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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调查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开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活动理念、借阅模式、活动流程、真人书类

型与来源、宣传方式等 ５ 个方面对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的开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当前建设中存在

的活动理念定位偏差、借阅模式不够完善、缺乏活动指南、真人书类型与来源单一等误区，并在活动举

办理念和主旨确定、自身资源利用、活动组织流程规范、加强网络宣传平台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
图 １。 表 ５。 参考文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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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图书馆（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活动起源于 ２０００
年丹麦哥本哈根的罗斯基勒音乐节活动［１］：以反

暴力活动者为图书载体并通过开放式交流向借阅

者宣传暴力活动的危害，增进不同群体之间对暴

力行为的认识与理解。 在该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之

后，欧洲各国纷纷以节日庆典、会议等形式举办真

人图书馆活动，２００５ 年匈牙利的赛格德大学成功

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之后，便逐渐形成了高校真

人图书馆的活动形式。 随后真人图书馆活动逐渐

进入我国高校专家学者及图书馆学界的视野，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上海交通大学以“以人为书，分享智慧；众

人薪火，传承你我”为活动理念举办了我国高校第

一期真人图书馆活动 “鲜悦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３ 年我国高校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的

数量达到“井喷期”，举办高校多达 ４０ 所［３］。 但随

着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在

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研究分析并

给予解决。 在现有的高校真人图书馆研究文献

中，大多研究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服务模式［４］、活
动建设［５］、真人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资源融合［６］

等方面。 本文主要对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建设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高校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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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自身的资源和制度来探究问题成因进而提

出相应的对策。

１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建设情况

笔者通过 “百度” 搜索引擎查阅我国教育

部［７］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公布的 ２９１４ 所公办及民办普

通本科高校的图书馆官网新闻公告、博客和微信

宣传平台以及当地新闻媒体报道的信息与动态，
同时实地调查我国部分高校开展真人图书馆活

动的境况，汇总整理出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的地

区分布与开展规模、活动承办主体与开展形式、
真人书类型与借阅模式、活动宣传现状等数据信

息，由此发现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建设体现

出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高校开展数量稳步增长、
活动承办主体多样化、举办场所学术性氛围浓

厚，宣传手段网络化和多样化等特征。

１ １　 地区分布

我国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的高校的地区分

布总体上呈现出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逐步向

东北地区和西北内陆地区辐散扩大的趋势。 调

查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我国举办真人图

书馆活动的高校共有 １６９ 所。 其中，华东地区举

办高校多达 ５３ 所，占总量的 ３１ ３６％；华中地区有

３６ 所，占总量的 ２１ ３０％；华南地区、华北地区与

东北地区分别是 ２２ 所、１７ 所与 ２１ 所，占总量的

１３ ０２％、１０ ０６％与 １２ ４３％；开展高校数量最少

的地区为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分别是 １３ 所与 ７
所，占全部总量的 ７ ６９％与 ４ １４％，详见表 １。

表 １　 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的高校地区分布

地区 高校数量 百分比（％）

东北地区 ２１ １２ ４３

华北地区 １７ １０ ０６

华中地区 ３６ ２１ ３０

华东地区 ５３ ３１ ３６

华南地区 ２２ １３ ０２

西北地区 ７ ４ １４

西南地区 １３ ７ ６９

总计 １６９ １００ ００

　 　 由表 １可以看出，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的数量

规模与教育发展水平一样呈东中西部梯次发展趋

势。 王绽蕊［８］在《区域教育发达程度衡量指标体系

的构建》一文中提出教育思想观念的先进性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教育发达的重要前提和标志，教育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所代表的教育观念也是最为先进的。
真人图书馆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借阅方式，

伴随我国高校的发展逐渐成为了高校图书馆的一部

分。 我国的华中、华东与华南地区拥有较为先进的

高等教育设施，师资力量也较为雄厚，因而在引入真

人图书馆活动时会有更灵敏的反应和更清晰的认

知；西北、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偏低，对新型教

育理念的反应没有东部及沿海地区灵敏，且拥有的

高校数量偏少，因而我国开展真人图书馆的高校主

要集中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虽然我国开展真

人图书馆的高校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但总量仍只

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５ ８０％，可见我国高校真人图书

馆活动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１ ２　 高校开展数量

２００９ 年，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我国第一场高校

真人图书馆活动，促成各地高校逐渐对真人图书

馆活动有了更加清晰的概念认知，但因该活动仍

属全新领域，且有关举办经验、流程与主旨理念尚

处于空白，导致总体进程发展缓慢。 直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才出现长沙学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分别

