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１ ６ 年 ３ 月中圓社会科学院研纪生院学银Ｍａ ｒ
． ２０ １６

第 ２期 （总 ２ １ ２
期 ）ｊＯＵＫＮＡＬ Ｃ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ＣＸ＾ ＣＦ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ＡＣＡＥＥＭＹ
Ｃ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 ２

泛在理念下 的高校图书馆

文化建设策略

李 楠

【提 要 】 图 书馆除了具备知识组织 、 管理和传播的职责 ， 也具备文化传播、 传承和创造

的重要功能 。 在信息技术 、 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 ， 高校图 书馆应 当 以

泛在理念为指导 ， 通过文化建设夯实文化基础 ， 树立文化标识 ， 培养文化气质 ， 营造文化氛

围 ， 实现文化的
“

无所不在
”

和育人的
“

潜移默化
”

。 这样 ， 高校图 书馆方能与 时代发展求取
“

认同
’’

的最大公约数 ， 在实现 自 身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
主动参与素质教育和文化育人 ， 实践和

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 弘杨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 ， 在基层图书馆全面落实文化强 国的战略部署 。

【关键词 】 高校图 书馆 文化建设 泛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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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化 ， 从 图 书馆 自 身来讲 ， 是图书不在 ， 无所不在
”

， 泛在理念中包含着动态发展

馆在长期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总和 ； 性 、 非强制性 、 可持续性 、 包容性 、 广泛性和

从文化角度上看 ， 是以 图书馆为媒介的文化循客观存在性的特征 。 图 书馆文化从不同 的角 度

环 、 价值转换 以及
“

以人为本
”

的文化内化锻展示 出多种特征 ， 不 同时期 的文献也尝试对此

炼 、 陶冶和完善过程 ；

① 从内涵上说 ， 图书馆文进行 了归纳和总结 。

義？？ 归纳其中 的共性 ， 可

化内化为在文化创造、 积累 、 传播和发展过程见其明显的泛在特性 。

中积淀 、 形成并不断丰富的 自身气质 ， 外化为第
一

， 图书馆文化是时代文化的反映 ， 同

图书馆
“

大众化
”

的文化传播 、 继承 、 转换 ， 

及
５ｆ

大众
、

的文化教育 、 陶冶
＾
使命职贝 。

① 杨宇涵 ： 《加强高 校图书馆文化建设全面营造育人氛围 》 ，

也就是说 ， 图书馆文化包含 了 图书馆在 民族 、《 图书馆建设 》 ２０ ０２年第 ２ 期 。

国家和社会背景下 由 图书馆工作者通过长期的② 何长青 ： 《

“

以人为本
”

与图书馆文化 》
，

《 山东图书馆季刊 》

实践所创造 、 积累 、 发展 的物质文化 、 精神 文气

化 、 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 ，

？ 及其传播 、 转换 、

《现代情报 》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

创新的循环过程 。④ 蒋 向红 ： 《 图书馆文化建构 刍议 》 ， 《 图书馆论坛 》 ２ ０ ００ 年

第 ４ 期 。

一

、 图书馆文化的泛在理念⑤ 宋立娟 ： 《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图书馆文化 》 ，
《图书馆

学刊 》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３ 期 。

所谓
“

泛在
，
，

， 指的是如 同空气
一

样
“

无处⑥ 杨宇涵 ： 《加 强高校 图书馆文化建设全面营造育人氛 围 》 ，

《 图书馆建设 》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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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反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 其价值取 向具有和应对挑战的关键点 。

与时俱进的动态特征 。 第二 ， 图 书馆文化是
一

（

一

） 自 身的
“

可持续发展点
”

种群体文化 ， 通常具备 良好的开放性和选择性 ，信息时代 以来 ， 网络化和数字化对图 书馆

是一种非强制 性的 、 共享共建 、 共同发展的文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 ， 为了 不让图 书馆同纸质阅

化环境 。 第三 ， 图书馆的物质 、 精神文化不可读时代一同被封存在历史记忆中 ， 图 书馆领域

能一蹴而就 ， 而是要经历持久的发展和深厚的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表现出惊人 的学 习 能力 、

