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最早关注图书馆危机的文献发表于 1982
年， 而对于图书馆危机管理研究则始于 2002 年 ［1］。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内图书馆界的危机事件开始进

入频发期，先是“国图事件”，随后“信师事件”、“苏图

事件”等危机事件的发生，给图书馆界敲响了警钟，
图书馆危机和危机管理受到学界和业界人士的普遍

重视，一时出现了图书馆危机管理研究的热潮。 我国

图书馆在危机管理方面尽管取得了较多成果， 但还

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 其中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图书

馆的危机管理问题，国内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笔者借鉴学界的已有成果， 尝试性地对少数民族地

区图书馆涉及的危机管理问题进行研究， 初步分析

其危机管理的体系及动因， 旨在丰富和深化少数民

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理论， 增强其应对危机事

件的能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期待更多的学者来

关注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危机管理。
1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内涵

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危机管理， 首先要

对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及危机管理的概念进行

界定和阐释。 只有准确把握其中蕴涵的本质和特点，
才能对危机管理的其他内容进行深入、 全面和系统

的研究。
1.1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的定义

对于“图书馆危机”这一概念，图书馆界多数学

者是通过借鉴其他行业的危机理论， 并结合自身研

究和实践经验，作总结、概括和探讨性地描述，但也

不乏有研究者对此进行直观的阐释和严格的定义。
庞恩旭认为：“图书馆危机是各种危机中的一种

特殊类型， 它专指由图书馆内外的某种非常性因素

所引发的非常事态”［2］。
刘兹恒所下定义为：“图书馆危机是对图书馆系

统造成严重威胁或破坏、 需要图书馆人立即反应的

高度震荡状态”［3］。
基于以上定义，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

馆危机，是指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系统内部，
对系统中各要素构成严重威胁、破坏，可能引起民族

文化、宗教冲突与隔阂的事件或状态。
1.2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的特点

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的定义， 不难得

知，除了图书馆危机共有的特点之外，少数民族地区

的图书馆危机还表现出独有的特性， 主要表现在以

下 3 点：
（1）复杂性。 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地贫人稀、

气候恶劣，生存于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经受着大自

然的严峻考验。 他们经过长期的接触、联接、杂居、聚

居和融合， 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

文化。 但是，在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与联系过程中，它

们为争夺边界、资源和财富，发生过冲突或战争，存

在压迫和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

系。 这些伤害民族团结和民族情感的事情，经过历史

的积淀，往往成为民族隔阂、民族积怨和民族反感的

直接原因，成为引发民族冲突和危机的导火索。 由于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处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中， 加上

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状， 其发生的危机事件便体现

出异常的复杂性。
（2）敏感性。 所谓敏感性，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敏

感性。因为“民族自治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60%以

上”，加上“中国边境线 90%位于少数少数民族地区，
许多民族跨境而居”［4］。 这种情况下，复杂的地缘格

局使得突发事件的形成和爆发不仅局限于少数民族

地区一隅， 往往容易受到国际形势及周边国家事态

的影响和波及。 与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突

发事件影响范围更广、破坏力更大，不仅会给本地区

的安全和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破坏， 而且会对其

他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 稳定和发展大局产生

影响。 因此，即使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危机事件，都可

能牵动少数民族地区敏感的神经。
（3）宗教性。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媒介，本身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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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不同民族之间情感交流，沟通民族关系，化解民

族冲突和矛盾。 然而宗教对少数民族的发展也起着

牵制和阻碍作用。 因宗教的号召力强、波及面广，宗

教问题常常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和少数民族地区稳定

的重要因素。 宗教事件的多发性和较大的危害性使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 对宗教问

题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松懈。 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强势的宗教文

化，难以与宗教划清界限。 在宗教盛行

的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发生的危机事

件往往与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1.3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危机管理

图书馆作为面对公众的社会文化

组织，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多

危机因素的影响，而图书馆的危机管理

也因此应运而生。 有关图书馆危机管

理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徐涌认为：图书馆危机管理就是指

图书馆在发展中，如何面对威胁———意

识到潜在的威胁并努力去阻止其发生，
意识其发生又可迅速和有效地应对，目

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

和损失，乃至变危机为机会［5］。
燕辉认为：所谓图书馆危机管理是

指图书馆对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

诸多危机如自然灾害、人为危机、信誉

危机、人才危机、资源危机等依照一定

的危机管理模式所进行的规划和调度，
并能从中得到相应的经验和启发，以期

对图书馆发展现状的改善有所裨益，从

而促进图书馆良好形象的树立以及图

书馆稳定而全面的发展［6］。
刘兹恒则将图书馆危机管理视为

一个系统工程，是对“图书馆危机事前、
事中、事后进行全面全程监控处理的连

续链条”。 认为“图书馆危机管理是对

图书馆运行中出现的危机因子和危机

事件从发生到消亡全程全面监控处理

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3］。
根据上述对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界定，可以认为，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危机管理是通过建立少数民

