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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的历史思考*

1    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这主要体现在对译著来源的选择上。第一阶段（1949 —

1979年），国内掀起了一股翻译苏联著作的热潮，我国翻译

的图书馆学著作以苏联著作为主；第二阶段（1980—1992

年），我国由翻译苏联的图书馆学著作转向翻译以美国为主

的多个国家的图书馆学著作，翻译著作的国别日趋多元化；

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是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自主发

展的阶段。所以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苏

联化—欧美化—中国化自主创新的几个学术阶段[1]。

1.1    1949—1979年：以苏联为主

　　李刚等根据《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 [2]、《全国总书

目：1949-1954》 [3]、《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

1980》 [4]、《建国以来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书刊简目》[5]4种书

目，统计得出1949—1979年这30年间的翻译著作共有88

本[6]，主要译著来源如表1所示。

　　从表1 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翻译的著作主要来源于

苏联，苏联著作占了总翻译著作量的82.9%，可见当时我国

图书馆界对苏联图书馆事业的追崇，而美国的图书馆学著

作只有3本。综上所述，1949—1979年是新中国图书馆事

业向苏联学习的30 年。

1.2    1980—1992年：以美国为主

　　随着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我国图书馆学翻译

事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后，重新开始发展。

1980—1992年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翻译事业恢复和快速发

展时期。以1980—1992年的《全国总书目》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馆藏书目为基础，笔者统计得出该期间出版的图书馆

学译著143 本，主要译著来源如下页表2 所示。

　　在这段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翻译著作呈现多国化的趋

势，以翻译美国、苏联、日本、英国的著作为主，此外还

翻译印度著作5本，德国著作3本，法国、加拿大、比利时

著作各两本，匈牙利、新西兰、波兰、瑞典著作各1本。改

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流，同时，

为了快速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我国图书馆学界开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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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49—1979年主要译著来源

国家

苏联/本

美国/本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2—1979 总计

1

0

3

0

4

0

1

0

8

0

13

0

14

0

7

0

5

1

9

0

5

0

3

2

73

3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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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地引进与翻译该领域国外著作，多角度地借鉴他国图

书馆发展经验。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学事业处于全面开放

与发展时期，图书馆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从数量上来看，美国成为译著数量最多的国家，因为美国

作为文化事业发达的国家，其图书馆学方面的理念、技术

和方法位居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图书馆学界通过向美国学

习，可以接触到最新的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我国图书

馆学事业得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并完成

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

1.3    1993年至今：中国化自主创新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图书馆翻译著作的数量急剧下

降。这一方面是受版权问题及市场经济的影响，图书馆翻

译著作的出版进入了低潮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90年代以

来我国图书馆学事业发展迅速，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学人

才，国内图书馆学专著大量出版发行，从而缩小了我国与

国外图书馆学的差距，翻译著作的需求量也就减少了。自

1993 年之后，我国图书馆学界开始出现图书馆信息科学、

信息科学技术、信息检索、信息检索系统等主题词，图书

馆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与相邻学科、边缘学科及新兴

学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1993 — 2010 年的《全国总书

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馆藏书目为基础，笔者统计得出该

期间出版图书馆学译著44 本，主要译著来源如表3 所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史界的一些领军人物“告别政

治”，转变80年代以引进西潮、发明新知为主的喧嚣风气，

重返书斋，从学术史研究开始进行自我反省。图书馆学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20世界90年代以

后，图书馆学界也加强了对本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吴仲强

等的《中国图书馆学史》初步构建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体

系[6]。这本书奠基了中国图书馆学界对自身学科体系的初步认

知，也对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构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2    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国家形态和外交策略影响了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

　　任何一种新生的事物，都有一个从创立到稳定发展的

过程，一个学科的发展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翻译事业和图书馆

学的发展也像一株初生的树苗一样。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

和方法，只能以他山之石来攻玉，虽然当时苏联图书馆学

的研究水平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向苏联学习的精神一直

统治着中国各个学科的发展，直到中苏关系破裂，图书馆

学翻译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也概莫能外，这种现象是由

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世界格局所决定的。因此，国家的意

识形态和外交策略在特定时期完全左右了学科的发展，有

时候是促进，有时候是制约。

2.2    受“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错误

观念的影响。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是一种错误

的、狭隘的世界观和认知。这种狭隘的认知，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左右着中国学者的思想，使他们从潜意识里抵制

