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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图书馆志愿者随着美国图书馆的产生而出现，距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 参照美国志愿者

和图书馆的发展轨迹，并根据美国图书馆志愿者的发展特点，将美国图书馆志愿者的发展历程分为雏

形、发展、成熟及现代化管理四个时期，以利于后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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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志愿活动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１８３５
年，阿历克斯（Ａｌｅｘｉｓ）就认为美国人是世界上最

特殊的民族，他们不为任何物质利益，仅凭借自

愿就能解决社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１］ 。 艾里丝

（Ｅｌｌｉｓ）与罗伊斯（Ｎｏｙｅｓ）也认为喜欢从事义务工

作是美国民族的传统特性［２］ 。 在图书馆界，艾瑞

克（Ｅｒｉｃａ）等人指出志愿者在图书馆发展史上起

到了重要作用，尤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前，美国西

部诸多图书馆事务都由志愿者引领［３］ 。 １９６６ 年，
海琳（Ｈｅｌｅｎｅ）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图书馆

志愿者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图书馆

早期的捐赠者、托管人、图书馆之友等；随着美国

图书馆由图书的保存机构逐渐发展成为社区的

教育力量，图书馆志愿者也成为了图书馆人力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４］ 。 对图书馆志愿者资料进

行汇总分析发现，志愿者的作用得到了美国图书

馆界一致的认可，其管理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而对其历史的研究却明显缺乏。

美国图书馆志愿者的历史即便在美国本土

也少有人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图书馆志愿者存

在广泛，历史悠久，活动形式多样，往往让人感到

无从下手。 由此可见，研究其历史须首先明确其

定义及范畴。 １９６８ 年，玛乔丽（Ｍａｒｊｏｒｉｅ）在硕士

学位论文《小学图书馆志愿者》中对图书馆志愿

工人（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进行了定义，认为图

书馆志愿工人是无偿为小学图书馆贡献时间的

人［５］（７） 。 ２０１１ 年，普雷斯顿（Ｐｒｅｓｔｏｎ）等人对图书

馆志愿者的定义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图书馆志

愿者是社区中为图书馆自愿无偿贡献自己的时

间、才能和服务的人［６］ 。 但是美国图书馆界对志

愿者的定义并未统一，直至今天仍有美国研究者

将人们对图书馆的捐赠行为以及图书馆理事的

管理工作定义为志愿行为，认为这些人也属于图

书馆志愿者范畴。
图书馆志愿者英文即“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其

中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来源于法语 ｖｏｌｏｎｔａｉｒｅ，而后者又来自

于拉丁语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ｕｓ。 其词根是 ｖｏｌｏ，意思是自由

意志，所以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的本意是自愿做出某种行为

的人［７］（２） 。 后来，人们又逐渐将无私、奉献、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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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团结等含义加入志愿者的意义之中。 为利于

图书馆志愿者历史的研究，将图书馆志愿者的定

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看，图书馆捐

赠者、图书馆托管人、图书馆之友等为图书馆无

偿做出贡献的人或组织皆可视为图书馆志愿者；
狭义上看，只有服从图书馆管理，定期从事图书

馆工作的志愿者才可以被称为“图书馆志愿者”。
对美国图书馆志愿者历史的全面考察需以广义

图书馆志愿者为基础。
研究美国图书馆志愿者的历史离不开对美

国志愿者史和图书馆史的考察，参照这两种历史

发展轨迹，并根据图书馆志愿者自身的发展特

点，笔者将美国图书馆志愿者的历史分为四个阶

段：殖民时期至 １９ 世纪中期的雏形阶段、１９ 世纪

中期至 ２０ 世纪初期的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至 ６０ 年代的成熟阶段、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的现

代化管理阶段。

２　 美国殖民时期至 １９ 世纪中期———图书

馆志愿者雏形
　 　 殖民时期的美国图书馆可以根据图书馆馆

藏、所有权以及藏书利用的目的分为四类，即教

区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城镇图书馆以及会员图

书馆［８］ 。 志愿者活动也主要存在于这几类图书

馆中，多以捐赠图书或馆舍等财物以及义务管理

为主，志愿者以捐赠者或托管人身份存在。

２ １　 教区图书馆志愿者

美国历史发展的早期，图书馆的藏书绝大多

数是移民从欧洲大陆带来的。 １６２９ 年，一群清教

徒把一小捆图书带到了马萨诸塞湾（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Ｂａｙ）地区的约翰·恩迪科特（Ｊｏｈｎ Ｅｎｄｉｃｏｔｔ）殖民

