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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左倾”的“大跃进”是一段短暂的狂飙突进，图书馆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法，分析了图书

馆大跃进的时代背景，指出其必然性。一方面，“大跃进”推动了图书馆数量大幅增长，布局更趋完善，激发了技术革新和

互助网络形成，优化了组织和人才结构，促进了读者服务的有效开展；但另一方面，业务重心 畸 形 发 展，对 行 业 精 英 进 行

错误批判等各种激进举措对行业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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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１９５８年伊始的“大 跃 进”是 漫 卷 全 国 的 一 次

悸动，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这一集体狂欢。

大跃进为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积累了正反两

方面经 验，但 弹 指 近６０年，图 书 馆 行 业 对“大 跃

进”总体性的反思仍然不足，这既体现在对极左思

潮反 思 的 失 语，又 表 现 为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的 匮 乏。

历史往往呈现连续性的内在发展脉络，张明澍通

过 随 机 抽 样 调 查 发 现，当 下 中 国 社 会 左 派 仍 占

３８．１％，“大跃进”中的一些极端作派也并未绝迹，

比如，鼓动非“左”即“右”的极端逻辑。本文从图

书馆实务视角，梳理大跃进对行业的积极推动以

及用力过猛带来的危害，力求溯源思进，汲取有益

于事业发展的一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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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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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大跃进的社会背景及其必然性

建国以来，经过对旧图书馆的整顿和改造，初
步奠定了 新 中 国 图 书 馆 事 业 的 基 础。“一 五”期

间，图书馆事业随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

第一个发 展 高 潮。１９５２、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 开 展 的 扫

盲运动，以及遍地开花的诗歌创作和群众性读书

运动，改观了民众的文化面貌，并激发了对图书等

文化产品的需求。１９５８年２月，《人民日报》发表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

要 全 面 大 跃 进，为“大 跃 进”作 好 了 舆 论 准 备。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１－２５日，文 化 部 召 开 全 国 各 省

（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跃进大会，会议制定了图

书馆工作跃进规划，讨论通过了由北京图书馆、上
海图书馆等２９个省、市图书馆向全国图书馆工作

者提出的“十比倡议书”。会后，各地区也纷纷召

开跃进大会，图书馆大跃进运动由此展开。
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大跃进的发动有 其 必 然

性：一是从社会心理角度，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思

想史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余英时指出，一部中国

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毛泽东时代

充斥着理想主义激情，“大跃进”甫一开局，渐进主

义就烟消云散，很多人主观上确实是真诚相信并

积极参与着文化跃进。二是迫于政治压力的被动

服从。波伏瓦认为，个体不可能摆脱时代的境遇

性操控。并非无人看到“大跃进”的虚妄，然而，通
过“反右”等不断的政治操弄，动辄得咎的个体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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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噤若寒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成为明哲保身

的最优选择。三是置身各行业跃进洪流，图书馆

无法独善其身。四是不令他人专美的同业竞争需

要。跃进大会各图书馆陆续发布的“决心书”、“应
战书”，已经为跃进定下了“赶、帮、超”的基调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３　“大跃进”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的负外部性

３．１　政治话语形成对行业全方位的把持和控制，
图书馆逐渐沦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

为破除妨碍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种种思想

障碍，１９５８年４月，《图 书 馆 学 通 讯》第４期 发 表

了文化部图书馆处副处长胡耀辉的《在图书馆事

业中坚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为总路线服

务》一 文；为 配 合 共 产 主 义 教 育 运 动，１９５８年１１
月和１９５９年１月《图书馆工作》分别发表题为“为
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是图书馆坚定不移的方向”
和“配合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是图书馆当前的重要

任务”的评论员文章［１］。但言必称“政治挂帅”，把
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治判断，过于强调行业的阶

级性，严重扭曲了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
（１）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

由９１所 图 书 馆 代 表 参 加 的 图 书 馆 工 作 会 议，将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图书馆工作的首要

