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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社会: 一群图书馆业者和他们所代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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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书社会这一图书馆业界专业社区进行了介绍，并就社区运营、社员交流、社区
内容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书社会在促进图书馆业者的知识交流、视野拓展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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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林经历十余年的发展，从最初的留言板、论坛、博
客到微博、社区，交流形式不断变革，让网络图林不断发生新

的、奇妙的变化。老的 ID 依旧活跃，新的 ID 在不断涌现，新

老传承、交替之间，对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科的思

考，也随着一篇篇微博、长帖逐渐深化。在众多的图书馆员

专业社区中，创办于 2009 年的书社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

表。
1 书社会的缘起与运维数据

2009 年 11 月 11 日，在经历一个短暂的头脑风暴之后，

利用 UCenter Home 这一开源软件，书社会完成了社区雏形搭

建，并开始对外提供访问。其后参考网友书骨精的微博“图

书馆员都是混书社会的”，正式将这一面向图书馆员的社区

定名为: 书社会。
经过近三年的运营，书社会在采用邀请注册机制的情况

下，积累了 2600 多名同行，覆盖地区包含美国、加拿大、新西

兰、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批在业界享有盛名的

教授、馆长、主编、专家均在书社会注册成为社区的一员( 以

下简称: 社员) ，并且都是活跃用户，为广大普通馆员提供了

一个便捷的信息通道，方便他们第一时间把握学科新动态，

了解业界新发展，并互相请益、交流、进步。社员们累计发表

各类日志 11085 篇，相册 7404 个，日志评论 95013 条。
从 2009 年 11 月开通以来，书社会的日均访问量稳定在

100 － 200IP 之间，受限于假期等因素的影响，会有波动。如

图 1 所示为开通以来书社会访问量曲线图。

图 1 书社会访问量

为了社区能够长期、健康、自由的生存，书社会没有开放注

册，采用的是注册邀请的制度，受限于这一点，书社会的注册人

员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但这也保证了社区的纯粹和稳定。如

图 2 所示为开通以来书社会日均邀请注册人数曲线图。

图 2 书社会注册用户增长图

记录是书社会提供的一个类似于社区内签名档的功能，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一功能的使用量随着社员人数的增加并

没有提高。

图 3 书社会社员记录发布图

日志是书社会提供的一个发帖功能，书社会的发帖量

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大的井喷，受限于社员的参与度，前期的

波动较大是因为图林老姜社员的大量转贴，后期对其转贴行

为进行一定限制之后，原创内容开始增加。

图 4 书社会社员日志发布图

除日志外，评论数是评价社区活跃度的另外一个重要

指标，值得庆幸的是，书社会的日志评论极少“沙发”、“板

凳”之类的无意义词语，大多数是针对日志内容的直接评论，

图中的几个峰值恰好是几次大争论的时间，具体内容将在本

文下一节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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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书社会社员评论数量变化图

2 书社会和社员们的故事

一个社区的存在价值，一方面在于它有足够多的注册会

员，一方面需要社区能够有活力，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内容，有

充分、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网络图林的多年发展，一批社

区、论坛随着时间消失，而书社会开通几年来，一直在试图探

索一条新的社区运营之道。首先，在这个社区，除了两名技

术管理员，我们没有内容管理员和版主的概念，大家同为社

员，平等对话，更不会因为 ID 背后的身份给予特殊对待。其

次，坚持不删帖的原则，除却人身攻击、政治敏感话题之外，

不会去删除任何内容。即使要删除，也会和发帖人进行有效

沟通。第三，提出了完整的社区指导原则，明确提出书社会

提倡分享、互助和开放; 宽容和理性地对待不同的看法、喜好

和意见; 尊重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空间。尝试引导社区成员进

行自我管理。
回顾三年来社员们的无私贡献，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珍视

的内容，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赘述。以下仅选取几次有

代表性的学术讨论事件，试图从中勾勒一幅不同于以往的学

术研讨图景。
2． 1 杭图事件

2011 年 1 月 18 日，一条内容为:“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

者免费开放，因此就有乞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览。图书馆对他

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有人无法接受，找

到褚树青馆长，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

不尊重。褚树青回答: 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

利选择离开。”的微博，温暖了无数网友，同时也将杭州图书

馆和杭图馆长褚树青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尽管不拒乞丐入

内的举措，杭州图书馆已推行 7 年;“你有权选择离开”，也非

禇树青原话。〔1〕业界外的一致叫好，业内也在欣喜之余，有了

多重的思考。其中图谋先生撰写的《有一种忽悠叫图书馆向

乞丐开放》一文，在一片叫好声中显得格外另类，尤其是文中

的“我的理解是: 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图书馆向乞丐开

放，要知道，给公众的印象具体化就是: 图书馆真的随便乞丐

进出还提供服务? 乞丐的第一要务是乞讨，假如乞丐随便进

出，随便乞讨，图书馆将是怎样的景象?”〔2〕等句子，可以说严

重伤害了一大批在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鼓与呼的专家、同
仁。为此，老槐社员在书社会发表了一个声明〔3〕，对图谋的

