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第4

期

展示当代学人藏书特质的阅读推广

———以南京大学图书馆“上书房行走”和«书房记»为例

□陈翠翠∗

　　摘要　由南京大学图书馆程章灿、史梅主编的«书房记»,汇集了“上书房行走”专栏中４０位

南京大学教师、学生、校友以藏书、读书为主题的自述文章,试图展现其“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

当代校风精神,尤其是“藏书为文,读书究学”的学人品格.文章通过介绍«书房记»的编选及其内

容梗概,探讨了当代南京大学学人藏书治学、捐书为公、读书养性三个方面的特质,阐发了新媒体

的阅读推广形式、作者们的读书经历和所拟“阅读推荐书目”,以及在当代高校阅读推广中所蕴含

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书房记»　学人藏书　南京大学图书馆　高校阅读推广

分类号　G２５６．４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２

　　书房作为学人藏书和读书的处所,是现当代文

人学者,尤其是大学文科教授的主要工作和阅读空

间.书斋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

的重要象征,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诸如书房命

名、淘书集藏、分类排架,以及书友往来活动等等,都
是“以图书为本体衍生出的一切人与书之间的互动

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１].
由南京大学图书馆程章灿、史梅主编的«书房

记»[２](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汇集了“上书房

行走”专栏中４０位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教师、
学生、校友以藏书、读书为主题的自述文章,颇为典

型地呈现了“学人藏书”的丰富人文内涵,体现了当

代南大学人的特质.而«书房记»的前身———南京大

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书房行走”专栏的成功

经验,以及作者们的读书经验体悟和每篇文章之后

所附的“推荐阅读书目”等,对高校阅读推广工作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　«书房记»的编选及内容梗概

１．１　编选成书

在２０２０年第２５个“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由程章灿教授策划、史梅副馆长负责统筹,南京

大学图书馆在其微信公众号,巧借古代官名“上书房

行走”,赋以新义,创意性地推出“上书房行走———走

进南大人的书房”系列推文,先后邀约了南大文、理、

工等十余个院系的４０位教师、学生、校友撰稿,自述

其读书、藏书相关的经历、体会和感悟,从２０２０年４
月２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７月５日,分为三季陆续推出.

«书房记»采用汇编的形式整合发表在南京大学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书房行走”专栏的４０篇专题

文章,插入了原文作者自行拍摄的书房内景图片,完

整保留了其个人风格.除了为每位作者撰写了数百

字人物小传,并附有其推荐的书单外,«书房记»一书

最具特色的,当属程章灿教授为每个书房题咏的七

绝,４０首诗歌诗题均是“题斋(阁、居、轩)”,单

独置放于每篇文章之前,内容以纪事为主,或纪其人

和书事,或言读书方法,或咏藏书之富等,既见诗学

才情,又有书林雅趣.这系列诗歌承袭了中国藏书

史上由叶昌炽①开创的“藏书纪事诗”体式,堪称当

代“南大人书房纪事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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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翠,邮箱:２２３７３６４２８７＠qq．com.
叶昌炽(１８４９－１９１７),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迁入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

学家、文献学家、藏书家,其富有藏书３万余卷,有藏书处“五百经幢馆”“缘督庐”等.著有«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滂喜斋藏书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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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内容梗概

«书房记»共汇编４０位南大学人的文章,作者们

以坦诚直率的笔触,将自己与书房里的书刊资料结

缘的故事娓娓道来,或是从海内外书店访得,或是在

网上书店购买,或是其个人著述及师友赠书等,作者

们将自己淘书与买书,赠书与受赠的经历,以及搬家

时喜忧参半的心情,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他

们而言,书房的藏书并不是待价而沽的奇货,而是在

其职业生涯规划和服务社会中所必需的文献资料.
由建造和经营书房的始末,贯穿读书求学与工作历

程,并融入了研究学问的经验总结,捐赠图书、教书

育人的仁者之心,以及享受书房静谧的格调,通过读

书获取的哲思等.
随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住房条

件的改善使得书房成为独立空间,环境也从狭窄晦

暗变为窗明几净;书房中的文献从无到有,由单一到

丰富,文献形式从纸质到电子,«书房记»中学人们的

读书经历让读者见证了当代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
反映了南大学人所处的物质文化环境,及其个人阅

读史和知识结构背景.

