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2001 年第 2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黄俊贵

图书馆原理论略

———从阮冈纳赞五定律及戈曼新五定律说起

摘　要　阮冈纳赞五定律中的 1 - 4 定律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永恒的生命力 ,但也有其局限性 ;

其第 5 定律 ,对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没有作出实质性揭示。戈曼 ( Gorman , M. ) 提出的图书

馆学新五定律 ,具有新意 ,但对阮氏五定律并不具有发展、创新意义。阮氏五定律及戈氏新五定律

都不是图书馆学定律 ,而是图书馆工作定律。图书馆发展原理包括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事业的主

要方面 ,可归纳为 5 个原理 :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相适应原理 ;符合国情原理 ;以读者为中心原

理 ;可持续发展原理 ;以办馆效益为目标原理。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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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first four laws among Shiyali Ramamrita Ran2

ganathan’s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eternal vitality , while they have

also limitations. However , Ranganathan didn’t substantially explain the fifth law , i. e.“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 M. Gorman’s Five New Laws of Librarianship are innovative , but they are not a

development of Ranganathan’s Five Laws. Neither Ranganathan’s Five Laws and Gorman’s Five New

Laws ar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They are actually laws of library practices. Then ,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principles for library development should include five main aspects of library practices and librarian2

ship , such as adaptation to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 national adaptation , reader2

centerednes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objective of library profits. 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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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阮氏五定律和戈氏新五定律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 ,近代图书

馆刚从封建藏书楼、寺庙及经院图书馆脱胎出来 ,印

度阮冈纳赞 (Ranganathan , S. R. ) 深感其工作缺乏整

体性、全局观点 ;各工作环节缺乏联系 ,支离破碎 ,需

要有一个理论、方针作指导 ,以改变凭经验办事的局

面 ,于 1931 年出版了《图书馆学五定律》(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该书在国际图书馆界产生

过巨大影响 ,人们将阮冈纳赞 (下称阮氏) 奉为先哲 ,

他的“五定律”被誉为“我们职业的最简明的表述”,属

于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其精髓至今仍常现如昨。就

此 ,笔者不揣冒昧 ,提出以下观点供同人研讨。

1. 1 　阮氏“五定律”的 1 - 4 定律是对图书馆的书与

人、藏与用矛盾的揭示 ,由于它抓住了贯穿于图书馆

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 ,具有较强的指导意

义及永恒的生命力 ,但也有其局限性

1. 1. 1 　第一定律 :书是为了用的。反映了近代图书

馆藏书与用书的基本特征与主要矛盾 ,图书馆藏书的

目的不是仅仅为了保存 ,而是为了利用。藏与用矛盾

的主要方面是用 ,如果藏而不用就不能显示它的社会

作用 ,用是藏的目的与结果。这是近代图书馆与封建

藏书楼的分水岭。

1. 1. 2 　第二定律 :每个读者有其书。在“书是为了

用”的前提下 ,可以引发人们思考三个层面的问题 :

1. 1. 2. 1 　书不是为少数人服务 ,而是为大多数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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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须消除等级、阶级、城乡、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

