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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J 我国近现代意义的民间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研究几乎同步，都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民间图书馆研究 

者们的研究成果可分为：理论研究、史的研究、国外经验借鉴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等，其中理论研究 

包括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学术综述、公益争论、兴起动因、政策支持、发展策略等方面。这些多角度的研 

究表明民间图书馆的研究正走向成熟，民间图书馆事业正在走向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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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rn Chinese independent librarianship would have simultaneously sprouted with 

independent library reseamhes，both of their histories would have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m．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librarie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theory reseamhes，history 

reseamhes。foreign experience researches，survey researches and case studies．Meanwhile，theory 

raseamhes include the conception discrimination，the subdivision classification，the academic review，the 

debate of public or profit。the motivation of growth。the policy encouragement。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O on．AIl the independent library reseamh conclusions suggest that researches of independent libraries 

are booming．In future，the independent librarianship will be further prosperity under the strength of library 

scienc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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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以来，我国近现代意义的公、私立图书馆同步 

发展，如1904年对外开放的古越藏书楼为私立图书馆；同 

年建成的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则为公立图书馆。 

若将张謇先生撰写的《古越藏书楼记 (1904)》算作民间图 

书馆研究中的案例分析，则我国民间图书馆的研究已在此 

时拉开序幕。在早期的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中，民间图书馆并 

非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话题。1921年，杜定友在其 《图书馆 

学概论》中仅用一小节篇幅来论述私立图书馆；1935年，徐 

旭在其《民众图书馆学》中也仅给出了私立图书馆的定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等社会运动 

的影响下，民间图书馆事业处于发展停滞状态，很少有研 

究者会以民间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这期间的研究成果也 

难觅其踪。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社会贤达以办图书馆的方 

式为村民传播知识，改良社会风气。面对图书馆事业中的 

新事物，一批学术嗅觉灵敏的研究者便对这类图书馆进行 

研究，如张展舒、祁汉生、王紫林等。此后，更多研究者 

加入，民间图书馆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多起来了。 

民间图书馆这～概念处在不断发展之中，民国时期称 

为私立图书馆，改革开放后，先后出现过自办图书室、自 

办书屋、读书社、民办图书馆、自营图书室、民营图书馆、 

民间图书馆等称谓。民间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可涵盖上述 

概念，可作为这些概念的统一称谓。笔者按照研究主题来 

梳理民间图书馆的研究成果。 

1 民间图书馆的理论研究 

1．1 民间图书馆概念界定 

民间图书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称谓，但学者们对其界 

定主要从3个角度展开： 

1．1．1 出资主体角度 

出资主体指民间图书馆的主要出资者。明确出资主体 

可厘清民间图书馆主要出资人或产权所有人，明晰其产权 

身份与产权归属。1921年，杜定友提出：私立图书馆是就 

图书馆经费来源而言的，它可分为个人私立与团体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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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个人私立图书馆的书籍在停止开放后便移赠至公共图 