开展的真人图书馆活动。 ２０１２ 年，高校开展数量

逐渐增多：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湖北科技大

学等东南地区的 ９ 所高校先后举办了真人图书馆

活动。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我国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

的高校数量每年都保持在 ２８ 所左右，范围也逐步

向北部、中部地区扩展，详见表 ２。

表 ２　 高校举办首期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年份分布

首期活动年份 高校数量 百分比（％）

２００９ １ ０ ５９

２０１１ ２ １ １８

２０１２ ９ ５ ３３

２０１３ ２８ １６ ５７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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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活动年份 高校数量 百分比（％）

２０１４ ２６ １５ 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９ １７ 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８ １６ ５７

２０１７ ２７ １５ ９８

２０１８ ３ １ ７８

起止年限不详 １６ ９ ４７

总计 １６９ １００ ００

１ ３　 活动承办主体

我国高校承办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形式主要

有独立承办和联合承办两种。 共 １４３ 所高校采取

“独立承办”的形式，负责承办活动的组织主体有

本校图书馆、校团委或院级团委、社团或协会、真
人图书馆组织（由本校师生以开展真人图书馆活

动为目的成立的组织）及其他。 其中，以本校图

书馆为承办主体的高校有 ８２ 所，占比 ５７ ３４％；以

校团委或院团委、社团或协会为承办主体的高校

分别有 ２０ 所和 １８ 所，占比为 １３ ９９％和 １２ ６９％。

将真人图书馆组织和其他组织作为活动承办主

体的高校数量最少，分别为 １３ 所和 １０ 所，所占比

例为 ９ ０９％和 ６ ９４％（见表 ３）。

表 ３　 真人图书馆活动独立承办主体分布

承办单位 高校数量 百分比（％）

本校图书馆 ８２ ５７ ３４

校团委、院级团委 ２０ １３ ９９

社团、协会 １８ １２ ６９

真人图书馆组织 １３ ９ ０９

其他 １０ ６ ９４

总计 １４３ １００．００

　 　 此外，为了发挥各组织的优势以促进真人图

书馆活动的更好开展，我国部分高校选择采取

“联合承办”的形式，如中国地质大学真人图书馆

活动由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创新创业中心与新闻

宣传中心联合举办；武汉理工大学真人图书馆活

动由本校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江汉大学图

书馆联合举办。 虽然该形式有利于拓宽真人书

资源、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但仍存在各组织主体

之间统筹协调困难的问题。 因此，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前我国只有 ２６ 所高校选择“联合承办”形式。

由表 ３ 数据可知，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的举

办主体以本校图书馆为主，这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原因：（１）我国高校图书馆作为多学科、多领域的

知识信息的存储场所，承担着为师生提供满足其

信息资源需求的服务责任。 （２）真人图书馆活动

作为一种信息传达手段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行

为类似。 从阅读角度来看，真人图书馆活动更为

生动活泼，是对图书馆馆藏资源和借阅形式的新

拓展。 （３）行为、名称、目标的贴近也使得我国高

校真人图书馆主要以本校图书馆为承办单位。 在

笔者进行的实地调研高校中，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学院、汕头大学、武汉纺织大学四所高校都是以图

书馆为承办主体并且都在本校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进行了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宣传推广，如湖南师

范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公布了

最新的真人图书馆活动信息并受到了本校学生

的关注。 除图书馆之外，校团委、院团委、社团、协
会组织等都基于学校的规章制度来构建活动准

则，它们在承办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中扮演

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相对于本校图书馆组织而

言，校团委、院团委、社团、协会组织等以学生为主

体组织的真人图书馆活动会更切合学生需求。 此

外，具有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丰富经验的学生和

老师组成的真人图书馆组织也慢慢地作为活动

承办主体出现在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中，如中国

农业大学 ｓｈａｒｉｎｇ 真人图书馆［９］ 、上海大学 ｉｓｈａｒｅ
真人图书馆［１０］ 等。 以专门的真人图书馆组织作

为承办主体有利于提高活动的专业性，但是我国

真人图书馆活动起步较晚，专业型人才队伍薄弱，
因而只有 １３ 所高校以真人图书馆组织作为承办

主体开展活动。
不同的活动组织主体所发挥的功能各不相

同，从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开展现状来看，
图书馆、校团委等正式组织因其严格规范的制度

