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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表面上看，图书馆在高等院校中是一个教学辅助机构，是为教学科研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

保障机构。但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大学图书馆既是承载着独特使用功能的建筑体，又是知识聚集和

文明传承的形象体，是大学文化的重要标识，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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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lture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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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surface, the library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 teaching aid agency,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sources and support agencies. However, i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s hosting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building with the body, but
also the knowledge gathered and the image of body heritage of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univers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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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图书馆在高校文化中的定位

19 世纪 70 年代，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先生把图书馆比喻为“大学的心

脏”。美国学者哈特（James D. Hart）也曾经说过：

“大学不可能伟大，除非这所大学有一个伟大的图书

馆【1】。”197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起草了《有关大学院

校图书馆员教师身份的标准条例》。据此条例，到目

前为止，美国已有79%以上的大学将图书馆员归于

教师编制，并给予相应的职称和待遇【2】。

美国大学与科研图书馆协会规定的大学图书馆

标准是：第一，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咨询和用户

教育服务活动，为用户提供信息和指导服务；第二，

作为大学的学术、教学机构，应为学生在校能够学有

所成、离校能够终生学习提供服务；第三，图书馆员

应该与教师合作，参与课程建设、信息素质教育、学

科教学评估等活动；第四，可以把图书馆教学个性

化，为用户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为教学和科研人

员提供深入细致的科研咨询服务；与此同时，馆员要

利用电子或印刷形式的教学辅助资料，用传统或高

科技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图书馆教育服务【3】。

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2年3号文件《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

就开宗明义地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

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地。高等学校

图书馆的工作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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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

标志【4】。”大学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双重作

用。首先，大学图书馆是服务于教学、科研、管理、学

科建设的服务性机构，即大学图书馆服务于学术活

动；其次，大学图书馆本身也是一个从事信息资源建

设、开发、利用等相关科学研究的学术性机构，即大

学图书馆工作本身就是学术活动。大学图书馆的双

重身分就决定了，大学图书馆对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对整个高等教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综观国内

外所有的大学，其图书馆无论是在大学中的地理位

置、建筑风格、设施设备还是其装修特色、文化氛围、

服务内容、学术活动等，都与该校的学校规模、办学

特色、学科建设、发展方向等密切联系，较好地诠释

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品位，无论其硬件建设还

是软件服务，都成为大学的重要标识之一。

因此大学图书馆既是承载着独特使用功能的建

筑体，又是知识聚集和文明传承的形象体。无论是

广义的文化象征性还是狭义的社会功能性，大学图

书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明象征即使在如今的网

络时代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大学图书馆作为一种文

化标识物，应该是建筑符号和实际效用的完美结合，

是大学文化特征和图书馆独有文化内涵的有机统

一。人们对大学图书馆的认识、接受和依赖，来源于

图书馆的建筑外观、环境设备、空间布局等外在因素

的吸引，更来源于图书馆的办馆模式、服务水平、信

息资源和功能发挥等内在因素的挽留【5】。

2 图书馆对大学文化的静态标识性

大学图书馆的存在不单单是图书资料的储藏借

阅之地，更首先是一个体现知识公平和信息自由的

场所。它以其公共性和非赢利性打破因经济、种族、

政治立场以及宗教信仰等形成的信息壁垒，向个人

提供获取广泛知识、思想和见解的公众途径。美国

学者伯德萨尔认为：“图书馆设置和建筑具有文化象

征的作用，图书馆设施和建筑本身就是构筑现代美

国社会的基础象征之一，是人类知识体系的象征，具

有形象唤起的功能，是美国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他还认为：“图书馆在满足个人自由，提供各

种自我实现的选择的个人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提供

和培养社区社会的连带意识，是个人主义和共同体

主义之间的重要桥梁和媒介，是培养个人的共同意

识和社会凝聚力从而获得社会全体生活意义的一种

社会的凝聚结构的‘场’之一。”美国学者 W.Craw⁃
ford 和M. Gomm在他们合著的《未来的图书馆：梦

想·狂想·现实》一书中驳斥了“存取（access）但不拥

有(ownership)”的观点，认为“未来的图书馆是一个

既非纯粹电子化又非完全虚拟化的场所，是一个既

是大厦又是界面的图书馆【6】。”