书馆，其运行方式是私人创办、公家维持；团体私立图书 

馆则由社会团体私自出资开办与维持，不由公家辅助的图 

书馆【1】。杜先生的定义表明了民国私立图书馆的产权范围比 

当前民间图书馆的要广，当前行业协会所办图书馆基本属 

公立产权。1996年，张金路提出：民办图书馆是由乡镇、村、 

街道及个体公民筹资兴办的读书社、公益性或半公益性图 

书馆等，不含以营利为目的的信息咨询机构t21。张金路是从 

出资者级别的角度来界定民间图书馆的，这种定义难以区 

分出民间图书馆与基层图书馆的差异。2007年，张广钦提 

出：民营图书馆是由非政府机构或个人作为投资主体兴办 

的图书馆，具有开放性、功能性、不由政府运行与维护等 

特征，能开放式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有序化信息资源【3】。梁灿 

兴在此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信息资源外借和阅览是民 

间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活动 。王玉林不仅强调民间图书馆的 

出资主体及提供图书馆服务等属性，还指出了民间图书馆 

的法定许可身份【5】。 

1．1．2 创办者身份角度 

创办者身份指民间图书馆创办人的社会身份，这种身 

份既可以是个人身份、社团身份，还可以是地域组织身份 

或宗族身份，如自然村、行政村、氏族等。1935年，徐旭 

提出：私人之发起或创设民众图书馆，及教育团体之鼓吹， 

或提倡民众图书馆，都为我国民众图书馆运动中的最好助 

力【6】。徐先生所讲的私立民众图书馆是按创办者的个人或社 

团身份来确定的。2009年，吴蜀红等提出：氏族图书馆是 

以姓氏为标志、由本族乡亲捐资修建、管理的图书馆，也 

为民营图书馆中的一种类型【7】。氏族图书馆实质是按创办者 

宗族身份来界定的。 

1．1-3 服务社会性质角度 

服务社会性质指民间图书馆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属 

性，这一角度有利于厘清民间图书馆与民营书店之间的区 

别。2008年，刘雁等提出：民办图书馆是由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 

图书馆，民营图书馆主要指经营性的租书馆【8】。刘雁等不仅 

强调民间图书馆出资主体的非国有特征，也强调其公益属性。 

1．2 民间图书馆类型划分 

民间图书馆类型划分能突出不同民间图书馆间的差异 

特性，便于它们间的交流学习。 

1．2．1 建设主体角度 

建设主体指民间图书馆主要办馆群体的社会身份。按 

这种方式划分民间图书馆的代表性观点有：民间图书馆的 

类型可分为个人独资建馆、股份制办馆和基金会办馆【9】，乡 

村民间图书馆可分为海外机构援建、文化团体参建和个人 

自建【10】，民营图书馆可分为连锁经营型、基金会资助的乡村 

图书馆、私人图书馆、读书社、企业建立的社会图书馆等【3】， 

个人自办图书馆、草根组织办馆、基金会建馆和企业办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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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民间图书馆运作的4种主要模式⋯】。这些研究表明： 

民间图书馆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特征及表现形式，学者们 

对其认识正走向深入。 

1．2．2 运营特征角度 

运营特征立足于民间图书馆的具体运营状况。从运营 

目标上看，民间图书馆可分为公益型和营利型，持此观点 

的学者有：曹红毅【121，纪文杰等【13】，马艳霞【141。从具体运 

营形式上看，民间图书馆可分为：自发形成、商业经营、慈 

善组织或资金资助建设、官民合办【4】等类型。 

1．3 研究民间图书馆的综述 

在研究民间图书馆的综述中，学者们的文章收录时间 

范围为改革开放以后。马艳霞将国内民间图书馆的研究总 

结为：研究方法单一，定性居多，定量偏少，研究选题与 

研究内容趋同化重，研究结论简单，研究力量分散，研究 

缺乏系统性【1 。雷鸣等也提出：国内研究以整体性问题为 

主，缺乏具体问题的研究；研究主体具有较强的偏向性，高 

校研究者居多；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术语难以规范【16】。张 

玉珍对我国近5年民间图书馆研究进行总结：近5年我国民 

间图书馆研究主题更深入，创新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研 

究视角逐渐扩大，法律、制度等问题也被纳入研究范畴；研 

究方法新颖多样 。这些研究综述大体能反映出近些年图 

书馆学圈子中的民间图书馆研究状况，但某些非本专业研 

究者的交叉研究论文并未收录，如 “屈原乡村图书馆”等， 

也未关注民国时期民间图书馆的研究成果。 

1．4 民间图书馆属性的争论 

民间图书馆的属性经历了从不被认可到完全认可的过 

程，学者们的观点有 3种： 

1．4．1 收费经营 

收费经营指民间图书馆有偿提供知识服务。曹湘平提 

出：私营图书室事业经费自筹自办，图书管理员工资报酬 

自行解决，经济核算实行自负盈亏【，s】。陈华从图书馆功能 

与内涵角度，将图书出租屋等文化服务机构归为民间图书 

馆，并提出它们的私营能扩大民间图书馆的筹资渠道【19】。 

谷秀洁等提出图书馆是可收费物品，故民营图书馆有一定 

生存空间，其定位以满足地区或社区需求为主【2o】。收费经 

营说忽视了图书馆天生具有的公益属性，很容易将图书馆 

与其他文化企业相混淆。 

1．4．2 半公益 

半公益指的是民间图书馆以收回成本或微利的方式向 

公众提供知识服务。例如，张展舒提出：民办图书馆 (室) 

