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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服务思想和实践的流变*

1    基本概念和研究现状

　　任何思想都是从人类的认知格式中诞生出来的，也都

遵循着一定的范式。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独特范式。这

种独特范式无一例外的都是综合了前人的经验、知识和思

考，逐渐累积、完善和定型。图书馆服务思想是在图书馆

服务活动中诞生的，它所遵循的是图书馆这一社会存在独

有的范式，以前是文献和信息范式，现在是知识范式，今

后还有可能走向更高一级的范式，即智慧范式。笔者认为，

所谓图书馆服务思想就是以图书馆这一社会存在为依托，

通过图书馆工作者的活劳动为人们提供文献、信息、知识

乃至智慧的一种理性观念。本文所讨论的图书馆服务思想

等同于“图书馆服务理念”或“图书馆服务观念”。

　　笔者曾以“图书馆服务思想”作为篇名检索条件，在

CNKI（中国知网）中共检出36篇期刊论文，其中仅有4篇

论文与图书馆服务思想密切相关 ；以“图书馆服务理念”作

为篇名检索条件，检出的期刊论文则多达523篇；又以“图

书馆服务思想”作为全文检索条件，检出的相关论文多达

57 697 篇；以“图书馆服务理念”作为全文检索条件，检

出的相关论文多达71 534篇。其中，全文中出现“图书馆

服务理念”字样的论文较多的集中在2005 年至 2012 年之

间，每年均超过45 篇①。

　　由以上检索结果可以看出：（1）在我国，涉及“图书

馆服务思想”的研究发轫于20 世纪 90 年代，在2005年之

后逐渐达到高潮，至今不衰。那么是不是在此之前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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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图书馆服务思想”呢？其实不是。早在20世纪初

的“新图书馆运动”中，筚路蓝缕的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

人就非常开明地引进了西方国家先进的图书馆服务理念，

并为之宣传和推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图书馆服务思想”

这一表述形式而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更多讨论的是图

书馆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等具体

的工作问题，基本没有将图书馆服务上升到思想的高度。

这导致图书馆学长期饱受理论贫乏的讥笑。从1986 年开

始，四届全国性的图书情报学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打破了

以往图书馆学思想研究领域的自我禁锢。图书馆学服务思

想研究才得以重新浮出水面。（2）尽管在哲学概念中，“思

想”一词基本等同于“理念”或“观念”，但在现代汉语语

言中，“思想”一词往往被用来表述内容较为宏大、体系较

为完善的观念，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思想、政治经济

学思想等。而“理念”一词多用来表述内容相对不够宏大、

体系相对不够完善的观念，如服务理念、生活理念、消费

理念等。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往往习惯于用“图书馆服

务理念”一词来撰写论文和表达观点，而不太习惯使用“图

书馆服务思想”一词。一方面与长期以来思想研究领域的

自我禁锢有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图书馆学研究者和从业

者缺乏学科自信和职业自信。

2    开架式服务思想和实践的流变

　　中国古代无论官私藏书，都以保存文献为主要目的，

而不太重视文献的利用。清代曹溶、周永年等人虽然对藏

书有一些开放思想，但能惠及的人群也是很有限的。近代

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我国的

藏书楼开始向现代图书馆转变，并逐步走上了开放的道路。

开架式服务作为现代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也逐渐被中

国图书馆界所接受。

　　具体哪一所图书馆最早实行开架式服务已难以查考。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部在迁到红楼之前就

已经实践过开架式服务，后来由于馆舍条件的影响，又取

消了开架式服务。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后，积

极学习欧美的图书馆服务理念，极力提倡“开架阅览”，认

为“开架好处多，可以节省无谓的手续和浪费的时间，并

且给阅览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并且指出开架式服务是“图

书馆的新趋势”[1]。从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留学回国的杜

定友认为实施开架制是现代图书馆应有之义[2]。他积极宣传

开架制，并将开架式服务方法在他所服务的多所图书馆中

加以实践。当时，许多大学图书馆更是得风气之先，纷纷采

用开架式服务。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

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

整天也没人管”[3]。汪曾祺回忆说：“在系里（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中文系图书馆）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应指在馆

