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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笔者曾于 1988 年在武汉大学进修“图书分类研究”。

该课程以周继良老师编撰的《国外图书分类法选讲》为教

材，由俞君立老师( 《中图法》第 3、4、5、6 届编辑委员会委

员) 讲授。这门课程系统地介绍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国

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分类法》、《冒号分类法》、

《苏联图书书目分类法》等五种分类法之理论与编制技术。

在整个授课过程中，俞老师发挥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我们纵览了东西方一百余年的图书分类体

系的变嬗，得到了启迪。

二十多年的分类工作和教学( 为南昌地区四县五区公

共图书馆、大中专院校图书馆、完全中学及不完全中学图书

馆的在职职工进行图书分类的指导，为省电大、二十一中职

高的图书馆专业的学生、在职的员工等讲授《图书分类》课

程) ，令我对中美二国的分类法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

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

会图书分类法》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各有异同，通过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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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继承和发展了国

外一些分类法的长处，同时尚存在一些弊病。通过深入了

解与研究这四种分类法的发展情况、类目体系、类表结构、

类目索引、类表的编制理论和编制技术等内容，比较它们各

自的特点，对于我们探索文献分类规律，进一步完善《中国

图书馆分类法》，是很有意义的。

在学习国外图书分类法的同时，我有幸参与由加拿大

马尼托巴大学理查德·埃利斯教授主持的“中国和加拿大

高校图书馆的比较”专题调查，并协助翻译和校对工作。

又于 2008 年借赴美探亲访友的机会，参观了数所美国图书

馆。用四个多月的时间细心地观察美国图书馆对其分类法

的实际运用情况，以及大凡与国内图书馆不同，而又认为有

兴趣、值得比较借鉴的东西，于此均一一客观真实地记载收

集下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与借鉴别人的经验，

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与提高。我是一名基层图书馆的普

通员工，学识水平有限，加之又纯属个人访问，所见难免走

马观花、挂一漏万，个人观点也难免偏颇，请行家同仁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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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中国和加拿大图书馆比较

据 2009 年不完全统计，中国图书馆除公共图书馆有
2850 个之外，还有高校、专业、党校、团校、军队、医院、工

会、中小学等系统的图书馆。在加拿大，其图书馆系统由
3000 多个公共图书馆服务点，9700 个学校图书馆，2600 个

专业图书馆，141 个学院图书馆和大约 108 个大学图书馆

组成。除国家图书馆、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和联邦政府

部门的图书馆外，其他图书馆均属省或地区管辖。在一个

省内，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分属省的各个不同的部( 例如教

育、文化、娱乐、遗产和财政部) 管辖。

第一章 中加高校图书馆的比较

本专题从十个方面对中国和加拿大高等院校的图书馆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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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国图书馆体系

根据 1987 年的统计，中国一共有一千零五十三所高等

院校。全国人口十三亿。在加拿大，有五十一所大学。人
口为两千六百万。大部分中国高等院校归属国家政府部

门:如教育委员会，财政部，或交通部。少数由省政府管理。

如湖北大学。加拿大宪法赋予各省政府权力管理所在省大
学。然而，省政府的教育部门控制大学及其经费。只有省

教育部门可以设立大学，别的部门没有这种权利。加拿大
所有大学是公立的。如果他们可以满足分数及学费的要

求，任何人都可以入学。

在中国，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颁布有关
大学图书馆的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在加拿

大没有这种规矩，也没有一个机构有权利设立这种规定。

加拿大大学图书馆协会可以对图书馆管理的方针提出建

议，但是图书馆可以忽视这些方针。它们的意义并不大。

第二节 图书馆业务

加拿大和中国大学图书馆都有一位馆长和最少一位副
馆长。《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馆长受副校长督

导，跟加拿大一模一样。在一所我访问过的中国大学图书

馆，馆长也是副校长。这种情形在加拿大是没有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大学可以设立图书

情报委员会。委员会的目标是讨论图书馆的计划和比较重
要的问题。我寄出的调查有这样一个问题: “您大学有图

书情报委员会没有?”在六十一份回答中，有四十二份是肯

定回答。但是，从我和几位馆长的讨论结果来看，这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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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少开会。

中国和加拿大大学图书馆的经费都是大学给予的。

《规程》建议应该占百分之五的大学教育经费。加拿大没
有这类数目。在中国，图书馆可以用它们所有的经费买书，

期刊和别的资料。相反，加拿大大学图书馆必须用它们的

大部分经费支付职员的工资。两个国家的图书馆都有资格
申请增补经费。在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得