借阅图书可收取微量费用 ；王子舟等学者提出：读书社 

在本质上属于 “半公益的文化企业”，其运营模式分为加盟 

连锁型和文化阵地型[22】。这类观点是从公共图书馆的角度 

来认识民间图书馆，还是未能区分民间图书馆与文化企业 

之间的本质差异。 

1．4-3 完全公益 



 

完全公益指民间图书馆向公众提供完全免费的知识服 

务。周德明提出：私人图书馆获利性经营难以成功，图书 

馆业务有着鲜明的专业特色，其管理需要行家里手【231。吴 

汉华提出：民间图书馆遵循着免费公益的图书馆理念【”】。 

这些观点是从图书馆服务功能的角度来认识民间图书馆， 

揭示出了民间图书馆的本质。 

1．5 民间图书馆兴起动因分析 

一 些学者对民间图书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如张金 

路【2】、王子舟【22l、范秀英【24】等学者：公众的文化需求，经济 

的发展，公众文化意识强，公共图书馆服务覆盖面不足，图 

书类型新颖，管理体制先进，藏书针对性强等是民间图书馆 

兴起的原因。王子舟进一步指出：民间力量办馆兴起的真正 

原因来自公民社会【25】。汤罡辉认为：民间图书馆的兴起只是 

一 种慈善意识的崛起，并非公民社会的发育[2e1。这些研究的 

视角为社会与图书馆关联的视角。还有学者从办馆人视角来 

分析民间图书馆的兴起原因，闫丽提出：民间图书馆的创办 

人都是图书馆事业的真正爱好者，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责任 

心强，办馆形式多样能满足农民多方位需求【271。这些多视角 

的研究表明：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动因、兴起原因比较复杂， 

需要民间图书馆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准确解读出来。 

1．6 民间图书馆政策支持分析 

1．6．1 政府部门的支持策略 

政府部门不仅包括民间图书馆的直接主管部门，还包 

括公共图书馆。民间图书馆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 

支持，学者们对政府部门支持策略的讨论热烈，如张金路 

从政府财政补助、舆论宣传、市县级图书馆政策照顾等方 

面提出建议 ；夏继君从乡镇民间图书馆的管理体制、馆舍 

供给、税收优惠等视角提出建议[2s1；马艳霞从政府激励机 

制、企业捐赠的鼓励措施、政府扶持与资助机制等视角给 

出建议【29 ；周晓季【3o】、闫丽[271、陈思[31】从政策优惠、政策 

支持等角度给出建议。上述学者们所提的各项建议表明： 

只有开放、包容、稳定的社会政策支持环境，民间图书馆 

事业才能走向持续繁荣。 

1．6．2 法规政策认可的合法身份 

民间图书馆要获得政府认可的合法身份，必须要在相 

应的法规政策中有专门规定才行。这类法规政策可能出现 

在专门的法律门类中，如《图书馆法》；也可能以相关法规 

条文中的某一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文化部和民政部制 

定的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法》Ⅷ。 

要解决民营图书馆发展的法律障碍，应在图书馆法中设专 

门章节来对民营图书馆进行规定【5】。例如，立法部门应在相 

关法规政策中加强对民营图书馆的管理，明晰民营图书馆 

的税收政策，健全民营图书馆的监督与约束机制【321。这些 

均强调利用法规政策认可民间图书馆合法身份的重要性。 

1．7 民间图书馆发展策略 

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给出了民间图书馆 

的发展策略。 

1．7．1 借力公共图书馆谋发展 

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舞台上，公共图书馆与民间图 

书馆就如同大哥哥与小弟弟一样，形影不离、互为补充。曹 

湘平提出：民间图书馆的读书活动对读者有较强吸引力， 

县级公共图书馆应加大对民间图书馆的支持力度【18】。公共 

图书馆应在技术上对民间图书馆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吸 

收民间图书馆作为分馆，并使其参与公共服务网络【33】。社 

会力量创办农村图书馆需要整合多种资源，如学校资源、 

社区资源及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资源 。张治理认为：公共 

图书馆与公益组织合作能促进我国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 

中国图书馆学会起着推动这种合作的桥梁作用【35】。这些研 

究表明了民间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图书馆的支持。 

1．7．2 完善自身建设促发展 

民间图书馆要发展壮大，除了向政府部门、公共图书 

馆、社会公众借力之外，其自身建设也非常重要。在制度 

建设与发展策略上，民间图书馆在发展初期只能是图书馆 

事业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应重视社会公益特征，要合理设 

置业务机构，建立业务培训制度，做好服务创新 。在我 

国图书馆法缺失、公共图书馆缺位、图书馆经费不足的状 

