形成的全球化、信息化趋势 ,在这百年更代、日

新月异的时代中 ,社会对知识、信息的需求更加多样

化 ,读者对图书馆的依赖和要求亦愈发强烈 ,而图书

馆则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从根本上转变以书为本、

半封闭的面貌 ,将满足读者的需求作为图书馆一切

工作的基点 ,以此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全新的服务

观念 ,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211 　以方便的理念引导服务

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应真正做到取消各种限制 ,

向公众敞开大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

宣言》中明确指出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

书馆服务的权利 ,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

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日本的《公共图

书馆的任务和目标》中指出 :“公共图书馆既是提供

从幼儿到老年人自我教育的场所 ,同时也是居民获

得信息 ,欣赏文艺 ,创造地区文化的场所。”“在居民

中可能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被排斥在图书馆之外 ,

图书馆必须尽力扩大并给予所有居民获取知识的自

由。”这些规定说明公共图书馆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

公共图书馆不应有任何年龄、性别、种族、国籍、语言

等限制 ,应尽可能地向所有人敞开知识的大门。日

本图书馆在对利用者的限制上很少。这一点表现最

突出的是公共图书馆 ,任何人不凭证件可以自由出

入、随意阅览书刊资料 ,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大门是

向所有使用者敞开。读者在阅览图书、报刊、视听资

料时 ,无需任何手续 ,只有外借时才需要办理图书馆

卡。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的《读者利用指南》中明确

注明 :“任何人都可利用。”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规

定 :只是初次借阅的读者“凭能确认住址、姓名的证

件 (如健康保险证、驾驶证、学生手册等) 办理图书馆

卡”,“馆内可随意参观、阅览”。日本图书馆对读者

的限制很少还体现在办理借书证上 ,读者办证不需

要押金和工本费 ,完全是免费的。取消限制还应该

从根本上扭转图书馆以藏为主的传统观念 ,取消特

殊或另类文献不能为有些读者所用的限制。

在日本 ,图书馆一般在门口设有还书箱 ,碰到还

书时图书馆闭馆的情况 ,可将书放在还书箱中 ,也不

用人管理。在阅览室内读者看完的图书也不用读者

上架 ,而是放到书箱中由工作人员归架 (我国的一些

图书馆也采取了这种方式) 。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

有 23 家分馆 ,不论在哪个图书馆借的书都可以随便

在任何一家分馆还书。府立中央图书馆分馆只有一

个中之岛图书馆 ,同样可以随便在两馆还书。

212 　以强烈的开放意识解读服务

现代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在服务上应更

加注重读者自由获取、利用文献信息的方便性 ,即将

大部分藏书实行开架借阅 ,让读者更直接地接触文

献 ,馆内没有高大的隔墙将各借阅区按功能划分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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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应采取以藏为主的模式 ,而是采用了模数式建

