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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的　社　会　援　助
摘　要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指图书馆争取或接受国内外机构、团体或个人捐款、捐书、赠物, 以珍

藏特色文献、充实馆藏、改善馆舍条件, 增强为社会服务能力的行为和结果。图书馆要争取社会援

助, 应转变观念、拓展功能、完善自身形象。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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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指图书馆争取或接受国内外机

构、团体或个人捐款、捐书、赠物, 以珍藏特色文献, 充实

馆藏书刊, 改善馆舍条件, 增强为社会服务能力的行为和

结果。图书馆作为向全社会服务的公益文化教育机构, 几

乎从萌芽时期起, 社会援助就是其生命乳汁的一部分。西

方国家早期不少图书馆, 其雏型是团体或个人捐赠书籍

的汇集; 中国古代藏书、特别是书院藏书, 社会援助乃为

其主要书源; 近现代中外图书馆历史上, 接受个人捐书捐

款而增充册府, 建盖书城的雅事亦有许多。但这种本属顺

理成章的社会善举, 在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前, 却没有

蔚为风尚, 也未形成图书馆行业和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社

会援助局限在少数名家名人和图书馆之间个例发生, 多

带“珍藏”“纪念”性质的文献归属、名望里程色彩; 图书馆

亦徜佯在被动接受、如承恩泽的情感状态之中; 图书馆学

理论研究对此极少涉及。究其原因, 是计划经济及图书馆

旧管理体制、图书馆从业者的思想观念等等所使然。作为

文化事业重要一翼的图书馆事业, 在思考如何从体制上

深化改革, 随着时代的进步创造新的辉煌时, 研究图书馆

的社会援助, 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1　中外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 社会援助从来

就是图书馆生命乳汁的一部分

在美国图书馆事业史上, 曾有一页私人捐赠而光耀

史册的浓墨重彩。1 个多世纪前, 钢铁大王卡内基 (1835

～ 1919) 先后向图书馆事业捐赠 3. 3 亿美元, 使美国新

添了遍布各地乃至穷乡僻壤的 1679 座卡内基图书馆和

106 座受捐而建的大学图书馆。此举惠泽千万渴求知识

的人们, 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与文明的动

力。这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也带动了许多企业和慈善机构向图书馆解囊相助, 在不

到半个世纪里铸成美国图书馆事业空前的辉煌, 仅公共

图书馆就从 1876 年的 188 座猛增到 1923 年的 3873

座, 建馆数增加 20 倍。可以说, 卡内基从捐建图书馆这

一具体行为, 到树立人们明智的社会文化理念, 都从根

本上改变了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面貌, 他的善举在美国

演化成了全社会关心图书馆的传统。美国 1980 年公共

图书馆事业经费 23 亿美元, 其中个人和私人基金会的

资助即有 21139 亿美元, 占总经费的 9. 3%。

即使称雄世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最初藏书的核心

部分, 也是该馆开设之初由托马斯·杰斐逊私人图书馆

捐的, 至今, 国会图书馆将一个国会公众接受信息的系

统命名为“托马斯”路径。现今国会图书馆的收入除依靠

政府税收拨款外, 还拥有一个私营部门组成的赞助集

团, 为购置图书提供资金。图书馆在其发展的重大项目

上还依靠社会捐赠。被誉为创造了工商界奇迹、并且正

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个人电脑革命的微软公司总裁比

尔·盖茨, 长期与图书馆打交道, 他的公司曾慷慨地向

一些公共图书馆捐资数百万美元, 以帮助处于电子时代

的社区居民检索信息。

在中国古代, 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

藏书, 并称图书馆事业四大支柱。后两类藏书均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社会援助。以书院藏书为例, 其来源于五个

方面: 皇帝御赐、官府置备、书院自置 (包括书院刊印)、

社会捐助和建立图书基金。社会捐助是书院藏书最主要

的来源。宋代学者叶适在《石洞书院记》记载“东阳郭君

钦正作书院于石洞之下, 徒家之藏书以实之”, 干脆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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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图书为基础创办书院, 实现其捐书兴学的理想。