态下，民间图书馆应谋求可持续发展资金，选择好自己的 

发展区域，利用方便快捷的办馆模式，特色化馆藏资源等 

措施加强自身建设【37】。民间图书馆的建设不仅要依托本地 

民众，还要有良好的内部制度建设 。民间图书馆还需要打 

造独特的服务品牌、升级核心管理模式、寻求可持续发展 

资金【3日】。这些观点都表明了民间图书馆需要不断完善自身 

建设来进一步发展壮大。 

除了完善自身建设之外，还有学者从民间图书馆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提出建议。丁建琴提出：民间图书馆 

应明确自己的办馆理念与宗旨，建设特色馆藏，开展个性 

化服务，向专门图书馆的方向发展，并寻求可持续发展资 

金，缔结联盟式的生存网络，还可加入到公共图书馆服务 

网络中去[39】。 

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角度提出民间图书馆发展建议。 

胡洪彬提出：要推进民间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 

社会资本的培育；要促进民间图书馆发展，应引导社会组 

织资助民间图书馆【40】。王大伟也提出：民间图书馆可以利 

用社会网络来强化自己的社会资本⋯】。公益组织是民间图 

书馆建设的主力之一，但它们缺乏系统组织、身份模糊、公 

众知名度弱、管理松散，公益组织需要整合各种资源，与 

政府部门合作，激发本地人参与办馆【421。要构建中国图书 

馆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协 

会来促进NGO参与图书馆建设，图书馆NGO协会的职责包 

括成立全国性的信息共享中心，推广统一的公益中盘 (公 

益中盘实质是一种公益机构)，组织统一的募捐与志愿者募 

集活动，发挥行业内外的沟通协调功能，统筹行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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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承担行业人员的培训【431。 

对于民间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些学者并不看好。 

纪文杰提出：民间图书馆主要以图书和音像的有偿借阅为 

主，并辅以零售，同时借助图书馆这个大的文化知识平台， 

兼做各种科目的长、短期培训；民办书店、租书屋、书吧 

大多数都因规模小、门槛低、品种少、服务不系统、体制 

家族化、管理简单化而形不成规模和气候【“】。造成这一结 

论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学者未能区分民间图书馆与民营文化 

企业的本质。张广钦从民间图书馆生存空间的角度提出： 

国家经费不足，公共图书馆数量少且服务能力低，国家政 

策的支持力度弱，公众的阅读需求等是民营图书馆生存的 

基础；民营图书馆未来的生存空间将被公共图书馆系统全 

部占领，要想继续发展，只能融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之 

中[45】。公共图书馆与民间图书馆本来就是一对患难兄弟， 

在业务上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我国民间图书馆正处在成 

长时期，未来发展前景会好于上述学者的预想。 

2 民间图书馆史的研究 

如果我们将古越藏书楼看作我国现代意义民间图书馆 

事业的开端，则民间图书馆发展历史已有 100多年。学者 

们对民间图书馆史的研究时间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2．1 从分类与功能角度研究 

从分类与功能角度对民间图书馆史进行研究难度较大， 

需要学者具有较高的推理能力和较强的文献分析能力。黄 

少明将民国时期的民间图书馆分为：私人出资兴办的图书 

馆，同一单位、同一系统人员或兴趣相同者共同创办的图 

书馆，社团办的图书馆和实业界办的图书馆【46】。黄少明还 

对民国时期以人名命名的图书馆进行分类：纪念重要历史 

人物并以其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纪念捐赠者而以捐赠者之 

名命名的图书馆[47l。王紫林对1949年之前江西省的私立图 

书馆进行分类，其类型包括：私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社 

会团体图书馆、宗教团体图书馆等类型，各私立图书馆的 

藏书量和经费相差较大，这些私立图书馆大部分属于面向 

普通民众开放的私立学校图书馆[4el。上述研究从宏观上揭示 

出民国私立图书馆建设的状况。从社会功能角度上看，祁汉 

生对清朝光绪年间由个人和团体兴办的阅书社进行分析，它 

们对民众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功能【4日】。阅书社的 

这种文化启蒙功能在当前某些类型的民间图书馆中得到了 

传承，特别是公益组织创办的民间图书馆。 

2．2 从早期法规制度角度研究 

清末民初年间，政府部门颁布了多项法规，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涉及到民间图书馆，范凡在梳理这些法规之后提 