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所有东西，包括科学知识。例如，

我国建国初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完全排除了欧美其他发

达国家的研究方法。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

思想意识的开放和多方位的学习，我国学者不再狭隘地坚

持“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操守。中国

的图书馆学翻译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也在多方位的学习过

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构架，有了自己的学术精髓，并逐渐

走上了自动化、电子化、世界化的友好发展之路。

3    图书馆学翻译事业对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

　　对国外图书馆学的翻译和介绍，开阔了中国图书馆学

研究者的视野，提高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知识水平，沟通了

中外图书馆学的学术交流。翻译是反映中外图书馆学交流

的一面镜子，每一时期中外图书馆学交流的情况在相关译

著上都有所反映。从上述3 个时间段内图书馆学译著出版

情况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他国

图书馆事业建设经验的借鉴。翻译事业对新中国图书馆学

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7]。

表2    1980—1992年主要译著来源

美国/本

苏联/本

日本/本

英国/本

1980

3

3

1

1

1981

1

2

0

4

1982

5

3

2

3

1983

1

4

2

0

1984

6

1

5

2

1985

5

6

2

1

1986

10

4

5

0

1987

2

1

0

3

1988

1

1

0

2

1989

3

3

0

2

1990

2

1

1

1

1991

6

0

2

1

1992

2

2

0

1

合计

47

31

20

21

国家
年份

表 3  1993— 2010 年主要译著来源

美国/本

苏联/本

日本/本

英国/本

法国/本

1993

1

1

1

2

0

1994

2

0

0

0

0

1995

0

0

1

0

0

1996

0

0

0

0

0

1997

0

1

0

0

0

1999

1

0

0

0

1

2

1

0

1

0

2001

1

0

0

0

0

2002

1

0

1

0

1

2003

2

0

1

2

0

2004

4

1

1

0

0

2005

1

0

1

0

2

2006

0

0

1

0

0

2009

1

0

0

0

0

2010

6

0

1

0

0

合计

22

4

8

5

4

2000国家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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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影响

　　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情

报学方面，1956年10月我国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情报中心—

科学情报研究所，开创了我国规范的科技情报事业。20 世

纪 90年代以后，我国图书馆学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情报学学

术思想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积极探索、研究，建立了我国

的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3.2    对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的影响

　　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的研究真正纳入研究轨

道、形成一定的研究气候始于1981年。1981年3月和8月，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和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分别在四川

峨眉和江西庐山召开了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使人们认识

到：我们图书情报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应摆脱经验的束缚，走

上科学管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共同研究与开发的道路。

3.3    对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影响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由缩微技

术、通讯技术、声像技术、光盘技术和联机检索等组成的

高技术群。我国图书情报技术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主要

体现在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情报检索、光盘技术等方面。

3.4    对情报检索语言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对分类检索语言的研究有了

长足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比较系统地引进了国外分类检

索语言的研究成果。我国从70年代起才真正开始进行主题

检索语言的研究、编制和推广应用。《航空术语词表》、《国

防科学技术主题词典》、《汉语主题词表》和《国防科学技

术叙词表》等一批综合性和专业性词表的编制，在很多方

面都吸取了国外词表的编制理论和技术。

4    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4.1    重视图书馆学翻译事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图书馆交流学说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交流的实体，

是信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机构[8]。图书馆交

流学说的传递过程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文

化、知识交流的过程；第二个层次是研究图书馆知识、信

息的交流过程。这是对图书馆交流的内部阐释，也是图书

馆学的精神本质。同时，我国图书馆学借鉴国外经验，并

与其开展合作的行为，也属于跨文化交际行为的一种。在

全球进行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下，总有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

的较量，一般来说，强势文化会强行进入弱势文化之中，并

对弱势文化有一定思想上的影响。例如，有人对图书馆学

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提出质疑[9]。中国图书馆学界之所

以能形成“西方中心论”，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图书馆学研究

水平较高，其图书馆工作和管理经验丰富，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我们既要坚持在文化势

力平等的基础上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又要用辩证的态度去

接收西方的经验与理论。

4.2    解放思想，坚持学术的自由精神。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甚至从图书馆学这个概

