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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專院校圖書館：圖書館員視角下的大中華區高等教育 

前言

澳門科技大學（下稱澳科大）建校於2000年，發展迅速，現已成為澳門規模

最大的綜合型大學之一，也是海峽兩岸暨港澳五十強大學之一。雖然至今只

有21年辦學經驗，但已取得了很好的學術成果。2009年原任北京大學圖書館

館長的戴龍基教授，調任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將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

障系統（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CALIS）、中國高校人

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簡稱

CASHL）及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簡

稱NSTL）等合作與服務帶入澳門科技大學，促進了圖書館的發展進步，對戴

館長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開始，社會環境和工作內容都有一些變化。作為具有

多年圖書館管理經驗的領導人，他是如何帶領一個新的圖書館走到今日的成

就的呢？他對圖書館員質素要求的看法是什麼？他又是如何評價「圖書館消

亡論」呢？

與圖書館結緣

戴龍基1966年高中畢業於北京四十一中，經歷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插隊

到內蒙古錫林格勒盟阿巴嘎旗白音圖嘎公社白音德力格大隊，先後從事牧羊、

牧馬、建設邊境哨所、種地、供銷社售貨員、物價員、保管員、公社革委會管

理員、乳品廠長、團委書記等多項工作。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2月離開工作

生活近十年的內蒙草原，到北大圖書館學系學習，畢業後留系任教，後調入北

大圖書館美國研究資料中心任職，先後擔任過代理辦公室主任、部門主任、黨

委副書記、常務副館長、館長等職。

戴龍基回憶自己的職業選擇過程說到：「我的父母均是普通職員，沒有圖

書館的背景。我是在文革期間，參加北京市紅代會籌備紅衛兵展覽期間，聽到

一位來自北大附中同學的談話，無意中知道了北大有一個圖書館學系，她當時

@2022 香港城市大學 @2022 香港城市大學



5

第一章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數碼模式，與時並進

談到了他們學校有一位特別風趣的語文老師，名字就很特別，叫白化文，有一

次白老師上課時問大家，是否知道北大文科學問最深的是哪個系嗎，有同學回

答中文系、歷史系，但白老師搖頭說都不對，是圖書館系。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了圖書館學系這個名字。白老師接着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是圖書館的目

錄學的獨門絕技。於是就說到了他最崇拜的王重民老師，他尊稱他為有三先

生。我們當時是在北海公園裏辦公，在五龍亭附近的柳蔭下，雖是盛夏，卻十

分涼爽，大家交談甚歡，也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談起這段往事，戴

館長記憶猶新，仿佛就在昨天。

因此1977年在內蒙高考報名時，戴館長首先想到的志願就是北大圖書館學

系。「因為當時的環境，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所以從個人的角度考慮，所有

涉及政治太深的學科都不願意介入，比如政治、法律系等，比較喜歡中文和外

語。經濟也有考慮過，但當時的經濟主要是國家統一規劃，所以也沒有特別大

的興趣，所以最後選擇了圖書館。後來還真的遇見白化文老師，他已經從北大

附中調到了我們圖書館學系，這樣我就成為了他的學生。在他的課上，我又聽

到了他深情地回憶在王重民家裏，聆聽王先生的教誨的故事，我一生都崇敬他

老人家，他實際上就是我事業的引路人。」

在採訪中，戴館長還和我們分享了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遇到的

北大圖書館用戶中的著名人物。

我任館長時，溫家寶總理在一次五四青年節期間到北大訪問，十
分低調，拒絕媒體報導，他關注的是學生的學習情況，在圖書館
閱覽室和學生交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美國總統克林
頓及其夫人訪問北大時，向北大捐贈了一批圖書，我和這些人都
握過手，感覺克林頓比較實在。我在北大圖書館還接觸過不少老
師，例如當時的丁石孫校長，他很穩重、很有定力，處亂不驚。
對我們這些小人物（我當時還是普通館員）也很親近，很尊重。