２　«书房记»中“学人藏书”的特质

刘士林在«２０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中认为

“学人”是一个现代概念,是２０世纪中国的产物,根
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３].马嘶在«学
人藏书聚散录»中将“学人”定义为那些从读书中获

得知识(多是从学校里学得专业知识,也有少数自学

成才者),以传承学术文化为职志,并学有所成或学

有专长者,如教授、学者、科学家、文学家、对某学科

有专长者等等.那些在大学、科研院所学习,对某学

科有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的学子,我们也称他们为

青年学人[４].«书房记»作者都是在南大有求学经历

的人,以高校教育和研究工作者居多,从一篇篇的读

书故事中可以体会到,书房承载了南大学人的精神

文化特质,也充分体现了当代“学人藏书”的文化

品格.

２．１　“因书究学”的学术追求

«书房记»中南大学人的书斋藏书,较多的是与

专业相关的图书,文学院丁帆教授:“说起自己的藏

书,大致都是专业书籍和相关人文学科的书籍,当然

囊括了文史哲,以及文化艺术和社会学的一些书

籍[２](１４１).”文学院苗怀明教授:“我个人研究的兴趣

在文献 及 学 术 史,因 此 本 专 业 的 书 搜 罗 面 比 较

广[２](１６).”等等,都体现了治学特点与藏书种类的关

系,藏书特色对治学成果的影响.
历史学院李良玉教授赞叹蔡少卿先生和卞孝萱

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写作和出版自己的著

作,这是他们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学术事业的证明,他
们的书,是他们生命的绝唱.我把他们这种孜孜不

倦的努力,概括为一种学人的‘书房精神’.它是南

大,也 是 所 有 现 代 著 名 大 学 最 重 要 的 精 神 基

础[２](１８０).”«书房记»彰显了南大学人如何以书明志,
发扬前辈们专注执着的学术精神,拓宽做人的胸襟

和做学问的眼界,以及他们为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诸如:文学院莫砺锋教授在南大读研期间床上

堆满书籍,几乎每天都在宿舍或图书馆看书,毕业后

继续师从程千帆先生深造,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文

学博士,后又被评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深教授,在文

化传承座谈会上与习近平主席面对面交谈,并阐释

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研究;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曾在

狭窄空间里挑灯夜读做学术研究,在条件改善后更

乐此不疲地奔走于各地书店,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精

耕细作,著述颇丰;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洪修平教授自

小便痴迷于书籍,即使在艰苦的煤矿工作环境中,依
然利用空余时间阅读摘抄,后步入南大求学,以购买

专业图书为主,深入研究中国佛学,后成为改革开放

后最早的佛教研究者之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

颖院士和沈树忠院士,他们的研究经历说明读书研

学之地可以是一间书斋,也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间.
王颖作为海岸海洋地貌和沉积学家,为研究积累资

料不畏艰辛,常到各地的海岸考察,并始终将“个人

奋斗成长与祖国的发展需要联系在一起”,如今八十

多岁的她仍坚持到校办公,程章灿教授为其题诗:
“少年烽火势苍黄,犹记读书为国强.踏遍沧浪人不

老,归来白发意飞扬[２](６３).”沈树忠在９０年代决定回

到祖国潜心研究,作为地层古生物学家,阅读最多的

就是专业论文和专著,由于研究需要实地考察,漫漫

山川和戈壁沙漠也成了他的书房,在建立全球年代

地层界线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是二叠系六个“金
钉子”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程章灿教授有为其题诗

云:“高山厚地探幽遐,秘册天书刻石头.明月作灯

星作幕,揭开岩页读寰球[２](１２１).”他们塑造了“嚼菜

根”的学术风骨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家国

情怀.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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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是拥有一定数量图书,并可在此阅读、著
述、交游的场所,藏书是它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和前