积淀才能形成 ， 具有继承发展的特征 。 第 四 ， 融合能力和创造力 ， 结合 网络和数字技术 ， 提

不同的文化体系 （物质 、 精神 、 制度 、 行为文高知识组织 、 服务和传播的能力和效率 ， 保持

化等 ） 都能够在图书馆文化中包容共存并得到了图书馆的发展潜力 。 但是 ， 即便有 了 宽敞 明

共同弘扬 。 文化的传播 、 转换和创造过程也不亮的馆舍 ， 拥有了大量 的数字化资源 ， 具备 了

存在明显的界限与隔 阂 。 因此图 书馆具有文化信息化的服务能力 ， 如果在追逐现代化的路上

的包容性 、 多 元性和 对象 的公平性特征 。 第图书馆退化成 了
一座座没有

“

文化记忆
”

和

五 ， 图书馆文化 的形成就是从实践 中 积累 而
“

历史深度
”

的建筑 ， 只 剩下
一

览无余的 洁净 、

来 ， 而且其实质也是实践
“

物对人服 务
”

和光鲜和量化 ， 那么缺乏文化
“

认同
”

的图 书馆
“

人对人服务
”

的人文性 ， 具备客观性和实践 仍然难离生死线 。

①
由此可见 ， 文化建设是 图书

特征 。馆 自 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求 。

图书馆文 化具备泛在的特性 ， 图书馆文化（
二

） 参与和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的
“

契合点
’，

自 身以泛在形式存在 ， 同时 图 书馆文化建设实高校图 书馆文化与校 园文化的 内 涵 、 内容

践也应 当 以泛在理念为导 向 。 泛在理念下的高 和 目标高度一致 ， 这也是图书馆文化建设与教
校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通过高等院校 中 育环境

“

认同
，，

的契合点 。 在校 园文化体系 中 ，

的图书馆文化建设
－
践 ， 形成图书馆的 内在文 高校图书馆文化既是基础 和依托 ， 也能起到引

化气质 、 外在文化标识和整体文化氛 围 ， 构建 领和导 向 的作用 。 但是在现代教育的发展和改
一个文化无所不在的浸人式环境 。 泛在理念下 革的推进中 ， 对于高校图 书馆在文化建设中 的
的高校

－
书馆建设应当 以图书馆文化为核心 ，

角色和作用的认知却往往不 明确 。 认同 图书馆
形成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动态文化体系 ， 以

物质文化 的同时 ， 图 书馆的管理和制度文化并
便？ 心 鋪翻广泛重视 ， 稱文化健难突破

“

书
以图书馆服务实践为本质 ， 面 向高校提供非 ？ｓ

文化
”

的概念 。 但是 ， 校 园文化建设如果缺少
獅重体验的文化氛围 ， 发挥文化宣传 、 熏 ＿

图书馆文化在文化厚度和广度上的特殊支撑和
和
＾
人的功能 ， 以达到营造文化氛围 、 树立文

导向 ， 也会出现
“

浅
，，

和
“

秀
，，

的现象 。 应该
化标识、 撕文化体验 、 麵文傾陶 、 实践

翻 ， 雛 图书雜了传細信織源优势以
Ｗ ＠Ｗ 〇

外 ， 細職术翩 、 儲、賴培养 、 服务环

－

Ｎ境构建 、 多元文化融 合和学 习 资源集成等方面

也具备校园文化建设必需和 可以 依托的基础 。

因此 ， 校园文化的构建需要图书馆文化前瞻性

高校 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在高等教育环境的发展 ， 以便成为加 强文化育人功能 的有力 支

中提供信息服务 、 教学辅助和 文化传播 。 随着撑 ， 成为提高教学和学习质量的有力依靠 ， 成

信息时代 、 网络时代乃至
“

互联 网 ＋
”

时代 的为培育学生综合素质和素养的有效环境 。

迅速更迭 ， 信息技术 、 教育改革 和社会文化发（三 ） 传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
“

认同点
”

展持续发生着变化 。 与技术环境演进 、 教育环文化是民 族的血脉 ， 是人 民 的精神 家 园 ￥

境变革 、 社会文化发展和 国 家战略 目 标求得
“

认同
”

， 是高校 图书馆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发展 ① 朱大可 ： 《 图书馆的生死书 》 ， 《南方周末 》 ２ 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０

机遇 。 笔者认为 ， 泛在文化建设正是抓住机遇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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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近代 中 国 的衰落 ， 中华文化的 自信也遭遇献和信息资源 的数量多寡 ， 资源体系 的优劣 ，