還有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常常到圖書館看書，冬天的傍晚，他
背着書包，從圖書館西側門走過，寒冷的北風將厚厚的楊樹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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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起，似乎要將他吹倒。現在想起來，如果當時就有現在這麼多
數據庫及電子資源，他們應該就不會那麼辛苦了。侯仁之教授，
也是圖書館的常客，他說他喜歡到圖書館看書，原因之一就是在
圖書館裏遇到了他後來的夫人，相戀後一起走完了一生。圖書館
還專門為他們倆拍了照，掛在閱覽室內，為後人留下一段佳話。
我們還請他專門在圖書館給台灣的學生們做過講座，他講課時聲
音洪亮，充滿激情，讓人感到一種藝術享受。

早些時還見過朱光潛教授，那時他的年歲已經比較大了，走路有
點吃力，常常有一位家人跟在他的後面，記得有一次一位學生問
他，有些英語單詞記不住怎麼辦，他乾脆地回答說，記不住就不
記唄，以後多看就自然能記住了。老學者們都是那樣有大智慧之
人。在北大圖書館能見到的老教師很多，但都有一個一致的特
點，就是謙虛、和藹、低調。

內地大學圖書館的發展歷程

1978年至1989年，是文革結束後百廢待興的階段，經濟情況惡劣，圖書館

經費非常緊張，從館舍到設備都是第三世界水平，北大圖書館應該算是最好的

了，但仍顯得捉襟見肘，戴館長回憶道：

文革期間蓋的新圖書館樓的窗戶，都是鐵窗，變形後透風，北方
的沙塵都會不斷地吹進來，在窗台上積起了厚厚的細沙，書架上
和書籍上，都是塵土。當時我們最好的書庫是善本書庫，一位香
港館長參觀後說，資料都很珍貴，保存條件令人心碎。圖書館購
書經費都很拮据，和外地比，不用說美國了，就是與台灣地區大
學圖書館的投入經費來比也都是天文數字，可望不可即，令我們
羡慕得很。但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氣餒，向西方學習，勵志追趕
上去，將文革耽誤的時間搶回來，建立一流圖書館。那段時間，
雖然條件極為困難，我們確實沒有耽誤，當時的前輩們都努力修
訂了分類法、主題詞表，研究機讀目錄，開發自動化系統，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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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列入了議事日程。而且時間證明，當時前輩們的努力沒有白
費，為後來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起步和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的業務骨幹，都是被文革耽誤了一代人，他們用生命的最後
二三十年做了他們能做的事情。我們應該牢記這一代人，他們多
數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思想品質好，意志堅定，保留着中國傳
統知識分子的品質，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工作和學業中都有多項
突出成績。

在採訪中，戴館長還提到了早期的圖書館讀者教育。北京大學圖書館在李

大釗老師任圖書館主任時，就開設了教師報刊閱覽室和報刊開架，為教師提供

一個比較好的閱覽環境。這種方式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步被替代。據說

毛澤東主席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就是在一間報刊閱覽室負責發牌，也是在

那個時候他認識了很多著名學者。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 i teracy）教育，真正

的開始是從圖書館目錄體系教育開始的，包括工具書的使用方法。而參考諮詢

是為滿足師生需要，作為一種配合資訊素養教育的圖書館的服務形式而產生。

每個閱覽室裏都配有館員回答讀者提出的各種問題，由於當時的藏書格局不是

統一集中的，而是分散的，所以早期的參考服務，基本是和閱覽室的藏書格局

配合在一起。

1990年至2000年是圖書館行業持續、深入發展的時代，發展的內容方方面

面，但最主要的是服務的理念、態度和方式方法變革。文革的後遺症很多，也

很難消除，其中一點就是圖書館員忘記了自己的位置，圖書館很多規定不是為

了讀者，而是為了方便館員，當時有句流行的話就是「不慣他們的毛病！」，

「他們」就是指讀者，方便他們就指是慣他們的「毛病」。革新後的圖書館管

理者集中強化管理入手，優化圖書館的業務流程和加強服務意識，工作重點放

於更好的讀者服務。另外這一時期經費的情況雖然有好轉，但依然是捉襟見

肘，要做到有效服務，常常力不從心。

2000年至2010年是圖書館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主要是211工程啟動，中

央對高校的投入加大，並有計劃，集中做幾件事情，建設CALIS聯合目錄簡單

檢索系統就是其中之一。國家有關部門牽頭建設數碼圖書館，實現共建共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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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2018年12月5日，正好是CALIS啟動20周年的日子，CALIS的作用和影響力