提,读书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这二者体现了中国

藏书文化“藏”与“用”的基本理论内涵.来新夏先生

在«藏书读书治学»一文中提到:“藏书是中国有

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

而藏,而主要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

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

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５].”学者治学离不开书斋藏

书,他们皆凭借聚书读书获取知识学问、教书讲学、
著书立说,加强了藏书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具有保存

图书文献和以书促学的双层文化传播价值.«书房

记»中学人的藏书不追求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秘籍,
主要是实用化、学术化为主的著作,这正是将书籍作

为学问之资的印证.

２．２　“捐书为公”的人文襟怀

藏书的归宿,是每个爱书人都要面临的难题,从
无到有,这个过程牵系着太多的情感,即使没有古籍

珍本,但始终不忍乱弃.南大学人将藏书直接赠予

学生,惠泽后学,特别是将其捐赠予图书馆,凸显了

以图书为天下公器的襟怀.例如文学院张伯伟教授

对书籍有难舍难分的情感,“吾平生惟与书册为伍,
故最爱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２](９３),他在南大建立

了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以个人藏书

为基础建立了文献资料库.信息管理学院徐雁教授

曾挑选其部分藏书分别捐赠给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

馆图书室、河北安平孙犁中学图书馆、云南腾冲和顺

图书馆,以及江苏靖江图书馆和太仓图书馆等.哲

学系徐新教授通过募集等方式为南大犹太文化研究

所增加了藏书量,并将自己的藏书一次性捐赠给南

京大学图书馆,编目上网后向全国读者(尤其是犹太

学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开放,程章灿教授为其题诗:
“半生结网竟何如,海外狂胪万卷余.邺架缥缃欣有

托,齐言吾亦爱吾庐[２](４６９).”历史学院陈红民教授认

为书只有共享,让需要的人找到、利用,才能发挥其

最大的价值,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曾将其个人图书

转入“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意在将学术发扬光大;历
史学院李良玉教授和江苏省档案馆签订捐赠协议,
将分期捐赠文献和器物.信息管理学院谢欢副教授

将图书捐给经费和图书匮乏的民间图书馆等等,无
不体现着“学人善藏书,旨在传后人”的仁心操守.

２．３　“以书养性”的精神家园

书斋并不仅仅是藏书和治学之所,它还是书房

主人修养人格的心灵空间.扬之水曾言:“所谓书

房,藏书之所自然不在其内．．．．．．书房的不同,在于它

是为人而设,而不是为书而设,那么一个属于自己

的,可以在其中静心读书的所在,便是书房.其实意

不在书,而更在于它的环境、气氛,或者说重在营造

一种境界,这样一个绝无功利之心的小小空间,读书

实在是涤除尘滤的一种生存方式[６].”在当今信息庞

杂的时代或繁忙的工作压力下,能偶尔静坐书房,闲
书在握,追求怡然快哉的雅致和超尘脱俗的沉潜,不
失为归隐心灵田园的雅趣.南大学人如法语系黄荭

教授完全将书房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无事花

草,闲来翻书”的平淡日子里,邂逅一本书的浪漫,
«题黄荭浅草居»:“门前翠竹影扶疏,壁列缣缃女史

庐.时有清风窗外至,闲看花草乱翻书[２](２０９).”艺术

学院童强教授将书房看作学者的精神掩体,可以在

必要时能够抵抗外在的纷扰,«题童强半半山居»:
“山林城市住中间,居慕荆公近半山.纵有黄尘漫天

起,不妨开卷闭禅关[２](４４５).”历史学院范金民教授谈

读书可以完善提高自我,做到宠辱不惊,心平气和,身心

愉悦,«题范金民自在斋»:“明窗长日惠风和,万卷书丛

自在多.迢递神游千载上,纵横踏遍旧山河[２](３４９).”
南大学人的书斋名亦是饶有趣味,有修身明志

之意蕴,如徐新教授的“金陵结网斋”取自“临渊羡

鱼,不如退而结网”,是对自己的鞭策,以激励自己多

读书.谢欢教授的“荆邑味斋”,其中“味斋”取“书味

自知”之意,引经据典取自“读书有稻粱、希馔、醯醢

三味”.文学院莫砺锋教授的“宁钝斋”来源于父亲

“切勿砥砺锋芒”的训诫.张志强教授“临水斋”写意

取“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凤凰出版社编

辑许勇先生有“读无用书斋”,以读“无用”书,做“有
用”人谦逊自勉.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半解