到部分收入。我所工作的图书馆每年有一次旧书出售，可
以收入几千块加元。1987 年和 1988 年，我所在的大学医学

院图书馆曾搞过时装展览。每次获得约四千加币。同时，

图书馆人员或非图书馆人士也可以捐款给图书馆。

第三节 图书馆组织机构

跟中国相同，加拿大大学的图书馆有几个部门。一般
来说，包括采购部、编目部、流通部、期刊部、参考咨询部、自

动化部和特色书部。自动化部负责指导图书馆自动化工
作。特色书部管理大学的档案、珍本和有名人士的信件和

底稿。我所在的图书馆里( 马尼托巴大学图书馆) ，特色书
包括冰岛语言和乌克兰的移民。加拿大的大学图书馆没有

典藏部，也没有阅览部。中国图书馆的典藏部负责分配书

的复本。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经常只买一本复本。订书以
前，采购部已经知道那本书的所在，所以不需要典藏部。如

果以后决定该书贮藏在另一个地方，将由编目部进行处理。

在加拿大图书馆，读者可以把大部分书借出去。故而，不必

有很多保存非外借的阅览室。

在中国大学里，系的资料室非常普遍。这些资料室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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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系而不归图书馆。经费、员工都由系里提供。系资料室

可以重复图书馆买的书和期刊。彼此之间很少有协作。图

书馆的卡片目录并不包括资料室的卡片。这太可惜了。在
加拿大，除中心图书馆之外，有的大学、学院也有适合学院

要求的图书馆。比如:我所在的大学里，有一所对文科服务

率较高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同时兼办其他十二所学院图书
馆的书籍订购、新书编目，然后送书到学院图书馆。目录包

括所有十三所图书馆里的资料。可是，所有这十三所图书
馆都属于图书馆系列。所在学院不提供经费，也不提供

员工。

第四节 职能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高等学校图书馆应
贯彻党和国家有关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法令，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履行

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
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访问图书馆时，

常常问馆长或副馆长他们图书馆的职能是什么。回答差不

多都一样;有两个职能，教育和情报。我读过不少有关这两

种职能的文章。作者们一般认为教育职能包括: ( 一) 给读
者提供图书、杂志等，( 二) 教读者怎样利用图书馆，( 三) 给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指导。这三项责任中，加拿大
高校图书馆只限前两项给用户提供资料，帮助用户查找资

料和使用资料，以及教读者怎样使用图书馆。教读者怎样

使用图书馆的方法如下: 可以给一年级学生看有关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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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录像带或幻灯片。可以给用户参观。可以开讲座研习有

关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参考书等等。我发现，在中国有很

多大学图书馆安排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在加拿大，这是很
少见的。我们图书馆馆员倒真想开那种课，可是要得到大

学管理部批准却是很难。

加拿大大学和大学图书馆不认为它们负有学生思想政

治、品德指导的责任。它们认为自己的目标在于发挥学生

理解才能，而不是去管学生真正想什么。故而，高校图书馆
从不理论学生所阅读书籍的种类。尽管图书馆管理员会帮

助读者查找资料，但他们不会评估资料。当然我不是说加
拿大高校图书馆购书前不看书的内容，购书的指标是相对

性的。图书馆的经费很紧，没有一所图书馆愿意买没有价

值的书。所以，图书馆很少买那种文学价值不大的“黄色”

书籍。

中国大学图书馆通常有专借小说的借书处。这样，学
生有空时可以借小说看。其实，我曾读过一些埋怨学生看

太多小说的文章。相反的，加拿大大学图书馆不特别尝试
借小说给读者看。这是公共图书馆的责任。几乎所有加拿

大人( 包括学生) 都可以很方便地拿到公共图书馆的借

书证。

人人觉得中国大学图书馆的情报职能在于为教学和研

究提供最新信息。图书馆管理员可以编辑目录，翻译外文
论文，进行书评，和查找有关教授、研究生提出的检索项目。

有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还设立情报部提供这种服务。

在加拿大，传统的参考咨询部会帮助所有用户查检信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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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但图书馆管理员不给用户提供翻译服务。( 除非他们

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而且图书馆管理员也很少为用户提

供书评服务。

在中国访问图书馆时，有些馆长谈到高校图书馆还有

另外一个职能———向社会开放。我了解到，大部分高校图

书馆人员认为他们图书馆应该开始面向校外服务。若干大
学图书馆还给校外单位办借书证或阅览证。有的也愿意给

他们提供情报服务。但是，有些馆长认为对外开放有问题。

他们担心这样会在校内产生不好影响。在加拿大，给校外

读者办理借书证是很普遍的事。譬如:马尼托巴省大学图

书馆会给每一位本省成人居民办理借书证。大部分图书馆
会给校单位和个人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如果花费时间较

多，图书馆会适当收取一些费用。

第五节 建筑设计

我觉得加拿大和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差别很
大。在中国，图书馆隔成很多小间。分有阅览室或借书处。

期刊和书是分开的。可以出借的书和不能出借的书是分开
的，有关理科的书和有关文科的书是分开放的。还特设有

专门给教授、研究生用的阅览室。加拿大图书馆有不同趋

势，图书馆内没有很多墙壁。大部分书和期刊放置在一起。

图书馆不按读者的身份( 如教授、研究生、本科生) 分资料。

也不必有阅览室，因为只有少数资料禁止出借。所有书是
按照索书号排列上架的，所以属理科或文科的图书与期刊

不必分不同位置存放。由于这些原因，加拿大图书馆的工

作人员数量比中国图书馆少得多。因为既然没有很多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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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借书处，当然不需雇用大批人员管理。一般来说，在加

