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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述评
摘　要　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到 80、90 年代形成研究局面。目前 ,对

图书馆哲学概念和内容结构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图书馆现

象本质 ,培育人的图书馆精神 ,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图书馆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有待

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文献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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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 G. W. Hegel , 1770～1831)

指出 ,“哲学认识本质”[1 ] 。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

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

是一种社会现象 ,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

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

质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

哲学研究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的图书

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形成了一股持续的

“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 　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

命题 ,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 ,“图书

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 1934 年就出现 ,其根据是丹

顿 (J . Periam Danton)于 1934 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

学》一文[2 ] 。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

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 ,阮冈纳赞于 20 世纪 30 年

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 ] 。据台湾沈宝环

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 ,英国

的包得菲 (A. Broadfield) 于 1949 年著有《图书馆哲学》

( A Philosophy of L ibrarianship) 一书[4 ] 。这说明 ,图书

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 ,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 ,也是一个

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杜定

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

考的痕迹[5 ] 。不过 ,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

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 ,1990 年蒋永

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

书馆》一文[6 ] ,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

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2
brary 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 世纪 80 年代是我

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 ,在这一时

期里 ,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

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 1982 年著有《论图

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 ———关于波普尔世界

3 理论的思考》一文[7 ] ;刘烈于 1985 年著有《论图书

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 ] ,陈一阳于 1985 年著有《关

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 [9 ] ,于 1988 年著有《关

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 ] ;庄义逊于 1985 年

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 [11 ] 。另外 ,卿

家康、詹新文于 1987 年译有 J·H·谢拉的《图书馆哲

学》一文[12 ] 。在这一时期 ,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

蓬勃发展 ,高锦雪教授于 1985 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

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 ,在上述研究者中 ,除

高锦雪外 ,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

主要研究领域的 ,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

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 ,而且他们各自

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

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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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

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

这一时期 ,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 ,

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

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 ,其中 ,赖鼎铭教授的

《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 年印行) 一书可谓是视角极

其独特的 ,不可多得的名著 [13 ] 。在大陆 ,蒋永福和郑

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 ,两

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 ,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

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 ,蒋永福先生从

1990 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 ,一直持续至今 ,是

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

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 ,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

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

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 ,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 ,其历史可

以一直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是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 ,在这一时期

里 ,“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 ,较之 80

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研究队伍逐渐壮大

起来 ,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 ,由此奠定了图

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 ,“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 (或本质) 规律的科

学 ,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

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 。

张广钦认为 ,“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

是很高深的玄学 ,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

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 。

周文骏指出 ,“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

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 ,另一方面也是哲

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

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 。

黄宗忠认为 ,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

一回事[17 ] 。

周庆山认为 ,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

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图

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

图书馆学的理论 ,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

学”[18 ] 。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 ,“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 :

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 ,第二层

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三层含

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 [19 ] 。

蒋永福认为 ,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

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 [20 ] 。

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 ,“图书馆哲

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

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

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 ,就是

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 ,体现为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 。

胡先媛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

指出 ,“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

应用于图书馆学 ,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

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 ,又要取得图书馆

实践的支撑 ,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 ,研究的

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

题 ,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并将哲学

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 。

李明华指出 ,“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

图书馆的认识 ,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

提炼与升华 ,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

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

的概括”[23 ] 。

刘君、易长芸认为 ,“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

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的学科”[24 ] 。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

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 ,“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

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 ] 。郑全太

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

中又指出 ,“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

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 。

另外 ,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

学”(philosophy of library science) 问题。他指出 ,“图

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

展规律的科学 ,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和方法论”[27 ] 。刘君和易长芸认为 ,“与图书馆哲学

相反 ,‘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

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 ,图书馆学

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 ,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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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8 ] 。

由上述可知 ,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

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

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 ,还很不成熟。不过 ,从上述

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

法 : (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

产物 ; (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

践中的本质问题 ,或者说 ,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

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 ; (3) 图书馆哲学是

一种理论思维方式 ,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 ,何长青认为 ,“图书馆

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

学科 ,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 ] 。张广钦认

为 ,“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而是具有

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

容 ,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

方向”[30 ] 。蒋永福指出 ,“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

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

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

怀 ,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 ⋯⋯

(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 ,而一般

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

程 ,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 ] 。郑全

太认为 ,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 ,属于图书

馆理论思维科学 [32 ] ;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 ,它

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 [33 ] ;图书馆哲学是一

种人文科学 ,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

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 [34 ] 。王梅和李芸在《论

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

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 ,指出 :“图书馆哲学 ,首先我

们肯定一点的是 ,它是人学 ,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

本质上的联系 ,是人文的相通 ,那么 ,图书馆哲学就

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 ] 。其实 ,蒋永福早在

1991 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

题 ,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 ] 。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 ,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

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 ,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