斋”指对知识、世界等一知半解,是一种虚怀若谷的

哲思.化学化工学院胡文兵教授的“思辨斋”希望学

生们主动积极地参与课题讨论,培养科学研究需要

的思辨精神,«题胡文兵思辨斋»:“缩合加成理杳冥,
追踪大象入无形.谁知格物高分子,须读玄玄道德

经[２](５３)”,根据书房故事记录了斋名的缘起,以及对

学术人生的思考和肯定.学人在书房松弛内心,载
籍养德,这是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气质,也是一种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独立人格的体现.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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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当代高校阅读推广的现实意义

２０２２年«书房记»出版之际,是“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第十年,也是全球

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人们多经历着长期居家的孤

独状态,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以 “众 志 成 城,共 克 时

艰———用书香传播力量”作为“４２３世界读书日”
活动的主题,其初心是想通过“揭秘南大人的私家书

房,分享读书中的心得体会”,号召读者在阅读中汲

取精神能量.正如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先生说

«书房记»的出版“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有温度的好

事”[２](３).

３．１　富有创意的推广形式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加趋

于网络化,南京大学图书馆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书

香,对全国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具有一定的

示范性作用.“上书房行走”专栏第一期“走进徐雁

教授的书房”一文发布后即受到广泛关注,至今全部

４０期推文累计阅读量达到了将近４０万人次,很多

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收获了大量粉丝.该专栏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荣获南京大学新媒体优秀栏目

“一等奖”,２０２３年被央视网科教频道“读书”栏目解

读和推荐.读者还在留言讨论区发表阅读想法,比
如有读者评论道:“这个策划匠心独具,呈现了学者

师长们学问背后的物态环境.学问是书房里熏陶滋

育出来的”,“偶尔读到此文,很朴实,很恳切,很感

人.每个学者都有书房之梦”,“房子装修可以很豪

华高档,但书房是文人雅士的最爱,书籍无需奢侈,
码在墙面整整齐齐就是最高境界的点缀与装饰”,
“三更有梦书当枕头,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文学

的雅,生活的趣,师生的情,融为一体”等等,既发掘

了其文化内涵,又满足了读者的参与感,在无形之中

将书香播撒于社会大众.
除了线上的推广,南京大学图书馆还在第十五

届读书节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如邀

请师生代表参与“上书房行走”有奖竞答活动,以“上
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的书房”为主题的展览,举
办«书房记»发布会,邀请到部分作者分享写作体悟,
面对面为读者解疑答惑等.

３．２　学人读书经历的引领意义

«书房记»４０篇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书故事,涵
盖了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学

人,前者多从儿时的读书生涯谈起,面临书籍资料单

一匮乏,或抄书借书,或省吃俭用买书来读,直至步

入大学和工作岗位,仍体现着“疾风知劲草”的毅力;
后者则乘着时代发展的快车,淘书读书的条件更加

便捷,在快节奏生活下仍能埋头于书籍.他们虽是

生长环境不同的一代代南大人,但有着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并且凭借笃志好学的精神,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人

文修养.
书房主人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分享了因书究

学的心得体会,这对中学生和本科生、研究生而言可

读性强,一方面可激励读书人不废书籍,宁静致远.
另一方面,为当代学子读书和做学问等提供启示.
如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告知学生一定要阅读核查原

