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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

 柯 平 张瑜祯 胡 娟 商佳鑫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 300071）

摘 要：［目的 / 意义］通过厘清一百多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表明未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不动摇。［方法 / 过

程］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指导为着力点，从道路选择、法制保障以及实践探索三

个方面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推进过程。［结果 / 结论］为积极响应 2035 年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未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需从四个方向入手，分别是打造智能服务场景以满

足民众个性化需求、探索适度普惠性服务以惠及全体人民、重视素养教育以打造“人民的大学”、引领文

化发展方向以增强人民文化自信，从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图书馆 图书馆事业 公共文化 

分类号：G259.6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3.02.01

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和基础，决定着行动的方向和速度。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与马

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又开拓创新［1］。202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开。会议指出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并强

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动摇。回顾百年，自 1918 年李大钊同志提出马克思

主义对中国革命所具有的重大指导意义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由此开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精髓的基础上，立足

中华文化并结合各个时代赋予的课题而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作者简介］柯平（ORCID：0000-0003-4038-6377），男，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信息咨询、

图书情报管理、书目情报服务等，Email：ke2002@.nankai.edu.cn；张瑜祯（ORCID：0009-0006-0563-2762），女，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Email：zhangyz@mail.nankai.edu.cn；胡娟（ORCID：0000-0002-8266-9028）（ORCID：0000-

0002-8266-902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知识管理、图书馆管理，Email：hujuan88a@foxmail.com；商佳鑫

（ORCID：0009-0000-5326-994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Email：2120223817@mail.nankai.edu.cn。



005

柯平，张瑜祯，胡娟，等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3，5（2）：004-018.

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则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轮

子［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中

国图书馆事业也积极改革，与时俱进，走上中国特色发展之路［4］。图书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文化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以及科学

文化意识形态中的服务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重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时期，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图书馆的重要讲话与论述。在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体现了全党全国上下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习近平指出，图书

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5］。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6］。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应积极发挥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功能，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图书馆领域学者热切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视野下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议题。在此议题

下，多数学者以重大、特定历史事件为节点，探讨具体情境下图书馆事业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工

作；部分学者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切入点，研究图书馆政策和事业实践的

变迁；还有一些学者从学界角度出发，思考图书馆学、图书馆相关理论在不同时代的内容与重

点。但鲜有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图书馆事业系统结合，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图书

馆事业发展道路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创新理论是百年来中国图书馆人武装头脑、

推进实践的根本遵循，厘清其在中国百年图书馆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对于中国图

书馆人长期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将其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用

历史的眼光审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图书馆事业破除困局、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指导图书馆事业适应时代需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指导图书馆发展延伸，并以发展的眼光剖析未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应

如何继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迈上新征程。

1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变革   

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困局与求索

1918 年 1 月，被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7］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先驱［8］的李大钊同志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二

文，把布尔什维主义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将有重要指导作用，这两

篇文章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文献之一。1919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加系统的介绍和宣传。自此，不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中

国青年》《先驱》等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受工人、农民欢迎；国民党在上海主办的

《民国日报》《建设杂志》等报刊以及进步党创办的《晨报》《时事新报》等也大力介绍和讨论马

克思主义。一时间，科学书刊、进步书刊以及其他类型的图书大量出版，形成了“出版进步书刊

1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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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革命书刊为主，政经文史哲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全国书刊业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

各地书社也成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然而，书刊业的繁荣发展很快受到了当时政府的禁压。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

从政治、军事和文化三条线上发动围剿，首先宣布了一系列查禁进步刊物的法令法规，致使许

多进步学者遭到迫害；随后十余年间，更是通过颁布《著作权法》《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

《宣传品审查标准》等多项法律条例压制共产主义和进步思想，并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出版前应

送至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且委员会有权随意删改出版物。与此同时，《晨报》《中国日报》等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刊物违背民意和社会进步思潮，开始大力鼓吹法西斯独裁。这一系列举措直接

打击了全国出版行业，引起了出版界的强烈不满，全国图书文化事业也遭到严重摧残。

尽管十分艰难，但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未停摆，而是积极求索，在困境

中寻求前进之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充分利用图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开