出：清末民初政府颁布的各项与图书馆有关的法规都能促 

进私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它们将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提 

供新理念，引进新模式、新技术，还能折射出时代精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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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会提出：民国私立图书馆法规要义能明确私立图书馆 

的管辖机构，确定其运行管理机制，并对其工作加以规范， 

但这些条例过于笼统、抽象，难以执行；要让私立图书馆 

获得长足发展，只有形成必要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才行【51】。 

民国政府已认识到政策法规对民间图书馆事业的促进作用， 

并开始在立法中体现民间图书馆的价值功用。 

2．3 从案例角度研究 

改革开放后，通过案例来研究民间图书馆的论文非常 

多，这类研究的客体大多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民间图 

书馆，如大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和顺图 

书馆、量才图书馆等。也有学者关注民间专门图书馆，如 

鲁海提出：青岛褐木庐戏剧图书馆是我国第一所戏剧专业 

图书馆，它由宋春舫先生在1932年建立，抗 日战争前夕， 

该馆停办【52】。王杭等提出：褐木庐图书馆收藏了世界各国 

与戏剧相关的图书，其藏书超过7 000册，藏书票体现了宋 

先生的爱书之情；其藏书可按照藏书票、藏书印章、藏书 

编号等指标进行分类；在藏书流散中，一部分归属国家图 

书馆，一部分归属上海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流向社会【53】。 

除了以个案的方式研究民间图书馆史，还有学者以案 

例群的方式来研究民间图书馆史。张树华先生对北京的民 

间图书馆进行案例群体研究：民国时期的私立图书馆包括 

松坡图书馆、木斋图书馆、泉涛东文书藏、莫里逊文库；宗 

教团体图书馆包括北堂图书馆、北平青年会图书馆、慈航 

图书馆、慈济图书馆；其他社会团体主办的图书馆包括近 

代科学图书馆、民社图书馆、北平香山教育图书馆等【54】。寻 

霖从沿革介绍、组织机构、藏书建设、读者工作、馆舍、经 

费等方面，分别对湖南省私立南轩图书馆、都梁图书馆、青 

年图书馆进行分析，还分析了湖南邵阳松坡图书馆【55】。 

3 国内学者对国外民间图书馆的研究 

在国内学者研究国外民间图书馆的学术成果中，这些 

民间图书馆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非洲、古罗马等国家或 

地区，其研究方法可分为现状揭示和历史阐释。从现状揭 

示角度看，王君学等提出：日本民间图书馆的类型可分为 

儿童类、宗教类、女性类、艺术类、农业类，这些民间图 

书馆向社会公众实行有偿或部分有偿开放，馆藏独具特色， 

定期举办读书会Is61。El本民间图书馆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其原因是民间图书馆受到公共图书馆的兼并，或转为地方 

政府的公共图书馆，政府对民间图书馆也持消极态度—— 

不鼓励不取缔，任其自生自灭【57】。周弱提出：在非洲，慈 

善组织援建的基层图书馆能增加当地人的阅读机会，促进 

当地中小学教育、社会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能保 

存当地文化【58】。慈善组织在非洲援建的基层图书馆并非完 

全是民间图书馆，也包括了基层公共图书馆。 

要分析国外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历史，需要研究者们具 

有广阔的史料获取渠道和较强的外文阅读能力。上述两大 



因素阻碍着国内学者研究国外民间图书馆史，因此这方面 

的文章非常少。魏琴分析美国民间图书馆发展历史之后， 

提出：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民间图书馆占主导地位，早 

期公共图书馆及学术图书馆的藏书很大一部分来自民间图 

书馆的捐赠或出售；美国早期民间图书馆的发展与经济发 

展联系紧密[sol。禹群英等对古罗马民间图书馆兴起原因、 

业务开展状况进行研究：希腊文化、国家强盛、社会思潮 

等是古罗马民间图书馆兴起的原因，民间图书馆的形态因 

办馆人财富和藏书规模等特征差异而各不相同；它们采用 

的管理方式以便于阅读和防潮为主，并让民间图书馆尽可 

能与神庙相连 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精品是其主要藏书， 

并依照已知学科进行分类排架【6o】。 

4 民间图书馆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民间图书馆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能准 