近现代中国, 多有社会贤达和饱学之士, 将毕生藏

书捐赠某一图书馆, 以抒其文光永照的宿愿, 表现出爱

国的高尚情操。北京图书馆在历史上, 曾获得傅增湘、周

叔　、梁启超、陈垣等捐赠数量宏富、版本珍贵的图书。

著名作家、中央文化部前副部长郑振铎向北京图书馆捐

赠的“西谛藏书”广为人知。1958 年, 郑振铎不幸逝于空

难, 遵照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死了, 书都是国家

的。”他的夫人、子女谢绝了出价五六十万元的书店, 将

全部藏书共计 17214 部, 94441 册捐献北京图书馆。郭

沫若在 50 年代把自己一些颇有价值的手稿和藏书捐给

北京图书馆, 其中包括《屈原》、《虎符》等剧本手稿和一

套迄今为止个人藏书中版本最为齐全的《管子集校》。

一些热情的外国友人, 也以赠书的方式表达对中国

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支持。德国

友人克本 (Baron Georgvon Koeppen)、周仲铮 (德籍华

人, 画家兼作家) 夫妇向北京图书馆赠书即是生动的例

证。克本夫妇向北京图书馆赠书始于 70 年代后期, 1990

～ 1994 年间, 平均每年赠书 2000 余册, 除德文书外, 还

有少量英、法、俄、西班牙文书籍。十几年来赠书总数近 2

万册, 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图书馆每年购进德文图书的

1ö2～ 2ö3, 其价值约合人民币 180 余万元。周仲铮还从

1978 年起, 向她的母校南开大学图书馆赠送图书。至这

位老人去世, 南开大学图书馆共接受其赠书近 8000 种,

约 1 万册, 年均 600 册左右, 为近年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

个人赠书之冠。北京图书馆自 1990 年以来获得“大韩出

版协会”、“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等协会团体捐赠朝文社会

科学方面的图书 8000 余册, 约合人民币 51. 3 万元。

2　实现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固然与社会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 但现阶段应特别强调从图书