典和精读专业书籍;沈树忠院士常教导学生做学问

最基本的是读文献,及时了解研究方向的最新动态;
苗怀明教授谈泛读与精读结合的阅读方式;童强教

授鼓励青年学生多角度探索;“大众书局”创始人缪

炳文先生教导年轻人如何安排读书以提升自身能力

和修养;医学院史冬泉教授告诉青年人要想成为优

秀的医生,必须通过阅读提升专业基础,拓宽专业视

野;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张鑫龙建议读专业

经典书籍应当践行精读而非“杀书头”.由此可见,
读书要以精读为主,做学问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积累

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涉猎广泛,敢于突破

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该专栏的策划者、南京大学文学

院程章灿教授,其书房却未在«书房记»中面向公众,
幸得«扬子晚报»记者通过造访其在南京仙林的寓所

后,形成«程章灿 读书如牛吃草 先猛吃再反刍»[７]一

文,这才使得程章灿教授琳琅满目、井然有序的书房

“仙霞庐”呈现在读者面前.程章灿教授做学问孜孜

以求,比如主编«江南通志»(点校本)时,按照中华书

局«古籍点校通例»的基本原则,利用一切时间完成

标点、校勘等工作.却也在读书治学中怡然自乐,如
将“解字说文”调侃为算命之资;对荷兰汉学家高罗

佩所刻和所用的印章非常感兴趣,便想要做成一本

书.就像他所说的:“我从不觉得做学问辛苦,反而

觉得好玩,陶然自乐于其中.人生就是要找点儿事

情做,才能有意义.”回忆起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

时,研学方法更是能给读者不少启发,比如将读书比

作牛吃草,“看见了饲料,就要尽量多吃、猛吃,他日

可作反刍之资”;认为“好书不厌百回读,不同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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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给人不同的滋养”;要养成读书整理做札记的习

惯等等.

３．３　学人推荐书目的指导意义

根据艾春艳、刘素清在«学问读书人生———
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书目分析»[８]一文,通过对不同学

科和不同年龄段的阅读差异调查发现,教授推荐阅

读书目对高校学生和社会公众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书房记»作者以人文社科类为主占比８５％,理工科

占比１５％,每篇自述之后,所拟定推荐的阅读书目为

一大亮点,他们以专业领域图书为主,精选集聚书籍

超４００种,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图书

馆学、地质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医学学科,并详列作

者、书名、版本.这对大学生等读书人来说,不仅可以

直观理解南大学人的学术思想,还可以间接接受教授

们的学术指导,起到了阅读资源的推荐和发现作用.
特别是«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史记»«鲁迅全

集»«乡土中国»«红与黑»,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
等经典名著,成为人文社科和理工科学人共同推荐的

优秀图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启发性.
有些推荐书目中还附有阅读提示和荐书词,如

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以短小精悍的推荐词推介陈寿

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配合着«三国演义»,理解从

历史的三国到文学的三国”;推介颜之推撰、王利器

集解«颜氏家训集解»,“配合着读«傅雷家书»,格致

诚正、修齐治平,真是一脉相承”等等[２](３９３),提供了

由一书扩展多书,专精与广博的阅读指导.张志强

教授以导读语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建议,所推荐

的１０本书中,钱存训«书于竹帛»和钱存训著、郑如

斯编订的«中国和印刷文化史»是希望中国人能多了

解中国书籍的前世今生,季羡林«留德十年»、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等能给刚步入高等学府的

学生读书和做学问以引领和示范[２](５２).黄荭教授

摘录名家对书籍的推荐词和颁奖词,如王德威推介

菲利普福雷斯特著、黄荭译的«薛定谔之猫»:“这
是一本悲伤的书,也是一本穿越悲伤的书.细腻,神
奇,深情.福雷斯特的小说直面创痛,思考救赎,却
不轻易承诺救赎.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在生命的混

沌中看见‘别的东西’”[２](２２３－２２４),宏观上利于读者了

解书籍的内容主题.可见这本书的策划出版,正是

南京大学图书馆利用自身优势,集聚了中外名著和

经典好书数百种推荐资源,为读者延伸阅读和进修

学习提供阅读服务和重要资讯,为高校的学术和文

化发展提供支撑.