族地区图书馆危机应对体系， 采取一系列办法和措

施， 预防和化解严重威胁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安全

的危机事件和状态，恢复正常的秩序，确保少数民族

地区图书馆安全、稳定运行的特殊管理活动。
2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的技术体系

危机管理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 是少数民族

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长期、 动态的管理过

程， 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来说， 构建全

面、详实的危机管理体系十分必要。 本文参照危机的

3 阶段基本模型， 将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

的阶段划分为危机前的预防（充分准备）、危机中的

反应（减少损失）、危机后的完善（恢复信心）3 个部

分，并提出技术体系（见图 1）。

3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动因

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动因，即

探讨为什么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
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 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少数民

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的来源， 更有利于从其发展和运

行的内在需求出发， 主动将危机管理提高到整个图

书馆管理体系的高度，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又

好又快地发展。
3.1 外部动因

图 1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危机管理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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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因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集“少”（少数

少数民族地区）、“边”（西部边疆地区）、“穷”（欠发达

地区）于一体，属于物质迁移迅速、外力侵蚀强烈的

生态脆弱区，自身环境承载力极为有限。 在这种极端

的自然环境下， 当地图书馆可能面临多种自然灾害

的威胁：多风、干旱的恶劣天气容易引发火灾；部分

地区紧邻地震带，容易遭遇地震；高原山区容易导致

洪水、泥石流、山体塌方等发生。
（2）政治因素。 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国外敌对

势力趁此机会， 处心积虑地支持和怂恿国内极少数

民族分裂分子，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使民族问题扩大

化；国内极少数宗教极端势力和敌对势力，利用少数

民族地区政治体制不完善的间隙制造事端， 别有用

心地破坏民族团结与和谐。 以上不稳定的政治因素

不仅会给图书馆带来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而且可能

致使图书馆陷入其中， 使其成为不法势力图谋不轨

的场所。
（3）经济因素。 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

而来，还处于不成熟、不发达阶段。 尽管国家加大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与

倾斜，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秩序还不健全。 身为其

中的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 它们的发展明显滞后于

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滋生的腐败社会风气，使得少

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规范缺失和道德偏离现象，
这些都是图书馆发展进程中产生危机的因素。

（4）文化因素。 当今社会，由于信息化、网络化的

不断推广和普及，出现文化冲突在所难免。 尤其在少

数民族地区，民族分布众多，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得各

民族之间在传统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语言文

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各民族都争取保持自己民

族的特色文化，势必产生文化冲突与隔阂。 文化隔阂

问题常常成为影响社会和地区和谐的重要因素。 少

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与知识的传播机构

和载体，面对多种民族文化激烈碰撞时，难以进行客

观、有序地传承，最终可能成为文化冲突和争斗的受

害者。
3.2 内部动因

（1）服务质量。 由于设施不先进、馆藏不丰富、信

息不畅通等因素，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服务尚处

于较低的传统服务水平。 加上少数民族文献的语言、
载体形式多样， 目前缺乏对少数民族文献统一的编

目标准，给文献的网络管理，文献的数字化等工作带

来了困难。 即使少数图书馆具备现代化服务的硬件

条件，想要提高服务质量也有相当的难度，诸多少数

民族文献未经翻译成通用的语言， 造成其他民族的

读者无法使用，大大降低了其利用价值。 读者无法享

受高质量的图书馆服务，久而久之，会对图书馆的服

务产生质疑，严重时可引发危机。
（2）管理成效。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管理大多

停留在传统管理阶段， 与现代化管理存在相当的距

离。 多数图书馆领导以经验性的管理为主，产生了诸

多管理上的弊端，如不能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无法满

足队伍建设的需要；片面强调技术的引进，缺少对员

工和读者的人性化管理；经费管理不健全，对经费规

划与控制缺乏前瞻性， 经费管理工作不能走上正常

轨道，经常发生经费危机等等。 因此，少数民族地区

图书馆对外界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 没有很好地

吸收和适应，致使任何管理上的脱节和疏漏，均可能

导致危机的发生。
（3）体制因素。 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图书馆存在

政府和领导重视不足的现状， 造成危机管理体制整

体性滞后。 这种滞后对读者和社会公众造成各方面

利益的损失及信心指数的降低， 大大破坏了图书馆

在危机应对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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