和中心任务，折射出彼时对图书馆定位的基本认

识。
（２）１９５９年立项的《中图法》为了突出政治正

确性而不惜破坏科学分类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
将“马克思主 义、列 宁 主 义、毛 泽 东 思 想”列 为２２
大类之首。

（３）是否“又红又专”成为判断先进与落后的

唯一标准，使政治热情冲淡甚至压制了提高业务

水平的追求。

３．２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越了经济

基础等客观条件，必然造成指标脉冲冲顶后的大

幅回落

从图书馆数量来看，天津市曾于１９５８年７、８
月间掀起了民办图书馆热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即建立民办图书馆５００多个，筹建速度快，基础不

稳固。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５９年能够正常开展业

务的 民 办 馆 仅 剩 １７２个，相 当 于 建 馆 数 字 的

３７．６％［２］。从各项业 务 指 标 来 看，由 于 缺 乏 科 学

论证，很多跃进指标的制订是脱离实际的，完成也

不尽理想：（１）指 标 制 定 的 随 意 性。１９５８年 跃 进

大会前同侪交流之后，参会代表们就把原来带到

大会的跃进指标一再拔高。陕西省图书馆的贾馆

长连续３次修改指标，安徽省图书馆的代表突击

修改、核算本馆指标直至深夜２点钟［３］。（２）笔者

并未发现未完成指标图书馆的专题报道，然而，通
过文 献 调 查，仍 能 从 某 些 文 献 中 发 现 一 些 端 倪。
如１９５８年《图 书 馆 学 通 讯》第５期 评 论 员 文 章：
“本年国庆节献礼已过，有的图书馆已提前或超额

完成各项任务，有的现己做到基本完成，也有的完

成较差，或者计划指标中的某些项目进度还很不

够，各种情况是不平衡的。”［４］（３）一些既定指标的

完成，是以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以透支人力、
物力为代价勉强达成，未能形成长效机制。如上

海图书馆在“２天通宵攻下思想堡垒”的号召下，２
天内就写出１７６００余张大字报。这种无视生理极

限的精力透支，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３．３　图书馆业务方向的畸形发展

主要表现为：（１）片面追求发展读者、流通量

指标，忽视收藏；（２）服务对象方面，只注意普及，
而忽视提高；（３）强调“开门办馆”、“送书下乡”，而
忽视图书馆基础和阵地建设，给目录组织、典藏管

理等工作带来一系列问题，造成图书的损坏和丢

失。南通市图书馆馆内建了３个炼钢高炉，一半

的馆舍作为“大跃进”展览会场，使图书馆阵地工

作受到严重 影 响；１９５８年，徐 州 市 图 书 馆 大 搞 图

书普及，把大批图书分散运往农村，使１００多个流

动书箱的图书丢失殆尽［５］。

３．４　无视客观条件开展超前的服务方式

开架借阅一哄而上，在不具备必要的 监 控 措

施的条件下就大范围实行开架借阅，固然便利了

读者，但 也 造 成 严 重 的 图 书 乱 架、损 坏 和 丢 失 现

象，破坏了图书馆孱弱的典藏基础。如湖南省图

书馆许可读者进入书库自行取书，造成藏书特别

是贵重善本古籍的大量丢失［６］。

３．５　对学人、学科的批判缺乏科学态度，以业余

性对抗专业化

在理论界，把一些具有所谓资产阶级 学 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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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人都作为“白旗”加以批判，即“拔白旗、插红

旗”。图书馆界打破了“技术中心论”、“超阶级、超
政治”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术，“北刘南杜中皮”的
学说受到批 判。《图 书 馆 学 通 讯》１９５８年 第５期