到打击 ， 在 中 国 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 的资源使用率的 高低是衡量图 书馆质量的重要指

今天 ， 重拾民族文化 自 信 ，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标 ， 也是发展读书文化建设的基础 。 为 了更好

力 ， 弘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是实现构建读书文化 ， 高校图 书馆资源体系设置中 除

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中 国梦的核心动力 和重要了学科体 系 、 教学体系 和知识体系 的考虑外 ，

支撑 。 高校图书馆是高校知识组织 、 管理和服还必须考虑文化体系 的设计 。 在丰 富的知识 、

务的中心 ， 承担为 国 家培养人才的任务 ， 面对学科和教学参考型资源之外 ， 应 当 适当补充和

的是青年学生群体 。 因此 ， 高校图书馆
“

认同
”

丰富有益 的文学 、 艺术和综合科普类 的资 源 ，

并且有责任 、 有基础 、 有必要承担起弘扬先进吸引和引 导青年学生去功利化 、 重文化性地阅

文化的任务 。读 。 同时 ， 通过与读者积极有效交流互动 ， 客

（四 ） 落实文化强国战略的
“

实践点
”

观评估资源建设 、 信息服务的质量 ， 为完善文

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 中共 中化建设层次提供科学依据 ， 并 以此推动 图书馆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的总体建设 。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 中 提 出 了３ ． 发挥资源优势 ， 支持和培育 良好 的校 园
“

文化强国
”

战略 ； 十八大也将文化强 国列入党文化 。 图书馆馆藏资源是高校 的重要知识和文

的行动纲领 ， 将文化建设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化基础 ， 直接影响着高校教学和科研的有效运

要位置上 。 习 近平同 志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 ， 行 ， 也影响和引导着校园文化的发展水平和方

围绕文化强 国 战略提出 了一系列 的大思路 。 由向 。 图书馆既要 以读者需求为依据 ， 有体系 、

此可见 ， 加强文化建设 ， 提升文化软实力 ， 实有层次 、 有重点地组织文献资源 ， 也要积极利

现文化强国是国 家发展 、 民族复兴的有力支撑 。 用网络和新媒体 环境 ， 开发丰富 的外部资源 、

图书馆作为文 明 、 文化的守护者 、 传播者 ， 作 多媒体资源和数字化资源 ， 为学生提供一个大

为文明 、 文化的实践者 、 创造者 ， 必须与文化 信息量的 、 开放式的学 习环境 ， 提供高质量的
强国战略求得高度

“

认同
”

。信息资源服务 ， 成为校 园文化发展 和创新的肥

二 ＇馆＾在文化
（
：

） 整合环境 ， 树立
“

文化地标
”

，
营造

“

泛在文化氛围
”

（

一

）
完善资源 ，

夯实
“

文化基础
”

， 构建随着近年来 国 家对髙等教育的重视和大力
＂

泛在阅读文化
”投人 ， 很多高校图书馆也在校园建设大发展 的

１
？ 倡导 阅读 ， 弘扬读书文化 。 读书是获取背景下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支持 ， 新建筑 、 新环

间接经验 、 学习 成熟知识和修炼个人素养的过境 、 新设备开启 了 高校 图书馆建设新局面 。 面

程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信息呈现 出数字化 、 网对机遇 ， 高校 图书馆需要树立历史责任意识 ，

络化 、 海量化和碎片化的发展状态 ，

一

味求快明确价值取向 ， 为光鲜建筑和现代化设备注入

求量的发展浪潮导致 了
“

重知识轻文化
”

的偏人文情怀 ， 营造 图 书馆 整体的
“

泛在文化氛

颇 ， 新媒体和数字化环境下娱乐化 、 快餐化 、 围
”

， 树立校园
“

文化地标
”

。

功利化的传播对读书文化也造成 了冲击 。 多读１ ？ 科学恰当地参与 图书馆 的设计和 规划 。

书 、 读好书和善读书是
一个有知识、 有 文化和从图书馆文化传承和发扬的 角度 ， 科学参与 图

有修养的人应当具备的 习惯和素质 ， 在一个人书馆规划设计的建议和决策 ， 力争让馆舍兼备

的学习 和成长阶段培养好的读书 习惯尤为重要 ， 厚重 的气质 和蓬勃的活力 。 在实践 中 ， 虽然 图

因此高校图书馆非常有必要肩负起构建读书文书馆人很难更深人地参与和影响建筑设计 ， 但

化的重要责任 ， 提供好书 、 构建好环境 、 树立图书馆仍然应当抓住机会并积极参与 ， 从行业

好风气 ， 倡导和鼓励青年学生扎实读书 。专门调研和实际需求分析等方面做 出科学的建

２ ． 补充文化资源 ， 完善资源体系 构建 。 文言和建议 ， 积极协助和协商基建部 门在馆舍建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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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面力求科学适用并体现人文精神 。为 了更好完成创造和推进 图 书馆文化的任务 ，

