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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为体　 图书馆学为用

　 ———记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学人焦树安先生

卢海燕

摘　 要　 焦树安先生是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的实践者、亲历者、管理者,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图书馆参考工

作学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本文通过对焦树安先生关于参考工作和哲学文献研究内容的梳理及特点的阐述,
以及焦树安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关系的解析,进一步追溯特定时期国家图书馆历史环境对参考工作学

人个体特征形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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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任继愈先生称为“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

培养的哲学学人” [1](序) 的焦树安先生,先后任北

京图书馆①社科参考组组长、哲学文献室主任和

参考研究部②主任等职,是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

的实践者、亲历者、管理者,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国

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学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系统

梳理焦树安先生从事参考工作的经历和学术研究

成果,不仅可以细化国家图书馆馆史研究领域,丰
富馆史研究内容,亦可从学人个体的角度,了解、
认识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发展的历史,从中汲取

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本文重点从参考工作业务和哲学文献研究两

方面,对焦树安先生的业务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

系统梳理,总结其基本特点,最后通过对焦树安先

生与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关系的解析,进一步追

溯特定时期国家图书馆的历史环境对参考工作学

人个体特征形成的影响。

1　 焦树安先生简历及其研究成果概况

1. 1　 简历
焦树安,祖籍浙江绍兴,1937 年生于陕西西

安,1957 年由天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专攻数

理逻辑方向。 1963 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

作,入职初期在目录室从事目录咨询与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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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8 年 12 月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为便于阐述,本文凡涉及国家图书馆 1949—1998 年之间的名

称,均沿用旧称“北京图书馆”。
1949 至 1998 年之间,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专职机构的名称多次变化,曾经有参考研究部( 1950,1957,

1973—1994)、阅览参考部(1952)、参考研究组(1955)、参考书目部(1959)、参考组(1972)、参考辅导部(1995)、参考

研究辅导部(1998)等名称,为便于叙述,本文统一采用“参考研究部”这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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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66 年 2 月入参考研究部工作,自此开始

了长达 31 年的参考咨询服务与管理工作,直至

1997 年退休。 2002 年 4 月 7 日因病去世[1](内封) 。

焦树安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曾
受教于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任继愈等哲

学名宿,得到了系统的哲学专业训练,培养了缜密

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了辩证的科学研究方法。 哲

学专业优势成为其日后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内在本

体,并在参考工作业务实践中不断外化,使其参考工

作业务和哲学文献研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1. 2　 研究成果

焦树安先生从事参考工作 30 余年,积累了丰

富的参考工作业务实践和哲学文献研究成果。 目

前所见,焦树安先生正式出版著作 26 部,发表论

文 79 篇。 最早成果是 1964 年翻译的《桌边谈话》
(The

 

Table
 

Talk
 

of
 

Martin
 

Luther),被收录在周辅

成先生主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 [2] 中,最晚

一项成果是在其逝世后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藏书史话》 (2011)。 其著述成果内容

主要集中在哲学、图书馆参考工作、哲学文献三个

领域。 其中,著作部分各领域数量为:哲学 20 部,
参考工作 4 部,综合 2 部;论文部分的各领域数量

为:哲学 23 篇,参考工作 29 篇,哲学文献 22 篇,
历史 5 篇。 如果按年代统计所有类型的著述,
1964 至 1979 年,焦树安先生著述总量为 14 篇 /
部,占全部成果的 13. 3%;1980 至 1999 年著述总

量 78 篇 / 部,占 74. 3%;2000 至 2011 年著述总量

13 篇 / 部,占 12. 3%。 如果按照内容计算,有关参

考工作和哲学文献研究的著述占全部著述的

52%,哲学占 41%,其他占 7%。
另外,除正式出版著述和发表论文外,焦树安

先生在日常参考工作业务实践中,基于参考咨询

项目完成的如《馆藏中国哲学史史料及研究著作

提要目录》《西方哲学原著中译名与原文对照书

目》等大量专题书目、索引等成果,也是其业务成

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焦树安先生哲学专题的著作和论文,笔

者将另文专述。 本文只重点介绍其有关图书馆参

考工作和哲学文献两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2　 有关参考工作和哲学文献研究的基本

内容

2. 1　 参考工作实务与理论

焦树安先生初入北京图书馆时在目录室工

作,在目录室工作期间对北京图书馆馆藏目录体

系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在辅导读者使用

馆藏目录工作中,初步积累了读者服务经验,为其

日后从事参考咨询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1966
年 2 月焦树安先生调入参考研究部,直至 1997 年

退休,其主要工作是为读者提供文献咨询服务。
其中有些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关于国家外交事

务的咨询,如 1975 年 5 月,为迎接菲律宾总统马

科斯和夫人访华,北京图书馆接到国家外事部门

委托查询“关于古代菲律宾苏禄国三个王来访中

国,及其中一王病死中国的咨询” [3] 。 焦树安先

生参与该项咨询工作,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整
理出完整系统的咨询报告,为说明中菲两国友好