图书馆对大学文化的静态标识性主要体现在

如下三个方面。

⑴人物合一。图书馆首先是为了利用的。图书

馆既然是为了利用，为用户服务的人本原则就是图

书馆建设的首要原则。图书馆建设的人本原则有三

层含义。①以用户为本。图书馆的各个部分、各个

环节、各个要素都要方便读者利用。②关心弱势群

体。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因为行为上有诸多不便而更

需要受到特别的关爱和照顾。图书馆建设要有无障

碍通道、盲文通道等设计。杭州市图书馆馆长楮树

青面对允许流浪汉、乞讨者入馆阅读的异议时说了

一句话：“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

离开【7】。”③为工作人员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馆员

的任务是通过对图书馆的管理使读者信息需求的愿

望得到满足；读者通过利用信息资源，创造出一定的

物质或精神财富，他们对信息资源利用的结果反馈

给馆员，馆员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协调和改进图书馆

工作，促进图书馆的发展。如此周而复始，保证图书

馆工作的良性循环。馆员和读者分工协作的结果是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微观领域——

图书馆系统中，它们似乎是矛盾的对立关系，在宏观

领域——整个人类文明中，它们又是和谐的统一关

系。

⑵动静结合。动静结合是图书馆建设的辩证体

现。图书馆建设的辩证原则包含图书馆与学校的关

系辩证、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辩证、新馆与旧馆的关系

辩证、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辩证、图书馆内部馆员之间

的关系辩证等多重含义。以图书馆与学校的关系为

例，学校图书馆是整个学校建设与发展的一部分，因

而图书馆的建设必须符合学校发展的方针政策，必

须与学校保持辩证的统一。一方面，图书馆的建设

取决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状况；另外一方面，图书馆

的建设又促进学校的发展，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辩证

双方。一般情况下，图书馆的建设要与学校发展同

步，如果图书馆建设能够适度超前于学校的建设，则

可以更好地发挥图书馆信息服务对于学校的推动作

用。另外，图书馆与学校各学院、各专业、各部门之

间的关系也是该辩证关系的一部分。图书馆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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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与相关部门的关系，动静结合，内外和谐才能

谋求共赢。

⑶点面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发展的同

时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和

谐。在图书馆建设规划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区域、本

馆、分馆的分工与重点，在确立中心馆的地位的前提

下，全面进行资源配置、资源整合、资源共享。通过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广泛

开展联合服务，拓展服务领域，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

的信息需求。要将集群发展的理念贯穿在图书馆建

设的始终，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各自为政，在统一协

调下，共同构建管理、业务、技术、服务的共建共知共

享平台。

3 大学图书馆在校园文化中的动
态标识性

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水平、资源结构、服务理念、

信息技术、往来人气等动态展现形式成为大学文化

的流动性标识，较好地展示了大学与时俱进、不断革

新、锐意进取的活力与精神风貌，是大学生命力的重

要表征。

大学的特点和质量可以透过图书馆的馆藏和服

务来了解，而一个图书馆的馆藏和服务的质量却取

决于图书馆的软性环境，主要是图书馆的管理和服

务水平。这是因为图书馆的资源结构、服务理念、信

息技术、往来人气等都是由图书馆的管理模式、管理

体制、管理水平决定的。图书馆管理是引导人力资

源、财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由静止的物质状

态进入动态的信息交流的必然手段，以达到图书馆

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的目标，以不但使其服务对象

——读者获得满足，并且使其服务的提供者——馆

员亦获得一种高度的士气和成就感的活动【8】。

由此可见，图书馆管理就是为实现人力资源、财

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由静到动且实现其动态

平衡而实施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

动态性、发展性是其根本特征。图书馆系统处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之中，信息技术在发展，信息产品在丰