２ ． 构建人文化的阅读环境 。 注重
“

读书文馆员应当 同时提升专业素质和文化素养 。 专业

化
”

的传承和发扬 ， 营造高效找书 、 有序借还理论和技术能力方面 ， 馆员 以 图书馆领域专业

书 、 舒适读书 、 方便交流 的读书环境 。 宽敞明知识和信息管理相关技术能力为核心 ， 注意拓

亮的馆舍建筑是外在形象 ， 人文化的 阅读环境展和更新知识结构 ， 以 专业的技能和全面的知

是内在气质 ， 也是图书馆能够 自 己把握和应 当识服务于读者 。 在文化素养方面 ， 馆员不仅需

着力打造的 。 高校 图书馆和高校师生应 当共同要具备较强 的事业心和 以 人为本 的服务意识 ，

努力 ， 坚守
“

读书
”

文化 ， 图 书馆 以科学精神同时也要不断培养和提高 自 己 的文化修养 、 品

和责任意识 ， 合理的布局库室空 间 ， 优化馆内位和素养 。 馆员要持续通过业务实践和学习来

阅读环境 ， 在风格格调定制 、 区域规划设计 、 提升专业 自 信 ， 通过知识扩展和文化 自 修来提

阅览家具配置 、 绿植布放 、 展览展示等细节上升文化 自信 ， 做好图书馆专业精神和文化形象

体现人文精神 ， 营造
一

个
“

以书为主 、 以人为的代言者 。

本 、 以文化人
”

的读书和学 习氛围 。２
． 积极创新推进泛在文化服务 。 提及图 书

３
． 构建人文化 的信息服务氛围 。 充分发挥馆的服务 ， 往往被限定为传统的书 刊管理服务 ，

现代化设施的网络化 、 自 动化和标准化的优势 ，图书馆的文化形象也通 常被想象为
“

故纸堆
”

提供人文化的信息管理和服务 ， 体现图 书馆的和
“

老书虫
”

。 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服

信息技术文化特色 。 现代化的图书馆也是信息务创新 ， 树立新的
“

文化识别
”

。 第
一

，
要应用

资源 、 信息工具和信息化设施的应用和体验中现代化手段提高书刊 、 信息服务的效率和品质 ：

心 ， 图书馆实践
“

物对人的服务
”

， 做好信息设帮助读者找到需要的文献和信息
；
引 导求知者

备 、 信息技术 、 信息资源和使用者之间 的人文发现更多的知识 ；
协助使用者有效地利用信息 。

纽带 ， 构建信息技术文化氛围 ， 辅助读者 实现第二 ， 要着力创新 ， 拓展文化服务 ： 倡导和提

信息使用效率的提高 、 信息应用能力 的增强和供专项 的阅读服务 ， 如读书节活动 、 专题图书

信息素质 的提升 。推介 、 阅读交流 、 图书交换等
；
开展相关的文

４
． 开放利用图书馆物质文化建设成果 。 图化学术交流服务 ， 如 文化讲座 、 书评笔会 、 文

书馆应当拓宽视野 ， 勇 于突破藩篱 ， 开放 自 己化展览等 。 第三 ， 要参与校 园文化建设并发挥

的物质文化建设成果 ， 为 高校文化交流 、 教学优势提供服务 ： 如学生社团活动服务 、 展览展

应用和学生活动提供资源和平台 ， 提髙利用率 ， 示服务 、 数字化相关服务 、 音视频及相关数据

扩展影响范围 。 充分融人校 园教育和管理环境管理服务等 。 第 四 ， 要积极设计制作 图书馆特

中 ， 加强与教学部门 、 学生管理部门和学生社色文化产 品 ： 如设计馆标 、 馆徽 、 信札信纸 、

团的合作 与交流 ， 发挥图书馆物质文化建设的宣传册页 、 迎新 ／毕业 明信片 、 活动纪念品等 。

优势 ， 支持和影响 校园文化建设 ， 熏陶和引 导这样 ， 高校图书馆 以构建图 书馆文化为核

青年学生 ， 从而实现图书馆从校园的
“

建筑地心 ， 以资源 和 信息服 务能 力 为基础 ，
以 文化

标
”