个分支 ,还是两者皆是 ? 再如 ,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

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 ,而有的

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 ,这两

种看法相矛盾吗 ? 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

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 ,张广钦认为 ,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

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 ] 。蒋永福认为 ,“‘我是谁’,亦

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 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

回答的核心问题”[38 ] 。周庆山也指出 ,“透过图书馆

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 ,这正是图书馆哲

学追求的目标”[39 ] 。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

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 ,图书馆哲学“所要

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

图书馆的价值 ,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 ] ,“图书

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 (或称图书馆

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 ] 。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

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

学的结合 ,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 ,通过对图书馆问

题的哲学研究 ,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

识”[42 ] 。周文骏教授也指出 ,“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

种种问题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

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

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 ] 。可见 ,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

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 ,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

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 ,周庆山指出 ,“图书馆

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 ,是我们

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

倚于实务和技术 ,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

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

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 ,即它可以让图

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

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 ] 。张广钦指出 ,图书馆哲学研

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提高图

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 ;二

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 [45 ] 。郑全太和石

友荣认为 ,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

慧”指导图书馆实践 ,他们指出 ,“图书馆哲学并不是

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 ,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

直接应用 ,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 ,与现

实隔开一段距离 ,从而能够超越现实 ,以敏锐的理性

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 ,对图书馆实践进行

哲学的判断 ,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 ,形成对

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

书馆智慧 , 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

去”[46 ] 。可以看出 ,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

认识大同小异 ,可以概括为 :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

馆现象的智慧之学 ,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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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 ,能够为图书馆实

践提供哲学指导。

4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1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 ,图书馆哲学必

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

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 ,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

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

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并循着“图书馆 ———图书馆的矛

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

馆学的范畴体系[47 ] 。陈一阳认为 ,图书馆在本质上

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

点 ,演绎出图书馆学的 10 个基本范畴 ,依次是“固化

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

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 ] 。何长青则以

“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认为“文献”是图书

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 ,它包含着图

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 ] 。蒋永福一开

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50 ] ,后来他

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 ,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他

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 ,认

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知识组织是图

书馆学的逻辑中介 ,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 ] 。

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 ,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

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

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

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 ,而基本没有

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 ,他的“客观知

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

相反 ,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

来越少。

412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 1996 年指出 ,“我国至今还没有建

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 ] 。正因如此 ,目前关于

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

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 ,“图书馆

哲学之研究 ,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

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 [53 ] :

“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

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

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

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 [54 ] : (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

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

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 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

图书馆认识方法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

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

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 图书馆指导规律。

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

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

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

究内容[55 ] 。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

业务工作理论 ,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

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

学 3 个方面[56 ] 。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 ,马

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 [57 ] :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

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

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人们

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

同的看法。所以 ,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

内容及其体系 ,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

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 ,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

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 (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

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

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 ,一些学者早就做了

这方面努力 ,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

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 [58～59 ] ,

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

哲学思考》一文[60 ] ,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

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 ] ,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

书馆价值论》一文[62 ] ,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

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 [63 ] ,等等。

5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1 　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

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

或专业哲学 ,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

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

的移植和应用 ,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

学 ,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 ,他们没有认识

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

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

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 ,而应用哲学则是哲

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

门类。可见 ,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

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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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 ,

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

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

专业哲学 ,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12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

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 :一是“哲学 →图书

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 ;二

是“图书馆学 →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

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

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 ,图书馆学

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 为对象 ,而图书馆哲学

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

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 ,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

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

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

前 ,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

书馆学哲学”的现象 ,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

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 ,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

哲学”角度考虑的。

513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 ,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 ,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 ,

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 ,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

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 ,现在的事

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

论图书馆学范畴 ,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

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

说 ,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宽泛 ,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 ,

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

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14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

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

前为止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 ,远

没有达成共识。但是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那就

是 ,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

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 (如波普尔的“世

界 3”理论) 。因此 ,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

学理论基础 ,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

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

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 ,图

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

关系 ,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

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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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与支持。

(4) 协议约束。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 ,签订协

议 ,把双方应共同遵守的规则、应尽的职责、应得的

权益和承担的义务等写进去 ,以此规范各方的行为 ,

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

(5)管理到位。联合型社区图书馆的管理组织

应由区级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牵头 ,由辖区各职能部

门、参与联合的各单位图书馆代表和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组成管理委员会 (或管理小组) ,听情况 ,做决

策 ,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监督协议顺利执行。

经过初步研究 ,我们认为建立联合型社区图书

馆的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只要有关各方克服

本位主义、因循守旧的传统心态和求稳怕乱的惰性

思想 ,真正实践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 ,坚

决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

导意见》,加大对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投入 ,努力推动

各单位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联合协作 ,坚持走有中国

特色社区图书馆的建设道路 ,我国的社区图书馆一

定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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