展图书馆教育，同时改善图书馆服务与管理工作，并逐步推广开架阅览服务。五四运动之后，图书

馆开始发挥服务社会作用，从过去的重“藏”、向知识分子开放趋向“藏用并重”并向社会各界开

放［9］。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规模不一的图书馆（室），将其作为党的教育

机构，并逐渐发展成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则以

保存革命文献、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军民文化素质为使命，进一步承担起支援抗战的重任。同一时

期，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子洲图书馆以干部为主要服务对象［10］，不断搜集整理珍贵的红色文献，

培养革命人才，并诞生了党中央在延安时的第一家红色公共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第一个图书馆

学术组织——延安图书馆协会。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置“流动图书馆”“巡回阅

览站”“随军书店—图书馆”来推动革命活动，一方面促进图书资源走入群众并帮助机关、学校组

织读书活动，另一方面图书馆也成为了解放军抗敌制胜的文化武器，在提升军队作战能力和巩固民

心等方面发挥作用。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党

的政策方针路线、服务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以及支持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4］。

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确立

革命时期的挫折与动荡未能击溃图书馆事业。1949 年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重整旗鼓，以

极大的热情转身投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模式，有计划、

有步骤地接收和整顿旧有图书馆。作为科学文化教育阵地，图书馆的工作性质也随着国家性质的

改变从“推动革命活动为主”转向“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同时，工会图书馆得到了极大发展，

从解放初期的 44 所迅速发展到 1957 年的 3.5 万所，成为各行各业利用图书资料向职工群众进行

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向

科学进军”的口号，文化部等部门公布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 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

奋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1957 年，国务院批准通过《全国图书协

调方案》并成立图书小组，负责图书馆的全面规划与统筹安排工作，各类型图书馆开始提升服务

科学研究能力，并配合工农业生产继续发展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工作［12］。这一时期，图书馆为工

农兵发展、科学研究与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支撑。

然而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被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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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歪曲。1966 年，北京图书馆为配合形势开辟“文化大革命”参考阅览室和“革命文献部”，以

搜集和借阅“革命文献”的理由提供当时的传单和小报，并于次年“停止借阅哲学、社会科学等

方面的书籍”，图书馆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文革”期间，大批优秀的古今中外书籍报刊遭受

禁锢焚毁，图书馆数量也在十年内锐减。根据中国发展门户的统计数据，1965 年全国各地区公

共图书馆机构数量为 562 所，到 1970 年时仅剩 323 所，中国图书馆事业近乎瘫痪。

幸运的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并未放弃深陷困局的图书馆事业。1971 年《全国

出版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应改变当前图书馆停止借阅的状况，此后一部分图书馆逐渐恢复开

馆，大批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专家尝试恢复图书分类工作，编制或修订了文献分类法，部分高校

图书馆也同期开展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研究［13］，图书馆事业发展逐渐向好。“文革”结束后，中

国图书馆人一方面继续向前推进“文革”前的实践成果，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基

础上产生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14］。

总体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图书馆事业既有发展机遇，也遭受了较大挫折，幸

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不断探索，使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事业得以在进步思潮中以顽强

努力、刻苦钻研之姿逐步前进。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图书馆事

业的整体推进   

2.1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道路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效仿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国情和经济基础不同，以

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出了缺陷和不足，诸多实践都表明

苏联模式在中国行不通［15］。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坚定马克思主义道路，中

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得更好；只有真正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思想

保障和理论依据［16］。改革开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特征，在顺应时代的潮流中，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落脚点在中

国，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17］。

图书馆作为保存历史文化与传承人文精神的重要场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推进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制定开拓了图书馆的改革思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为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根本思想。在其指导下，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

首次写入“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点明了图书馆对

于促进社会文明建设与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性。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加快和深化改革”

这一中心任务，并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在此背景下，作为提供科学研

究资料与丰富文化生活重要场所的图书馆不断深化改革，提升文化资源利用率；同时建立责任制，

推行目标管理，团结社会上各方面人才，为科技进步、经济振兴、培养人才贡献力量［4］。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迎