生理缺憾等方面的障碍和差别 ,达到最大的普及率。

1. 1. 2. 2 　在藏书数量上要求每个读者都有其书 ,就

是要保证读者有书可借 ,有书可读 ,取得应有的藏书

数量的保障率。

1. 1. 2. 3 　在藏书质量上要求读者有其适用的、喜爱

的图书 ,要解决供与需的矛盾。

1. 1. 3 　第三定律 :每本书有其读者。立足于书的利

用 ,以促进图书馆加大图书宣传、流动、利用的力度 ,

提高藏书的开架率、流通率、参考咨询率。

1. 1. 4 　第四定律 :节约时间的时间。旨在要求解决

好藏书提供利用的方便程度。对读者的限制及各种

繁琐手续都将其集中于时间的浪费 (该定律要求大部

分读者在睡觉前、起床后必须开馆) 。

阮氏定律采取演绎研究方法 ,试图从第一定律

“书是为了用的”观点为出发点 ,层层推进 ,深入揭示

图书馆工作规律 ,把握全部实践经验 ,并预示未来发

展。应该说 ,以上 1 - 4 定律对当今网络条件下的图

书馆仍然适用 ,特别是对于反对知识、信息垄断 ,提倡

知识、信息平等 ,解决知识、信息贫困具有积极意义。

阮氏定律的理念体现着“读者第一”、“以读者为中

心”,是对封建藏书楼“以藏为主”思想的彻底否定。

它廓清了近代图书馆与封建藏书楼社会职能的分野 ,

对于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以及对图书馆服务工作的

贡献是功不可灭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阮氏本人的

局限性与时代的局限性。就以上 1 - 4 定律所体现的

“以读者为中心”理念的阐述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

从逻辑演绎的关系而论 ,一是讲藏书的目的性 ;二是

讲藏书的普及面 ;三是讲藏书的利用率 ,按理第四应

讲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而阮氏只限于“节约读者时

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节约时间仅仅是影响服务

质量的一个因素 ,却忽视了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方

面 ,忽视了馆员的主观能动性 ,以及读者与馆员良性

互动的作用 ,还忽视了图书馆系统的科学管理。而在

阮氏看来 ,似乎对于读者只有时间最为关键 ,其它都

无关宏旨。其实 ,在当今的网络条件下 ,服务时间已

经不再成为问题 ,关键在于获取有效的信息。其中第

四定律的解释未见有更为深刻精当之处 ,许多地方与

第三定律重复或界线不清 ,致使其处于尴尬勉强的位

置。阮氏定律的时代局限性则表现在 1 - 4 定律将图

书馆服务锁定在图书借阅。现代图书馆藏书结构多

元化 ,既不是单纯的图书 ,也不限于某一出版单元 ,而

是深入到出版物所包含的知识、信息 ,还有动态的社

会网络信息与静态的馆藏文献信息相结合。至于各

种现代化服务更加丰富多彩 ,与传统的单一借阅服务

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图书馆工作正从组织文献到组

织知识转变。尽管如此 ,阮氏的基本思想、服务理念

仍然可以在先进的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图书馆 ,特别是

仍然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图书馆 ,找到其体现自

身价值的位置。

1. 2 　阮氏五定律的价值在于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

的永恒真理 ,其缺陷也在于仅有“以读者为中心”,因

为对其第五定律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

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揭示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是正确的 ,但阮

氏没有就图书馆的特质进一步揭示其原委 ,它与经

济、技术发展 ,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由于任何事物都

“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属于公理 ,无庸置疑。深

入揭示图书馆这个机体是绝对必要的。但阮氏所述

图书馆发展问题大都停留于图书馆业务技术、方法的

现象描述 ;对读者和图书借阅、工作人员等问题的论

述 ,不仅缺乏逻辑性 ,而且大都只是从规模、数量的外

延扩展上阐述 ,尚未涉及图书馆职能与功能、事业整

体与业务结构、服务需求特点与服务内容等有关本质

内涵变化方面。图书馆发展变化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

以经济基础、读者需求为动力 ,亦与文化教育息息相

关。作为发展规律 ,必须揭示其事物发展的实质 ,并

能动地运用这个规律 ,努力营造图书馆发展环境 ,发

挥创新精神 ,开拓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而不能只是

陈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说 ,论

述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必须深入揭示其具

有的若干个因素 ,诸如它们存在着什么样的相应结

构 ,如何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 ,以及其发展变化

的条件、前景等等。鉴于阮氏对“图书馆是一个生长

着的有机体”尚未揭示其中的内涵 ,只是提出概念的

外壳 ,也就自然让人对它产生以偏概全的印象 ,即仅

以读者服务去涵盖图书馆工作的全部 ,使阮氏五定律

充其量也只能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定律。

1. 3 　戈氏的“图书馆学新五律”试图作为“阮氏五定

律”的延伸 ,将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定位为“知识传播”,

具有新意 ,但其整体内容对阮氏五定律并不具有发

展、创新意义

美国学者戈曼 ( Gorman , M. ) 于 1995 年出版《未

来图书馆 : 梦想、狂想与现实》( Future L ibralies :

Dreams M adness and Reality)一书 ,提出“图书馆新五

律( Five New Laws of Librarianship)”,对于阮氏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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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他自诩“站在了我们职业的这位巨大的肩上”。戈