确地总结出民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发展特征和运作规律。 

只有深入调查，才能对民间力量办馆这一现象作出合理解 

释，并准确提炼出民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指导理论。从调 

查客体上看，民间图书馆的调查研究可分为： 

4．1 分析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指的是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信息资源， 

包括网络报刊、f-]p网站、个人博客、论坛等。分析网络 

信息资源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以公益组织为主的调查和以 

个体民间图书馆为主的调查。在公益组织的调查分析中， 

2006年，王素芳对公益组织分析后提出：在民间图书馆的 

建设过程中，应实行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协作办馆，将社区 

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整合起来，鼓励基层图书馆开放式发 

展，制定民间图书馆办馆的标准规范【10】。国内公益图书馆项 

目以志愿组织为主，海外援建民间图书馆的组织一般由基 

金会实际运作，这些基金会通常是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 

发起的；但民间力量分散，缺乏可持续运作能力，应寻求公 

共图书馆的专业援助【61】。 

对个体民间图书馆的调查以群体分析为主，2011年， 

王丽霞分析 “文化火种寻找之旅”中浙江省的民间图书馆， 

她提出：民间图书馆的兴起与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相对不足、 

农村村民文化需求强有关；民间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居民的知识需求，弥补了公共图书馆的不足，但民间图 

书馆的发展受公共文化普及、办馆人经济能力、管理规范 

等因素制约【62】。 

4．2 分析原始数据的调查研究 

分析原始数据的调查研究包括分析实地走访数据和分 

析发放调查问卷数据。2006年，李锦香对河北省的民间图 

书馆进行调研：民间图书馆以新书、热门书为主，运营方 

式自主灵活，服务时间便利、环境好，服务人员热情，是 

居民身边的便利超市【63】。2011年，陈肖凤等对福建漳州某 

县及福建宁德海西乡村民间图书馆所在地的村民和学生开 

展问卷调研：父母支持孩子在图书馆看书有益于孩子学习 

成绩的提高，大部分学生读者对图书馆的环境与服务比较 

满意；乡村民间图书馆缺少后续资金，缺乏群众基础，其 

管理机制也需进一步完善；民间力量应与政府部门结合起 

来保障乡村民间图书馆的书籍更新与设施维护，乡村民间 

图书馆应与当地文化部门合作 。实地走访的调查研究能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观点新颖独到，但仅反映一个区域 