表现出较强的执行力，且能有效运用各种资源促

成活动的圆满开展。 相对于正式组织的规范性，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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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组织如协会、志愿者团体等在活动开展中

更具灵活性，且活动主题更加贴合学生需求。 而

专门的真人图书馆组织因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与

多样化的真人书来源则使得活动更具专业性。

１ ４　 举办场所

国外真人图书馆活动对于举办地点的选择大

多是户外空旷自由的场所，有些活动甚至在学校

走廊或楼梯开展，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真人图书馆

活动则大多选择咖啡馆、奶茶店等环境优雅的地

点，体现出活动选址的随意、自由、开放等特点。 其

原因在于这些活动的“真人书”更多是来源于社会

各个阶层，所分享的内容大多围绕某一具体行业

或现象，如脱衣舞娘、警察、罕见疾病、抑郁症等等，
其借阅者也大多是社会人士，所以对举办场所的

选择大都体现出“开放”和“自由”的理念。 而我国

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在“真人书”的选择、借阅对

象与模式上都体现出教授知识与传播经验的意

味，活动场址多为本校教学楼、报告厅、图书馆等

场所，如调查中有 ６９ 所高校将本校图书馆作为活

动开展地点，如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学院的每期真

人图书馆活动均在本校图书馆固定的一间报告厅

举办，而由社团 ／协会及独立真人图书馆组织承办

的真人图书馆活动则大多选择教学楼或咖啡厅。
正如表 ４ 中的数据显示，在考虑“真人书”类型、现
有场地资源、借阅对象等情况下，我国高校真人图

书馆活动所选择的举办地点更多地体现出严肃、
规范气息。

表 ４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举办场所汇总

举办地点 高校数量 百分比（％）
本校图书馆 ６９ ４０ ８３
学术报告厅 ４８ ２８ ４０

咖啡店 １０ ５ ９２
教学楼 ３７ ２１ ８９
其他 ５ ２ ９６
总计 １６９ １００ ００

１ ５　 宣传手段

真人图书馆活动的成功开展不仅有赖于“真
人书”和举办主体，也需要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微博、微
信等宣传平台的普遍使用，我国高校在宣传真人

图书馆活动时更多地采用网络宣传方式。 本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已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的高

校进行宣传和发布信息的平台类型主要有学校

官网、图书馆官网、当地新闻网、微博、微信、人人

网、豆瓣网、百度贴吧。 如图 １ 所示，使用当地新

闻网、百度贴吧、微信、微博等宣传平台的高校数

量较多，分别是 ７３ 所、４３ 所、４２ 所、３９ 所。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分别被称作微博图书馆元年、微信图书馆

元年［１１］ ，微博、微信因其受众面广、信息交流速度

快而被用作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宣传手段；其次，使
用较多的宣传平台是学校官网与本校图书馆官

网，使用学校分别有 ２３ 所和 １７ 所，如武汉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使用的最少的宣传平台是

人人网和豆瓣网，使用学校只有 ５ 所和 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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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宣传平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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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建设误区的主要表现

我国高校在真人图书馆活动开展上正处于

探索发展阶段，力图借助自身丰富的图书资源和

稳定的举办主体等优势，将真人图书馆活动更好

地融入到高校教育体系中以便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开展时间短、活动经验积累不足、主旨认知不