氏着重以当今图书馆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背景 ,对阮

氏五定律进行了全面修正 ,提出如下“新五律”:第一

律 ,图书馆服务于人类文化素质 ;第二律 ,掌握各种知

识传播方式 ;第三律 ,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 ,提高服务

质量 ;第四律 ,确保知识的自由存取 ;第五律 ,尊重过

去 ,开创未来。可将这些阐述要点依次归纳为 :第一

律是图书馆任务 ,第二、三律是图书馆技术与服务 ,第

四律是图书馆管理 ,第五律是继承与发展。笔者认

为 ,“新五律”虽有新意 ,但其实是不足为训的“定律”。

1. 3. 1 　“新五律”所述带普遍性的问题失诸过宽 ,虽

然图书馆广泛应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成果 ,社会的

普遍性寓于图书馆的特殊性之中 ,但这种普遍性并不

一定反映着图书馆发展的特质。例如 ,掌握各种知识

传播方式的灵敏度要比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迟缓、

滞后。可以说 ,“新五律”用于传媒、宣传、教育等亦无

不可 ,作为图书馆定律的关键在于所论述的普遍性问

题未能对图书馆现象给予具体深入的阐述。

1. 3. 2 　“新五律”没有把阮氏五定律最核心的“以读

者为中心”思想传承下来 ,既不涉及读者 ,更不言文

献 ,而将作为图书馆基本任务表达的“服务于人类文

化素质”去取代。即使如此 ,尚嫌不足 ,图书馆的任务

起码还应该包括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服务。

1. 3. 3 　将第二定律“掌握各种知识传播方式”与第三

定律“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 ,提高服务质量”,即把掌

握方法与其达到的目的割裂开来 ,这是非常不明智

的。难道图书馆掌握方法技术除了为提高服务质量

以外还有其他目的 ? 采取先进技术如果不是为服务

读者 ,提高服务水平 ,不与办馆效益挂钩就毫无实际

意义。这正是图书馆发展现实中必须杜绝的盲目行

为。

1. 3. 4 　戈氏将“尊重过去 ,开创未来”作为第五定律 ,

但从其所阐述的内容来看 ,恰恰违背了继承与发展的

规律 ,使“新五律”成为废品。他缺乏历史观 ,不仅忘

记了图书馆优良传统及其发展连续性 ,也忘记了曾经

为创造图书馆定律作出过贡献的阮氏 ,而对未来也并

没有实质性的开创。

1. 4 　阮氏五定律及戈氏新五定律都不是图书馆学定

律 ,而是图书馆工作定律

将阮氏五定律或戈氏新五定律视为图书馆学定

律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图书馆学的研究

对象。阮氏虽在微观上涉及读者与藏书 ,宏观上也论

述了“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但始终未能明

确图书馆学是一个什么科学系统。学科的定律、法则

如果脱离了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个前提条件 ,也就成了

逗乐的噱头。可以说 ,它们只能是一组图书馆工作定

律。就两种著作而言也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学术论著 ,

它们孤立地描述图书馆工作现象 ,忽视了图书馆与社

会的关系 ,而且仅流于定律的结论 ,未能从理论思维

作具有层次的论述 ,只是以事例及一般性的叙述作为

佐证去填充、构建它们的内容。有鉴于此 ,阮氏五定

律及戈氏新五定律都没有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 ———

指出“未来趋势”,只是现状的结论与描述 ,尚未达到

“图书馆学定律”的理论高度。

2 　关于图书馆的发展原理

笔者认为 ,图书馆发展原理包括图书馆工作与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方面 ,它必须回答几个基本问

题 : (1)图书馆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 ,

经济是图书馆赖于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 ,图书馆又

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 (2) 图书馆发展既要符合

本国实际 ,又要适应国际潮流 ; (3) 图书馆工作“以读

者为中心”,在藏与用的基本矛盾中 ,用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 ,读者需求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 ; (4) 图书馆必须

坚持可持续发展 ,优化资源结构 ,解决好软件与硬件

问题 ; (5)图书馆办馆效益是衡量图书馆工作好坏的

标准。据此 ,图书馆发展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原理 :

(1)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适应 ; (2) 符合国情 ; (3)

以读者为中心 ; (4) 可持续发展 ; (5) 以办馆效益为目

标。

2. 1 　关于第一原理 :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相适应

2. 1. 1 　既要承认经济对图书馆发展的制约 ,又要强

调图书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图书馆作为上层

建筑的组成部分 ,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经济

与技术密不可分 ,技术的实质是经济。图书馆发展必

然受经济的制约。图书馆事业长期存在着不平衡状

况 ,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但图书馆事业自身必须强调作为文化力对经

济发展的反作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然而经济贫

富存在对于文化意识的影响 ,并不具有决定作用。经

济发达 ,可以富而思进 ,进而兴文 ,重视图书馆事业繁

荣与进步 ;也可以富而恋金 ,发财弃文。经济落后 ,可

以穷则思变 ,兴文致富 ,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提高 ;