在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也是空前的。2010年之後，戴館長已經離開北京到了澳

門，但對內地的發展也持續關注着，他指出：「總體感覺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辦

事，遺憾的是211工程項目已經結束，CALIS等專案已經處於維持階段，後期的

發展全靠圖書館人員自己的努力了，相信大家不會輕易放棄繼續盡力。」

近年來，高校圖書館的新建、規模、技術和業務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大學圖書館在大學校園文化建設中的角色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在八十年

代初期，由於圖書館的經費有限，圖書館的學科性質和學術地位不高，真正有

能力的學者都不願意到圖書館工作。因為在當時來看，圖書館的學術性質較為

淺顯，一般工作人員的質素也比較低，很多工作後勤或總務一類，所以當時的

圖書館偏向了一個後勤性質的單位。提起當時的館員的分配，戴館長回憶道：

「當時大家對圖書館工作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楚，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學學校手冊

上還能找到當時圖書館的類別區分。早些年圖書館跟學校提出說要招聘一個做

採訪的人員，學校認為做採訪很簡單，直接從總務調了一位負責採購的人員給

我們，整個人員結構中專業型人才較少。」

戴館長還提到：「其實在五十年代，圖書館的地位還是頗高的，當時都是知

名學者參與圖書館建設，後來圖書館地位有所下降，現在又逐步提升。現在的圖

書館主要負責教學輔助，常常和學校的網絡中心聯繫在一起。也有老師認為教輔

單位並不是一個很合適的定位，還需要一個更加精確的定位。在澳科大，圖書館

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館長排在除了校長，副校長之後，作為學校領導層的地位

較高。隨着行政的發展，總體來說圖書館發生了多次重大變革。」

針對多年來一直爭論的「圖書館消亡論」，戴館長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圖書館不會消亡，只是從工作內容、服務形式、服務方
法和採取手段，需要的介質等方面發生變化，但是圖書館作為
以文獻為服務內容，向需求者提供知識的基本點是不會變的。
因為永遠是需要有人來整理每天的龐大的資訊。即使是將來的
數碼環境裏，也需要有人來研究如何歸納、整理、檢索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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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資訊，而這個基本工作就是圖書館應負責的，知識在不同的
環境和空間需要產生有不同形式的服務模式。所以從根本上來
說，只是形式變了而不會消亡。

CALIS 的建立

C A L I S是211工程中的一部分，是由國家投資建設，教育部的戰略安排部

署的，當時有三大公共服務體系，一是清華大學承擔的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

（CERNET），二是北大承擔的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第三個是大型儀器設

備中心，但最後沒能建立起來。這些項目涉及費用比較多，個人或群體都是很

難完成。

戴館長在CALIS成立初期擔任CALIS副主任，回想起建立初期的困難，戴

館長總結有三個方面，一是沒有先例，世界範圍內都沒有成熟的先例，在當時

的技術條件下，更不知道如何在眾多的內地高校中建立共享聯盟。所以，策劃

戴龍基教授認為圖書館不會消亡，只是服務形式可能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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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的可行方案是當時的第一個大問題；二是審批的程序存在着很多人為的