够深化等问题难免使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的开

展出现误区。

２ １　 活动理念定位存在误差

真人图书馆旨在促进对话、减少偏见、鼓励

团结，以积极、和谐的方式向人们的偏见发起挑

战，改变人们对一些人或事的刻板印象，促进宽

容和理解［１２］ 。 国外高校真人图书馆意在体现差

异性、多样性、打破成见［１２］ ，而我国高校真人图书

馆活动在目的、宗旨、理念等方面表现出巨大不

同，主要围绕智慧分享与经验交流，体现出激励、
交流、分享等特征［５］ 。

出现差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高校对真

人图书馆活动的理念定位强调“真人” 经验分

享，而忽视“消除偏见、增进理解”的宗旨。 具体

表现如下：（１）高校教书育人和树立榜样的理念

影响深远，逐渐代替了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原本宗

旨。 如上海交通大学在首期真人图书馆活动中

将“真人书”划分为留学篇、考研篇、实习（工作）
篇、英语篇、科研篇等五个方面，这种偏重优秀学

习经验与个人工作经验的“真人书”类型为以后

各高校选定“真人书”范围定下了基调；又如北

京工商大学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

动中邀请经济学院金融专业应届毕业生和中国

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应届毕业生分享

考研经验。 （２）缺乏专门机构引导活动开展。
为了保证活动的有序开展，国外许多国家都成立

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机构［１３］ ，如澳大利亚成立了全

国性的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组织以确保真人图书馆活

动的有效、规范开展［１４］ 。 而我国高校则缺乏负

责真人图书馆的专门机构，活动大多由本校图书

馆组织、团委学生会与学生社团负责开展。 以湖

南师范大学真人图书馆活动为例，其由本校图书

馆组织承办，而负责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的成员

大都不具备专业的真人图书馆活动开展经验，且
开展流程与本校学术讲座大体一致。 由此可以

看出，真人图书馆活动的举办经验与规章流程的

非专业化，专业型人才的缺乏再加之各校组织自

身深厚的组织文化与理念，使得我国部分高校真

人图书馆活动的理念逐渐偏离原始主旨。

２ ２　 借阅模式不够完善

出于深入交流与保护隐私权的考虑，国外真

人图书馆活动在借阅模式上倾向于单人借阅，即
便出现多人借阅的情况也会将人数控制在 １—３
人，如由瑞士小屋公共图书馆发起的英国首届真

人图书馆采取单独借阅的模式。 调查发现，我国

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借阅模式不够完善，具体

体现为：（１） 受讲座文化影响导致借阅人数过

多，且缺乏个人隐私保护。 讲座文化是指图书馆

以提高国民知识素养和满足读者需要为宗旨而

聘请专家学者或者政府工作人员等为读者普及

知识、传递信息的活动形式［１５］ ，这类服务形式容

易与典型的真人图书馆活动相混淆，导致真人图

书馆活动有向讲座文化转变的倾向。 调查数据

显示，上海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余学

院和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所开展的真人图书馆活

动将借阅者人数拓宽到 ６０—８０ 人，聊城大学则

将借阅人数增至 １００ 人，仅有河南科技大学、河
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同济

大学浙江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湖北科技学院、暨
南大学等 ８ 所高校将借阅人数限制在 １０ 人以

内。 此外，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将借阅时长

设置在 １—３ 小时内，不利于过多的借阅者与“真
人书”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再考虑到部分“真人

书”来自社会特殊群体如自闭症患者、同性恋

者，借阅者过多极有可能会造成“真人书”隐私

的泄露。 （２）借阅过程设置环节太多，不利于深

入及平等交流。 我国大多数高校在开展真人图

书馆活动时一般设置“真人书主讲”环节和“学
生提问与交流”环节，这种分节形式打破了互动

交流的连贯性。 如湖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期活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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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首先由主讲老师讲述有关精品社团建设的

内容，之后参加活动的 ２０ 位借阅者被分为 ４ 组

互相讨论“如何打破社团发展的限制因素” 主

题，讨论结束后即由各组代表进行总结发言，此
后活动便圆满结束。 这种类似学术讲座及论坛

的环节设置会给学生灌输一种偏学术化的潜意

识，不利于真人图书馆活动中借阅者与“真人

书”之间的深入交流。 （３）借阅地点缺少自由开

放气息。 从上文分析中可知，我国高校真人图书

馆活动的举办多集中于图书馆、学术报告厅、教
室等学术气息浓郁的场所，真人图书馆活动的主

旨在于减少偏见、增进个人之间的理解与关怀，
过于学术性的场所不利于真人图书馆活动的良

好开展。

２ ３　 缺乏活动指南

澳大利亚成立的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结合活动开

展历史和经验，为活动组织者们编写了一本综

合、详细的活动指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ｓ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ｉｔ［１６］ 。 该指南不仅明确规定了活动组织