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契机，文化逐渐成为国家软实力核心要素与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图书馆事

业的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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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弘扬文化自信为抓手，十年来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不动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部署了文化建设的四项战略任

务［18］，图书馆工作的基本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图书馆事业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

下得到了进一步推进。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肯定了图书馆事

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下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认可了图书馆在国家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19］。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 2035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把建成文化强国放在首要位置，这也是党中央

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

2.2 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的法制保障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把中国法制建设具体实际

同马克思法律思想相结合，提出一系列适合当下的法律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

化［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

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精髓［21］，在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方面，结合国情和已有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围

绕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从而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保驾护航。

2014 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就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等作出了明确部署［22］。图书馆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属性，因此我国既从法律层面对构建图书馆阅读推广功能、鼓励和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部署中国特色图书馆体系、建设与管理基本公共文化设施等内容

作出具体规定［23］；也从政策层面对图书馆社会功能（第 5 项），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和数

字文化建设（第 6、8、9、10 项）作出明确指示，如表 1 所示。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图书馆建设的国家重要政策法规

序号 年份 名称 主要内容

1 2014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专业阅读阵地作用

2 2015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3 2017 《“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 公共图书馆基础资源库；面向特殊群体的数字图书馆等

4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5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推动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发挥县级公共文化

机构辐射作用

6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发展

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

7 2021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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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年份 名称 主要内容

8 2021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重点从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建设以人

为中心的图书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均衡发展等

9 2022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

公共文化云建设

10 2022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建设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国家公共文化云

同时，国家也针对图书馆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如表 2 所示），内容涉及图书馆

资源建设（第 1、13 项）、图书馆工作条例与国家立法（第 2 项）、儿童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建

设（第 4、6 项）、图书馆免费开放（第 5、9 项）、总分馆建设（第 10 项）等，构筑起了中国特

色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表 2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图书馆建设的国家重要政策法规

序号 年份 名称 主要内容

1 1978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
提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整顿的 8 条意见：如彻底

肃清“四人帮”在图书、资料工作中的流毒和影响

2 1982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规定省级图书馆具体任务，如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等

3 1987 《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 提出改革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内容

4 2010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

设工作的意见》
提高认识；加大投入；丰富文献信息资源；发挥教育

职能等

5 2011
《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共文化机构免费开放的要求，全
面推动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

6 2012 《关于加快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意见》
针对工程的下一步实施，在组织领导、工作职责、建

设机制、服务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部署

7 2013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首个全国性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9 2013
《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简称“三
馆一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纳入中央财政经常性预算

10 2016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

到 2020 年，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起上
下联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县级文化馆、图书馆

总分馆制

11 2017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规划》
明确“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12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图书馆法

律，明确政府设立和保障公共图书馆的责任

13 2022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
为提高公共图书馆科学化、专业化建设水平，提升馆
藏文献信息保存质量，充分发挥馆藏文献信息使用价

值，有效利用公共图书馆馆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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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指导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较为薄弱的文化基础

相比，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法律政策的保障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国家还颁布了

一批与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标准规范，如规范省、市、县三级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

业务规范》；可用于评估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设施设备、经费与人员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指导图书馆选址的《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听障人士服务

规范》；以及规范馆藏文献信息质量的《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等。这些文

件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贴近读者、贴近社会的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馆

事业发展奠定基础，对促进公共图书馆科学化、提高图书馆专业化建设水平有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

2.3 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的实践探索

2.3.1 推广全民阅读，助力书香中国建设

2006 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中宣部等各部门联合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此后，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加大对全民阅读的重视。2014 年以来，“全民阅读”连

续九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已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核心举措之一。

在党和国家全力倡导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有关单位纷纷参与到推动和服务全民阅读的国家