内阅览，而非借出），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4]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图书馆曾经短时间延续过开架

借阅的方式。但是在全国图书馆事业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改开架式服务为闭架式服务了。史学

家何兆武回忆说：“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做

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

交给图书管理员去拿。”[3]可见，一些老读者对于图书馆将开

架式服务改为闭架式服务存在不满。

　　1982 年12月，文化部颁布《省（自治区、市）图书馆

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逐步实行开架或半开

架借阅制度”[5]。从国家制度的层面确定了图书馆开架式服

务的发展方向。次年，南京图书馆封勉呼吁公共图书馆“努

力推行开架借阅”[6]。1985年，黄宗忠指出图书馆“要逐步

实行开架式，简化借阅手续，延长开放时间，提高图书的

流通率，要加强传递职能和途径”[7]。1992年，赵镇平认为

“图书开架借阅是必然的发展趋势”[8]。1994 年，陈誉撰文

提出：“读者服务中的全开架服务是现代图书馆的国际趋

势，不但要求全部书刊（除珍本、善本、某些特藏外）实

行开架服务，而且要求向全体读者提供开架服务，否则就

不能说是全开架系统服务”。[9]1996年，白崇远指出：“从长

远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图书馆借阅方式仍以开架式借阅方

式为最佳，最具发展前途”。[10]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

图书馆（不包括县级以下那些无法正常服务的基层图书馆）

多采用开架和闭架相结合的服务方式。实践再次证明开架借

阅方式更有利于文献的流通和读者的利用。到20与21世纪

之交时，大空间、大开架的借阅模式首先被一些高校图书馆

付诸实践，并且将这种服务思想体现在新建的图书馆建筑

上。此后，一些大中型公共图书馆也开始向高校图书馆学

习，在新馆建设和服务实践中逐步采用大开架的服务模式。

　　进入21世纪后，开架式借阅服务已经被大多数图书馆

所认可并付诸实践。但就在2004 年，却发生了一起轰动全

国的“国图事件”[11]。“国图事件”表面上看是由闭架式借

阅的不良服务导致的，其实质却是服务理念的保守和落后。

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和图书馆界的思考，

最后迫使国家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面做了一系列改进。此

后，开架式借阅服务更是为全社会所认同，并很快成为我

国图书馆的主流服务模式。但是闭架式服务在一些图书馆

服务领域可能还会长期存在，这是由于一些图书馆部分馆

藏的特殊性造成的。对于一些特殊馆藏（如古籍善本、缩

微胶片等）采用闭架式服务目前来看也是完全必要的。

　　开架式或者闭架式服务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服务方式的

差异，其实质却是两种图书馆服务思想的对立。开架式服

务以便利读者为主要宗旨，能够站在读者的立场上理解读

者、服务读者。尽管开架式服务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是从

保障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和图书馆的社会效益来看，开

架式服务更能使图书馆获得社会的认可，也使图书馆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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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度得到大大提高。闭架式服务以减缓文献老化速度、降

低馆员劳动强度为出发点，主要是站在文献保存的角度来

考虑问题，短时间内看似乎提高了文献的保存寿命 ，但是

长此以往，会使图书馆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使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3    特色服务思想和实践的流变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图书馆于1904年推出以特殊文献为

特殊读者服务的模式，是为图书馆特色服务之滥觞。民国

时期一些图书馆设立的巡回文库、组织的读书会、开办的

妇女识字班可以视为我国早期的图书馆特色服务。1 9 2 7

年，柳诒徵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设立传钞部，一方面通

过传钞孤本、善本等书籍来丰富馆藏，另一方面也为一些

机关团体或个人代钞书籍[ 1 2 ]，这也是图书馆特色服务。

1938 年，杜定友安排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战时图书展

览”，展出涉及中日问题、国际问题、军事常识、战时经济、

防空防毒设备等内容的图书[13]，也可以看作是抗战时期的

图书馆特色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图书馆挑选适合战

士阅读的图书送到抗美援朝前线，还有一些图书馆采用成

立流动服务站或参考咨询处的模式开展特色服务。这些特

色服务在当时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14]。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开始得到恢复