馆管理体制、全社会的图书馆观念、图书馆本

身的功能形象等方面反思和推进

图书馆事业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在

主要依赖国家投入的前提下, 应该并完全可能得到社会

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图书馆从业者亦应突破以往完全由

国家统包经营的思想藩篱, 摆脱消极与清高心态, 在不

断完善社会服务的同时, 主动宣传、积极促进, 形成图书

馆社会援助的普遍共识。

经费不足是当代图书馆事业谋求发展遇到的世界

性问题。西方国家图书馆经费来源大体上分三块: 政府

拨款、社会资助、自筹资金。美国大学图书馆近年经费有

24% 来自社会捐赠和服务收入。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有数

千万美元的充足年度经费, 但却始终积极争取社会援

助, 该馆在获得 4 个外国政府出版物的独家免费收藏、

建立了日本中部大学日文图书报刊资料中心后, 还以社

会捐赠建立了 800 万美元的图书馆发展基金, 成功地在

全美及世界范围内传播图书馆的影响。1997 年新落成

的美国旧金山图书馆, 耗资 1. 4 亿美元, 被称为“为 21

世纪准备的图书馆”, 同样依赖其优秀的社会服务和良

好读者关系, 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社会筹款。旧金山有

20% 的华人, 图书馆在新馆内为华裔提供一间专门阅览

室, 除丰富的中文书刊资料外, 还有古董装饰、大型画册

和电脑, 图书馆由此获得华裔捐款 120 万美元。

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亦有相当充裕的购书经费, 却

也从未削弱征集和接受香港内外团体机构或个人捐助。

据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统计: 1980～ 1992 年间, 该馆自

购图书 234703 册, 获社会各界团体个人捐赠图书

121883 册, 捐赠图书占所增藏书 3412% , 也就是说, 它

每年有 1ö3 的藏书来自捐赠。

上述数例多少说明, 图书馆首先应将主动争取社会

援助视作本职本责, 主动、热情、积极进取, 本身财力的

厚薄不应成为要不要社会援助的原因。图书馆获得社会

援助的过程, 是不断密切与社会和读者关系的过程, 是

扩散图书馆对全社会知识与文化的滋润, 从而充分实现

图书馆价值的过程, 是提高图书馆社会形象的过程。

广东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 在争取社会援助

的观念上, 比内地省份更表现出开放性和先进性, 它们以

广东侨乡亲情与地利优势, 给图书馆事业引进了巨大活

力。五邑大学 1987 年建校之初即得到香港恒生银行董事

长利国伟先生捐赠书款 100 万港币。建校 10 年来, 该校

图书馆接受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和个人赠书约 16172 万册, 约占

全部馆藏的 4717% , 平均每年接受赠书 1600 多册, 赠刊

1000 多份。1994 年该馆又获得香港实业家林健忠先生捐

赠书款 6 万港元。李嘉诚先生斥巨资兴办汕头大学及图

书馆, 霍英东先生捐建西江大学图书馆, 曾宪梓先生捐建

广州医学院图书馆, 苏李秀英女士捐建佛山石湾图书馆

等, 人们已耳熟能详。中山大学图书馆 1988～ 1994 年 7

年间, 接受赠书共 28142 册, 约值人民币 100 万元。这些

书主要来自国外的作者、团体、出版社和一些基金会。国

外赠书已成为该馆馆藏的一个宝贵来源, 以 1993 年为

例, 英文赠书入藏量占全馆英文书入藏量的 3215% , 日

文赠书入藏量占全馆日文书入藏量的 9418% , 港澳台中

文赠书量占全年该类书入藏量的 50%。该馆日文图书几

乎全靠岩波书店、花甲协会等一些机构团体捐赠所得。港

澳台文献的系统收藏已逐渐形成该馆的藏书特色之一。

港澳同胞和爱国企业家对图书馆的捐赠热情从广

东惠及全国各地。包玉刚先生 80 年代捐建上海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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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 一时成为图书馆接受社会援助的范例。李嘉

诚先生 90 年代捐建北京大学图书馆, 让这座举世闻名

的百年书城面貌一新。邵逸夫先生 1986～ 1995 年, 捐资

1161 亿港元修建 (助建) 23 幢大学图书馆, 新馆舍总面

积达 2415 万平方米。被誉为“文化使者”的香港出版家

石景宜先生, 从 1983 年起累计向内地几百家图书馆

(室)捐赠图书 160 多万册, 约合 113 亿港元。他们的行

为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产生了

良好的典范效应。

美国华侨学者以他们爱祖国爱乡邦的热情向中国

大陆图书馆事业施以援手。由美籍华人 (多半是大学教

授) 组成的科技教育协会, 1990 年 4 月至 1994 年 7 月,

在中国内地 4 个省 7 个市县与当地政府共建了 7 个图

书馆。

3　争取图书馆社会援助时, 把握各自乡土亲

情、人文学术等优势, 选好争取援助的切入点

十分重要

3. 1　与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乡情乡

谊血缘之亲, 当是争取图书馆社会援助的纽带
祖籍广东的海外华侨、华人约 2000 万人, 占海外华

侨、华人总数的 70% , 分布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港澳同胞 600 多万人, 祖籍也大多在广东。从历史到今

天, 广东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从来就有爱国爱乡、捐资

兴学、助办公益事业的传统。1912～ 1931 年, 美洲华侨曾

三次向广东图书馆捐款; 1922 年新会籍侨胞冯平山以巨

资在新会建公共图书馆; 1924 年侨乡开平旅美、加司徒

氏乡亲捐建图书馆。华侨、华人, 书同文, 血脉亲, 有对炎

黄文化的认同, 有共襄善举, 留芳宗亲乡里的传统美德。

而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 华侨、华

人和港澳同胞对文化教育、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捐助的

热情受到伤害。改革开放以来, 粤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同

胞爱国爱乡热情重新焕发, 广东地区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由此精彩纷呈。

此外, 海峡两岸的交流, 增进了台湾图书出版界对

大陆同行的友谊与了解, 1993 年 11 月台湾出版界在北

京首次举办图书展览, 展后将 2 万余册图书全部赠送北

京大学图书馆。

3. 2　科学无国界及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的理念, 应融进图书馆社会援助的行为准则
改革开放政策使图书馆界通过更宽阔的渠道, 获得

国外友好团体和个人的捐助成为可能。国外一些大学、

出版商、民间教育基金会, 出于文化交流和国际友好的

愿望主动表示向我国高校赠送书刊。国家教委自 1986

年以来, 先后设立青岛海洋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

学图书馆、上海同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4 个国际赠

书转运站。其中, 仅上海外国语大学接受美国亚洲基金

会赠书的“赠书分配转运中心”, 统计至 1995 年底止, 已

接受赠书 6 万种, 约 8617 万册; 赠刊 2100 种, 1916 万

册, 全国赠书受益学校达 670 所。一些城市还以国际间

友好城市、姊妹城市的关系, 以互惠互利的多种形式获

得文化交流与图书馆间的支持援助。福建省与美国俄勒

冈州建立友好州省后, 1995 年俄勒冈州向福建省图书

馆赠书约 1 万册。广州图书馆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签定了供借图书合同, 接受了美国洛杉矶—广州友好协