地，这些图书包括 ５４ 本教义书籍和小册子以及一

些教义问答，为宣传推广宗教信仰所使用。 １８ 世

纪初，英国主教托马斯·布雷（Ｔｈｏｍａｓ Ｂｒａｙ）得悉

殖民地的牧师们很难得到传教所需的各种书籍，
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学会，并购买图书分送到大西

洋沿岸各个教区的礼拜堂内，免费供牧师或当地

居民使用。 在布雷学会的努力下，据估计大约有

３５，０００ 册图书被送到 ４０ 多个教区，布雷本人也

曾到美洲检查这些书籍的使用情况。 这些早期拥

有藏书且可供借阅的图书馆被称为“ Ｐａｒｉｓｈ Ｌｉ⁃

ｂｒａｒｙ”，意即教区图书馆［９］（３４－３５） 。 教区图书馆的

图书主要是宗教类著作，由牧师保管和整理。

２ ２　 大学图书馆志愿者

美国第一批图书馆的建立是同大学联系在

一起的。 在殖民时期建立的 ９ 所学院分别是：
１６３６ 年的哈佛大学（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６９３ 年

的威廉玛丽大学（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７０１
年的耶鲁大学（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７４６ 年的普林斯

顿大学（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７４９ 年的宾州大学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１７５４ 年的哥伦比

亚大学（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７６４ 年的布朗大学

（Ｂｒ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１７６６ 年 的 罗 格 斯 大 学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７６９ 年的达特茅斯大学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这些

早期的大学都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 此时，图书

馆书籍的来源主要靠捐赠，捐赠者有牧师、医生、
律师及政府官员，捐书行为在早期大学图书馆屡

见不鲜。 这些牧师、行政官员及教员都可算是早

期的图书馆志愿者。

２ ３　 城镇图书馆志愿者

美国殖民时期第一个真正的城镇图书馆是

波士顿图书馆（Ｂｏｓｔ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罗伯特·基恩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ａｎｅ）于 １６５６ 年为波士顿城捐赠了自己

的藏书以及建立图书馆所需的经费。 波士顿城接

受了这笔经费并建立了图书馆。 此图书馆延续了

一个世纪，最终毁于 １７４７ 的一场年大火［９］（３３） 。

波士顿城镇图书馆的运作情况笔者没有查到相

关文献资料，虽然没有图书馆工作人员情况的详

细说明，但是罗伯特·基恩作为城镇图书馆的捐

赠者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城镇图书馆志愿者。

２ ４　 会员图书馆志愿者

由本杰明·富兰克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在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创办的“工人会社”也称为“共图

社”，是富兰克林与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共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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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俱乐部。 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一些青年工

匠和商人，每周五晚上聚会讨论一些政治、道德

以及自然科学等问题。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威廉

·帕森斯，原为一名鞋匠，但对数学感兴趣，后来

成为了“共图社”的图书管理员。 为了读书讨论

的方便，富兰克林提议，大家都把自己的书籍贡

献出来集中放置，方便大家借阅。 这条提议得到

了大家的赞同，书籍数量虽最终没达到预期，但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便利。 由于管理不善，大约一

年后，这些书籍又被分归原主。 但威廉·帕森斯

作为义务的图书管理员为图书的保管做出了贡

献，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会员图书馆志愿者。 “共
图社”活动给了富兰克林很大启发，１７３０ 年，富兰

克林创办费城图书馆会社，会员入会需要缴纳会

费，会社的藏书主要由会费购买。 会员期限为 ５０

年，起初会员有 ５０ 人， 后来逐渐增加到 １００

人［１０］ 。 会员轮流负责整理和保管藏书，包括富兰

克林在内的会员既是图书的捐赠者，同时也是图

书的保管者和使用者。

由上可知，美国殖民地时期图书馆志愿者主

要由牧师、商人、官员等组成。 在殖民地时期，他

们拥有较多的藏书，大多秉持宗教信仰，多以捐

赠的形式将其藏书捐出成立图书馆，供公众阅

读。 志愿行为主要以捐赠图书或财产以及保管

整理图书为主。 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员并未出现，图书馆员与志愿者身份通常是合

一的。

３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初期———图书

馆志愿者的发展时期
　 　 １９ 世纪中期是美国图书馆史上非常重要的

时期，接连几件影响美国图书馆发展进程的大事

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如公共图书馆的兴起、首

届全美馆员大会的召开、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
的成立、哥伦比亚图书馆学校的建立、第一种图