和发展。80 年代，一些图书馆开始重新探索特色服务，如

较早的首都图书馆康复文献阅览室和“网上首图”等服务

项目。而有关特色服务的学术研究则主要集中在90 年代。

1991年，沈恩泽撰文介绍了上海市黄浦区图书馆收藏有声

读物，推广严肃音乐的特色服务实践[15]。同年，上海的《图

书馆杂志》开设关于“特色服务”的讨论专栏，刊发了一批

讨论文章，其中，邱景华认为：“特色服务是传统服务的发

展和深化。” [16]李华则认为：“特色服务应该是一种广义的范

畴，只要形式、内容与效果能完美统一，就是特色服务”[17]。

1996年，黄恩祝指出：“特色服务是读者工作的深化。它是

从传统的借借还还的老框之中脱颖而出的具有时代特征、

符合读者需求的新的服务内容。”[18]1997年，王宗义撰文认

为：“‘特色服务’必须界定于社区基层公共图书馆内，它

与群众文化服务两者不可偏废。”[ 1 9 ]黄恩祝则认为王宗义

“未能从图书馆事业本身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到它的真正内在

规律，步入认识或理论的误区”，进而指出图书馆特色服务

的本质是“以用为主、以开放为主、以主动为主、以读书

为主”的服务观念，并说当“特色服务”的观念为大家所

接受时, 特色服务就会变成一般服务[20]。黄恩祝接着还对图

书馆“特色服务”理念产生的经过、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梳

理，进一步澄清了“特色图书馆”和“特色服务”概念，认

为“特色服务”准确生动地成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一切创

新服务的代名词[21]。1998 年，陈起众从地区、馆藏、方法

3个方面总结了图书馆特色服务的特点[22]。1999 年，胡诗

漠首次提出了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特色服务，认为突

破传统服务模式的文献开发、网上服务、课题跟踪、参考

咨询等都是特色服务[23]。

　　此后，“特色服务”作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

同时关注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研究者日益增多。但不知

何故在21 世纪以来发表的千余篇涉及图书馆“特色服务”

的论文中，有新意的论文并不多见。2002 年，邵康庆和王

祝康撰文以重庆图书馆特色服务项目“重庆皮鞋信息中心”