也可以穷则败落 ,无所作为。“经济决定论”是不足取

的 ,对于经济状况的存在所决定的意识 ,往往是因人

而异 ,其中人的认识水平、思想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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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的构成既是物质的又是观念的 ,是物质与

观念的统一。经济发展是基础 ,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问

题。可以说 ,观念是关键 ,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及图

书馆领导的图书馆观念是关键中的关键。无数事实

证明 ,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非经济因素是导致事

业败落的症结 ,惟有在注意经济运行机制和文化投入

结构等直接作用的同时 ,又要重视科技进步、文化意

识这一具有潜在促进意义的间接影响。根据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化同步发展的原理 ,社会对图书馆的投入

应与国民生产总值 ( GDP) 挂钩 ,纳入经济与文化 (含

图书馆)“一体化”发展计划。纵观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的国际趋势 ,文化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今天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是综合国力的表

现。当前图书馆从业人员应该完善职业观念 ,明确现

代图书馆职能定位 ,有所作为 ;只有取得社会的认可 ,

才能享有自身的社会地位。

2. 1. 2 　图书馆适应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必须为经

济建设与技术进步服务。这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基

本条件 ,不仅对经济“回报”,更在于通过服务经济建

设与技术进步 ,形成良性互动 ,促进自身发展。为此 ,

图书馆服务应该具备四种意识 :一是信息意识。重视

信息作用 ,紧跟社会的脉动 ,努力组织、开发信息 ,利

用信息为经济建设服务。二是参与意识。面向社会 ,

积极参与经济建设 ,寻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结合点 ,

摒弃仅从自身出发 ,“靠山吃山”,以“资源 ———生产

———市场”小生产服务观念 ,开展有限的服务。应坚

持首先面向市场需求 ,广泛寻找社会信息资源 ,再提

供服务的“市场 ———资源 ———生产”大生产服务观念 ,

积极开展定题、跟踪服务。三是创新意识。图书馆从

业人员要提高综合素质 ,适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

要 ,成长一批具有服务能力、创新精神的双峰型人才。

四是效益意识。提高服务的目的性、针对性 ,并积极

营造特色 ,坚持公益性 ,并以特色创造效益 ,以效益显

示自身的社会价值。

2. 1. 3 　图书馆要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就必须

锐意改革。图书馆作为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与经济

技术形影相随 ,浮沉与共 ,经济体制的改革 ,必须带来

文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更新 ,否则就不能与时代和

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不仅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

济基础的规律决定的 ,同是也是自身求生存、保稳定、

促繁荣、争发展的实际需要。

2. 2 　关于第二原理 :符合国情

这里 ,“国情”指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与国际发展

潮流 ,它与“第一个原理 ———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相

适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因为国情总是与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但对于一个国家的图书馆说来 ,

国情具有她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文献发展质别、目

录传统以及读者习惯等等。一个国家处于国际大环

境之中 ,必然要接受世界发展潮流的洗礼。只有在正

确认识自己国家实际的基础上 ,准确判断她在世界经

济、技术、文化发展中的位置 ,找出自身同先进国家的

差距 ,正确制定发展战略 ,主动迎接挑战 ,才能在信息

全球化浪潮中推进本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并与国际社

会溶为一体 ,跻身于世界先进图书馆行列。例如 ,中

国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不足 ,经济欠发达 ,生活水平不

高 ,图书馆发展仍然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 ,正确认识

这一国情 ,制定正确的国策 ,是实现国运振兴的前提。

根据中国国情 ,特别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

对于国际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的潮流 ,必须是有目

的地、有选择地、分步骤地实施 ,而着重定位于普及基

层图书馆 ,走小型化、分散化、社区化的道路。同时基

层图书馆网点也不一定以图书馆的实体出现 ,而可以

由一个地区的中心图书馆采取定点定时开展活动的

模式 ,即所谓图书馆社区化是图书馆服务活动社区

化。中国图书馆发展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缩小两个差

距 ,一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

二是缩小国内各地区的差距。两者是一致的 ,而首先

应把缩小国际差距置于首位。

2. 3 　关于第三个原理 :以读者为中心

如前所述 ,阮氏五定律的精髓就在体现“以读者

为中心”。这是图书馆坚持传承的职业理念。而在当

今新的发展形势下 ,“以读者为中心”应该具有新的内

涵。

2. 3. 1 　确立读者的主体地位。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迅

速发展 ,并在图书馆广泛应用 ,图书馆正处于国际信

息网络环境之中 ,促使社会供需条件和供需关系在发

生变化。现代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再不是由其馆藏规

模和独立地向用户提供服务的能力所决定 ,而是取决

于组织各类社会信息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强调发

挥图书馆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必要的 ,但不能因此

而提出要完成从“读者第一”到“馆员第一”的转变。

“以读者为中心”是图书馆的永恒信条 ,从图书馆与读

者的供需矛盾而言 ,读者是主体 ,图书馆是客体。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

值关系三个方面。实践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 ;认

识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价值关系是主体对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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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其中价值关系是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的根