拿大的一所高校图书馆只有一个借书处。

中国大学图书馆一般有闭架书库，书库天花板的高度
是阅览室天花板高度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阅览室天花

板一般是四点八米高。书库天花板是二点四或三点二米

高。我在加拿大从来没见到过天花板有不同的高度。

第六节 人员

在中国，大学人事处根据图书馆的需要聘任图书馆职
员。人事处可以派人员到图书馆工作。但是，如果图书馆

认为派来的人不适合，可以拒绝接收。加拿大高校图书馆
自己聘用人员。如果有空额，图书馆会登出广告，审查申

请，聘用最合适的人选。

中国大学图书馆职员分五个阶层;研究馆员、副研究馆

员、馆员、助理馆员、管理员。差不多所有在图书馆工作的

人员都是从最低层开始。他们慢慢可以升级。临时工雇用
也很普遍。他们不属于任何阶层。还有，图书馆也可以有

不属于任何阶层的全日工作人员。我看到的一些图书馆有
书籍装订部。在那里工作的人平常不属于任何阶层。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职工通常只分为两个阶层:有图书

馆专业学位的和没有图书馆专业学位的。在马尼托巴大
学，有图书馆专业学位的人员分四个阶层。从高级到低级，

他们是:图书馆员、副图书馆员、助理图书馆员和一般图书
馆员。没有图书馆学专业的人员分七个阶层:图书馆助手

一到四级和图书馆助手指导一到三级。

有的图书馆助手和图书馆助手指导曾受过图书馆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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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的没有。加拿大国内目前有数所学院开图书馆技术

课程。学习时间一或两年。毕业生持有文凭。他们可以做

图书馆助手或图书馆技术人员的事。可是如果要晋升专业

级别，他们得先去大学念图书馆学。在中国，图书馆学是大

学本科课程。在加拿大是研究生课程。学生必须在已经获

得一个本科学位后才可再去读图书馆学专业。因此，加拿

大高校图书馆不存在像中国大学图书馆具有的问题。加拿

大高校图书馆专业学位人员除了图书馆专业学位之外都有

另外一个专业学位。相反的，在中国，从图书馆学系或院毕

业的学生没有别的专业学位。故而，他们没有背景帮助读

者找到专业资料。结果是中国大学图书馆常常聘任非图书

馆专业的毕业生不熟悉图书馆学，所以图书馆得送他们去

大学进修一年图书馆学，或者鼓励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在电

视大学或函授大学攻读图书馆学。

在加拿大图书馆里，工作人员工资的高低是根据他们

阶层决定的。职工一旦升级，工资也会随着升高。没有补

助金。所有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二到五周的假期。假期内工

资照发。因病不能上班的，图书馆仍发给工资。女职工生

产后可以休产假。产假期间照领工资。退休人员每年都有

大学提供退休金。专业人员每隔几年可以有一年的学习进

修假。在这段时间内从事学习或研究，并且领取部分工资。

我自己就是这样到中国去做研究的。我听说中国大学过年

常常发奖金。加拿大大学没有这种习惯。但如果某位工作

人员工作特别出色，他有可能拿到优秀工作专项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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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服务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中国高校图书馆应

该每星期开 70 小时。有些我参观过的图书馆的确每周开
门 70 小时。但并不是完全如此。阅览室也许开 70 小时，

但借书处也许只有 40 到 50 个小时。在武汉和南京，图书
馆常常中午关门两个小时。加拿大图书馆中午不关门。工

作人员只有一个钟头吃午餐，并且是轮流就餐。午餐时间

内很少有人睡午觉。

我对加拿大高校图书馆每周上班时间未做过统计。在

我所工作的大学内，中心图书馆曾一星期开过八 83 个小
时。各分馆均按照学生的阅读要求而决定开门时间长短。

一般来说，时间比中心图书馆短些。在中国，有些人以为北

美图书馆一天开放 24 小时，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有的图书
馆可能让学习室开 24 个小时，可是这种屋子里只有椅子、

桌子，没有书借。所以，不需要有人在那儿管理。

借书的手续在加拿大与中国一样。在中国，借书期限

比加拿大长。三个月期限很普遍。在加拿大，经常是三四
个星期。在马尼托巴大学图书馆，新书只能借出一周。旧

书是 60 天，因为我们认为需要旧书的读者较少。但对新书

来说，读者还可以续借一个星期。

在中国，大部分图书馆只有单轨流通记录，即按照读者

借书证号记录。在所有我参观访问过的图书馆之中，只有
一所用书名和借书证号分别排号的双轨流通记录系统。在

采用单轨流通系统的图书馆，读者预约一本书很难，因为服

务员很难确定刚还回来的书是否已被预约过。在加拿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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