为案例，结合其他图书馆特色服务的工作经验，认为公共

图书馆特色服务要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在特色资

源、服务方式、宣传和产业化等几个方面做出努力[24]。2005

年，卢瑞娟认为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就是要在做好常规服

务的同时突破传统的服务模式，以取得独特的服务效果[25]。

2007年，余子牛以深圳南山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为例，理论

结合实践，提出图书馆特色服务具有独特性、针对性、创

新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必须遵循立足

需求、切实可行、力求实效和持之以恒的原则[26]。2012年，

袁红军通过网络调查了全国31家省级公共图书馆的特色服

务栏目、特色服务内容和特色资源，认为我国省级公共图

书馆特色服务发展还需要提高重视程度，以特色资源促进

特色服务，树立一线服务品牌，以弱势群体、素质教育开

展延伸服务，完善规章制度，促进特色服务可持续发展[27]。

　　从我国图书馆特色服务的流变与实践来看，图书馆特

色服务的实质是服务创新。许多图书馆特色服务是在常规

服务难以满足读者需要或受到重大冲击时，图书馆工作者

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主观能动性所开展的服务工作。譬如

民国时期的通俗图书馆通过设立巡回文库来扩大图书馆服

务的半径，以弥补通俗图书馆总体数量的不足和空间分布

的不均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这种特色服务方式试图

达到一定区域内图书馆服务的全覆盖。另外，在常规服务

对读者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开展特色服务也是图书馆工

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服务创新精神的表现，如上海市黄

浦区图书馆推广严肃音乐的特色服务、重庆图书馆的“重

庆皮鞋信息中心”特色服务等。

　　在图书馆特色服务的实践与发展中，一些原本被视为

特色服务的项目，如参考咨询、文献传递等经过长期的探

索和推广，逐渐发展成为图书馆的常规服务项目。一些特

殊时期的特色服务（如“战时图书展览”、巡回文库等）随

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会逐渐取消或转化。

总之，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中的至少 1

个条件：（1）处于特殊的时间，如战争时期；（2）处于特

殊的地点，如战地、监狱；（3）拥有特殊的资源，如声像

资料；（4）处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如社会转型期；（5）面

向特殊的服务对象，如残障人士。当时间、空间、环境、对

象等元素发生变化时，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也会随之转化或

取消。正如邱景华等人所说的那样，特色服务在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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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务的发展和深化[16]。

4    平等免费服务思想的流变与实现

　　我国最早开展免费服务的图书馆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

局（以下简称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该馆起初只是一个仅

对会员服务的“读书俱乐部”[28]12。1881年，由于获得工部

局赠款，该馆才约定“对公众每天免费开放几小时” [28]12。

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

“通俗图书馆可以不收费”，但随后颁布的《图书馆规程》又

说“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 [28]63-64。实际上，民国初期我国

的图书馆大都实行收费服务。1917 年，沈祖荣等人开始在

我国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呼吁图书馆提供免费服

务。吴    年指出，20世纪初留学归来人士所倡导的美国式

图书馆，其精髓就是“免费、公有、共享”[29]。经过“新图

书馆运动”和社会各界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在20

世纪30 年代已经基本确立起了免费服务的理念和原则。

　　1949年，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

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对

社区所有成员实行同样的服务，对所有人免费服务[30]。“平

等免费”开始成为全世界公共图书馆公认的服务原则。不

知是否受过《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影响，杜定友于1951年

提出“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读者，不分阶级，一视同

仁” [31]的观点，不料这种平等服务思想却为他招来了严厉的

批判。

　　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界的平等免费服务思想开

始复苏。1985年，黄宗忠撰文说，“图书馆是作为一种社会

的公共文化事业免费为社会服务的，它是社会福利事业的

一部分”[32]。“凡属国家投资兴办的图书馆，都应该免费为

规定范围内的读者服务，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要免费为全社

会服务”[32]。该文还批评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图书馆有偿服

务，指出公共图书馆的有偿服务严重违背了国家兴建公共

图书馆的基本目的，背离了图书馆的基本目标和任务[32]。

但是此后10年，平等免费服务非但没有引起我国图书馆界

的重视和认同，而且很快就被市场经济口号下的各种有偿

服务言论所淹没。纵观我国20世纪 90年代的公共图书馆，

有偿服务可谓遍地开花。这些有偿服务严重违背了公共图

书馆的公益性质，侵害了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损害了

公共图书馆的形象。

　　就在有偿服务大行其道之时，《黑龙江图书馆》 （现《图

书馆建设》）于1991 年刊登了一段译文，通过对欧美、日

本等国图书馆服务状况的简要分析，对图书馆和博物馆、

美术馆的比较，以及对图书馆免费服务和医疗免费的比较，

支持了图书馆要进行免费服务的观点[32]。1994 年，国际图

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简称IFLA）与UNESCO联合

颁布了《公共图书馆宣言》后，中国开始重新重视起图书

馆平等免费服务。1994 年，陈誉率先提出“利用馆藏人人

平等”的观点[9]。他说：“大学图书馆中的教师和学生读者，

公共图书馆的不同阶层、职业、职务、文化背景和年龄的读

者，科研图书馆中的高中初级科技人员读者等，在利用图书

馆服务是否具有平等的权利，这是读者工作的原则问题”[9]。

1996年，IFLA大会在北京召开，尽管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

为图书馆经费短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是同样都认为图

书馆传统的服务仍然应当是免费服务[33]。1997 年，何善祥

批评了“无偿服务枷锁论”、“有偿服务方向论”、“有偿服

务万能论”和“全面有偿服务论”等错误观点，指出免费

为读者提供服务是图书馆的优良传统，图书馆界应该警惕

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对图书馆的误导[34]。1999 年，陆一珍

指出，图书馆免费服务可以维护社会成员获取知识和信息

的平等权利，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免费

原则是公共图书馆独秀于社会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一向受

到社会的肯定和人们的称赞[35]。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图书馆界加紧宣传和推动《公共

