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图书馆十年】

图书馆战略研究知行合一的演绎者
———吴建中先生学术研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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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是吴建中先生图书馆从业 30 周年，对

于享誉全球图书馆界的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

情报研究所所长、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新世纪

十年我国图书馆界风云人物之一，我们有理由在他

事业的黄金时期、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

期，回顾他过去 30 年事业与学术研究发展历程，为

图书馆人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梳理

思想。从大量的资料来看，吴建中先生作为“掌门

人”与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一样，是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榜样，他不仅仅是

一位学者、一位理论家，更重要的是，他是我国首位

将“战略思想”纳入图书馆管理体系的图书馆管理

专家，他不仅仅是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更是图

书馆战略管理知行合一演绎者。
截止到 2011 年年底，吴建中先生公开发表的论

著 220 篇( 部) 左右，其中，著作 24 部，各类文章 200
余篇( 专业论文 130 余篇) 。从其 1980 年发表的处

女作《关于情报小说》［1］，到 2011 年最新参编的《上

海手册———城市发展价值观的指南》［2］，无不透露

着他立足图书馆而又高于图书馆、立足现在面向未

来、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立足学术面向实践的图书馆

战略思想。综观 30 余年来吴建中先生的学术研究，

可以说，基于战略发展、知行合一构成了其最大的

特色。
1 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国际视野

虽然若干次出国考察、参加学术会议，但真正决

定吴建中先生强烈的国际视野与高瞻远瞩的未来视

野的是两件事情: 一是吴建中先生的日语专业背景，

另一件是 1988 年至 1992 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学习

与工作的背景。准确地说，吴建中先生并非图书馆

学情报学科班出身，他 1978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日语专业后留校任教，1982 年攻读本校的图书馆学

专业，获文学硕士。正是其日语专业背景，使吴建中

先生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日美等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

发展研究，而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据文献考

究，他 1981 年发表的译文《电子计算机网络和学术

情报系统》第一次将“计算机网络”这一概念引入我

国图书情报界
［3］。此后五年，借助日语优势，吴建

中先生发表系列日本图书馆事业研究论著，例如，

《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4］、《近年来日本的图书馆

事业迅速发展的原因》［5］、《日本学术情报系统近

况》［6］、《战后日本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7］、《日

本情报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方向》［8］、《日本公共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9］
等等，这些论著，采用实证研究的

方法，为“文革”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复苏与发展

注入了一针针强心剂。例如，在《日本学术情报系

统的近况》一文中，吴建中先生描述了日本一次情

报收集的方法: “为了促进大学之间一次情报的相

互利用，首先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设立若干专门资

料中心，并使其收集、整理等业务更为迅速。为此，

文部省在 1980 年将全国国立大学图书馆分成十几

个区，对那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图书馆及周围的大学

图书馆配备与其规模相应的电子计算机，将它们与

学术情报中心联结起来。预计至 1983 年末为止，学

术情报中心将拥有 4 个大型馆和 6 个终端馆。以

后，再逐步扩大至所有国立大学图书馆。”［10］
在《近

年来日本的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文中，

吴建中先生描述了日本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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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自 70 年代以来，在信息利用上尝到了甜