会 4 次赠书 4 万册。

3. 3　图书馆应充分重视地方名人智力与形

象资源, 将此纳入图书馆社会援助
地方名人因其特殊社会地位, 通常能给图书馆发展

提供舆论支持, 其著作或藏书有的成为对图书馆的捐赠

与赞助。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曾向家乡捐赠 5600 余册图

书, 北票市图书馆辟出“玛拉沁夫书室”予以专藏, 起到

了发挥社会力量兴办图书馆事业的良好导向与示范作

用。著名湘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将著作

和主要手稿赠送湖南图书馆“湖南名人文库”后, 又于

1994 年 3 月将 5500 册藏书全部捐赠该馆, 赠书中包括

线装书 3400 册, 新旧平装书 2000 余册, 线装书中不乏

珍稀版本, 该馆也辟专室展示。湖南大学发挥“千年学

府”在海内外湘籍人士中的认同优势, 于 1989 年在图书

馆建“海内外湘籍名人作品收藏中心”, 现已获赠各类著

作 2 万多种、字画竹雕作品 1000 多件, 成为该校乡邦文

化研究的丰富文库。

江苏不少县市图书馆广泛收集本地区在全国及海

外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线索, 建立本地区人

才信息网。如全国著名的教授之乡宜兴市和全国两院院

士最多的常熟市, 图书馆重点征集教授和院士有关信息

和著作。不少市县政府借助图书馆的信息, 加强了与知

名人士的联系, 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图书

馆在自身获得社会援助的同时, 又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作了有益中介, 进一步体现了图书馆的功能价值。

3. 4　把握地理、历史、学科优势, 也是一些图

书馆争取社会援助的成功经验
有的图书馆把握住一些名人曾在当地进行过革命

或学术活动, 或对当地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或与山水

人文的深厚情结, 开展了有效的征集活动。上海曾是近

现代史上文化名人荟萃之地, 图书馆每年四处采访征

集, 迄今已收集了 4 万多件名人手札、条幅、签名本、照

片等, 其中包括茅盾、郭沫若、冰心、蔡元培、曹禺、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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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等文化巨匠的手稿, 珍贵文献蔚为芬芳, 该馆由