刊载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学集体

撰写的３篇批判文章，武汉大学批判皮高品和徐

家麟的文章中，批判焦点“厚古薄今”一词出现达

７次之多。有 破 则 有“立”，组 织 青 年 教 师 和 学 生

编教材、写专著成为“插红旗”的重要途径。北京

大学党委提出“苦战４０天，向科学研究大跃进”的
暑期号召后，图书馆学系师生在１０天时间内即写

出批判论文４篇、调查报告５８篇，完成了４门课

程教材的初稿，“图书馆学基础”１０万字的讲义５
天时间就全部完稿［７］。大量学界 中 坚 被 批 判，专

业人员的缺位和难以保证质量的速成教材，极大

地削弱了图书馆学科研、教育力量和教学质量。

３．６　“大跃进”及以后“调整”导致图书馆数量剧

烈波动

１９５２年，江 苏 省１０所 较 大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藏

书量共６６５６９７册。“大跃进”后，高校增至７４所，
图书馆藏书因此大量分散。贯彻“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方针后，一些不具备独立建制条件的高

等师范院校 被 撤 销 和 合 并，至１９６６年 减 少 到５９
所，馆藏被调拨给其它高等师范图书馆或公共图

书馆，加剧了接收馆的分类困难和图书积压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４　“大跃进”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的正外部性

４．１　图书馆数量激增、类型更趋完善，服务能力

大大提升

４．１．１　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日趋完善，馆

藏迅速增长。建国伊始，全国各类图书馆总数不

到４００个，其 中 公 共 图 书 馆 只 有５５个，藏 书 量

１０００多万册。１９５８年 公 共 图 书 馆 一 跃 达 到９２２
所。高等学校图书馆由１９５７年 的２２９所 猛 增 至

１９６０年 的１２８９所，增 长４６２．８％。１９５９年１０
月，中国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由解放初的１７所增到

１１３所，藏书由６３万册增至６００余万册，１０年增

长１０倍。农村图书室与工会图书馆等基层图书

馆从 无 到 有，发 展 更 快。１９５８年 底，农 村 公 社 图

书馆 达 到４７万 多 个，工 会 图 书 馆 也 由 建 国 初 的

４４所发展到３５５８０所。在公立图书馆的缝隙中，
民办 图 书 馆 顽 强 生 长，成 为 公 立 馆 有 益 的 补 充。
据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民办图

书馆人人夸”统计，仅北京、上海、吉林等１５个省、
市已有民办图节 馆３８４７个。截 止１９５８年 底，全

国已有３０多万所图书馆，藏书约２亿６０００多万

册，与解放前图书馆事业最繁荣的１９３６年 相 比，
图书馆 数 增 加 了６０多 倍，藏 书 增 加 了１２倍 多。
各类型图书馆勃兴，交织成覆盖空前的网络结构，
图书馆体系已然成型。

４．１．２　读者人数、图书流通量爆发式增长。文化

部副部长夏衍在图书馆跃进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

“开门办馆是图书馆的方向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图书馆根本区别的问题。”［８］由于阅览人

次和图书流通册次的直观性，成为评价“开门”效

果以及读者服务工作成效的共通性指标。各图书

馆踊跃提出了“翻１番”，甚至１０几番指标的“工

作规划”。从后续追踪来看，通过扩大读者范围，
延长开放时间，送书上门等服务方式的改进，一些

图书馆设立的指标得到了落实。如山东省图书馆

１９５８年全年跃进规划为５，４９１，８８０借阅册次，读

者人 次２，７０３，２７４，均 比１９５７年 增 加８倍。到

１９５８年８月底已超额６８％完成了全年流通指标，
读者人次也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９］。

从流通品种来看，政治类书籍流通率 普 遍 增

高。１９５９年，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图书流通率较

１９５８年增加４０．３％，政 治 书 籍 流 通 则 同 比 递 增

３０８％［１０］。从读者成份来看，开门办馆，主要是面

向基层开展流通服务，工农兵读者比重上升明显。

１９５９年，通过巩 固 厂 社 图 书 馆 和 图 书 流 通 站，北

京市崇文 区 图 书 馆 工 人 读 者 占 比 超 过６０％［１１］。
江苏省太州市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农民读者任务指