头，更强化了图书馆意识，对过去一直认为是‘赔

钱’的机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政府对图书

馆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图书馆的投入每年以 20% 的

速度递增”［11］。1985 年，时年 29 岁的吴建中先生

荣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当年夏天借出国考察的机

会，他将目光投向另外一个图书馆事业相对发达的

国家———美国，并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如: 《我所看

见的美国 城 市 文 化》［12］、《美 国 图 书 馆 的 参 考 服

务》［13］、《美国城市文化一瞥》［14］、《美国图书馆的

机器检索》［15］、《美国图书馆事业印象记》［16］、《哈

马舍尔德图书馆的信息管理和服务》［17］
等等，这些

论著，或为散记、或为实证研究，但是，与日本系列研

究论著相比，最典型的区别在于: 吴建中先生开始将

“战略”纳入图书馆发展的视野，开始思考人与图书

馆的关系、开始思考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与城市文

化发展战略的关系，并试图通过美国图书馆事业与

城市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来探索与建立基于

城市图书馆的我国城市文化体系。例如，在《美国

图书馆事业印象记》一文中，吴建中先生谈到: “在

参观考察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在自动化背后的

更为重要的问题———人的问题。在美国，即便是每

个图书馆都有良好的自动化设备，但是他们仍然强

调把人的服务放在首位。他们认为，自动化只是达

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图书馆的目的在于满足读者的

阅读需求和信息需求。因此，在对外服务，尤其是参

考服务方面，图书馆员始终显示出十分积极的姿

态。”同时，在美国的图书馆与城市文化建设中，吴

建中先生看到的不是图书馆作为城市名片的功能，

而是深层次的图书馆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内涵:

“在美国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证。
为了吸引读者，他们广为散发图书馆宣传品，欢迎读

者利用自己的图书馆。在建新馆的时候，他们常常

考虑把它们办在商业中心、闹市区。对于边远地区，

他们定期开出流动书车。图书馆的成绩往往是以流

通率来衡量的，因此他们比较重视流通量而不是藏

书量。”［18］
不仅介绍了国外图书馆发展的先进经验，

中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向国际化也是吴建中先生研

究的重点，例如，2002 年 11 月在郑州举行的首届中

国图书馆学会青年学术论坛上，吴建中先生以《图

书馆走向国际化的思考》为题，以上海图书馆为例，

从多文化指标、国际用户、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业务、
国际交流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向国

际化的问题
［19］。

2 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未来视野

如果说日语专业背景成就了吴建中先生的国际

视野，那么，1988 年至 1992 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学

习与工作经历更是吴建中先生未来视野“厚积”的

过程。1995 年 6 月，一组 14 篇由《图书馆杂志》刊

发的“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使吴建中先生的未

来视野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这组由吴建中先生主

持的以访谈录形式表现的著作，围绕当时图书馆情

报界关注的系列问题展开讨论。访谈的对象包括当

年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图书馆学

家科林·史蒂尔教授; 荷兰鹿特丹市立图书馆馆长

舒茨; 国际图联文献保护国际中心主任瓦拉莫夫; 日

本图书馆协会常务理事盐见升; 上海图书馆馆长、上
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马远良; 美国图书馆协会理

事凯尼格; 美国夏威夷大学卡比奥拉尼学院图书馆

馆长韦伯; 日本图书馆情报大学副校长竹内悊; 空军

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主任张琪玉等等。访谈的内容

包括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与虚拟图书馆
［20］; 公共

图书馆 的 发 展 前 景 与 发 展 定 位
［21］; 珍 贵 文 献 保

护
［22］; 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

［23］; 电子复制与知识产

权
［24］; 信息服务与生产率、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25］;

数字化与全媒体图书馆
［26］; 社区即与阅读有关的生

活圈
［27］; 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趋势

［28］; 自然语言在

情报检索中的应用
［29］; 电子环境下资源共享发展的

模式
［30］; 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

［31］; 图书馆管理

的新理念与新方法
［32］; 新形势下图书馆学教育

［33］

等等。这些观念、观点，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可

谓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以吴建中先生与舒茨的《公

共图书馆应成为社区文化中心》为例，中间有一段

对话:“吴: 我想当图书馆达到相当程度的电子化以

后，大量信息将通过网上传递，图书馆是不是还需要

那么多、那么大呢? 舒: 对其他图书馆、尤其是对专

门图书馆来说也许如此，但我并不认为公共图书馆

作为一种建筑物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并不相信

它会演变成一种像电脑 + 电话之类的‘图书电话

亭’( Bibliooell) 。我们明天仍然会像今天一样需要

图书馆建筑。在那里我们照样向读者提供数字化的

信息，我们照样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图书馆员去服

务读者。有关建筑，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公共图

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设施将永远存在，正像上海

需要一个新的图书馆一样，每个城市都需要有图书

馆，不仅用来收藏印刷品资料，而且用来供人们开展

文化娱乐活动。图书馆不只是一个藏书的地方，更

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中心，有会议室、展览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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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等等。也就是说，在这里要配备所有对公众有