的相关程序，还针对各个活动环节中的诸多细节

问题进行指导，如营销宣传、读者指导、借书证使

用、书目编制、Ｔ 恤设计等。 除此之外，有些开展

真人图书馆活动的相关机构还系统编写了总结

报告，也为活动的不断规范与完善提供了重要参

考。 回顾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发展历程，我国高校

并未普遍建立专门的真人图书馆组织，也没有编

写有关真人书招募、借阅规则制定、活动流程设

计、举办周期设置等的指南，外加受相应举办主

体的性质和宗旨的影响，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

动在举办周期、开展形式、“真人书”后续管理上

呈现出管理混乱、无规律可循等问题。 本次调查

中只有成都理工大学等 ３ 所学校确定了固定的

活动举办周期，其余高校则呈现出活动举办周期

不固定、持续时间短的现象。 此外，“真人书”管
理方面也未确立统一的规范和长效的保存机制，
本研究调查数据发现我国高校“真人书”的借阅

次数偏少、时效性短，所有调研高校中只有 ５ 所

为“真人书”编制了索引号。

２ ４　 “真人书”类型单一

国外真人图书馆在“真人书”类型的挑选上

偏向于特殊群体、敏感话题、社会歧视现象等宽泛

领域，大体多属于社会包容类［１７］ 。 受传统保守的

社会习惯及人生观等的影响，外加受众群体多为

本校师生，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大多聚焦学

生学习、就业、日常生活等有关话题，大多属于知

识技能分享类［１７］ 。 从我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高校真

人图书馆活动的调查数据看（见表 ５），“真人书”

挑选的范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１）师生个人

工作及学习经验分享，即邀请学习优秀或有丰富

生活体验的师生向借阅者分享自己独特的学习

方法或人生体会，如考研、四六级、专业知识学习

方法、学生骑行和留学体验等；（２）创业经验分

享，即邀请已毕业优秀学生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给借阅者提供就业指导或创业方向；（３）独立工

作者经历分享，如作家、著名文学家等分享自己工

作时的辛酸苦辣，让借阅者更加清晰地理解各行

各业的工作。 目前，大部分已开展真人图书馆活

动的高校对“真人书”类型的挑选主要集中在上

述三种类型，仅有大连医科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苏州大学、厦门大

学嘉庚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新余学院、湖南理工

学院等 １５ 所高校选取了独立工作者、企业经理、
警察、同性恋者等不同类型人士作为真人书，且展

出次数仅有 １—２ 次。 这表明在“真人书”类型上

我国高校均表现出单一的问题，高校设有文学、历
史学、生物学、医药学、化学等各领域学科，但在真

人图书馆活动的开展上却并未很好地利用自身

资源优势。

表 ５　 真人图书馆活动的话题类型

话题类型 高校数量

学习经验分享 １０２

特长经验分享 ７８

学术知识分享 １０４

职业规划 ５１

人生经历分享 ７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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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话题类型 高校数量