标，要 求１９５８年 新 发 展 读 者 中，农 民 读 者 要 占

２０％［１２］。

４．２　互助协作得到充分发展

４．２．１　国际协作更趋深入。建国以来，图书馆国

际协作有了一定发展，与国外同行建立起以图书

交换为主要模式的友好往来，大跃进期间，得到了

跨越式发展。１９５９年７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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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５６个 国 家，１２９０个 单 位 建 立 了 书 刊 交 换

关系，接 收 书 刊２６１，７４１册，寄 出 书 刊１３６，２６５
册。其他大学图书馆和政府机关图书馆，也有不

同程度的国际往来。

４．２．２　克 服 本 位 主 义，馆 际 协 作 更 加 成 熟 和 普

及。１９５７年９月６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５７次会

议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方案明确了“建立中

心图书馆”、“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两项重要工

作。这是建国以来第１次全国性的文献资源协调

活动，图书馆事业走上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资

源共享的道路［１３］。１９５８年起，分别由人民大学图

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主持，在北京先

后成立了“中 文、俄 文 和 西 文 图 书 卡 片 联 合 编 辑

组”，几 年 来 共 分 编 图 书２５万 多 种，面 向 全 国

６０００多家图书 情 报 单 位 发 行 统 一 铅 印 的 编 目 卡

片６０００多 万 张。１９５９年７月，在 文 化 部 和 教 育

部领导下，全国７０多个单位，以大协作的方式编

制全国统一的大型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

分类法》。
区域性的协作组织也在全国范围遍地开花。通

过馆际互借、图书调拨等优势互补的馆际协同，弥补

了个体馆文献支持能力短板。１９５８年６月６日，由
人大图书馆召集，北大和林业研究所等７个单位图

书馆组成的互助协作组举行第１次会议，８月，首都

高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即告成立［１４］。西安地区各图

书馆开展了以省图书馆为中心，以制发通用阅览证、
单位借书证，成立图书采购协调小组，联合举办业余

大学等协作形式的全面馆际大协作［１５］。

４．２．３　单体图书馆内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更加紧

密。有些馆调整了劳动组织，合并了工序，改变了

馆内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的传统，加强了各个工

作环节的联系，减少了人力，提高了功效。

４．３　推行技术革新，推动了工作方式转变和工作

效率提升

１９５８年初，毛 泽 东 在《工 作 方 法 六 十 条》（草

案）中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并要求“把党

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自此，技术革新

形成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为有效推动革新，许

多图书馆成立了“技术领导小组”作为领导和实践

机构。例如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选拔骨干

成立“技术革新中心小组”，具体指导成员馆的技

术革新，并对研究成果加以收集、定型、推广［１６］。
技术革新有两种取向：（１）打破传统手工式操

作大搞机械、半机械化，以单个项目乃至整个工序

的技术改造为目标的硬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曹先声发明了油印机印刷卡片法，提高新书目

