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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１９８１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回忆

□肖自力∗

１９８１年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庄守经同志自请负责筹备的,具体说来,是他听取

部分高校图书馆馆长意见后,提出建议上报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说建议很好,就由你们来筹办吧.受过“文
革”冲击且已年过半百的老庄同志愉快地接受任务,联系全国高校图书馆,经过刻苦努力,使会议顺利召开.

我对庄守经同志的重要贡献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人是１９８１年会议筹备工作和会议文件起草的参与者,并在秘书处工作到１９８８年,为完成全国文献资

源调查的研究报告,实际断断续续到１９９０年.能参与今天的纪念会十分荣幸.看今天高校图书馆欣欣向

荣、奋发进取,４０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需要倾诉的话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回忆只能概括地点到为止.

１９８１年的会议从酝酿到筹备召开实际上将近一年.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几位副

部长、文化部及科学院的有关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周林副部长的报告,在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下,对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全新

的阐述;

二、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教育部正式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使图书馆的工

作有所依规;

三、成立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及其秘书处,使图书馆的工作上下左右建立了

联系渠道,一些需共同开展的工作很快能协调合作、资源共享.

具体说来,我觉得有以下十二点空前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推进.

第一、将高校图书馆定位为:高校图书资料情报中心;其工作是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将高校图书馆定性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第三、将图书馆的职能概括为: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

和以上三条相对应的,在１９５６年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只确定图书馆工作是学

校教学辅助工作;

第四、选留本校毕业生到图书馆工作,并组织对他们进行图书馆专业培训;

第五、参与文化部职称评定方案的研究和制定,组织对高校图书馆馆员职称评定,使一般图书馆工作人

员有自己的上升渠道;

第六、经多年的研究准备论证,１９８８年立项争取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开展全国(包括部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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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自力,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光明日报»社工作.１９８１年,参与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的筹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的修订,任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１９８４年,参与组织全国高校图书

馆工作经验交流会,参与推动全国高校图书馆开设文献检索课,任系列教材编委会主任.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任«大学图书馆通讯»主编.１９８７年,
参与组织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任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１９８８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科研项

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和布局研究”,同年调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工作,任党委书记兼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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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科研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调查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七、经教育部同意,在全国高校以图书馆为中心开设文献检索课,包括编写多学科的文献检索教材和

培训师资,获得广泛赞许,被国家科委评为科技情报进步三等奖;

第八、组织图书馆自动化研究,包括共享数字资源的CALIS试点;

第九、组织图书馆建筑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时和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开展,对大批高校

新建图书馆发挥了参考借鉴作用;

第十、１９８４年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交流会,交流贯彻落实１９８１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工

作会议的精神和内容;

第十一、图工委设立常设机构秘书处,各省市也成立了类似机构,从而便于沟通推动各项有全局意义的

工作;

第十二、创办学术刊物,最初是一份通讯,后来发展为«大学图书馆学报».

１９８１年会议宣布成立的图工委由周林任主任委员,会后不久,周林同志正式离休,高校图工委工作实际

改由彭珮云同志领导,到１９８７年会议后她正式接任主任委员.她的工作深入细致具体,参加馆长座谈会时,

她总是边听边问边记录;请她批发的文件她都认真修改并和我们讨论.为了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她建议我们

邀请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来给各地图工委秘书长和部分馆长会议作报告,主要讲的是图书馆的文化教育作用.

她出面邀请李鹏副总理到１９８７年工作会议上,和部分代表座谈.这两件事表明国家党政领导对高校图书馆

的重视,在我国高校图书馆历史上是空前的、鼓舞人心的.

在彭珮云主持下,１９８７年在北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由她作的工作报告,主要是贯彻

１９８１年会议精神,积极履行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经过实践,部分修改了工作条例,按国家规定改名为规程;

酝酿准备开展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以上是我对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７年会议及会议后续工作的简短记忆.从

１９８１年会后各地纷纷召开省级会议,成立省级图工委和秘书处,举办几次综合和专业经验交流会,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的实践可以证明,１９８１年会议大大激励起当时高校图书馆人的巨大热情,对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高校图书馆理论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４０年来,高校图书馆事业经

历几代人的努力,早已迈入现代化发展的更高水平.当年的工作曾被给予了较高评价,但是从长期来看,只

是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现代化的准备和起步.