用的信息手段，要保证所有的图书馆员有效地运用

这些手段来为公众服务。这就是图书馆的社会使

命，它把上述所有的功能汇集在这样的机构里，你能

说它不重要吗?”［34］
勿需置疑，对话的每一个要点都

切中未来图书馆发展的热点，如上文中吴建中先生

提到的“大量信息将通过网上传递”，事实上，不到

十年，网上文献传递就成为图书馆服务的一种重要

手段。而对话的另一方舒茨先生提到的“图书馆不

只是一个藏书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中

心，有会议室、展览厅以及剧场等等。也就是说，在

这里要配备所有对公众有用的信息手段，要保证所

有的图 书 馆 员 有 效 地 运 用 这 些 手 段 来 为 公 众 服

务”。这也许是对“信息共享空间”最原始的表述。
可以说，这组行业的大师对话不仅仅是吴建中

先生对图书馆未来的诠释，更是吴建中先生对图书

馆可持续发展、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或者说图书馆未

来视野的形成过程。此后，无论是上海图书馆的发

展实践，还是吴建中先生的学术研究，都充分体现了

其高瞻远瞩的未来视野。1997 年，吴建中先生撰文

《浅谈 21 世纪图书馆发展趋势》，提出 8 个未来图

书馆的发展趋势: 工作重心从“书本位”到“人本位”
转移; 业务重心从第二线向第一线转移; 服务重心从

一般服务向参考服务转移; 收藏范围延伸至与人类

文明有关的各种记录及其载体; 业务向馆外延伸; 服

务向社区、家庭以及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各领域转移;

提供市民关心的各种信息与知识，形成地区综合信

息中心
［35］。1999 年，吴建中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图

书馆人的未来观念，指出: “图书馆员是为读者 ( 包

括潜在的读者群) 提供经过整理、分析、综合的信息

和知识，并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为读者提供信息咨询

服务的专业人员。作为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专业研究

人员，图书馆员要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把立足点放

到服务上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

是要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的人解决不同的问题。要实

现第一线人员结构的重组，改变过去那种重内部轻

外部的传统理念和思想，让最好的人员在第一线接

待读者，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36］2000 年，《图书

馆理论与实践》杂志社“当代图书馆人”栏目采访吴

建中先生，在谈到上海图书馆在 21 世纪初叶的发展

战略设想时，吴建中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 “我觉

得，未来图书馆应该成为知识中心和交流中心，尽管

今后互联网发达了，人们在家里也可以上网获得各

种信息了，但图书馆将依然存在，是为读者提供获取

资源的手段和学术交流的论坛。人们乐意到图书馆

来，是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终身教育的学校、知识交

流的中心以及文化休闲的场所，把它看作是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37］2002 年，吴建中先

生提出了影响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点问题: 关

于图书馆的生存价值、关于图书馆的范型转变、关于

WTO 与图书馆、关于免费和收费、关于虚拟参考服

务、关于数字图书馆和资源描述、关于图书馆联盟、
关于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关于图书馆法和关于国际

图联的改革及走向等
［38］。2009 年，吴建中先生更

是高屋建瓴，提出 2040 年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展望，

经分析后得出五个结论: 图书馆的收藏意识更为增

强; 图书馆的场所价值更为明显; 图书馆的用户意识

更为强烈; 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更为广泛; 图书馆的社

会地位更为突出
［39］。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吴建中

先生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前瞻意识、发展意识。
3 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管理思想

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管理思想可以用“来自于

实践、服务于实践”来进行概括。他于 1985 年始担

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1993 年至 2001 年担任上海

图书馆副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2002
年始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

长。在长达十多年的管理岗位上，尤其经历了上海

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合并、上海图书馆

新馆的运行，取得辉煌的社会效益与业界的广泛认

可，但是，此前关于图书馆管理的论著却很少。2002
年，掌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吴建

中先生开始了其管理思想的厚积薄发: 确定了我国

公共图书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包括了核心价值

观、组织定位、事业领域、长期目标的战略目标体系:

明确了上海图书馆的组织定位为积淀文化，致力卓

越的知识服务; 核心价值观为精致服务，至诚合作，

引领学习，激扬智慧; 事业领域为传承文化，知识导

航，信息服务，图情研究; 组织长期目标为建设世界

级城市图书馆。同时，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提出了服

务整合、资源整合、营销整合的三整合举措
［40］。此

后的 2004 年，基于战略的图书馆管理哲学思想成为

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管理著作的主旋律。尤其是中

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

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

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等引起了吴建中

先生的共 鸣，他 撰 文《图 书 馆 发 展 呼 唤 科 学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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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创造性地提出图书馆的科学发展就是要以人

为本、统筹发展和转变范型、整合创新。其中，以人

为本、统筹发展包括四个方面，即全面性: 内容上的

统筹性; 协调性: 空间上的统筹性; 可持续性: 时间上

的统筹性; 以人为本: 图书馆发展的主线。转变范

型、整合创新包括四个方面: 更加注重“质”的发展;

更加注重整体效益; 更加注重内容开发; 更加注重开

放交流
［41］。紧跟着，在《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热门话

题( 上、下) 》一文中，吴建中先生提出了除科学发展

观外的其它 9 个图书馆管理问题: 战略规划、组织文

化、绩效评估、服务价值链与核心竞争力
［42］、新公共

管理、知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营销管理和危机管

理
［43］。此后不久，针对“DC 热”、“语义热”及“机构

库热”等新技术和管理方法，吴建中先生再次在《中

国图书馆学报》撰文《图书馆 VS 机构库———图书馆

战略发展的再思考》，严厉指出: 图书馆必须重新审

视其技术发展路线，积极应对范式转变，确立其知识

交流中心的核心作用
［44］。这些论著，无不透露着吴

建中先生积极管理理念中的忧患意识: 随着互联网

逐渐成为人类信息传递和知识交流的主流平台，内

容提供商、机构库以及电子社区等新的信息交流机

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给曾经处于信息交流中心位

置的图书馆带来严峻的挑战。图书馆正处于十字路

口: 要么死守原有的模式，把新载体文献排除在外，

要么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仍然扮演信息交流中心

的角色，但后者需要的不只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

跃，也就是说，图书馆将面临整个范式的转变。值得

我们注意、学习的是，吴建中先生的管理思想并非流

行风，并非依据管理学理论鹦鹉学舌，而是在上海图

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通过实践检验得到的系

列管理思路，如吴建中先生提到的现代图书馆管理

中十大热门话题之一的“战略规划”，在“十五”规划

( 2000 ～ 2005) 中，上海图书馆提出了 3 个“率先建

成”: 第一个率先建成特大型城市中心图书馆的体

系; 第二个是率先建成地区共建共享的平台; 第三个

是率先推行以电子商务为手段的文献服务模式。经

过五年发展，这 3 个“率先”均一一实现，并成为同

行学习与借鉴的典型。而在“十一五”规划( 2006 ～
2010) 中，上海图书馆又提出了三大战略: 第一个是

立足上海，一卡通延伸到 100 个街道、乡镇图书馆，

形成市、区县、街道 130 多个图书馆全面联网的通

借通还体系; 第二是服务长三角，发挥苏、浙、沪地区

图情事业比较发达的优势，开展参考咨询、文献提供

以及文化交流等合作体系; 第三个是面向全世界，与

国际大都市图书馆合作，在 50 个海内外图书馆建

立“上海之窗”。在“十一五”末，这三大战略又成立

上海图书馆图情服务的“亮点”工程。
纵观吴建中先生 30 年的图书馆管理与学术生

涯，其国际视野、未来视野和图书馆战略管理思想应

该说是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而 2003 年他率领上

海图书馆参与世博会及其图书馆社会参与思想却创

造性地将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演绎到一个新的高度。
4 世博会与图书馆社会参与思想