录卡片制作速度１０几倍。（２）改善劳动组织，改

进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工序的软调整。山东省图

书馆编 目 由“工 段 作 业 法”改 为“一 条 红 线 作 业

法”，提高工效５０％左右。

４．４　图书馆的人才结构和组织架构更趋优化

４．４．１　精简编制，勤俭办馆，真正实现了减员增

效。一些图书馆通过下放和其他途径精简的人员

比例达４０％以上，武汉市图书馆人员编制由原来

的７１人减为３８人，减少了４６．５％。
在勤俭办馆方针指引下，内蒙古自治 区 图 书

馆通过建立分层审批制度削减办公费，取消诸如

出差 卧 铺、福 利 补 助 等 各 种 行 政 管 理 费 的 方 式，

１９５８年节约经 费８４８７元，占 总 经 费１０％。首 都

图 书 馆 将 新 书 加 工 成 本 由 １９５７ 年 的 平 均

０．１３４元／本降 为１９５８年 的０．０６８元／本。据 不

完全统计，全国３３个省市公共图书馆在１９５８年

减少人员２１．８％，经费节约２３．６％，工 作 效 率 反

而得到提高。

４．４．２　通过针对性的培训，馆员素养得到强化

“大跃进”前，人员素养差强人意：大量业务中

坚卷入政治运动靠边站。如时任南京图书馆馆长

汪长炳所说，年老、照顾、无处分配的干部被送到

图书馆成为常态。
“大跃进”以来，图书馆提出了各种人力培训

规划。浙江省图书馆提出，争取五年内“红专”达

到干部总数的７０％，并认真推行师父带徒弟的方

法。为完成规划，各馆采取了实习、参观、举 办 短

期进修班、参加业余学校等多种方式，使理论及业

务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

委员会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组织了红专夜大学，至１９５９
年１１月，仅一期培养在职学员１５４名。

４．４．３　图书积压等多年的遗留问题得到一定程

度缓解。由于：（１）历史遗留问题；（２）出版、发行

大跃进的产业链导致质次、高复本图书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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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空间不足。“大跃进”前北京师范大学无独体

图书馆，分散达３１处之多。图书积压在各类型图

书馆普遍存在，全国２１个公共图书馆就有７００万

册图书没有登记。
“十比倡议书”提出比清理积存倡议以来，各图

书馆积极行动，不同程度地消减了库存压力。贵州

省图书馆解放以来积压线装书１１万余册，外文图

书８０００余册，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前完成了线装书，年底

完成了外文图书的整理和分编，做到了零积压。

４．５　单体馆服务能力增强，读者服务得到推进

４．５．１　办馆方针更趋明确，读者中心导向得到加

强。以提升服务能力为目标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

“人本”作风的转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到天涯海

角为读者查找资料”的口号堪称代表。

４．５．２　隔离读者，不利于“开门”的诸多藩篱被拔

除：（１）“大跃进”前鞍钢技术图书馆借书证必须持

介绍信才能办理，“大跃进”后，该馆废除或修改了

期刊不外借，不准代借等８条不合理制度，推行送

证下厂，工人读者大量增加。（２）一些便利读者的

新型服务被采用：开架借阅被普遍推广；一些有条

件的图书 馆 还 通 过 设 置 专 门 阅 览 室 或 专 家 研 究

室，编制专题或联合的目录、索引，设置显微图书

设备，进行图书复制和调拨等方式方便读者。（３）
压缩加工环节时滞，提升工效。首都图书馆采编

部实现了“一天出书”的口号。（４）采取延长开馆

时间、扩大读者范围等内涵及外延式扩展提高服

务覆盖。上海市六个图书馆提出“全年开放、日日

服务”的倡议。科学院图书馆向院外文教机关开

放，１９５８年团体借书单位达８３２个，是１９５７年的

１．６倍。

４．５．３　读者辅导得以深入发展。读者辅导 是 帮

助读者克 服 图 书 馆 恐 惧，增 强 图 书 馆 黏 性 的 有

效方式，大跃进中 采 取 了 多 样 的 读 者 辅 导 方 式。
中国科学 院 图 书 馆 通 过 橱 窗 展 示、读 者 座 谈 会

等形式向 读 者 宣 传 馆 藏，通 过 预 约 管 理 等 方 式

减少拒借率。推荐 书 目 作 为 一 种 揭 示 馆 藏 的 方

法得 到 普 遍 采 用。浙 江 省 图 书 馆１９５８年 编 制

的 推 荐 书 目 是１９５７年 的２３倍 以 上；辽 宁 地 区

仅１９５８年上半年 便 编 制 推 荐 书 目１３０多 种，超

过了历年的总和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５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冒进的折返与修正