图书馆宣言》中倡导的以“平等免费”为核心的服务思想。

2002年，余巨平从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公民阅读权的平等

方面论述了乡镇图书馆免费服务的必要性，建议国家用立

法手段来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免费图书馆服务的权利[ 3 6 ]。

2004年，范并思认为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是对公

共图书馆精神的践踏，公共图书馆是否实行免费服务关系

到能否维护社会弱者的信息权利[30]。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免

费服务、平等对待读者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原则，公共图

书馆精神主张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权利”[30]。同年，黄少明认为公共图书馆应承诺在基本

服务方面，向读者提供免费服务，免费服务原则作为我国

公共图书馆作出的一种承诺，应得到切切实实的兑现[37]。

2005年，唐泽霜认为：“免费服务与平等服务实际上是一条

共通的精神，它是图书馆平等精神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其

目的是使图书馆的服务遍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图书馆事

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公共图书馆要免费向所有人开

放。”[38]2006年，陈力认为：“图书馆服务应体现公平、公益、

无差别、适度和资源与服务的共享原则等。”[39]谭祥金提出：

“公共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公益性事业，它与义务教育是一

对孪生兄弟，成为人民特别是穷人享受的基本权利，是社

会平等的一种象征，所以必须免费为所有人服务。”[40]同年

6月，杭州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实现免费开放，在全国图书

馆界引起巨大反响。

　　在杭州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的示范下，2007 年成为我

国公共图书馆快速迈入免费时代的分水岭。同年年底，浙

江图书馆率先在省级图书馆中实现免费服务。2008年2月，

国家图书馆开始全面减免收费项目。同时北京市 24 家公共

图书馆统一取消了读者卡工本费。“平等免费”的服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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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界得以确立。此后，图书馆界逐渐将目

标转向平等免费服务工作的全面推广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研究和保障机制研究。例如，余胜和吴    于2011年从建立

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实行科学管理、合理调配

资源、加强宣传引导5 个方面提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

应对措施[41]。

5    普遍均等服务思想的引入和影响

　　普遍服务思想最早出现在美国电信行业。1907 年，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总裁西尔多·维勒为了夺回该公司在电信

行业的垄断地位，提出了“一个网络，一个政策，普遍服

务”的口号，这一服务理念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很快恢复

了在美国电信行业的垄断地位[42]。徐引篪是我国第一个在

图书馆学领域引进普遍服务思想的学者。2005 年，她将图

书馆普遍服务定义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能够以合理的方

式和公平的标准获得图书馆服务”，她还提出了图书馆普遍

服务的对象、内容、标准、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的思路，论

证了图书馆开展普遍服务的必要性，提出要从制度层面制

定推动我国图书馆普遍服务的战略措施[43]。2006年9月，我

国政府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

确指出，“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44]。同年10月，中

共中央又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45]。这两个文件从国家政策层

面确定了包括图书馆服务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目标是在全社会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及时地为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

2007年，于良芝指出“向全社会提供普遍均等的服务是公

共图书馆服务于民主社会的前提，而真正的“普遍均等是

指让所有人都能就近、便捷地享用图书馆服务”，并认为

“普遍均等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界的普遍原则, 但各国为此而

制定的图书馆布局标准却不完全相同”，“文化基础设施的

覆盖是‘普遍均等服务’的基础”[46]。

　　与此同时，程焕文认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

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是公共

图书馆精神的理性复归[47]。社会普遍服务包括图书馆的普

遍服务，需要政府提供立法保障, 以规范化的方式强制实

行，并且必须保障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民众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够以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普遍服务[47]。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中政府必须承担责任的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公共图书馆服务毫无疑问应该坚持普遍均等服务原则，并