战略中。如中宣部创建中国全民阅读网站，方便公众随时随地查看新闻热点及各地图书馆以及

书香网站链接［24］；CCTV 举办《全民阅读大会·2021 年度中国好书》，将“中国好书”颁奖活

动与“全民阅读大会”深度结合，通过媒体力量宣传全民阅读［25］等。中国图书馆行业也积极

加入服务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序列中，《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将“推动、引

导、服务全民阅读”确认为国家法律规定的公共图书馆首要任务，全力促进图书馆全民阅读工

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26］。各类图书馆纷纷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培训阅读推广人，并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阅读品牌。公共图书馆在儿童、老人、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阅读

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小学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结合自身教育属性和文化服务属性，从实现

教学目标、提升教师专业技能以及培养学生综合素养［27］等方面切入校园阅读活动，建设书香

校园。

据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 年中国农村居民图书阅读率为 50.0％，城镇

居民图书阅读率为 68.5％，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1.6％，较 2012 年 54.9% 的国民图书阅读率有了大幅提升，表明图书馆和书屋对阅读率的增长

起着推动作用［28］，切实为书香中国、书香社会建设贡献了力量。

2.3.2 打造总分馆模式，完善图书馆服务体系

21 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形成的图书馆精神熏陶之下，朝

向普遍、均等的方向发展，图书馆按照基本性、均等性、标准化和便利性的原则，着力构建覆盖

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9］。自 2002 年开始，中国持续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

工程，推动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共建共享。2011 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启动“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包括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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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庆市大渡口区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等在内的项目入选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

目［30］，成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发展地方模式的先期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迈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财政拨款文化事业费

用的提升与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环境的向好对实现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和便利化起到了显著影响［31］。

“十三五”期间，我国构建起国家、区域、基层三个层面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体系，并力

求做到普遍均等的理念在中国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全面渗透，图书馆服务向基层延伸至“最后一公

里”，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为实现全民阅读、达成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与普遍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经过二十多年建设，全国总分馆建设颇具规模，中国特色

的公共图书馆网点布局和总分馆模式逐渐建立［32］，涌现出了“嘉兴模式”“苏州模式”“东莞模

式”“粤港澳大湾区联盟 + 总分馆”等地方特色鲜明的总分馆模式。其中“嘉兴模式”更是享誉

全国，“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嘉兴城乡一体化的总分馆制成为了嘉兴的城市名片。如今，嘉

兴已实现市级范围内乡镇（街道）、村（社区）分馆全覆盖，并借助数字化、智慧化建设推出了

提升阅读体验的汽车图书馆和智慧书房等，真正做到了服务空间、服务范围以及服务内涵从小到

大、从书到人的惊喜变化，在全国总分馆建设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33］。

此外，中国在构建图书馆特色服务体系过程中，针对过去东、中、西部地区以及省、市、县

三级行政单位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以经济和政府拨款为基础的公共图书馆事业难以发展的问

题，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实践，如杭州主题分馆采用不同模式来加强资源、管理、技术

等方面的社会化投入和合作。

总体来看，中国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国家政策指导与图书馆人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突出成果。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图书馆数量从 2012 年底的 3076 个增加至 3215 个；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为

126178 万册（件），较 2012 年的 68827 万册（件）增加了 183%；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图书馆

面积比 2012 年增长 73.3%，达到 135.5 平方米；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 0.89 册，比 2012 年增长

74.5%［34］，为满足公众精神文明和知识信息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2.3.3 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传承与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

义精神。中国图书馆人深受爱国主义精神熏陶，以沈祖荣为代表的中国图书馆第一代学人就开始

了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刘国钧受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由关

注儿童教育出发关注到图书馆这一机构，图书馆事业自此承担起更为重大的教育使命［35］。抗战

时期，图书馆的文化保存和历史传承使命使得“图书馆救国”成为当时图书馆事业的主要思想，

爱国主义日益成为中国图书馆精神的核心［36］。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图书馆承担爱国主义

教育职责是必然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图书馆依托红色资源、红色空间和红色服务来

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具体来看，红色资源建设方面，中国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均注重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特

别是革命地区的图书馆十分重视红色书籍、报刊和档案资源的搜集和整理。其中，红色文献的数

字化对扩大爱国主义教育影响范围具有显著作用，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红色报刊档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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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以数据库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红色文献；湖北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则通过购买数据库