１９８１年会议的召开和后续的一些工作,不是几个人,更不是一两个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时、地利、人
和等各种条件共同促成的:时代的潮流,领导的重视,实践的呼吁,经验的思考和积累,国外发展的启示,都是

会议成功的条件,高校图书馆界热情高涨,一呼百应,参与筹备工作的人很多,包括教育部高教司的司长、处

长、做文字修改和搞会务的同志,学校参与的同志,如北京化工大学的周成福、长沙铁道学院的李明华、北京

大学的王世儒等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许多问题.

会议报告和条例涉及的重要问题都在全国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进行讨论,应当说会议的成功是全国高校

图书馆人智慧的结晶.

下面想说一些当年曾经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有可能这些事早就做过了,所以我也是简单地点到为止.

第一、想连续办馆长研讨班或学科馆员的专题研讨班,以履行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发挥和提高学术性

服务水平为主题,当然需要充分准备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二、文献检索课的下一步.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教育部关于文献课的两个文件特别提到了提高学生情报意

识和情报技能的要求.但参加课程筹备专门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当时不具备条件,只能先选定文献检索课.

设想是在普及文献检索课之后,再开创情报意识和情报处理技能的课程.把现代信息知识与传统图书馆读

者工作、阅读指导、阅读研究、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知识技能、国外信息素养教育,以及相关的计算机知识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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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可能形成内容更丰富,且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教育课程;

第三、文献资源研究.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中,有一项本馆重点学科文献资源评估,

有些馆做得很仔细.我觉得今天的学科馆员可以改进方法扩展研究,其成果一是可以得知本馆底细,提高文

献保障率;二是可以编写本学科核心书目提要(类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是进而可以撰写学科发展文献

综述(接近于学科发展史或学科阶段发展史).其目标是把师生引导到学科发展的前沿.这项任务由一个图

书馆很难完成,如果多馆合作,就相对容易了;

第四、协调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当初是想协调全国各系统,现在看是过于理想化了.现在经费多,

又有互联网,资源共享方便,似乎没有必要.但我觉得只要存在客观的信息载体,就需要信息资源共享的某

种保障体制.从全国设计可能有困难,可以从高校,甚至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始.从小范围起步,逐步

扩大;

第五、扩展视野调查报道和介绍广泛的社会信息资源,为教学科研利用.一般多注意图书馆和一些商

业性的互联网资源,实际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机构乃至大型企业都有一些数据库,是可以使用的,或
有条件地使用的.如国家统计局的经济、人口数据库,国家信息中心的经济数据库,国家专利局的专利数据

库等,图书馆特别是有研究任务的高校图书馆应当调查、了解并向读者介绍这些资源;

第六、曾经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阚法箴同志相邀,组织编写一本关于图书馆馆藏建设实务的书,希望把

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握好信息载体的入口,提高馆藏的科学性和资源保障率.没有实际行动,总觉得是

一个遗憾;

第七、组织有文献资源特色的科普讲座,例如学科文献资源综述、专题文献综述、交叉学科发展介绍、阅
读方法研究等.阅读,或应称为吸收知识,本身就是一大学问,吸收知识是创新知识的前提;

第八、我常想在图书馆的墙上挂起古今中外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特殊贡献

的人物的照片(或雕像、版画、绘画,得是艺术品,或近似艺术品),让学生经常能见到他们.也许有人说大学

生都知道,可知道不如见到,见到不如经常见到.让部分大学生成为这些伟人的粉丝和铁杆粉丝.相应地,

图书馆更要系统检查这些人物的代表著作、传记资料在本馆的收藏情况,保证师生能够查阅;

第九、«大学图书馆学报»应当办成两个刊物,一个学术性的,一个工作性的.或者说一个针对研究型图

书馆的,一个针对大专院校图书馆的.“文革”前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就办有两个刊物:«图书馆学通

讯»和«图书馆工作»,美国的高校图书馆就长期办着两个刊物.

以上纯系个人想法,或可作为参考,需要由各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有创造性地试验和实施.

我离开高校图书馆已经３３年了,当时想的事肯定比现在能记起的要多,但是很可能已经落后于形势,不
适应今天的需要了.我相信,现在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它的现代化建设、它履行的教育职

能和情报职能、它为教学科研的学术性服务和综合服务水平,早已跃进到新的高度、新的水平,远超我个人的

想象.

最后,衷心祝愿全国高校图书馆事业不断创新发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作者单位: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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