本推动力。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从满足读者需求中体

现出来。读者的主体地位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读者对文献。文献是否符合读者需求 ,其信息量度、

内容价值必须由读者作出判断。二是读者对图书馆

员。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能力、服务效果必须

由读者鉴定。三是读者对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的各

项业务建设、制度规章、服务项目及设备是否反映读

者利益与要求 ,必须由读者加以评价。

2. 3. 2 　维护读者权益。读者的阅读权益是读者利用

图书馆应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 ,包括享受图书馆法

定的开放时间内利用图书馆各种设施 ,参加所有服务

项目 ,按照读者自身的需求选择、开发利用文献 ,接受

各种信息传授 ,参加图书馆开展的各项活动 ,并对图

书馆工作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读者权益是法律规

定的行为 ,必须以保护读者权益为准绳 ,在制定图书

馆法的基础上 ,健全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完善有

关设施。图书馆员应该确立法律观念 ,依法规范自己

的行为 ,以维护读者权益为天职 ,为读者提供一个自

由、平等、宽松、舒适的图书馆阅读环境。

2. 3. 3 　实行充分服务、优质服务。所谓充分服务就

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阅读要求 ,在三个不同的服务

层面上做到 : ①完全开放服务。在服务时间、借阅书

刊及其他各种服务项目上不设置任何障碍 ,提供最大

的方便与自由度 ,并坚持以公益为主。②积极延伸服

务。将图书馆服务进入社区 ,建立为居民服务的各类

型网点 ,把图书馆溶入社会 ,使知识、信息在千家万户

生根 ,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依赖、需求。③不断深化

服务。将参考咨询作为现代图书馆服务的主体 ,改变

传统的单一借阅书刊格局 ,以现代化工作手段开发、

组织静态文献信息与动态的网络信息 ,对读者进行信

息导航 ,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贡献。所谓优

质服务就是要在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

效果等方面获得读者满意、信任、认可。

2. 4 　关于第四个原理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普遍原理。它体现人

民的意愿和利益 ,为图书馆发展所必须遵循。图书馆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当代与后代、局部与整体、资源

结构与服务功能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 ,旨在解决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与发展方向。