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47]。邱冠华认为：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联系起来，并且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来保障加大公共服务

领域投入，把政策保障提到了实际操作层面，把‘加大政

府投入’落实到了体制和机制的层次。”[48]邱冠华还举例说

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出现创新了图书馆服务模式，

开创了图书馆普遍均等服务的新局面，在取得实质性的服

务成果的同时，取得了宣传效果，为读者所欢迎，为社会

所肯定，为政府所支持[48]。但是，为了使图书馆服务体系

的模式更加完善，服务效果更加良好，效益更加显著，政

府的主导作用和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48]。

　　邱冠华等人认为，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可以保障居住其

中的所有人，无论其经济状况、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种

族、宗教等区别，都能就近获取其需要的知识、信息、文

化资源及其他的图书馆服务”[49]。而王瑛琦则认为，“普遍

均等”概念的内涵可从“覆盖全社会”、“就近获得服务”和

“权利平等”3个方面诠释[50]。中国图书馆学会于 2008 年

10 月发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提出了“普遍开放、平等

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即理论研究结出的“坚实

的果子”，“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等现代

图书馆理念被中国图书馆人接受，成为图书馆核心价值观”

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51]。2011 年，曹海霞撰文介绍了

杭州图书馆“公平全面”的服务理念，并对其进行了解析，

认为杭州图书馆将公共图书馆普遍均等的服务理念落到了

实处，服务效果得到了社会认可，总结出杭州图书馆这种

普遍均等、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充分

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责与理念[52]。

　　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普遍均等服务思想已经成为我国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思想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理性

而有序发展的新方向。图书馆界对普遍均等服务思想的引

入，不仅及时地为公共图书馆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而且

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指导原则，使保障和

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成为可能。“平等免费”和“普遍均

等”是精神一致、各有侧重的现代图书馆服务思想的不同

表述。“平等免费”侧重于现有公共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服

务时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普遍均等”则是要求政府在建

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图书馆的布局、服务能力、

覆盖范围等）时不能厚此薄彼或者顾此失彼，而要充分考

虑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需求。

6    结    论

　　开架式服务在中国近百年的图书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图书馆采取开架式或者闭架式服务

仅仅是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服务形式。但是实质上选择开架

式或闭架式服务的深层原因是开放和保守两种图书馆思想

的对抗。在过去的100 多年里，我国的图书馆经历了从闭

架到开架、从开架到闭架、又从闭架到开架的服务模式转

换。开架式服务最终取得这场对抗胜利的背后是开放思想

的胜利，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必然结果。

　　图书馆特色服务是图书馆工作者适应形势变化、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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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才智、吸引读者的重要创举。从民国时期通俗图书馆

的巡回文库到“战时图书展览”，从20世纪的“网上首图”

到近几年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我的书斋”，每一项图书馆特

色服务的背后都闪耀着图书馆工作者的思想火花和滴滴汗

水。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不仅体现了图书馆工作者服务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使图书馆精神薪火相传。

　　公共图书馆本来就是一种维护信息公平和知识自由的

制度设计。我国早期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刘国钧、李小

缘、沈祖荣等人皆有相关阐述。21 世纪初，随着图书馆理

念研究热潮的到来，平等免费服务思想重新获得我国公共

图书馆界的一致认同。其实，平等免费服务思想在我国确

立的背后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同世界的接轨，也是我国

实现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更是民主社会为了保障公

民知识权利而选择的制度安排。正如美国经济界巨子卡内

基所说的：“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

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

虑。”[53]

　　普遍均等服务思想进入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只有短短

几年时间。2006 年，这一思想出现在我国两部涉及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要文件中，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保障公民文化

权利的决心。普遍均等和平等免费的服务思想在核心内容

上是相通的，都是民主社会公共图书馆开展服务工作的主

要原则。通过近年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图书馆界的积极实践，

我们不难看出普遍均等服务思想对我国公民利用图书馆享

受信息公平和知识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有力支持。

注  释：

①数据的检索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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