此建立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

1 周年之际, 曾经举办备受各界赞赏的名人捐赠书画

展。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杰出社会活动家路易·艾

黎曾在湖北洪湖市工作和生活过, 洪湖市人民十分珍惜

与路易·艾黎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深厚感情, 该市图

书馆 1987 年 8 月 25 日建立了“路易·艾黎文献陈列

室”, 并从中获得启示, 创建“当代天下名人作品专藏

馆”, 在此后 6 年时间里, 征集了 1 万余册 (件) 文献, 为

15 个国家和地区 540 多位领导人或专家学者在馆内设

立了珍藏文献的专柜或专室。洪湖市在地域人文上并无

创办“天下名人馆”的明显优势, 但选准了切入点, 其图

书馆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支持和援助, 办出了特色。专业

图书馆则发挥学科文献与信息集中之长, 亦从本学科专

家中获得支持帮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图书馆注

重收藏与该专业有关的抽印本, 曾接受私人馈赠达

9850 册, 极大丰富了馆藏。著名古生物学家杨仲健、裴

文中、周明镇逝世后, 均将其藏书 (主要是抽印本) 捐献

给该所图书馆。英国古鱼类学家罗杰·麦尔斯及德国古

哺乳类学家屈内, 在退休之后也将其藏书 (主要是抽印

本)捐献给该馆。

3. 5　校友著作的征集, 是许多大学图书馆充

实馆藏的传统方式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图书馆均

建有本校校友著作专藏文库。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建立

的“南开文库”, 数十载搜集本校毕业的国内外名人、校

友著作, 成绩卓著, 校友们看到自己的著作收藏甚好并

被广泛利用而欣然快慰。湖南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校友文

库, 以“藏之名山, 流芳永远”为宗旨, 吸引了历届校友将

自己的作品捐赠。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还在征集校友作

品的基础上, 出版了“广西师大师友著作目录”, 以此回

报校友捐赠作品的情谊。

图书馆争取社会援助的方式, 当然不止上述几种。

但不论何种方式, 均要注意选好开展工作的切入点, 做

到立项有理, 援助有情, 出师有效。少儿图书馆事业以其

培育少年儿童的专业特点, 更能获得社会援助, 广州少

儿图书馆馆舍系胡文虎先生亲属捐赠, 天津君安公司一

次向天津少儿图书馆捐赠 100 万元, 这些例证都说明图

书馆社会援助工作的切入点十分重要。

4　政府在图书馆社会援助中的指导、保障、

扶植和促进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作为政府投资之外的一种主要

支持形式, 许多国家都以法律条文和章程制度明确表示

倡导和鼓励。《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第 14 条“国家

对图书馆事业的政策”规定:“国家对图书馆事业政策的

基本原则, 是为使图书馆所收集与提供的情报和文化财

富得到普遍利用创造条件⋯⋯国家通过拨款和实行相

应的税务政策、信贷政策以及价格政策来支持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第 25 条“图书馆发展基金会”则明确:“为了

加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图书馆物质保障, 可以建立国立

和非国立的图书馆发展基金会。基金会资金来源可以包

括: 基金会创办者交纳的款项, 企业、机关、团体赞助, 公

民的捐赠、抽奖、拍卖以及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收入。基金

会收入列入图书馆事业发展计划, 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协

作和协调, 以及按基金会章程用于发展其他图书馆活

动, 发展任何所有制形式的图书馆”。日本、美国也有类

似的鼓励社会支助图书馆事业的法律条款。英国政府鼓

励图书馆到社会上寻求支助。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第 29 条“欢迎社会各界、国内外个人或团体对

高等学校图书馆提供捐赠和资助”。全国政协副主席叶

选平说:“图书馆经费紧张的状况一时难以根本改变, 鼓

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向图书馆赠书日显重要。”广东江门

市图书馆在市政府号召和支持下, 1995 年获社会各界

捐赠书款 28 万元。

政府对图书馆社会援助的支持, 除了制定有关政策

与法规, 包括由政府进行调控的诸如税收、信贷政策, 激

励与引导个人团体向图书馆捐助外, 还可以在组织社会

活动, 强化全民图书馆意识等方面给予引导支持。美国

从 1955 年起, 每年 3 月 16～ 22 日举办全国性的图书馆

周活动, 宣传“读书使你进步”的主题口号; 日本议会

1950 年 4 月 30 日通过《公共图书馆专门法》后, 每年的

这一天被定为“图书馆员节”, 日本各地都举行庆祝活

动, 充分肯定图书馆员的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组织的以“读书·图书馆”为

主题的“知识工程”计划, 对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

显著作用。广西计划用 7 年 (1994～ 2000) 时间, 在全区

形成读书、爱书、利用图书馆的良好风尚, 完善图书馆的

布点建设。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 加强宣传舆论, 强化公

民图书馆意识, 发动社会向图书馆捐书捐款捐物, 鼓励

企业与基层图书馆建立“一帮一”“二帮一”的关系。这项

活动使全区公民图书馆意识大为增强, 1994 年全区就

建成 100 个乡镇图书馆。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九部委

也曾颁发《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 以

政府号召和文件形式, 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并形成

以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的

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湖南省文化厅从 1985 年起, 把

每年的 3 月 24 日定为湖南省图书馆界宣传活动日, 开

创了我国当代图书馆界走向社会开展大规模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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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的先例。中央文化部于 1989 年 5 月发起了一

年一度的“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佛山市政府还

曾在 1990 年首次决定将该年定为佛山市“图书馆年”。

这些举措都是对图书馆社会援助的支持

5　归根到底, 图书馆自身形象的完善、功能

的发挥, 价值的体现, 才是争取图书馆的社会

援助的根本保证

援助固然是社会为建设良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应该承担的道义和责任, 也是图书馆与社会形成和谐