2. 4. 1 　制定与推行图书馆法。图书馆法用于指导和

规范图书馆事业 ,保证图书馆事业顺利进行 ,并与社

会协调发展。它包括全国性、地方性及专业性法规 ,

明文规定图书馆的性质与任务、社会职能与服务对

象、管理体制与服务标准、业务范围与工作规范、经费

投入与信息资源、馆舍建筑与图书馆网布局等。图书

馆法具有强制性及约束力 ,既保障图书馆事业健康发

展 ,也明确读者享有利用图书馆的各项权利与义务。

2. 4. 2 　坚持内涵发展与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需要

一定的规模 ,但不能盲目追求规模、数量的扩大 ,而应

着重于职能的延伸、工作内容的充实、干部素质的完

善、服务质量的提高。事实表明 ,图书馆事业发展主

要不是靠一个馆的藏书独立去向读者提供服务的能

力 ,而是由科学管理、技术进步 ,以及组织社会各类有

效信息的水平作为主要驱动力。

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系统 ,包括外部的社会环境和

和内部的图书馆环境 ,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在交

流与合作中形成协调、和谐的互动机制 ,以促进事业

协调发展。协调发展还体现于图书馆资源结构的优

化 ,单一的文献资源将不断被多元化的综合资源所代

替。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将让位予

博物馆 ,其入藏文献转变为立足社会信息资源的保障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

活跃的要素 ,而知识经济属于智能经济 ,软资源即智

力资源 (人才资源) 、技术资源比硬资源 (馆舍、藏书、

设备、经费)更加重要。因此 ,必须处理好人力资源与

信息资源的关系 ,坚持“以人为本”,人才资源优先。

图书馆事业是一个有机体 ,特别在网络条件下 ,其发

展趋势必然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以图书馆的

群体效应服务社会。

2. 4. 3 　注重稳定发展、重点发展。图书馆立法是确

保图书馆事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其相辅而行是

切合实际的发展政策与事业规划 ,以及稳定的具有良

好综合素质的图书馆干部队伍 ,展现高水平的服务能

力 ,以保持公众对图书馆社会价值、文明形象始终如

一的肯定评价。

图书馆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有机体 ,不仅受经济基

础及其他因素制约形成发展不平衡状态 ,同时在每一

发展阶段亦可能出现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 ,图

书馆总是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读者需求特点及自身

的实际情况不断更新观念 ,调整工作计划 ,努力寻找

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图书馆从传统模式向

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各馆更应当审时度势 ,确立自己

的工作重点 ,分清主次 ,分步实施 ,并选择其中的突破

口 ,以推动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

2. 5 　关于第五原理 :以办馆效益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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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馆效益是指图书馆社会职能所产生的应有作

用、公众认同的存在价值。社会对图书馆的投入和图

书馆服务社会所创造的价值不仅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

也是可以进行评估的。在社会对图书馆投入确定的

情况下 ,图书馆对社会文献信息需求的有效满足程度

越大 ,效益就越高 ;有效满足程度相对稳定时 ,社会对

图书馆投入越少 ,效益也越高。世界各国对图书馆的

投入是极其有限的 ,图书馆如果不努力服务社会 ,有

效地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 ,即不仅可能导致投入者对

图书馆失去信心、兴趣 ,还将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存在

价值。为使投入与产出良性循环互动 ,图书馆必须以

强化办馆效益观念 ,完善机制 ,提供优质服务 ,为社会

多作贡献为前提 ,明确实现办馆效益的基本条件及评

估原则。

2. 5. 1 　图书馆入藏文献必须符合社会需求 ,具备能

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功能 ,藏书的使用价值、社会作用

是产生办馆效益的基本条件。

2. 5. 2 　图书馆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为社会提供各类文

献信息 ,兑现其价值。因为任何具有价值的文献都不

可能自然地发挥效益 ,利用文献兑现价值 ,是沟通文

献的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中介。如果把具有

合乎社会需求的文献束之高阁 ,而不进入社会利用过

程 ,就谈不上实现文献的价值 ,更谈不上实现办馆效

益。

2. 5. 3 　办馆效益必须力求使兑现的价值在数额上大

于所耗费的全部或部分投入。

2. 5. 4 　办馆效益的评估目的是为促进图书馆事业发

展 ,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评估原则必须有利于事业

发展导向 ,对不同地区、不同项目采取区别对待、分类

指导 ,并制定具有可比性、可操作的评估标准。

2. 5. 5 　办馆效益不仅是指一个图书馆的效益 ,更重

要是指图书馆群体效益 ,需要开展对一个馆与一个地

区、一个系统整体图书馆双轨评估 ,并实行定量与定

性双向评估标准。

以上笔者所提出的所谓“图书馆原理”是粗浅的 ,

诚望同人修正、完善。任何事物都不断发展、变化 ,而

其中必然具有它的规律。本文旨在探求这个规律 ,并

期望引起争鸣。通过集思广益 ,去粗取精、除丑求美 ,

逐步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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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 页)业务管理层次 ,使全馆各个业务环节都

体现出文化层次。

第四 ,文化建设要与环境建设相结合。在这方

面 ,以往国图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 ,连续多年在相关

工作中荣获北京市、中央国家机关和文化部的荣誉称

号。今后要继续努力赋予环境建设更丰富的内涵。

第五 ,文化建设要与员工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相结

合。文化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着眼于道德、

行为的教化。通过文化建设 ,倡导团结文明、求实创

新、服务读者、奉献社会的国图精神 ,培养认真严谨、

周到负责、合作守信、遵纪守法的职业道德。

第六 ,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 ,做到党政工团

立体推进。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时效性和

预见性 ,在工作方式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和改进 ,真正

使这项工作做到像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 ,“春风化雨 ,

润物无声 ,耐心细致 ,潜移默化”。

总之 ,要通过开展国图文化建设 ,使人们充分感

受到国图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单位 ,一片充满创

造力的土壤 ,大家在这里工作有荣誉感 ,有个人施展

才能的舞台 ,有美好的发展前景。明年是新世纪的第

一年 ,也是实施“九五”规划的第一年。国家图书馆的

工作重点 ,一是通过继续深化改革 ,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 ;二是通过国图文化建设 ,进一

步加强和建设思想道德体系。通过两个体系的建设 ,

使国家图书馆在新世纪有更快的发展。

周和平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通讯地址 :北

京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邮编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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