因素，特別是有些官僚作風嚴重，個人主義膨脹的行政人員給專案的審批帶來

了極大的麻煩，致使項目的啟動不得不推遲了兩三年；三是各個參與高校的人

員在認識上存在不同看法，統一協調這些看法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當然，

CALIS最終在參與高校的一致努力下，制定了最終的最佳方案，實現了共建共

知共享的基本目標。所以，CALIS的成功發展是順應了當時圖書館事業發展的

大趨勢，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實惠，才逐步推行起來的。

CALIS建立的意義或者說其基本理念，可以總結為共建共知共享。它改變

了大學圖書館的「一校一館」的服務模式，在更大範圍聯合多所高校共同建立

一個文獻支撐的環境，現在可以說已基本實現了這個目標。而聯合目錄，數據

共享也在早期得以實現。所以CALIS在內地的圖書館事業原來基礎還很薄弱的

情況下，通過少數比較先進的圖書館的帶動作用，促進全國圖書館的業務水準

和服務水準上升到一個整體性層面，且由CALIS的建立帶動起來的「共建共知

共享」的風氣，還在繼續蔓延。現在在內地做資源分享沒有什麼阻力，但在

其他地方，包括台灣，實際上還是會遇到很多的阻力。同時，在CALIS的影響

下，澳門的圖書館的品質也有了一個上升，將來在全中國的範圍內，CALIS的

影響還會繼續。211工程結束以後，發展經費雖已取消，但CALIS每年還能拿

到1,500萬的維持經費，用於聯合目錄、文獻傳遞等幾個項目的繼續發展，以保

證各個館編目的持續性，保證各圖書館的品質和統一性。2018年12月5日正值

CALIS的20周年年會，在該會議上各代表討論CALIS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新領

域的擴展，並提出新一代圖書館的管理系統將會是下一步發展的新重點。

參考諮詢服務的發展

提起參考諮詢服務的發展史，戴館長提到：「以前教科書上寫1940年清華

大學最早開始做參考諮詢服務，但我認為參考諮詢服務的普及應該是在分類法

普及後開始，用戶來圖書館查書，需要詢問館員了解目錄體系、主題目錄等，

而在分類法普及之前也存在着最原初的參考服務，北大的理科閱覽室的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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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數碼模式，與時並進

員對館藏的情況、工具書的使用、文摘的使用等等都是很熟悉的，用戶也經常

會去諮詢有關內容。而現在採用開架式服務，和電子資源的出現，打破了原來

的獨立的閱覽室情況，使參考諮詢服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參考諮詢服務發展到現在，除了一般的資訊參考諮詢和文獻傳遞服務以

外，還增加了更多的內容，比如大學的競爭力評估，學者庫的發展等，實際上

是把大學的學術生態環境，通過圖書館的努力集中呈現出來。比如北大清華圖

書館做的學科服務，是目前內地大學圖書館做的支援教學科研比較有效的一項

服務。這個服務確實也是大學的其他部門做不到的工作，是圖書館的特色服

務，也是當前參考諮詢服務的高水準的一個重要體現。參考諮詢服務在發展過

程中的主要變化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個就是技術手段，文獻資源的來源跟原來

有很大的差別，第二個就是從事參考諮詢服務的圖書館員的學科背景，服務水

平都是跟以前無法比擬的。現在內地的參考館員已經充分的掌握了先進科學技

術，在實際服務方面達到了國際水平，可以繼續的發揚下去。

館長所需的質素要求

作為圖書館的領頭人，館長需要具備怎樣的質素呢？戴館長根據其多年的

館長經驗，總結道：

我認為在宏觀圖書館的管理層面，首先應對圖書館的業務有一個
比較深入的了解，熟知圖書館的整個業務流程，了解各部門的特
點和彼此之間的關聯，並對一些關鍵環節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其
次，就是管理能力。因為館長的主要責任，實際上就是管理，而
管理實際上就是抉擇業務的發展方向，需要把全館的財力、人力
資源、設備環境和大學的整個運行環境，與國內外的大學的發展
環境等因素都融合到一起來統籌考慮，所以館長不但要把館內的
業務了解清楚，還需要把館內人員的能力，秉性和特點把握清
楚。另外一方面還要全面把握大學的需求，用戶的需求，館長應
加強與大學管理層的溝通，物色人才，爭取經費。總之，館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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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專院校圖書館：圖書館員視角下的大中華區高等教育 

要兼具內部管理能力，與溝通、交際、協調能力，是一個綜合型
人才。如果館長的業務能力很強，但其他方面相對比較弱，那實
際上他只適合做業務幹部，館長相對來說是更偏重於管理能力，
其次是業務能力，這樣才能真正管理好圖書館。