书馆学专业刊物《图书馆杂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的创刊以及《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ＤＤＣ）的创制

和应用、卡内基公共图书馆（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ｙ）的推广等。 这一时期的事件基本奠定了美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图书馆志愿者自然受

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从身份转换到志愿活动的内

容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３ １　 志愿者身份的变化

在公共图书馆建立之前，民众自发支持了各

类型的会员、教区等图书馆，他们以捐赠者、托管

人等身份创办并维持了图书馆及其发展。 随着公

共图书馆的出现，志愿者的身份逐渐发生了改变。
１８３３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的彼得博罗（Ｐｅｔｅｒ Ｂｏ Ｌｕｏ）建立了第一个公共图

书馆。 它是根据州 １８２１ 年法令，允许政府以税收

的一部分作为教育事业费用而建成的。 受公共教

育观念的影响，纽约于 １８３５ 年，马萨诸塞于 １８３７
年，康涅狄克于 １８３９ 年，罗得岛于 １８４０ 年都曾颁

布法案支持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但由于税收基数

太少，且经常被不道德的出版商所利用，这些建立

起来的公共图书馆大多维持时间不久即宣告倒

闭［９］（３９） 。 这些图书馆虽然不断倒闭，但建立公共

图书馆的观念却推广开来。 １８４９ 年，新罕布什尔

州通过了第一个许可法允许该州各城市建立公

共图书馆，１８５１ 年马萨诸塞州也通过了同样的

法律［９］（４２） 。
随着各州公共图书馆相关法律的出台，图书

馆的建立有了法律保障和财政支持，不再单纯依

靠志愿者的捐赠维持，捐赠行为不再是志愿活动

的代表性行为，捐赠者也不再是志愿者的主要组

成人员。 这一时期的志愿者逐渐以工作人员的身

份参与了公共图书馆的大部分工作。

３ ２　 志愿者与职业馆员的分离

美国图书馆发展早期，图书馆工作由志愿者

主导，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在人们看来，志愿者与馆员的工作并无不同。
１８５３ 年 ９ 月，来自北美 １２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的 ８２ 名图书馆界代表在纽约大学召开了美国历

史上第一次馆员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在某种

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到图书馆职业的专业性，即图

书馆馆员必须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做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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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工作，图书馆需要专业馆员的支持。 同时，这种

共识也使得志愿者在图书馆的主导地位有所下

降，逐渐成为图书馆的辅助人员。
１８７６ 年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全美馆员大会