骑行、徒步 ５１

创业 ４９

考研、四六级 ６１

２ ５　 未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作用，主动

性、独立性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ＣＢＣ 渥太华广播电台与渥太华

公共图书馆联合开展了真人图书馆［１８］ ，借助 ＣＢＣ
广播电台的实时传播和相应的网站宣传，此项活

动成功开展并促成了各地 ＣＢＣ 广播电台与图书

馆合作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 在网络媒介的

运用上，虽然我国高校有所采用但并不广泛和高

效，以致于部分学生在访问中明确表示不知道真

人图书馆活动及其内涵，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学

院、武汉纺织学院的大部分师生表示并不知晓本

校开展过真人图书馆活动，也不清楚真人图书馆

活动的具体含义。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只有清华

大学一所高校设立了独立的真人图书馆网络宣

传平台，但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后停止更新，其他高

校则把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宣传信息零散地分布

于本校官网、学校贴吧和微信公众号平台中，并
没有借助网络媒介成立专门的真人图书馆宣传

平台。 此外，我国高校在网络宣传内容上也只是

发布活动开展日期、“真人书”类型等信息，未能

掌握主动性及时进行活动宣传，且缺乏后续反馈

机制。

３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改进建议

３ １　 明确把握活动举办理念和主旨

真人图书馆活动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正确的

指导理念和活动主旨。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

建议：一是成立专门的真人图书馆组织机构，设
计独立的活动理念和精准的主旨定位。 我国高

校在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设立和规则制定

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真人图书馆组织机构

的成立有着借鉴意义，再加上我国部分高校在开

展真人图书馆活动时培养和招募了一批具备活

动开展和组织经验的专业负责人与师生。 因此，
我国高校可以依照正式组织成立流程创立由专

业人员团队领导的真人图书馆组织，从而保证真

人图书馆活动的“增进理解与消除偏见”理念得

到更好地执行。 二是“真人书”类型的选取须紧

扣活动主旨。 真人图书馆活动开展的目的是通

过分享个人特定的人生经历，消除人们对不同问

题的误解，破除原先对某些人群的刻板印象和偏

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真人书”作为传达

活动理念的核心载体，其挑选范围和类型不能脱

离活动主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高校如美国阿

肯色州州立大学图书馆展出的包括佛教徒、明
星经纪人、裸体主义者、粗粮倡导者等“真人书”
类型［１９］ 。

３ ２　 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基于实际需求丰

富“真人书”类型
我国高校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以高效利用资

源、拓宽“真人书”来源。 一是立足学校的知识和

人才资源。 我国高校设立了不同领域和方向的

专业学科，这意味着拥有不同学术领域的“真人

书”储备：各专业的博士或教授对本学科专业或

研究方向、领域都有独特的体验和研究成果；高
校可以邀请从事社会不同工作的本校毕业生如

驻疆军人、心理咨询师、医生、建筑师等作为“真
人书”介绍本职工作从而拓宽借阅者对于不同

工作领域的认知。 二是采取多方合作形式。 我

国高校可以与其他高校、博物馆、民间传统文

化组织、罕见病组织等共同开展真人图书馆活

动来拓宽“真人书”来源，并添加符合我国国情

与特色的元素，如首都医科大学与北京协和医

院联手罕见病组织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中展出

了“瓷娃娃” “玻璃人” “月亮孩子” “袖珍人”等

６ 本“真人书” 。 另外，在拓宽来源的同时，也
要注重贴合实际，对借阅者需求的满足要体现

出人性化和双向互动，为此高校可以构建开放

式的“真人书”招募平台，在调研借阅者需求的

同时接收实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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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规范活动组织流程，注重正规性与持

续性开展

活动的有序开展需要相应的组织规范来引

导。 我国高校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开展主体多样，
需要制定统一的流程规则来保证活动的规范性

和长期性，基于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长效管理机

制和运行保障机制。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真人图

书馆活动开展呈现出的不规范现象，提出如下建

议：一，由有丰富活动经验的负责人根据国际真

人图书馆活动举办流程和高校自身特点制定活

动准则，如确定真人图书馆举办宗旨、制定合理

的活动举办周期、合理控制借阅者数量、注重“真
人书”的隐私保护；二，根据活动的战略定位在法

律许可范围内制定“真人书”的工作机制和管理

条例，如建立“真人书”长效保存机制，制定“真人

书”分类、编目规则并建立索引号，规范“真人书”
的招募标准与流程，建立“真人书”平台和知识

库，让更多的人知晓和关注真人图书馆活动，从
而形成良性的发展机制。

３ ４　 加强真人图书馆网络宣传平台管理

网络时代下，高效利用网络宣传平台不仅有

利于增加活动的知名度，也有利于真人图书馆活

动的规范化。 首先，搭建专门的真人图书馆活动

信息发布平台，如真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宣传号。 在学校官网信息栏中划分真人图书馆

独立板块，发布真人图书馆活动开展信息同时接

收借阅者信息。 其次，招募能长期管理和维护信

息宣传平台的负责人员，保证宣传平台运行的流

畅和稳定。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从管理层面

建立专人负责制，加强对真人图书馆网络宣传平

台内容的审核，对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加以监

控，通过多种措施发挥真人图书馆网络宣传平台

的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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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２０１７ 年

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 ８０ ３％，较 ２０１６ 年上升 ０ ４ 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７３ ０％，较 ２０１６
年上升 ４ ８ 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 ５９ １％，较 ２０１６ 年上升 ０ ３ 个百分点。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４ ６６ 本，较 ２０１６ 年的 ４ ６５ 本略有增长。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为 ３ １２ 本，略低于 ２０１６ 年的 ３ ２１ 本。
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其中 ４９ 周岁以下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阅读行为的主要

人群。
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 ２２ ８％，移动有声 ＡＰＰ 平台成为听书的

主流选择。
深度图书阅读行为占比偏低，２１ ７％的网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近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６４ ２％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

或读书节。
０—１７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量保持增长，在 ０—８ 周岁儿童家庭中，超过七成家庭有陪孩子读书

的习惯。
我国阅读指数为 ６８ １４ 点，其中个人阅读指数为 ７１ ６５ 点，公共阅读服务指数为 ６４ ９０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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