向
“

文化地标
”

的迈进 。
“

认同
”

为纽带 ， 着力打造
“

文墨书香
”

的文化

（ 三 ） 提升馆员素质和服务能力
，
创 建

“

文信息服务品牌 ， 利用创新的文化服务扩展和重

化识别
”

，
提供

“

泛在文化服务
”

建图书馆的文化形象 ， 拓宽图书馆文化服务的

馆员是图书馆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推进者 ， 范围和影响力 ， 构建独特的
“

泛在文化服务
”

。

是图 书馆物质 、 制度和精神文化的集 中呈现者 ，（ 四
）
打造文化 平 台

，
促进

“

文化育 人
”

，

是图书馆的重要
“

文化识别
”

。 服务是图书馆的实践
“

文化强国战略
”

对外接 口 ， 图书馆文化建设成果通过服务分享１ ． 整合资源营造文化氛围 ， 发挥文化熏陶

给大众 ， 服务的理念和品质也是图书馆文化的作用 。 以文化建设为 中心 ， 将 图书 馆的环境资

直接反映 ， 是图书馆的直接
“

文化识别
”

。源 、 信息资源 、 服务设施整合起来 ， 结合人性

１． 提升馆员创造和推进图书馆文化的能力 。 化的制度管理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 创造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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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环境 ， 让读者走进图书馆便沉浸在浓郁的面的人生观 、 世界观和价值观 ， 起到积极的影

文化氛围 中 。 读书学习时如同 置身书 乡 ， 信息响和引导的作用 。

应用时感受便捷高效 ， 休闲娱乐时体验丰富多３ ？ 开拓 图书馆 素质教育和文化育人功能 ，

彩 ， 文化交流时体会纵横古今 。 高校图 书馆是积极实践
“

文化强国
”

战 略部署 。 人才培养是

青年学生挥洒青春的第二课堂和重要学习生活高校的中 心任务 ， 高校 图 书馆 自然是实施文化

场所 ， 以优雅的馆舍环境 、 富有感染力 的氛 围 、 强国战略的前沿阵地 。 图 书馆应当 、 也可 以通

先进 的设备 、 丰富 的馆藏 、 科学的管理 、 完善过服务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结合起来 。 同 时 ’

规范的制度和优 良热情的服务营造 出 的文化氛以泛在文化建设为切人点和实践点 ， 高校图书

围去陶冶和引导他们 ， 将对青年学子的成长起馆不但可 以把 书 刊 中 的 知识宝库变为 知识喷

到关键作用 。泉 帮助青年学生拓宽知识面 、 提高理论素养 ，

２
． 发挥图 书馆制度和管理文化对青年学生还可以发挥弹性教育的优势 ， 多元化开展素质培

的规范与影响作用 。 图书馆是一个可 以模拟社养 ， 把青年学生的科学素养 、 信息素养 、 文化素

会的系统 ， 图书馆的制度 和管理作用 于青年学养 、 艺术素养等多方面的培养贯通起来 ， 拓展和

生身上 ， 能够起到培训科学意识的作用 。 图 书延伸学科教育和课堂教学 ， 夯实青年学生的综合

馆应当根据科学的理念和 自身的特点建立并与素质 。

时倶进发展 自 己 的制度和管理文化 ， 确保在制

度和管理的约束下 ， 学生能够学习和体验图 书本文作者 ： 信息管理学博士 ， 中 国 社会科

馆的开放 、 时效 、 共享的公共意识 ；
接受 尊重学院研究生院 图 书馆副馆长 、 馆 员

知识 、 尊重科学 、 尊重劳动 、 尊重彼此的价值责任编辑 ： 马光

观念 ； 感受社会的责任 、 知识的力量和 文明 的
光辉 。 图书馆的制度 和管理文化应当对高校学

生养成 良好的公德习惯和文 明 的行为举止 ， 树② 韩鹏 ： 《 髙校图书 馆与校 园文化建设初探 》 ， 《 图书情报工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理想 ， 确立正作 》 ２ 〇 １〇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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