互助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但图书馆发展的根本之道, 或

者说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的根本之道, 在于自身形

象的完善和功能价值体现。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知识

经济时代的召唤, 文化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以及人们文

化消费多元化和价值观、审美观的变化, 图书馆除了以

传统方式经营和服务外, 毫无疑问, 应该随着时代的进

步, 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拓展服务功能, 否

则, 必然陷在图书馆事业“低谷”的泥坑中, 终日抱残守

缺, 怨天忧人。

美国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在 70 年代成立了一个

名为“就业信息中心”(Job Info rm ation Center, 简 J IC)

的小型资料室。J IC 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特殊服务部

门, 就是帮助失业读者找工作。据统计: 1994 年读者使

用 J IC 为 2830 人次, 1995 年激增至 7655 人次, 增幅为

270% ; 1996 年以来, 一直保持着每年 7000～ 8000 人的

使用者 (不包括借阅 J IC 图书资料者)。读者对 J IC 的评

语是“极为有用”,“从未想到图书馆会帮我找到工作”,

“J IC 是我的家”。1998 年 1 月 28 日纽约地方报纸N ew s2
d ay 以“每天的就业市场——J IC 帮助人们走上就业之

路”为题, 整版篇幅介绍 J IC。美国图书馆积极拓展其功

能, 加重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价值分量。美国图书馆协会

拥有颁发 8 项图书馆学奖和书业奖的权力, 包括图书馆

学教研奖、盲人服务奖等, 有的对图书馆从业人员, 有的

对全社会。如纽伯里奖, 这是以出版儿童图书的出版商

约翰·纽伯里命名的奖金, 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儿童服

务部执行, 自 1922 年第一次颁发, 以后每年一次, 颁发

给美国有杰出贡献的儿童读物作家。通过这类活动, 图

书馆将出版商、作者、读者、政府和市民的热情汇集在图

书馆。图书馆开展的这些项目, 以传统的目光审视, 也许

列入异端, 但这正是图书馆在当代社会中的激流勇进。

对社会的渗透和服务愈深, 与社会的联系与结合便愈

紧, 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也愈大。

近年, 在一些图书馆被描绘成“门庭冷落车马稀”、

“门可罗雀”时, 深圳与上海的图书馆却读者热, 人气旺。

报载“上海黄埔区图书馆 1992 年流通图书 7816 万册

次, 到馆读者 3515 万人次, 创历史最高记录。他们打破

了在区内发证的限制, 把老年人和红领巾引入读者群,

把服务触角伸向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 把读书活动

办到远洋轮上, 极大地扩充了图书馆工作的内涵和外

延。尤其具有特色的是, 他们倡导一种大文化的服务思

想, 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

台、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晚报等均载文予以肯定。”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举办各种展览会、报告会、讲座、

专业培训班、大型社会咨询等活动; 又与广州日报社、广

州市新华书店联合举办“粤版书评征文”系列活动, 为伤

残人提供热情周到服务, 向监狱犯人赠书, 在广州发起

向贫困地区图书馆赠图书活动等, 极大提高了中山图书

馆的知名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专门设

立了公共关系部。1989 年湖南图书馆以团体会员身份

率先加入湖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图书馆公共关系的作用

在于争取和增进内部及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为自身

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 是内求团结完

善、外求和谐发展的管理艺术。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日

趋激烈的竞争环境, 图书馆的兴衰存亡越来越有赖于在

读者市场上的地位和形象, 因此, 重视塑造包括读者服

务、公关宣传、承办大众文化事业、图书馆的外部观瞻在

内的图书馆形象, 已成为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图书馆的一种可以带来价值和财富的无形资产。

综上所述, 不论树立图书馆社会援助的观念, 或争

取社会援助的实践, 都应对当代图书馆的经营管理有良

多启示。图书馆事业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寻求自身进步

时, 理当顺时而变, 深化改革, 转变观念, 获得更多源头

活水而开拓图强。

参考文献

1　刘光宏. 文献捐赠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图书情报

工作, 1997 (8) : 39

2　李　悦, 王雪凤. 我国高校接受国际赠书的历史现状及

未来发展趋势.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5 (1) : 54～ 55

3　邱　峰.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文化书使.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5, 21 (1) : 3

4　林　曦译.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7, 23 (1) : 51～ 56

5　广东图书馆学会. 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与广东图书馆

事业.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张白影　广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 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广州市。邮编 510400。

(来稿时间: 1999206201。编发者: 刘喜申)

—13—

张白影: 图书馆的社会援助
Zhang Baiying: Pub lic A ids to L ib 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