通过决议成立美国图书馆协会。 协会的成立使

图书馆员有了自己的组织，能以一致的声音参与

社会交流，要求社会承认馆员的地位。 正如杜威

在《图书馆杂志》创刊号上所宣称的：“图书馆员

可以骄傲地宣称其从事的职业是一门专业的时

代已经到来……馆员与牧师和教师同属社区教

育者……馆员需要明了其社区居民的需求，并向

他们提供图书馆的最好藏书，必须激发民众的阅

读兴趣，并能指导他们阅读……任何人都不能否

认图书馆学是一门专业。” ［１１］此后，馆员地位日益

提高，馆员也可以加入教育协会成为会员。 图书

馆的运作和管理逐渐摆脱了对志愿者的依赖，专
业馆员成为图书馆职业的中坚力量。

除当时专家对馆员职业的论述外，馆员对自

己应承担的图书馆工作和社会责任的认识也有

了新的变化。 台湾学者李志钟认为：１８５０ 年以

后，美国图书馆馆员对自身工作和责任有了新的

认识，馆员不再单纯地是图书保管员，而是具有

学术上的地位与责任，对读者查找资料有指导作

用，并能进一步传播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

展［１２］（４９） 。 馆员对自身专业工作和责任的认识的

改变，使其与志愿者的界限日趋明显。 图书馆志

愿者身份的确立同馆员身份的确立是紧密相连

的，只有馆员的身份和地位得到民众的认可，并
成为真正的职业，志愿者才能从中分离出来，以
无偿的奉献同以管理图书馆为谋生手段的馆员

一起成为图书馆赖以生存的人力资源。

３ ３　 馆员的专业教育与志愿者培训

图书馆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才能得到社会

的认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成为社会对图书馆界

的要求。 １８８３ 年，麦维尔·杜威开始筹建正式的

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实用目

录学、图书版本及采购编目、读写能力指导等课

程。 １８８７ 年 １ 月，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营学院

正式开学，其课程完全是实用性的，由本院教师及

图书馆员讲授。 另外，杜威还邀请了图书馆界代

表人物做各类专题讲座，这些专家包括国家医学

图书馆馆长比林斯、波士顿图书馆馆长克特

等［１３］ 。 之后，其他同类型的图书馆学专业学校纷

纷成立，图书馆员开始接受系统而专业的教育，他

们同图书馆内一般事务性人员及志愿者的界限

愈加清晰。
这一时期关于图书馆志愿者的改变还需要

补充的是，《杜威十进分类法》成为了志愿者培训

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

馆，在正式的专业图书馆员出现之前没有志愿者

培训的概念。 随着图书馆员职业在社会上的被认

可，在图书馆中从事志愿活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

培训。 １８７６ 年，《杜威十进分类法》第一版出版发

行，并迅速在美国各地图书馆推广应用，这使得图

书馆对要求参与排架及编目岗位的志愿者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至 ２０ 世纪末，美国有 ９５％的公共

图书馆，２５％的中小学图书馆以及 ２５％的高校图

书馆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 ［１４］ 。 使用此分类法

的图书馆的志愿者对这一分类法的了解和使用

也成为相关岗位培训的必要内容。

可见，在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初期，美国图

书馆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影响了志愿者在图书馆

的地位及活动内容。 在图书馆经济基础方面，志
愿者逐渐从图书馆的主要资助人、捐赠者及创建

者转变为图书馆活动的参与者；随着馆员职业的

确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志愿者从事的图书馆主

要管理活动也逐渐由专业馆员代替，志愿者同馆

员的界限变得明晰，其从事的活动转变为以图书

馆辅助工作为主。

４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图书馆

志愿者的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美国城市化趋势和高水平教育的

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图书馆志愿者的活动方式和

内容。 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

志愿活动。 图书馆志愿者的角色既不同于殖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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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图书馆成立之初，也不同于 １９ 世纪图书馆缓慢

发展时期。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志愿者找到了他

们作为读者和纳税人以外新的支持图书馆发展

的方式，即成立“图书馆之友”等组织，来增强人

们对图书馆的理解和支持。 这一时期各类图书

馆志愿者组织大量出现，志愿者们由自发的帮助

图书馆转向有组织的活动。 图书馆志愿者的概

念由此而得以延伸，除图书馆捐赠者、托管者等

外，“图书馆之友”被列入广义图书馆志愿者的研

究范畴。 期间，关于图书馆志愿者活动的报道不

时见诸报端，有关图书馆使用志愿者利弊的大讨

论随之展开。 除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大量招

募志愿者外，在医院图书馆等特殊类型图书馆

中，志愿者的使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４ １　 馆员标准的颁布对图书馆志愿者的

影响
　 　 一战结束后，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布了一系列

有关馆员标准的行业文件，进一步规定了馆员的

身份及职责，客观上明确了志愿者的补充作用。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 日，美国第一个全国图书馆工作规

划由美国图书馆协会批准，刊登在协会通报二月

号上。 其中第 １１ 条说明图书馆员的职业资格须

经过全国性专门机构的认可［５］（２７） 。 １９６７ 年，美

国图书馆协会公布并实施《公共图书馆系统最低

标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
ｔｅｍｓ），该标准规定图书馆人员可区分为：专业、准
专业和事务员三类。 专业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为：
（１）了解图书馆的目标、功能、程序及技术；（２）熟
悉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原则；（３）熟知资料的内

容与用途以及书目工具；（４）了解各项资料及其

利用者，以及有效的处理方法［１２］（１５） 。 志愿者同

图书馆其他技术人员和事务员一样，属于非专业

人员，不需具备专业馆员的条件。
馆员标准的制订不仅提高了馆员的身份地

位，而且明确了馆员的岗位要求。 馆员在图书馆

专业地位的明确客观上对志愿者身份的确立起

到了决定作用，对图书馆志愿者来说具有重要意

义。 只有在狭义图书馆志愿者的定义中不再包

括捐赠者、托管者、“图书馆之友”等人员后，那些

定期在图书馆工作，奉献自己的劳动、技能和时间

的志愿者才有可能成为具体研究的对象。 而广义

的志愿者由于涉及范围较广，致使相关研究无法

系统深入，很难有针对性。

４ ２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图书馆志愿者的

影响
　 　 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自 １８８７ 年杜威创

建了第一所图书馆学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图

书馆学院后，从 ２０ 世纪初到 ５０ 年代末的几十年

中，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教学点逐步平

稳，每十年的增长数量大体相同。 六十年代，科技

日新月异，文献量激增，图书馆事业随之发展，图
书馆学教育在六十年代末达到顶峰［１５］ 。 这段时

期，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图书馆学专业

人才，这些专业馆员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支柱，
并引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志愿者成为他们的有