筑 ,即大开间、灵活隔断的开放式建筑模式 ,各阅览

分区都是用低矮的家俱进行分隔 ,走进图书馆的大

门 ,各主题分区一目了然 ,非常通透 ,充分显示了书

中有人、人置书海的图书与人融为一体的自然氛围。

如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地下 1 层～地上 3 层 (共 4

层)全部是开架阅览室 ,在开放思想的指导下 ,无遮

掩的楼梯和电梯连接着各层开架阅览室。长长的、

宽敞舒适的服务台设在每层楼的中央 (基本上是正

对着楼梯口) ,读者站在每一层楼梯口都能眺望到自

己所要查阅资料的位置。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的各

开架阅览室分设于地上 1～4 层 ,也是无遮掩、开放式

的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翻阅书架上的资料。新

泻县立图书馆整个 1 层全开架 ,从中央向四周呈放

射性的布局 ,中间是综合服务台 ,包括外借、咨询、复

印、办证、还书等 ,从综合服务台向四周延伸 ,全部是

开放式的开架阅览室 ,也是用低矮的家俱分隔成各

种主题分区。

213 　以微细的便利诠释服务

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可融入点点滴滴的、不

为人所瞩目的微小的服务中 ,只要我们是从怎样方

便读者的角度去思索、去实践就会实现服务观念的

嬗变。如图书馆的导读系统、读者指南及在公共阅

览的大环境中 ,提供便于读者小范围或个人研究的

场所等等。在日本我曾看到图书馆中除个人研究室

外还有小组学习室 ,可容纳几个人共同研究 ,最多的

有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的小组学习室 ,环境都很好。

使用这些房间都是免费的 ,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拿

到房间的钥匙。筑波大学中央图书馆有 59 个这种个

别研究室 ,9 个小组研究室。而且日本图书馆很注重

让读者方便地利用图书馆 ,因此每个馆都编印各种

形式的读者指南和图书馆介绍 ,以便读者更好地了

解和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简介和读者指南印刷成

多种形式 ,从介绍内容详尽程度上看有全面的介绍 ,

订成小册子 ,十几页的。有简单的介绍 ,几页纸的。

也有更概括一些的 ,只有一页纸的 ;从印刷、装帧形

式上看 ,有印刷精美的、图片特别多的画册 ,有方便

使用、带有导耳形式的手册 ,还有小巧折叠式的 ;从

语言文字上看 ,有各种版本的。如大阪府立中央图

书馆的读者指南版本就很多 ,有日文、朝文、中文、英

文等。还有专门介绍 23 个分馆的指南。另外为方便

读者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针对不同读者的特点制作

不同的使用指南 ,如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有专为儿

童制作的指南 ,有专为聋哑人制作的指南、有专为盲

人制作的盲文指南、有专为身体有障碍的人制作的

指南 ,并通过颜色来区分。还有每个楼层的具体服

务设施介绍 ,制成单页的 ,读者可按自己所需进行选

择 ,馆内的各种指引标志也很简单明了 ,不用咨询 ,

手拿指南就能找到。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各馆基本上

都有将开馆时间、地点印制在上面的日历卡 ,日历卡

上将休息日、不开馆的日子用很明显的颜色突出出

来 ,使读者使用起来很方便 ,不会费力白跑。

214 　以读者的满意度深化服务

按照我们多年倡导的“读者至上 ,服务第一”的

原则 ,读者满意才是我们服务的最高境界 ,服务效果

的最高体现就是读者满意。随着网络的无所不有、

无所不在的渗透 ,网络在人们的学习、生活中占有愈

来愈重要的位置。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工作

从满足书刊借阅的文献需求为主 ,转移到以满足知

识信息需求为主、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模

式”。社会对知识信息需求呈现出全方位与综合化、

开放化与社会化、电子化与网络化、集成化与高效化

等特点 ,在这种需求下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开始向开

放型、主动型、针对型、多样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型

的方向转化 ,我们怎样从读者的知识信息需求出发 ,

为读者提供网络书刊借阅、网上信息资源报道服务 ,

网上馆际互借服务 ,网上信息导航服务 ,网上文件传

输 ,各种培训等个性化服务 ,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

需求是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最优体现。

3 　以人为本的业务建设
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图书馆的服务工作

之中 ,而且贯穿于图书馆的业务流程之中 ,从图书馆

基础业务工作的第一道工序 ———文献资源建设说

起 ,我们所入藏的书刊、各种文献信息 ,都要根据读

者的需要和利用程度去选取和调整 ,图书馆的采访

人员如果不了解读者的构成、知识水平、阅读需求及

本馆的采选原则与方针是无法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的 ,也将直接影响图书馆的服务效果 ,所以“今天的

图书馆是在用户的需求中产生 ,也是在不断顺应用

户的需求中发展的”。今天的图书馆在实现自动化、

现代化方面迈出了空前的步伐 ,电子阅览室、全文数

据库、多媒体数据库 ⋯⋯甚至数字图书馆的出现 ,这

一切先进信息技术应用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 ,“改变

了信息加工、存储、传递的方式 ,最终目的是为了使

人类更加广泛、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以满足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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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与嬗变
摘　要　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业务管理改革。深

圳市公共图书馆在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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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主体是国家兴办并由国家管

理 ,按国家计划运行的机构。公共图书馆属于事业

单位 ,由各级政府或政府各个部门主办并主管 ,所需

经费绝大部分依靠国家财政拨款 ,人员全部纳入国家

信息需求”。我们内部管理的自动化 :编目系统的应

用、流通系统的应用、检索系统的应用、连续出版物

系统的应用 ⋯⋯等等 ,这一切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 ,

不只是为了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不是为了自

动化而自动化 ,而是为了更方便、快捷地为读者提供

文献信息的检索和借阅服务。“图书馆要将以读者

为本的精神贯穿于图书馆各业务工作环节 ,以满足

读者需求为宗旨来开发新技术、运用新技术 ,让新技

术成为读者方便、快捷、准确获取信息资源的得心应

手的工具”。

4 　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的含义是 ,通过以人为

中心的管理活动和以尽可能多的实践 ,来锻炼人的

意识、脑力和体力 ,通过竞争性的生产、管理、经营活

动 ,达到完善人的意识和品格 ,提高人的智力 ,增强

人的体力 ,使人获得超越于生存需要的更为全面的

自由发展。人是管理的核心 ,管理活动归根到底是

通过人去实现管理目标 ,取得管理成效的过程。所

以图书馆以人为本的管理必然要从人、团队、社会价

值观的形成和优化的角度 ,着眼于图书馆的价值观

倾向及其变化与行为方式的状态及变化的相关性 ,

努力营造适合于本馆发展目标的价值观体系 ,使其

充分发挥内化、整合、感召、凝聚、规范、激励等作用。

图书馆所追求的是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 ,为每一位

到馆的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图书馆以人为本服

务理念的实现和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 ,都要依靠全

体工作人员的努力 ,都要通过人的工作去实现。这

就要求图书馆的管理者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

原则出发 ,建立和发展更快捷、更经济、更高质量的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关注并指导职工树立全方位的

服务理想 ,将图书馆所追求的目标与个人理想有机

地结合起来 ,带动全体职工为实现现代化图书馆的

发展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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