往来历史提供了支持。 除日常咨询工作外,根据

读者需求或业务需要编制专题文献目录和索引也

是焦树安先生参考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有些成果

还得以正式出版。 如其与同事共同编辑完成的

《鲁迅研究资料索引》 ( 1919—1966) [4] 、《全国报

刊电影文章目录索引》 ( 1949—1979) [5] 等,焦树

安先生在这些较大规模的目录索引编制中,发挥

了业务骨干的作用。
在多年的参考工作业务实践中,焦树安先生

不仅勤于学习和积累,还特别注重从理论上对图书

馆参考工作进行研究和探讨,成果丰硕,如《试论

图书馆参考工作的规定性、工作程序和层次以及方

法论问题》
 [6] 、《试论参考工作》

 [7] 、《图书馆业务干

部培养之我见》 [8]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提高质

量加速工作进度的一些意见》 [9] 、《有关美、日两国

国会图书馆为国会服务工作辑要》 [10] 等。 其中

《试论图书馆参考工作的规定性、工作程序和层次

以及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试论》)代表了焦树

安先生对图书馆参考工作的理论思考。 该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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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维从理论的视角对图书馆参考工作进行研

究探讨,发表于《图书馆学通讯》 (《中国图书馆学

报》前身)。 现就该文做简要介绍。
《试论》 全文分为 “ 参考工作的规定性”

“参考工作的流程” 和“ 参考工作方法论” 三个

部分。 在阐述参考工作的定义之前,焦树安先

生首先对图书馆阅览工作、图书外借工作和参

考工作的异同做了区分,“无论阅览、外借和参

考工作都是读者与馆员通过信息资料的联系

和作用,组成一个完整的矛盾统一体,取消了

任何一个因素,就无法说明图书馆的读者工

作,也无法描述这个工作的全过程” 。 他将参

考工作称为“读者工作的普遍性或称之谓共性

的问题” 。 在这种“读者工作的普遍性问题” 的

基础上,焦树安先生进一步对参考工作的特殊

性进行阐释,“读者、馆员和信息资料三个因素

在参考工作中具体表现为( 读者的) 咨询问题、
(馆员的)检索方法和 ( 经过馆员整理和汇集

的)信息资料。 参考工作中读者和馆员间的业

务联系的全部运动过程,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具

体因素表现出来。” 他还说:“ 这一完整的参考

工作的全过程体现为问题、方法和信息资料的

辩证统一” 。 在读者、馆员和信息资料三个因

素中,“馆员自始至终都是矛盾的一方且在多

数情况下起着主导作用” 。 正是基于这种认

识,焦树安先生赋予参考工作一个非常哲学化

的定义,即“ 参考工作是图书馆员与读者的一

种知识类型的信息转移的运动过程,它是通过

读者提出的咨询问题为线索,以信息载体为纽

带,由馆员向读者解释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

息以及向读者指示检索方法并由存储的信息

中找到所询问题之结果的业务过程” 。 这一定

义,是焦树安先生基于多年参考工作业务实践

的理论概括。 首先他提出参考工作 “ 三个因

素”理论,并对三个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做出

深入解析;其次,他将参考工作表述为“ 知识类

型的信息转移过程” ,该表述甚至涉及了 21 世

纪的图书馆学界热议的知识和信息异同问题,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第三,将“ 向读者指示检索

方法”纳入参考工作的内容,这种认识突破了

传统参考工作定义的内涵,体现出创新性。 随

着信息网络环境下数字参考咨询的广泛开展,
向读者指示检索方法、介绍及辅导各种数据库

的使用,成为图书馆参考工作领域普遍认可的

一项重要服务内容。 焦树安先生早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即从理论高度予以阐述,足见其理

论研究的先见性。
有关参考工作具体程序方面,焦树安先生的

相关阐述也颇具实践指导意义,如“馆员的学识

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决定了服务的速度和

质量”,“查找咨询是参考工作的中心,它既是接

受咨询的参考工作的深化与继续,同时回答读者

咨询又是它的必然结果”,以及“无论运用哪一种

方式来回答咨询,都必须保证答复的客观性”。
有关参考工作方法论,焦树安在《试论》中将

其总结概括为“排除法”“限定法”“跟踪法”“衍伸

法”“合取法”和“析取法”等六种方法。 在后来的

《试论参考工作》一文中,又增加了“主题筛选法”。

2. 2　 哲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

焦树安先生的哲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既
有其哲学专业学科背景的优势,也有其参考工作