力助手。 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志愿者的作用，对
图书馆志愿者的管理研究也开始成为他们的关

注热点。 在一些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中也有

了专门讨论志愿者的专题，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丹
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德雷克尔大学等等［１６］ 。

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大学图书馆发生了变

化，间接影响了大学生志愿者。 Ｍｉｒｉａｍ 将美国大

学图书馆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１７］ 。 其中第二

阶段为上升阶段，从 １９ 世纪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期； 第三阶段为成功阶段，从二战

结束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大

学的招生数量及办学规模急剧扩展。 政府积极资

助学校科研，图书馆馆藏在数量上呈爆炸性增长。
从时间上估算，大学图书馆发展的上升及成功阶

段与图书馆志愿者成熟时期的发展相对应。 这两

个时期大学图书馆发展迅猛，使得人力资源不足、
空缺岗位增多。 学校鼓励大学生参与图书馆的各

项工作，为大学生了解图书馆工作以及志愿参与

图书馆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４ ３　 医院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很早就在医疗、教育等行业从事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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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但医院图书馆志愿者作为特殊类型的志愿

者在二战前从未引起过人们的关注。 一战时期，
有大批志愿者参与了照顾伤员等志愿活动，但图

书馆志愿者屈指可数。 医院管理者也并没把图

书馆看作是医院的必备设施。 在医疗行业中，图
书馆职业发展缓慢。 随着战争过程中受伤人员

的增多，病人的精神需要得到抚慰，人们逐渐认

识到书籍的医疗价值，医院图书馆应运而生。 创

建医院图书馆的最初动议来源于医院的妇女组

织、社区组织以及对医院服务感兴趣的组织。 医

院本身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图书馆的价值，如医生

可能会以处方的形式推荐一些图书；护士可能会

给患者读书；一些医院接受红十字会的杂志；医
院领导可能会看到一些推荐书目，从而给出一些

预算［１８］（１１）等。 二战时期，志愿者对医院图书馆

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医院图书馆

的志愿者大部分为女性，她们除对书感兴趣、关
注当前出版物、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外，一般还具

有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有仁爱之心及判断能

力，遇突发情况能沉着冷静［１８］（１３－１６） 。

志愿者在医院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最早关于图书馆志愿者利

弊讨论的期刊文章［１９］ 以及最早的关于图书馆志

愿者的专著［１８］都以医院图书馆志愿者为主题，这
足以说明医院图书馆志愿者活动在图书馆界内

产生的深远影响。

４ ４　 “图书馆之友”组织的兴起

在一战和二战时期，志愿组织大量涌现。 许

多组织从事教育事业，尤其是青年组织和妇女组

织。 在“图书馆之友”作为一个组织出现以前，图
书馆有自己的天然盟友，他们是一些书籍的爱好

者和收藏家，没有他们的支持，人类任何书籍都

不可能保留至今。 除此之外，图书馆托管者也为

图书馆无偿贡献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这
些都属个体行为，真正作为“组织”出现的“图书

馆之友”直到 ２０ 世纪初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１９２２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格伦埃林（Ｇｌｅｎ Ｅｌｌｙｎ）成
立的“格伦埃林公共图书馆之友”是美国图书馆

界第一个“图书馆之友”组织，它利用各种方法帮

助图书馆募集资金，并将图书馆的服务延伸到学

校［２０］（３） 。 早期的“图书馆之友”多产生于美国经

济危机时期，图书馆经费被削减，许多图书馆被迫

关闭或减少开放时间，开展各种志愿活动为图书

馆募集经费是这些“图书馆之友”组织的主要目

标。 “图书馆之友”随着图书馆的发展不断壮大，

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数据统计，１９３７ 年全国公共

图书馆之友组织有 ３５ 个，１９４１ 年有 ８８ 个，１９５１

年有 １５３ 个，１９５５ 年发展至 ３３３ 个［２０］（４） 。 这些组

织的成员均来自于当地市民。 １９７９ 年，美国成立

了全国性的“图书馆之友”组织，一般由美国总统

夫人担任该组织的名誉主席。
在图书馆志愿者发展历史进程中，广义的志

愿者如图书馆资金、书籍、设备等的捐赠者逐渐发

展成为慈善家；早期的图书馆托管者逐渐由专业

的图书馆馆长代替，现代的图书馆托管者则组建

成图书馆董事会；只有“图书馆之友”作为一种组

织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至今仍在图书馆各种志

愿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志愿者在图书馆中的辅

助地位逐渐明确，并且已经广泛存在于包括医院

图书馆在内的各类型图书馆中。 随着志愿活动的

开展，志愿者们在图书馆工作的许多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志愿活动的开展也由自发自觉变为有