文章表示了愤慨和谴责。此帖一发，顿时激起了千层浪，有

认为老槐以大欺小的，有认为老槐小题大作的，有认为图谋

言之在理的，更有同情图谋的。
这场争论，是书社会第一次就一个话题有如此多的讨

论，老槐的声明日志有 38 条回复，更有人专门写长文来进行

辩驳或声援。学术争论的结果本身，到底谁对谁错，是一个

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争论本身，让我们对公共图书馆免费开

放政策和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持有的态度和方式有了一个深

刻的思考。在此我愿意引用中隐与市先生所写的: 君子和而

不同。争论可以，绝交则不必。社会包容，不仅仅是对制度

和当权者的要求，也是对社会每个个体的要求。我们既然欣

赏“有身份的人”和乞丐一起在图书馆看书，为什么不能容忍

不同意见的人同处书社会呢?〔4〕而 mygodsmile 社员在《杭图

事件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一文中提到的: 跳出新闻看事件，理

顺读者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我们的脚步才会更加一致。
更是让人看到了理性、冷静的力量。〔5〕

2． 2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杭图事件的争论过去没多久，公共图书馆再次成为书社

会的热门议题，这次争论的对象是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也有

称为图书馆 ATM 机的。技术流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服务方

式，是公共资源的浪费，keven 社员写了长帖《我为什么 bs 图

书 ATM 自助借还机》，认为 ATM 自助借还书机有三宗罪: 1、
用最先进的技术，做最落后的事情; 2、用最聪明的技术，做最

愚蠢的事情; 3、用最烧钱的代价，做昙花一现的面子工程。〔6〕

随后就这一话题引发的争论围绕着图书馆新技术的演化、社
会公共资源的使用和效率、图书馆与其它信息机构的社会协

作、ATM 自助图书馆的运营经验、海外 ATM 图书馆实践等角

度展开，话题深入且丰富。参与讨论者既有一线馆长，也有

专家、图书馆学在校生，打破了传统学术争论的时空限制。
对于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的争论，从线上延续到了线下，笔者

参加 2011 年广东省图书资料系列副高职称答辩时，就有专

家提出了对自助图书馆如何评价的问题。城市街区 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是一项真正的创新，但它适用于深圳，却未必适

用于其它城市，因为在机器的背后，有理念、观念、运维以及

读者等诸多因素在支撑。
2． 3 实证研究的争论

2012 年暑期，南开大学举行了“图书馆学实证研究: 规

范 拓展 超越”博士生学术会议。会议之后，诸多与会者在书

社会发表关于此次会议以及实证研究的日志，实证研究成为

书社会的热门语词，据统计共有 21 人次参与了这场争论，单

篇日志最多评论数达到了 47 条。〔7〕很可惜，这场争论最后

抛开了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科应用

的价值、前景、地位，转向了对个别社员的争论。以至于在对

实证研究这一话题进行整理的时候，我用了“实证———方法

VS 启蒙 学派 VS 教派”这样的标题。
从争论话题转为争论人，这是学术争论的一大弊端，而在

几乎半实名制的网络社区中，这一弊端显得尤为突出。这次

争论也给了书社会一次检视，在经历两年多的无为而治之后，

其所试图营造的社区文化能否进行自我愈合，避免因为一场

争论导致社区的没落和消亡。值得庆幸的是，书社会的绝大

多数社员都能够从自我审视出发，去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
以上是对书社会成立以来几次大的争论进行的一个简单陈

述，作为一个自运营的社区，很欣喜地看到在没有管理员干预的

情况下，社区能够在一次次的争论中存活、发展和改变。
3 结语

从社员到社区，从图书馆员到图书馆行业，我们每个人都在

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拥有着不同的身份。作为书社会的创

办者之一，很高兴能够在网络图林的发展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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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绵薄之力，通过一个小小的社区，让广大同行能够有一方天地

沟通、交流，共同学习和进步。吐槽也好、学术也好，书社会欢迎

广大图书馆员的加入，期待着能够与您一起成长。
( 来稿时间: 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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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
干预性的社会公共机构，它正致力于社会民主、公正、包

容等人类公共目标的广泛实现，其所追求目标之高层次所

在也就是体现为“信息自由”、“信息公平”这两个社会基

本的公共价值取向。作为公民自由平等获取信息资源的坚

强文化堡垒，保障知识自由、构建信息公平是当代图书馆

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所在。在当前人类社会数字鸿沟加剧

的情况之下，图书馆维护社会信息公平的历史使命是其它

商业性信息服务机构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本文的最终结

论就是: “构建信息公平”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已经在客观上

成为了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以及基于此的当代中国图书馆

学之核心竞争力所在。
( 来稿时间: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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