４　结语

“吾亦爱吾庐,芸香几卷书”(陆祖允«题钱德钧

水村图»),书房自古就是文人学者的精神寄托场所,
文雅静谧是它的气质特点,储藏书籍,阅读写作,修
养心性是其稳定的价值功能,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精

神在这里得以传播与传承.对南大学人来说,书房

是他们与书结缘,追求梦想的开始,也是找寻自我的

归途,牵系着过往的经历,联系着学问与性情.
“上书房行走”专栏的策划和统筹者从“书房”的

视角切入,邀约不同院系、不同身份的南大学人,体
现了开明的思维,展现出南京大学多元化、综合性大

学特有的底蕴;以及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成功实践和

«书房记»的出版发布,对进一步推动高校阅读、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具有一定的典范作

用.但书房似乎与文科学者有天然的联系,理工科

专家教授的书房应当具有其特殊性,仍有值得深入

探索的价值.当然,通过集中研读作者们所记述的

藏书与读书经历,发现他们都有浓厚的书文化情结

和阅读的自觉性,并以专业研究课题为导向,笃志好

学,追求“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陈继儒«小
窗幽记»)的阅读境界,彰显了南大学人的学养品格,
以及对“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传统精神的传承发扬,
成为后辈研学者的楷模.正如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６日,
程章灿教授在南京大学«书房记»发布会现场赞叹学

人们“真”“善”“美”的初心,“真”即真诚地讲述了书

是怎么读的,“善”是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美”是鼓

励了更多的人求知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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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PromotionofShowcasingContemporaryScholarsCollectionsTraits
—UsingNanjingUniversityLibrarys“WalkingintheStudy”andShufangjiasExamples

ChenCuicui

Abstract:Shufangji,editedbyChengZhangcanandShiMei,collects“WalkingintheStudy”colＧ
umn,４０self－narrativearticlesofteachers,students,andalumniofNanjingUniversityonthethemesof
collectionandreading．Itattemptstoshowcasethecontemporaryschoolspiritof“sincerity,simplicity,

magnanimity,anddiligenceinstudy”,especiallythescholarlycharacterof“treasuringbooksforarticles
andstudyingforknowledge”．ThisarticlecomprehensivelyintroducestheeditingandcontentofShuＧ
fangji,exploresthreecharacteristicsofNanjingUniversityscontemporaryscholarly,includingcollecting
foracademicpursuits,donatingcollectionforpublic,cultivatingthemselvesthroughreading,anddiscovers
thepracticalsignificanceandapplicationvalueoftheformofreadingpromotioninnewmedia,theauthors
experienceandtherecommendedreadinglistinpromotingreadinginuniversities．

Keywords:Shufangji;ScholarlyCollection;NanjingUniversityLibrary;CollegeReading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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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nTeachersDigitalLiteracyStandards
inChinaandAbroadandItsReflections

PanYantao　BanLina

Abstract:TheMinistryofEducationissuedthefirstprofessionalstandardentitledDigitalLiteracyof
TeachersinNovember２０２２．Thisisnotonlyanimplementationofmajornationalpoliciessuchasbuildinga
digitalChinaandpromotingthedigitalizationofeducation,butalsoanimportantachievementofthelongＧ
termeffortsofeducation,libraryscienceandotherrelatedacademiccirclesandprofessionstocarryoutedＧ
ucationforinformationliteracyanddigitalliteracyforall．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improvingthe
digitalliteracyofteachersinChina,andeventhedigitalliteracyandskillsofthegeneralpeople,fromthe
fivedimensionsofdigitalawareness,digitaltechnologyknowledgeandskills,digitalapplication,digitalsoＧ
cialresponsibility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thispapermakesahorizontalcomparisonofsixteachers
digitalliteracystandards(frameworks)inChinaandabroad．Onthisbasis,thethoughtsandsuggestions
onrevisingDigitalLiteracyofTeachershavebeenputforward．

Keywords:DigitalLiteracy;DigitalLiteracyofTeachers;DigitalLiteracyStandards(Framework)

forChineseandForeign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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