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红色全景爱国主义教育平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37］。此外，

图书馆运用各种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来创新红色文献的呈现模式，如 VR 或 AR 等沉浸式感官形

式来增加趣味性，吸引用户对红色资源的关注。红色空间建设方面，图书馆依托红色馆藏建设不

同类型的红色主题空间，既有专门的大型活动场地，如嘉兴市图书馆的“红船·中心书苑”、太

原市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书房，也有嵌入式的小型红色阅读专区或阅览书架，如镇江市图书馆的

红色主题少儿阅读专架［38］。红色服务建设方面，图书馆不仅提供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红色主题

专栏推荐和红色数字服务等经典服务，还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与红色旅游创新融合，通过打造红

色主题图书馆，开展红色云服务 / 展览等方式打造图书馆红色旅游品牌［39］。通过上述诸多举措，

中国图书馆在强化社会群体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2.3.4 助力文化扶贫，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

建设”需要“推动文化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40］。为服务脱贫攻坚大局、响应文化扶贫号召，

中国统筹规划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把推动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建设作为主要任务［41］。

2017 年，文化部发布并实施 《“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开展基层图书馆网

点互联互通，支持贫困地区探索实行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努力盘活文化资源，实现贫困地区文

化发展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42］。在相关政策指导下，公共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事业

中承担起了公益文化服务与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经过图书馆人的多年努力，乡村民众

尤其是贫困乡村人群的信息素养和技能在数字化和互联网等新技术下乡中得到了显著提升。除公

共图书馆外，高校图书馆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由专家、学者和大学生组建的志愿服务团队以送

文化下乡的方式助力精准扶贫［43］，为发挥文化的“扶志”“扶智”作用贡献人才力量。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助力

文化扶贫、推动乡村振兴仍是重中之重。未来，图书馆应继续发挥其资源、空间和服务等优势，

提供乡村的信息咨询和基层民众的技能培训，支持乡村经济和文化发展。

3 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创新性发展之路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标识，也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2035 年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4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部署了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

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作为未来文化

建设的重点任务［45］。基于此，未来中国图书馆事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坚定

文化自信，强化使命担当，弘扬精神谱系，做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重，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打

造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图书馆事业，走文化强国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之路，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3 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创新性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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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打造智能服务场景，满足民众个性化需求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本质是“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矛盾，透露出“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马克

思主义原理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理［46］。多年来，图书馆以社会公共文

化建设与服务主阵地的角色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而不懈努力，如在丰富多样的馆藏基础上，

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引领全民阅读，支持公众终身学习。但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公众有着不

同的知识文化需求，图书馆服务的手段与内容也需要顺应外界需求变化而不停地改革与创新。随

着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图书馆不仅要满足民众的基本文化

需求，更要有能力满足民众的个性化需求。

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的支持下，通过自建各类型数据库、

搭建云服务平台等方式满足用户多元文化资源需求，提供用户更加便捷舒适的使用体验。如今，

中国图书馆事业已迈入智慧化发展阶段。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包括推进线上线下公

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智慧图书馆等；2022 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

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47］。这两项国家政策指明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应以建

设智慧图书馆为核心战略方向。未来，图书馆行业要紧扣国家战略，以这两项政策为根本引领，

加快实现全行业智慧化转型。以满足用户特色文化空间需求为例，图书馆需要全面加强新技术运

用能力，结合云计算、元宇宙等新兴技术打造线上智能服务场景；并紧密贴合用户线下知识交流

需求，加强图书馆实体端“创客空间”“智慧空间”等知识交流场所的建设，从而满足用户不同

时刻、不同形态与不同场景的空间服务需求。

3.2 探索适度普惠性服务，惠及全体人民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关切民众的基本需求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旨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

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48］。不断满足民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

的内在指向，这为图书馆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上适度开展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了理论指导。按照这一指向，图书馆应面向公众需要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公

共文化服务，从服务政策的保障性、服务内容的细分化和服务质量高标准化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民

