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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许多场合都表述过这样一种认识： 任何社会事

业、社会科学都是人文事业、人文科学。这里的“人文”，用

哲学的话说，就是以人之文化存在、文化进步为本体论。

就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而言，这里的“人文”既包括对象

层面的“人文”(图书馆读者服务、图书馆传承人类知识信

息资源)，也包括主体(图书馆工作者)层面的“人文”。此即

我们这个行当的“以人为本”。

单就“图书馆员”这个主体层面的人文关怀、人文进

步来说，原本就是与时俱进的。进入 21世纪以来，图书馆

员们所要面对的职业环境发生着极为巨大的变化， 信息

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环境、学习型社会、科技创新与

文化创新、公共文化权利社会、民族文化振兴……如是居

间，挑战与危机，转型与发展，生存与进步，无一不在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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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图书馆员”这一职业的“价值”所在。

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依对“图书馆员”这一职业

的“价值”认知程度，从低到高区分为图书馆从业者、图书

馆(事业)人、图书馆学人三个层级。 但即使是最低层级，

在当今的职业环境下恐怕也须有一个 “资格” 认定的问

题。 换言之，即便是只把“图书馆员”当做一个谋生的手

段和过程，也越来越不好混下去了。 而进入到图书馆(事

业)人、图书馆学人两个较高层级，就须进一步考量其“职

业精神”的养成了。

竞争力分析与设计， 这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学领域

的重要思想与方法论。 本课题研究将之引入“图书馆员”

这一论域，一方面将其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一方面将

“资格认证”与“职业精神培养”做某种合乎学理的匹配。

这体现了我区高校图书馆界青年学人对相关问题的独到

认识。 对此我也是赞同的。

借为本课题成果作序的机会， 我还想引用中外两个

名言作为我的某种解读与心得。

一是《周易》所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

民谓之事业”。这主要是借喻图书馆事业人和图书馆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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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职业认知与追求、职业精神、职业情怀等)。

一是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的名言：“天堂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如是，“图书馆员”当然就是天使

了。 天使的工作也许并不显赫，但它一定高尚，一定充满

博爱与热情。

2009年 12月 20日夜

于银川枕水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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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实力才能应对挑战

一、挑战与转型

1. 20世纪下半期科技革命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

20世纪是一个产生一系列伟大事件的世纪。其中之

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科技

革命的推进，尤其是信息科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

信息产业的产生， 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信息时代。人们认识到信息

是资源,是财富，信息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创造财

富的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从而也产生了对信

息的需求和依赖。 当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产生与发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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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力 与 养 成
———当代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职业精神培育

后，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

为舒适，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日益变得不可缺少。

到了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社会的到来以

及知识经济引发的经济革命， 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

场知识价值的革命。 生活中多用智慧和知识才能受人尊

敬，只有富含智慧和知识的商品才会畅销。 价值的增长，

不仅通过劳动、更要通过知识去实现，知识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重要的资源，知识资本成为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

知识的权利正在取代财富的权利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

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的出现， 即财富

创造体制。 这个体制完全依赖于即时的通讯、 即时的数

据、思想符号和象征体系的传送，而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的成熟与进步，已使信息资源的存储、处理和利用、开发

成为可能。 这种转变， 要求人们在信息资源的收集、处

理、传播与开发利用的基础上转向对知识资源的获取、组

织、创新与开发利用，即由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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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传统图书馆的终结

面对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的挑战，存在久

远的传统图书馆已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逐渐产生了生

存危机。

进入 21 世纪，人类遇到了诸多突发的、危险的、复

杂的事件:2001 年美国的“9·11”事件，2003 年中国的

“非典”、伊拉克战争、环境危机、气候变暖、等等，这些事

件告诫世人，当今社会进入了危机频发的阶段。身处其中

的图书馆亦不例外。与上述危机相比，其形式与内容都不

相同，但它发生以后所产生的后果却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承载人类文明之光板块的崩塌。 与此同时,人类文化产

业和信息产业产生并发展了。

图书馆在人类历史上绵延数千年， 不仅积淀着一个

民族和社会过去的文化创造与文明成果， 而且昭示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文化基因。 一

直到 20世纪 70 年代末，人们从未对图书馆会产生危机

执怀疑态度。然而，到了 1977 年美国人 H·Falk 提出了

“图书馆将逐渐消失， 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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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力 与 养 成
———当代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职业精神培育

1982 年，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开斯特预言：“在下一个

20 年（指 1980 年—2000 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

消失， 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的印刷资源的机构。 ”1995

年 9 月 5 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更把公共图书

馆馆员列为“即将消失的职业”。 ①

当今图书馆的生存危机表现在：

（1）资源危机

由文献信息载体多元化引发的传统图书馆文献信息

资源优势的丧失，难以建立起满足用户需求的、完整的文

献信息资源体系。这不仅会失去图书馆对用户的吸引力，

而且会在行业竞争中失去竞争力。

（2）服务危机

传统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手段落后，形式少且一成不

变，缺少服务意识，更缺少创新意识，效率低下难以满足

不同层次用户需求，导致用户流失。

（3）管理危机

自身的管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观念落后又缺乏创

新，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管理体制、机制均不健全，责权

利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严重阻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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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发展。

（4）心理危机

办馆理念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严重制约馆员

的发展。加之图书馆的不景气现状，使得一些图书馆人心

理不平衡，产生心理危机。

（5）人才危机

种种原因导致图书馆人不安心工作， 另寻出路的心

理在蔓延，以致专业骨干，尤其是掌握一些信息技术的骨

干、高学历的专业人才流失，陷入了整体素质不高、人才

短缺和难以吸收高学历、 高素质与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复

合型人才的双重困局。

（6）经费危机

我国传统图书馆经费来源单一，长期依靠政府拨款，

书刊价格持续上涨，难以维持生计。

（7）安全危机

馆舍不符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且年久失修，水火灾

害、网络安全等隐患多多，难以保证文献信息资源、馆舍

与用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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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形象危机

种种原因导致图书馆丧失用户与社会信任，把图书馆

看成是老弱病残收容所，高校的“博士后（夫人）流动站”。

(9)社会危机

由于图书馆自身难以满足用户与社会需求， 也由于

用户和社会对图书馆的信任降低， 导致图书馆社会地位

低下，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10)世界性突发事件危机波及图书馆

近年来，世界范围的突发事件愈演愈烈，危机事件涉

及的领域呈多元化趋势。 2003 年我国的“非典”事件已

经波及图书馆。

上述种种表明，危机的实质不是图书馆事业的终结，而

是传统图书馆的终结，只有改革创新才可使图书馆重新焕

发生机。

3. 面对挑战，馆员首当其冲

上述种种危机都表现在馆员身上或最终通过馆员表

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图书馆的生存危机也是传

统图书馆员职业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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