１９６１年，致力于消除急躁冒进的消极后果，按
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图书馆事

业开始了持续到文革前长达４、５年的调整：其一，

图书馆定位更趋灵活、准确。按照八字方针，重新

确定了图书馆为群众与科研服务两者不可偏废的

关系，但不再一刀切，而是允许各馆根据实际有所

侧重。１９５８年，辽宁省图书馆提出科学研究和大

众服务两项任务并重。１９６１年，辽宁省委宣传部

责成省图书馆缩短战线，重点抓好为科学研究服务

和业务辅导。其二，调整了发展速度与规模，使图

书馆事业的体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以公

共图书馆为例，１９５７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大约有４００
所，到１９６０年已经突击发展到１０９３所，调整后通

过撤销、合并，至１９６２年只剩下了５４１所。其三，

图书馆工作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非常突出，调整后对

读者服务、目录等各项业务进行整顿，重新恢复了

大跃进中遭到破坏的一些制度，并制定了 新 的 规

章。宁波市图书馆在大跃进中，农村流通投放图书

较多，遭受一定损失，调整后认识到充实藏书的重

要，适当缩减了流 通 面，建 立 了 阅 览 室 辅 助 书 库。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自然科学部

停止办理对院外代借代还工作。其四，学术研究方

面，继续贯彻“双百”方针，１９６２年以后，目录学、图
书馆史等领域研究得以深入，图书馆学研究在体系

上由建国初不太完整逐步走向比较完整。其五，图
书馆学教育方面。对图书馆学系的重视程度提高。

１９６２年６月，北京大学任命在跃进中受到批判的

刘国钧为图书馆学系主任，是对专家办学取向的复

归，无疑具有象征意义。１９６２年调整期编写的《图
书馆学引论》、《目录学》等一批教材，虽然是内部印

刷出版，但与大跃进期间编写的教材相比，内容充

实、质量更高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６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对当下图书馆事业的启示

６．１　理性是保障图书馆事业方向的基石

亟须建立国家理性，置权力于公民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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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才能抑制权力冲动，避免意识形态逾越“纲领

性指导和哲学 思 想 工 具”范 畴 而 出 现 泛 政 治 化 倾

向。从个体视角，公民理性是专制的反制，必须摒

弃“表白政治”，也需反思个体犬儒引致的“合谋”性
政治冷漠，建立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和谐共存。

６．２　应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唯意志论倾向是“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
表现为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

染，固然激活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基层动员。然而，脱离客观

条件的支持，单纯诉诸群众运动，无疑是对群众路

线的绝对化理解，容易僭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滑入“唯意志论”的泥潭。

６．３　图书馆定位需要可预期的稳定性

没有稳定的方向定位，不利于读者形 成 稳 定

的预期，势必影响决策和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建国以来，办馆宗旨一直在实用主义方针指导下

兜转摇摆。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

号召。是年，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工作会议提出了

“为科学研究服务，普及文化教育”的方针，明确了

今后的方向和目标，“大跃进”以后，“为阶级斗争

服务”的提法达到空前，为满足生产跃进需要，主

要力量投注于一般群众服务，从而放松了教学和

科研服务。

６．４　要有充分的组织保障，政府仍需成为事业发

展的主导力量

政府主导性体现在四个方面：（１）图书馆事业

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之一，需受制

于经济和社会条件。（２）制度化、法制化是图书馆

建设的根本和保障。（３）图书馆的设立及运营需

要不菲的启动资金和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唯有公

共财政方可长期支撑。（４）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发展步伐和节奏需要政府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

合理把控，否则，即使短期被推上高潮，也难逃盛

极必衰的因果。

６．５　应多维度丰富图书馆经营体系，最大限度保

障民众的信息获取权

“大跃进”使图书馆触角前所未有地喷张，民

众的信息获取权保障达到了一时高度。在国家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创造

条件，大力发展民办图书馆等私人图书馆，完善和

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民众的阅读权等文

化权益。文化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规定，鼓励民

间资本捐建或捐资助建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采取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税收减免等政策措

施，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兴建民间图书馆等文化设

施。相应的配套应该及时到位，以保障政策得以

切实履行，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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