当国际展览局于 2002 年 12 月 3 日宣布中国获

得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权后的一个月，上海图书

馆于 2003 年 1 月成立了世博信息中心和阅览室。
从此，吴建中先生率上海图书馆的一支世博研究团

队开始活跃于世博筹办和研究之中。他们不仅收集

世博文献、建立世博网站、编辑世博简报、出版世博

丛书、提供世博内参、组织世博讲座、进行世博宣讲，

而且还开展世博研究，参与世博项目，在世博会开园

的时候，他们甚至在世博园区里面办了一个图书馆，

让更多的人来获取这方面的资料，同时也接受一些

咨询，为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和筹办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这其中，上海图书馆研究团队充分利用自己的

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优势，参与了上海世博会的主

题演绎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以世博会分类法

为切入点，通过对每一届世博会的分类法、主题概念

体系的深入分析综合，为世博会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理出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并提炼出一套由“进步、创
新、交流”三个关键词组成的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
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有三层含义: “进步”是世博精

神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并成为贯穿世博会全部历史

并指导未来发展的主线;“创新”反映了世博会的追

求;“交流”强调了世博会作为场所而存在的价值。
该体系反映了世博会这一特定活动形式的指导思想

以及区别于其他博览会的特性，体现了世博会组织

机构、主办方以及参与方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共同

意识。
在这过程中，吴建中先生作为世博会顾问，不仅

是世博会主题演绎者，还是世博文化的研究者与传

播者。在世博前后与世博期间，吴建中先生在上海、
北京、深圳等城市开展世博主题演讲数十场次; 撰写

了包括《和谐的进步: 吴建中、张露城市发展对话

录》［45］、《世博启示录》［46］、《上海世博会看点( 大陆

版) 》［47］、《上海世博会看点( 台湾版) 》［48］、《世博文

化解读》［49］、《世博会主题演绎》［50］
在内的世博文化

著作; 参与起草《上海宣言》与《上海手册》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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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 2007 年 2 月吴建中先生在《文汇报》上发

表《办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51］
一文以来，到 2011

年，先后发表世博研究论文和专题报道 30 多篇，他

的每一篇文章都聚焦文明、沉淀文化。其中，在《世

博会给我们带来的启示》［52］、《分类法———世博研

究的视角》［53］、《世博机遇与世博效应》［54］、《世博

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及启示》［55］
等论文里透露出强烈

的图书馆社会参与理念。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与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

报研究所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上海世博会因为上海

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参与而更加精彩; 上

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因为世博会的成功

而充分实现其价值与战略。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

吴建中先生在联合国国际展览局的个人魅力; 二是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早在 2003 年制订

的战略体系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共同

之处，那就是吴建中先生渗透在个人职业信仰与上

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图书馆社会参与

思想。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在 2003 年

确定以“世界级城市图书馆”为核心的战略目标体

系，同时也确定了建立面向公众、面向研究群体、面
向决策 部 门 三 个 面 向 的 知 识 服 务 体 系 的 竞 争 战

略———这是图书馆社会参与思想的前提所在。正是

如此，才有吴建中先生及其图书馆在世博会演绎的

精彩。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参与世博

会，吴建中先生没有简单的将其作为图书馆社会参

与的工作或案例，更包含其对整个上海城市文化建

设前瞻性、战略性的构想。2009 年，吴建中先生应

深圳图书馆之邀进行演讲时谈到:“发展好世博后，

或者后世博的图书馆事业。我想有两个方面的机

遇，首先我觉得城市功能的重组为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机遇。上海为筹办世博会，在城市功能与结

构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这些重组将大大地促进

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在世博会以后，上海将会

有第二个新馆。第二，城市精神的提升为图书馆的

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世博会留下的精神遗产是

不可估量的，它使更多的人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

心，看到了差距。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很

好的机遇。”［56］

5 结束语

读吴建中先生的论著，越读越兴奋，越读越知

味。吴建中先生的研究，出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出
自于图书馆工作实践，却又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高于图书馆工作实践，可谓知行合一; 他的每一篇文

章，每一个案例，都别具一格，却又紧扣图书馆学的

本质。笔者本意以“吴建中先生学术研究综述”为

题成文，但愈写愈感觉吴建中先生的学术成就非本

人所能“综述”，虽研究数月，但也如管中窥豹———
略见一斑，所以以“概览”为题，仅为抛砖引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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