生思想的发展和创新［49］。

从服务政策的保障性来看，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探索与规范化以及降低公共文化

设施的运营风险都需要相关政策和标准的保障，如《北京市东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指

导意见（试行）》《东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全过程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公共文化设施

收费管理办法》都是有益尝试。从服务内容的细分化来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服务的均等

化，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图书馆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来定制低收费服务，属于基

本服务之外的延伸服务。从服务质量的高标准化来看，开展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吸

引更多的资金、人员等，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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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图书馆免费服务和普惠服务的有机结合，将更有利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的

积极性，增强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政府的

主体责任，联合市场和社会共同化解人员、经费、资源方面的制约，实现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从而全面改善人民文化精神生活，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3.3 重视素养教育，打造“人民的大学”

早在 1919 年，李大钊就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教育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

机会”，其强烈呼吁为工人争取受教育权，并提出应在劳动聚集的地方设置适当的图书馆［50］。

一百年来，图书馆坚持承担社会教育职能不动摇，在全民终身教育事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社会对于图书馆是“人民的大学，知识的入口”［51］的认知正在不断强化。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为助力

实现教育强国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各类型图书馆应充分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

搏，精准图书馆在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深

入践行图书馆服务精神并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属性。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国际图联发布了最新

版《公共图书馆宣言》，再次强调公共图书馆是开展教育、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新版《宣言》

中“literacy”一词不再局限于扫盲和阅读写作技能的培养，而是在此基础上承担起信息素养、数

字素养等技能教育培训的重要职责［52］，进一步扩展了公共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内容。这意味着，

未来公共图书馆须在为公众提供纸质书籍、各类讲座之余，也要为广大民众提供各类型的信息素

养、数字素养和数据素养的相关培训。此外，公共图书馆经过多年数字化建设后，线上资源与服

务供给能力已大幅提升，未来应进一步将线下实体资源与线上公共文化云服务平台相结合，让图

书馆的教育资源装进公众“口袋”，方便公众随时随地利用图书馆，从而使图书馆真正成为“人

民的大学”。

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及中小学图书馆应以“后备军”的形式继续做好学校教育的支持工

作；专业图书馆则需要为各类专业人员提供更为专业化的资源和技能支撑，由此形成“公共图书

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三大系统协同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良好局面。

3.4 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增强人民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文化给养［53］。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等重要场合多次论及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更以专门篇章阐述文化自

信，国家与领导人对文化自信的上层意识形态推动，使得文化自信已成为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

核心导向。而作为社会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无疑应以文化自信为发展理念，强化自

身文化担当，为实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54］的发展目标

贡献力量。

具体来看，一方面，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和社会交流系统之中，完善图书馆在知识

与文化传播功能，讲好公共文化服务故事，通过打造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体系，发挥图书馆在

中国特色文化领导力建构中的作用［55］，也彰显出图书馆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角色，以此体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图书馆这一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理论内涵［56］。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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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践［57］。图书馆要主动承担优秀文化的传承任务，提高文献保存质量。如实施文献典籍展出

工程，面向公众提供优质历史文献典籍，让公众通过阅读传统文献了解优秀传统文化，以此启迪

民众智慧，增强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和底气。

4 结 语   

一百多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既顺时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起了不同

的使命责任，也守住初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不动摇，铭记革命文化历史，传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国家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本

研究以廓清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图书馆事业整体进路为目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图

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和剖析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整体性推进的基

础上，讨论面向 2035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的具体策略。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

不同层级图书馆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指导下实现资源、管理、空间、服务等

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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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By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ese library busines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process of library development is clarifi ed, 
and it shows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the future.［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takes Marxism to library development guidance as the focus, from the road selection, legal 
guarantee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ree aspects analyze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brary business since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Result/conclusion］For the positive response to 2035 
so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rary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four 
directions, namely by creating intelligent service scenarios to satisfy the personalized demand, exploring the 
moderate universality service to benefi t all the people,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iteracy education 
to build “th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 and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enhance people’ 
cultural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library busine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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