富，信息服务在提升，信息用户在变换，这些因素的

动态性就决定了图书馆管理的本质就是在动态中寻

求用户信息需求与图书馆信息供应之间的某种程度

的平衡。图书馆管理本质上是变革活动，是使用户

获得真正信息自由的活动。“管理的特点就是变革

——迅速的、不断的、根本的变革。唯一不变的事就

是变革”【9】。

4 大学图书馆的文化竞争力

无论是其静态的展现形式还是其动态的管理与

服务，都是大学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的必要条件。大学图书馆要成为校园文化独一无二

的核心标识还必须具备一个充分条件——文化竞争

力。文化竞争力是大学图书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是大学其他文化竞争者难以超越和模仿的特殊能

力。

大学图书馆的文化竞争力就是大学图书馆在充

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能最大限度地满

足学校信息需求并不断发展竞争优势的能力。大学

图书馆的这种文化竞争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

是独特的资源优势；二是强有力的信息创新与开发

信息的能力。具体来讲，“资源优势”是指大学图书

馆所拥有的文献信息资源、管理资源、人力资源等，

无论其形式如何，都具有与众不同之处，并且这种

“不同”可以持续不断地给图书馆带来文化竞争优

势。“信息创新与开发信息的能力”是指大学图书馆

在信息服务方式、服务领域、服务技术等方面具有创

新与开发的能力，在知识、信息的深度开发和利用方

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10】。

以图书馆建筑体为代表的图书馆系统的静态形

式和以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为代表的图书馆系统的动

态表征共同作用，较好地展现了大学文化的稳定性、

发展性和前瞻性，这就是大学图书馆特有的文化竞

争力。大学图书馆的文化竞争力是以知识、技术为

基础的综合信息服务能力，是大学图书馆赖以生存

和稳定发展的根基，是大学图书馆所具有并可为其

带来竞争优势的特定能力的有机组合。大学图书馆

的文化竞争力通过图书馆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体

现出来，主要表现为领先于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文

体活动等竞争者的技术和体现这一技术的持续改进

的管理理念和服务方式，领先于竞争者的管理氛围

和价值观念，迅速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不断强化、改

善的能力【11】。

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业务技术资源、人

力资源、服务资源、图书馆文化资源等都是图书馆文

化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大学图书馆文化

竞争力的关键是人，是各类专门人才汇集的团队，是

团队所具有的学习能力，是将学习所获的知识用于

图书馆工作实践并使图书馆保持与（下转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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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绿色环保以及参观人数方面，

说明世博主题和参观人数是各媒体的关注重点，然

而各地媒体在报道中也有一些差异，如：上海媒体在

志愿者（小白菜）这方面有较多的报道，但其它地区

媒体则关注较少，说明对于世博的社会效应关注不

够；另外国外媒体华语版的对世博园区内人流、排队

秩序方面关注较多，说明其对世博的安全运营较为

关注。

5 结 语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上的文

本信息呈几何数增长，面对海量的信息，人工对其进

行相关分析已变得不可能。因此，借助于文本挖掘

技术发现潜在的有价值的信息是情报分析研究的一

个重要应用。本文以上海世博会媒体网络报道为

例，通过文本挖掘，发现了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差异，

并对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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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的能力的服务与管理队伍。大学图书馆的文

化竞争力还涵盖图书馆及时掌握并适应用户需求变

化的趋势把握，包括经过长期精心培育建立起来的

独特的差别优势，并能增强图书馆在大学教学、科

研、学科建设、管理中竞争实力的关键能力。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

学图书馆因其在大学中独特的功能和定位，决定了

其人物合一、动静结合、点面和谐的校园文化静态标

识性；而大学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稳定性、发展性、

前瞻性成就了大学图书馆的校园文化动态标识性。

大学图书馆动、静结合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竞争力

铸就了大学图书馆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表征，是大

学文化的标识性机构，在大学及其大学文化建设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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