戴館長還補充說到：「館長首先必須要知道圖書館的業務發展方向，並有

針對性的做出行動決策。比如我從北大到北外以後，發現不能把北大的模式放

到北外來，而我到澳門以後業務模式又不一樣。所以館長首先應該核清圖書館

當前階段的發展重點，並以此為目標協調好各方面工作。館長的工作性質就像

一個船長，在出發之前，首先要了解船的情況，能抗幾級颱風，目的地為何，

要經過哪些地方，是否有島礁漩渦，船上的舵手、水手有多大能力等等。要綜

合考慮如何使這艘船最終安全的駛達目的地，這個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很多各

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都能從容地應對，才能達到目標。」

在西方國家，人們普遍將領導模式劃分為僕人式領導者、變革型領導者和

參與式領導者。而在中國代表性的領導哲學，主要是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或

儒家思想的以人文本、修身為本、以德為本。當談起自身的領導風格時，戴館

長提到：「在技術問題上，目前應該以西方為主，向西方學習；在管理的指導

思想，或者說是核心靈魂思想上，以及對人的看法上，應該以中國傳統思想為

主導。沒有一定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修養的人，就不會成為中國圖書館界的好領

導，這也應該是中國特色吧。我想其他各國都應該一樣，即使同樣是在西方國

家，各國之間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點。中國是有着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

國，更應該是這樣的。」

談到中西方管理風格的差異時，戴館長特別強調西方關注的是制度的完

善，而中國在強調制度的同時，也關注人治。西方的管理和領導風格可以借

鑒，但是更應立足中國實情本身，關注文化氛圍、文化底蘊的影響，形成獨特

的管理制度，努力將圖書館打造為學術的聖殿。

在談及館長合適人選所應具備的條件時，戴館長認為：「從上級單位，例

如黨委組織部等領導，他們對業務幹部的質素和專業能力的判斷，主要是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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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數碼模式，與時並進

書館同行們、員工們對其的評價，既包括業務能力，也包括領導能力，個人品

質等方面。通過面談和民意調查，大體可以達到目的。我個人感覺，從大學領

導的角度，基本是從資歷考慮比較多，其次是群眾的接受程度，再其次才是專

業能力。因為館長是處級幹部了，享有一定的待遇，所以從資質上考慮，也是

正常的。北大圖書館館長，以前一般都是從系裏抽調教授來擔任，但多數教授

都會認為當圖書館館長事務性工作比較多，耽誤學術研究工作，因此，都會有

點勉強。我認為我當時能當上北大圖書館館長有三個原因，一是我是本專業出

身，在圖書館已經任常務副館長若干年了，有一定的資質和業務能力；二是在

民意調查中，我的得分很高，支持率在90%以上；第三是估計學校從教授隊伍

中沒有發現理想的人物。所以，後來我就順利就位了，也是機緣巧合。看看北

大圖書館的歷史，專業出身的館長，49年以後，大概是從我開始的，當然此說

法尚有待考證。」

長期以來，由非圖書館學專業的教授擔任館長一職是一個常見現象，究其

原因，館長非常清晰地解釋道：

首先有一個傳統原因，因為圖書館學發展是相對比較弱的，在文
革之前，只有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開設有圖書館學系，且北大的
圖書館學系還帶有專科性質，是三年學制的。而武大是把圖書館
學系列為特殊專業，比較受重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所
大學，每年招收的學生人數有限，畢業生總數也是有限的，這就
導致了全國多數圖書館中很難得有圖書館專業的畢業生來負責工
作。而多數其他專業的老師，由於某些原因來圖書館工作，通過
培訓和自學，了解圖書館的分類法，編目等基本工作，加上當時
圖書館的核心技術就是編目，其他採訪和流通閱覽服務在當時相
對比較簡單。至於真正的參考諮詢，是在1980年以後才真正開展
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圖書館專業的人數有限，而且並不是
所有人都具備領導能力，所以各大學只能找一些學院教授來擔任
館長。

對於圖書館館長的專業性問題，戴龍基教授談到：「非圖書館學專業的教

授擔任館長有一個好處，是他對大學的學科發展，對教師的需求等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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