念开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国外图书馆学借鉴和学习的

过程。例如，中苏友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几乎就

是对苏联的照抄、照搬，这种模式的根源并不是文化上的

弱势和不对等，而是政治制度的一致和人们思想的狭隘性。

这种狭隘的小集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时图书馆学

翻译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当然也阻碍了当时各种学科

的进步，我们当以此为鉴。在图书馆学翻译事业和图书馆

学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

是的精神，在文化的输出与交流中，不卑不亢地学习和请

教，同时也要发扬学术合作的精神，形成知识全球化的意

识。科学研究水平有高低之分，但是人类的精神是平等的，

政治制度和学术研究没有必然关系。只有认清了这一点，

我国才能在图书馆翻译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过程中真正

地坚持解放思想、坚持自由的学术精神，真正地引领图书

馆学翻译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走向自由、多元化、可持续

发展之路。

4.3    注重培养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

土异也”[ 1 0 ]。不同地区的学科发展及其对社会的责任如同

“淮南之橘”与“淮北之枳”的区别，有着相似的道理。中

国的图书馆学发展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某一个国家的模式，不

管该模式有多先进，其对“水土”环境的要求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呈现、陈

述方式。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技

术实践为主的，我国图书馆学与这种以自然科学标准作为

衡量一切学科的标准的西方图书馆学有很大不同。通过对

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苏联中心论”及后来的“西

方中心论”的反思，给予我们一个十分深刻和珍贵的启示：

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

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是建

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要闭门造车，以消极的态度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开放胸襟，面对学术研究中

的困难和挑战，博采众长，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获

得与外来文化抗衡的能力，真正形成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立足本国国情的同时，也要面向世界，继承传统，推陈出

新，这才是我国图书馆学科学的发展之路。

4.4    注重提高研究者的原著阅读能力

　　图书馆学翻译事业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对外的

学习与交流中，两种及多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知识需要借

助媒介进行传递。但是随着版权保护力度的加大，版权问

题成为图书馆学翻译事业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对外

文知识的获取又提出了新的挑战。翻译是解决语言障碍的

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如果相关研究人员能够提高外文水平，

无障碍阅读原著，这也是解决翻译难题的一种良策。在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科学发展也渐趋（下转第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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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经济价值是联盟共建共享资源在联盟成员馆内部的配

置及使用这些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效益，也就是服务的数量

和质量，如馆际互借率、文献传递量、共建共享资源利用

率、集团采购率、人员培训等产生的价值，这些服务能产

生直接、可货币化的成果。因此，衡量联盟经济价值不仅

需要考虑现有资源利用程度、现有资源合理配置、优势互

补情况，而且还需要考虑用户使用价值得到满足的利益体

现，注重从内外部经济价值对高校和社会所产生的长远效

益来进行综合评价。有学者经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单个

图书馆与图书馆群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有较大差别；在基础

服务一定的情况下，要通过高附加值服务项目来提升图书

馆整体经济价值；在投入一定的条件下，降低服务成本有

利于提高图书馆经济价值[10]。

　　综上所述，图书馆联盟的经济价值是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各国学者在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借助成本- 效益分

析，尽量准确地确认联盟投资成本和效益状况，有利于决

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选择正确、有效的实现途径，达到

联盟预期的目标，确保联盟合理投资，最大限度地发挥联

盟经济效益。

（上接第7页）世界一体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

再局限于自己的国家内部，那无异于闭门造车，图书馆学

翻译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也必须认清楚世界发展的潮流，

学科发展的世界化要求相关从业人员提高外语应用能力。

而且在数字化时代下，图书馆员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更新换

代，当年的“博士后”阵营已然不复存在，各学科的本、硕、

博专业人才加入到图书馆学研究的队伍中，图书馆学翻译

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逐步实现了科学化与世界化。从语言

的普及度来讲，英语是当前世界上流通最广的语言，而我

国教育中从不缺乏对英语的培训与学习，从幼儿园、小学、

中学再到大学，英语都是必修课，对于学习了十几年的课

程，多数人具备基本的英语阅读能力。因此，在工作中强

调和坚持外文文献的阅读与推广，能够很好地提高研究者

的原著阅读能力，从而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外语难题。

5    结    语

　　我国图书馆界在图书馆学研究和翻译事业中，要坚持

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开放的思想观念，才能有效地避免受到

社会形态的不利影响，才能真正使我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

和图书馆学与国际接轨；同时图书馆界要坚持文化平等的

价值观，坚持发展符合我国需求、真正服务我国情报文献

需求和知识需求的图书馆学体系，并提高相关研究人员的

外文阅读能力，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积极促进我国图书

馆学翻译事业和图书馆学的长远发展，为教育与文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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