民间图书馆的状况，这些结论、观点能否推广到其他区域 

的民间图书馆，还有待验证。 

2010年，吴汉华以发放问卷的方式对民间图书馆进行 

调研：国内民间图书馆按省别密度的强弱可分为5个层次， 

其创办者的平均年龄由大到小的分布是——退休人员、农 

民、有职业者或无职业者(两类创办者年龄相差不明显 6 。 

民间私人图书馆在农村所占比例已达89％，馆舍面积、设 

备、藏书量等指标差别很大，其创办人的平均年龄超过5O 

岁且受教育程度高，社会身份为农民、退休人员、有职业 

者三类 民间私人图书馆分布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薄弱地区， 

它们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但经费缺乏、书刊短缺是阻碍 

它们发展的瓶颈 J。截止2011年，在国内建设民间图书馆 

的51家公益组织所建图书馆的累积总量已超过26 023所， 

捐赠书刊 1 034万本，捐献资金28 565万元；它们以援建 

中西部地区及北京市的学校图书馆为主【67】。上述问卷调查 

的方式能从宏观上揭示出我国民间图书馆的发展状况，但 

难以反映读者对民间图书馆的感知价值，这也是问卷调查 

今后需要改进之处。 

5 民间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民间图书馆的案例研究指以正在运行的、具体的民间 

图书馆或办馆的公益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这种研究一 

般运用调查分析的方法，但调查分析主要针对某所或特定 

典型的民间图书馆进行，民间图书馆的案例研究分为三类： 

5．1 对某所 (包括连锁分馆 )民间图书馆进行案例 

分析 

以某所民间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各角度对其深入分 

析。这种研究方法在清末民国年间便已出现，1904年，张 

謇对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过程、藏书规模、社会意义等进行 

分析【68】。1936年，喻友信对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 

馆藏实况进行分析【691。1941年，朱韫章对私立豫章图书馆 

(建设厅图书馆 )进行分析【70】。1942年，程长源对江西私立 

天翼图书馆进行概述川。这些案例研究表明：案例分析是 

清末民初学者们研究民间图书馆的一种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后，案例分析也是学者们研究民间图书馆的 
一 种主要方式。顾烨青对科教图书馆进行案例分析之后提 

出：科教图书馆的连锁运营方式具有市场广阔、经营灵活、 

人气旺盛、公益形象完美等优势，其中借阅、零售、培训、 

新书征订、文献信息提供、特价书市、培训等是其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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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72l。董文琪对屈原乡村图书馆进行案例分析：屈原乡 

村图书馆的馆长正处在进退两难的位置，图书馆被利用的 

状况有限，村民反映淡漠，志愿者杳去无踪；造成这种问 

题的根本原因是创办群体的为农目标与离农行为存在矛盾， 

精英们的办馆理想脱离村庄现实，图书馆的办馆模式与实 

际运作存在矛盾[731。王大伟对 “我们的图书馆”进行案例 

分析：该馆能依托共建共享的方式实现经费自给自足，图 

书来源有保证，每周能开展固定的文化活动，能自主开发 

图书馆管理软件[74】。上述案例分析有益于学者们从微观角 

度来认识民间图书馆，促进民间图书馆的研究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 

5．2 对多所民间图书馆进行案例关联分析 

对多所民间图书馆进行案例关联分析的文章很少，这 

种研究方法难度大，需要研究者们具有较强的研究资料获 

取能力与学术阐释力。2011年，马艳霞对北京皮卡书屋、北 

京书飞网、郑州绘本TAXI、成都哈利爷爷读书汇4所民间 

图书馆进行关联分析，她归纳出4所民间图书馆具有办馆 

地点、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运作模式等共同 

特征，她认为民间儿童图书馆的这种个性化运作是由公共 

图书馆少儿服务不足引起，民间儿童图书馆未来的生存空 

间大[75】。这种关联案例分析有益于总结某些典型民间图书 

馆的办馆经验。 

5．3 对办馆公益组织进行案例分析 

办馆公益组织的案例分析主要立足点为公益组织的办 

馆行为，一般以单个公益组织为主。2008年，付惠萍对天 

下溪乡村图书馆项目进行总结，从该项目的诞生原因、建 

设过程、转向乡村学校图书馆的动因等角度进行分析，并 

提出：民间组织参与乡村图书馆建设需要突破固定资金投 

入、专业指导等瓶颈问题，政府对乡村图书馆的建设起决 

定性作用Irs】。2010年，张昱等从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及体 

系、项目运作实施、人员培训、组织建设、综合评估、对 

外合作交流等方面对青树基金会在甘肃开展的图书室项目 

进行深入分析【77】。李熙明等对青树基金会在甘肃省天祝县 

的农村图书馆信息技术培训项目进行分析，这一项目依托 

青树所建的图书馆来提升欠发达地区社区居民信息素养Ira1。 

2012年，马文敏借鉴资源依赖理论来分析立人乡村图书 

馆，政府、企业、义工群体、学术团体与媒体是立人乡村 

图书馆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立人乡村图书馆需要与国家 

和社会资源建立双向依赖关系，应以义工为主体，将社会资 

源内部化，并对内部资源进行深度整合【7g】。吴金仲等认为： 

荒岛图书馆的办馆模式能够盘活社会资源，促进公益文化事 

业传播，还能提高图书馆的社会效益【8o】。每一家建设民间图 

书馆的公益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们之间的经验是否 

具有复制性，还有待后续学者进一步分析与检验。 

民间图书馆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表明：民间图书馆的 

学术研究成果始终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十年来却呈现出 

· 6· 

加速增长态势，这些表明：民间图书馆的学术研究正在走 

向繁荣，我国民间图书馆事业正处在发展高峰阶段。在民 

间图书馆事业繁荣的背景下，研究民间图书馆的学术成果 

将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民间图书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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