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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

这是最好的时
代，也是最坏
的时代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
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
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
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
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
；我们可能拥有一切，也可能
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
也正走下地狱……

狄更斯 《双城记》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这句名言也适用于今天的阅读，尤其
是图书馆阅读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

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从国际上看：建设阅读社会是世界性的潮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阅读日（1995，世
界图书与版权日）。

 IFLA的相关宣言、文件（如《突尼斯宣言》
），还有各国的相关法规（如英国的“阅读
起步”，美国的“大阅读”，台湾的“儿童
阅读年”等）。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从国内看：全民阅读已经蔚成风气。

 党的十八大：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习近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学习型
人生。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列入立法日程。

 各种政府为主导的读书节庆活动精彩纷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四百多个城市开
展了读书日、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
书季的活动。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业界：开展阅读活动已经在国内外图书馆界
形成共识。

 《公共图书馆宣言》将阅读活动列为图书馆
的重要使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

 《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图书馆努力促进
全民阅读。 图书馆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保
障，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本次图书馆年会主题：阅读引领未来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阅读的最好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表现是：
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在阅读中迅速得到
应用，极大地扩大了阅读的领域，资源极大
丰富，获取极大方便，检索、利用手段日新
月异。这一趋势发展迅速，势不可挡，给图
书馆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现在也是图书馆阅读“最坏的时代”。

 危机是多方面的：社会阅读风气的萎靡、低
落，乃至消失；娱乐致死、不娱乐毋宁死；
为应试而苦读，考罢就恨不得焚书泄愤；以
治学为生的知识分子急功近利，读书浅尝辄
止，热衷于制造学术垃圾

 更深刻的危机同样来自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和
在阅读领域普遍应用。它是一把最好的和最
坏的双刃剑。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兰卡斯

特（F. W. Lancaster），无纸
社会（paperless society）的
著名预言：“我们正在迅速地
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
“图书馆主要是处理机读文献
资源，读者几乎没有必要再去
图书馆”，“再过20年，现在
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新技术给图书馆以及社会阅读带来的冲击是
确实存在的，而且日渐明显、急迫。因为新
技术的冲击，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信
息渠道日益多样化，读者对图书馆依赖程度
的降低甚至流失，使图书馆面临消亡的危机
。近来业界出现过许多悲观的论点，甚至提
出为图书馆做“尸检”（尸体解剖）。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对于图书馆来说，一些十分迫切的问题，如
纸本资源收藏与否、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
关系、比例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图书馆面
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拿出解决的
思路、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
的看法，并出现了一南一北两大大腕级的代
表人物。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北京国家科学图书馆

张晓林馆长：多年大力
倡导“电子文献先行（
e-first）”，“网络先
行（i-first）”，恨不
能将所有纸质文献请出
图书馆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广东中山大学的程焕文
馆长：宗旨是“保留一
切有价值的纸片”，恪
守纸质文献的核心地位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这种分歧在社会上也感广泛存在

 一部分人极端依赖各种新技术来获取信息，
出现了网络控、手机控、微博控、微信控一
族人，几乎从不阅读传统纸质文献。

 另有一部分人极端地抵制新技术，拒绝任何
新媒体文献，其中不乏深具影响的大家。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王蒙先生： “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
王蒙先生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现代
性文化与阅读》的演讲：“读书是不
能替代的，不能用上网替代，不能用
看VCD替代，不能看DVD替代，不能用
敲键替代，甚至也不能用手机和电子
书来替代。……正是最普通的纸质的
书，它表达了思想，表达了思想的魅
力，表达了思想的安宁，表达了思想
的专注，表达了思想的一贯。因此图
书馆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是一个
交流思想的地方，是一个深化思想的
地方。”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易中天先生：当谈到数字媒
体是否会代替传统出版物
的时候，激动地说：“完
全替代是不可能的。那种
用手触摸精装书籍的美好
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
代替。经典作品还是要靠
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
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吗
？”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在现代社会，对于治学之人，推而广之到一切利
用文献为学的读书人，一定要学会利用数字文献
，其中主要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作为
一名现代学者，这是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学术功
力。

 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今已经进入数字阅读的时代，
数字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成为社会阅读的主体（
不是全部），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今天的
图书馆已经初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数字资源体系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图书馆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最好的时
代”和“最坏的时代”？两点主张：

 一是思想要激进，认识要超前；

 二是行动要保守，尤其是涉及采取到破坏现
有资源和模式的措施，一定要缓行、慢行、
三思而后行。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但目前
图书馆的纸本文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原因
有二：

 一是社会纸质文献资源极为丰富，还没有被
数字文献完全取代

 二是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公
共图书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读者尤其是底
层民众对传统文献的现实需求

 后者涉及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深圳图书馆研制开
发的“城市街区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2012年，全市自助图书馆借书1，053，
084册，还书1，217，989册，预借135，442
册，服务读者1，355，270人次。

今年5月仅一个月，借书89，686册，还
书105，803册，预借13，201册，接待读者
115，927人次。

相当于一个中等以上规模的图书馆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对于阅读，对于图书馆，最好的时代和
最坏的时代还会继续下去。

不管是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我们这一代
图书馆人要做的，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这个时
代，不负时代的重托，完成时代的使命 。

谢谢！ 吴晞

wuxi@szli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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