组织有规划。

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图书馆志愿

者的现代化管理时期
　 　 １９７１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了图书馆志愿

者管理的 １７ 条原则［２１］ ，这可以看作是美国图书

馆志愿者现代管理的肇始。 这一时期，图书馆志

愿者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在管理原则的指导下，科
学地、有组织地开展。 图书馆同各种非营利组织，
如“图书馆之友”等进行密切合作，以项目管理的

形式共同开展各种图书馆志愿活动。 同时，图书

馆界对志愿者的研究全面展开，针对图书馆志愿

者的大量调查研究得以进行，各类研究文章、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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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
具体到图书馆志愿者管理方面，政府颁布了

专门的志愿者法来保障志愿活动的顺利进行，各
图书馆也纷纷制订了各自的志愿者管理制度。
如 １９７５ 年加利福尼亚州英格伍德市公共图书馆

制定的《图书馆的志愿者工作》手册，对志愿者工

作的流程、岗位职责等进行了详细规定［２２］ 。 这些

制度使得志愿者管理从招募、培训、激励表彰以

及辞退等工作流程有章可循。 一些志愿者活动

比较 成 熟 的 图 书 馆， 如 华 盛 顿 国 王 区 图 书

馆［７］（１００－１０３）采用了现代化的志愿者信息管理系

统，录入志愿者的各种数据报告，以提高工作

效率。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志愿者的来源群体

也发生了变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图书馆志愿者

主要是失业人员及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 在

２０００ 年，家庭妇女的数量急剧减少，８２％的年龄

在 ２５—３４ 岁之间的美国妇女成为工薪族［２３］ ，志
愿者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但数量仍然在增长。 ２１
世纪后，随着“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他们

对人生的认识同以前的老人有明显的不同，志愿

工作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志

愿者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且具有无穷的精力

和活力，备受美国图书馆界关注。 在因特网出现

之前，馆员认为志愿者必须在图书馆工作以利于

随时交流及监督，但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

步，人们认识到技术使得距离不再成为问题，远
程志愿者能够高效地完成工作。 这种新型的图

书馆志愿者也被称为“虚拟图书馆志愿者”，他们

的队伍逐渐壮大并受到图书馆的欢迎。
从整个图书馆志愿者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广义的图书馆志愿者是伴随图书馆的出现而产

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志愿者角色也在不

断发生转换，由图书馆的创建者变为支撑者，直
到现在变为馆员的辅助力量。 图书馆志愿者的

概念也不断精确细化，捐赠者、托管者、“图书馆

之友”等广义的图书馆志愿者逐渐不再被冠以

“志愿者”的称号。 过去，图书馆使用志愿者主要

从事日常工作，目的在于弥补预算的不足；现代

图书馆的志愿者除了给图书馆以常规帮助外，还
为图书馆拓展服务范围，丰富服务手段，提供新的

思路和助力，他们已经成为现代图书馆中重要的

人力资源。

６　 结语

从美国图书馆志愿者的发展历史来看，殖民

时期是美国图书馆志愿者发展的萌芽时期，其发

展几乎是与图书馆同时起步。 １９ 世纪中期，公共

图书馆的建立以及依据各项法律所规定的学校

图书馆的成立，使图书馆志愿者的身份由图书馆

的主要资金捐助者成为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重要

参与者。 这一时期，馆员在图书馆的主导地位逐

渐确定，志愿者则逐渐开始辅助图书馆各项活动。
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图书馆志愿者活动发展缓慢，
且多以自发的、零散的形式出现，直至“图书馆之

友”等志愿组织出现。 这类组织除为图书馆募集

资金外，还积极主动地参与图书馆各项志愿活动，
逐渐成为图书馆志愿者的重要力量。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图书馆志愿者活动日渐活跃。 １９７１ 年美

国图书馆协会颁布了图书馆志愿者管理的 １７ 条

原则，这开启了图书馆志愿者科学管理的大门，从
此图书馆志愿者的发展进入科学管理时代。 如

今，进入 ２１ 世纪后，图书馆的志愿者活动呈现出

新的特点，他们将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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