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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老教授访谈录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3 年第 1 期

［编者按］ 周文骏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在全国图书馆界享有盛誉。1979 年他发

表《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一文，提出了图书馆情报传递职能的新观点，作为“百年图书馆学经典文献”之一

被收入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的《百年文萃———空谷余音》中。1986 年他出版了《文献交流引论》一书，被认为是“20 世纪中

国图书馆学最重要文献”之一，所提出的“文献交流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仍然有重要意

义。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多年，长时间内集系领导工作、教学、科研、著述于一身，是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此

次访谈我们很想请先生谈谈他的求学经历、治学经验，但看到先生的亲笔回信我们调整了采访提纲，请先生主要谈谈退休后

的生活状态，于是有了先生的《“碎片阅读”和“小微写作”》。看到先生的手稿，我们很感动，将其中两页扫描随文刊出，以飨

广大关心周文骏先生的业界同仁。

“碎片阅读”和“小微写作”
周文骏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退休之后，我逐渐摆脱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

工作压力减轻，甚至完全消失。但岁月无情，老年性

疾病不时来袭，跑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心理负担日

益沉重。不 过 我 对 在 长 期 教 学 实 践 中 养 成 的 习

惯———阅读与写作，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兴趣和

热情。80 岁以后，承蒙老天爷不弃，又把我送进“碎

片阅读”和“小微写作”的新阶段。
在这里，我借用当前全民阅读问题讨论中人们

经常提到的“碎片阅读”，来概括和形容我目前的阅

读过程，那就是零碎、无序以及肤浅。说句老实话，

图书馆科学技术的新著作和专业期刊上的学术论

文，我大部分读不懂，或者似懂非懂。至于能够理解

通透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了。翻开一本书，充其量

关注一下作者或出版家，读一读内容简介或者篇章

目次，还有余力的话，则浏览一下我主观认为重要的

或感兴趣的某些部分。阅读专业期刊和其他报章杂

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如今也把写作的标准定得非常之低。诸凡日

常所见、所闻、所感、所经历和所企盼的文字记述，都

认为是写作的形式与成果，把日记、书信、札记、摘

抄、批注、残篇、断片、以及山寨诗和顺口溜，哪怕是

只言片语，也统统都包括在内。这样的写作我称其

为“小微写作”。
“碎片阅读”和“小微写作”是我近年阅读和写

作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历来不是什么一目十行和一

气呵成的阅读和写作的“快手”，况且年龄不饶人，

生理和心理功能不断减退，记忆、联想、认知的能力

一日不如一日。所以，我非但能够认同“碎片”、“小

微”的称呼，而且也感到些许的欣慰。虽然如此，对

我来说，同时也是一种磨难。我必须手执倍数很高

的放大镜，连白天都得开亮台灯，才能慢慢地进入阅

读和写作的状态。接着是读到后面忘了前面，写了

上句没了下句。这样的情景也的确让人纠结和无

奈。苦中作乐，终于在磨难过程中，感受到“碎片阅

读”和“小微写作”对于老年人生活的积极意义:

( 1) “碎片阅读”和“小微写作”，犹如大脑保健

操，可以提高和保护脑力。大脑是人体的主宰，脑力

充沛必将带动全身心的协调发展。
( 2) 积累点滴知识和残篇断简，以收积少成多，

“集腋成裘”的功效。可以充实生活内容，增添生活

情趣，并且提高自信心和成就感。
( 3) 通过“碎片阅读”和“小微写作”，构建对外

联系的通道，开阔视野，提升人际交往的能力，有助

于遏阻老年人活动半径日益萎缩，舒缓过早过快地

脱离原在的社会群体，丢失社会角色和远离社会环

境的衰老进程。
( 4) 读“碎片”感悟人生，写“小微”吐露心声。

于喜怒哀乐时酿造开放的平和心态，在进退应对间

冶炼和谐的共处精神。
那么，通过何种实践模式来把上述意义转化为

实际的效果? 我的想法是: 不做计划，不设时限; 随

兴而为，节奏宜慢; 慎勿过劳，视同休闲。其中“视

同休闲”是这个模式的基本原则。
学习是人的本性。阅读和写作是学习的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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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方法之一，也是最必需的学习内容之一。它

们都是学习过程不可或缺的组织要素。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和写作同样也

贯串于包括老年期在内的人生各个阶段。“碎片阅

读”和“小微写作”则可视为适宜于老年人的一种学

习生活方式。假如阅读是输入的话，那么写作便是

输出，它们分别处于学习的两端，而“碎片”和“小

微”意味着这个学习过程的两端是对称的、平衡的

和统一的。但对于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来说，也是一

种挑战。好在“碎片”和“小微”具有易操作，可掌握

和广适应的特性，学习和体力的矛盾，依然可以调剂

到对称、平衡和统一的状态。对称、平衡和统一都是

事物的美。人的本性是美的，学习是美的，阅读和写

作也是美的，“碎片”和“小微”同样都是美的。
以上的感受和认识，难免片面、主观和粗浅，仅

供大家参考。感谢《山东图书馆学刊》编辑部热情

组织访谈，使我有机会和广大读者进行一次“碎片”
“小微”式的情况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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