业务之需。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馆藏中国哲学史

史料及研究著作提要目录》、《西方哲学原著中译

名与原文对照书目》、《中西哲学家年谱》、《外国

哲学中文译作、著作书目提要 ( 1898—1997)》、
《外国哲学期刊一览》、《国际哲学组织与机构》、
《外国哲学新书评介》 (合作)、《中国哲学史书目

提要·总论及先秦部分选录》(合作)、《外国哲学

著、译书目提要(1911—1949)》等。 而《关于西方

哲学传入与出版的历史回顾》 [11] 则是将哲学文献

研究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相结合,实现了

文献梳理向思想提炼的成果转化。

3　 有关参考工作与哲学文献研究的基本

特点

3. 1　 哲学为体图书馆学为用,专业学科与

参考工作有机结合
　 　 纵观焦树安先生业务和学术研究成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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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哲学和图书馆学(参考工作) 两个领域。 其

最早发表成果即是西方伦理学译作《桌边谈话》,
此后,以哲学为核心的研究始终伴随焦树安先生

的图书馆职业生涯。 焦树安先生有关哲学研究的

内容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

和比较哲学,论文如《论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

实践观之区别》 《谈莱布尼兹论中国哲学》 《现代

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试述现代西方哲

学方法论中有关语言学的问题》 《老子思想的当

代意义》等,著作有《比较哲学》《中国当代哲学发

展概论(1949—1994)》等,其中《比较哲学》是我

国第一部关于比较哲学的研究著作。 焦树安先生

不断深化和拓展其对中西方哲学的研究,始终保

持与国内哲学界的学术研究水平比肩同步,同时

他也并没有将这种研究与所从事的参考工作脱

节。 在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精进耕耘,对其所从

事的基于哲学文献研究的参考工作,起到了专业

导航和引领的作用。 如其编著的《外国哲学中文

译作、著作书目提要( 1898—1997)》 (以下简称

《提要》),该书完成于 1990 年代后期,当时国内

哲学界有关西方哲学的研究正处于文献需求“渴

望期”,如果焦树安先生没有在外国哲学领域不

断深入的研究,很难想象其如何能够主导完成这

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的编纂。 反过来,由于焦树

安先生长期从事参考咨询服务工作,谙熟图书分

类法,善于使用检索工具,这又确保了《提要》收

录书目的全面完整性和编纂的质量。 因此,《提

要》一经出版便受到哲学界的普遍关注,其编纂

质量亦得到充分的肯定。

3. 2　 文献为基专业为魂,参考工作与科研

工作融合贯通
　 　 文献为基专业为魂,参考工作与科研工作实

现融合与贯通,这个特点实际上是“哲学为体图

书馆学为用”的另一个表述维度。
1980 至 1999 年间是焦树安先生的学术研究

高峰时期,其全部著述的 74. 3%都在这个阶段完

成,这与该时期其在哲学界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
他曾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

书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方哲学研

究编译会常务干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副主编,
《世界哲学年鉴》编委,同时还是《北京图书馆馆

刊》副主编。 固然其承担的哲学学术兼职是其与

哲学界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更为重要的是他所

从事的哲学研究始终没有离开哲学文献这个重要

基地。 他依托熟悉哲学文献的优势及对前沿性哲

学问题的敏锐性开展研究工作,无论是上世纪 70
年代对存在主义,80 年代对结构主义、比较哲学,
还是 90 年代对解释学的了解与研究,在国内哲学

界都非常有影响力。 一方面他了解学科研究进

展,这是作为参考咨询馆员能与哲学专业研究人

员在学术上平等对话的前提;另一方面他熟悉哲

学文献,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哲学研究成

果,这又是其获得学术界认同的重要基础。
因此,国内哲学界的学者们在有关重要研究

项目的初期文献调研工作中,都会想到北京图书

馆的焦树安先生。 焦树安先生高度重视文献研究

工作,称文献研究是“科学研究中的粗活”,做好

参考工作必须从文献研究这个基础工作开始。 从

他的著述成果中随处可以看到他所说的“粗活”
的影 子, 如 《 鲁 迅 著 作 中 一 些 问 题 的 注 释 》
(1978) [12] 、 《 共产党宣言 最 早 的 中 译 本》
(1981 ) [13] 、 《 二 进 位 制 数 学 创 始 者 辨 正 》

(1984) [14] 和《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它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1995) [15] 等,无不是以文献为基础

而形成的科研成果。 这些成果又都贯穿着其对哲

学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文献为基专业为魂,参考

工作与科研工作实现融合与贯通,这是焦树安先

生参考工作与哲学文献研究的第二个特点。 事实

上,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如何将自己所学专业与图

书馆业务工作实现较好的结合,在目前的图书馆

业务实践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焦树安

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4　 焦树安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

4. 1　 从参考工作的历史看

认识理解焦树安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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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业务和学术成果,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

环境,特别是离不开当时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发

展的历史背景。
焦树安先生 1966 年开始从事社科参考工作,

1997 年退休。 在此期间,我国社会发展跌宕起伏,
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动荡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

发展。 北京图书馆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将 1966 至 2003 年分为“文
革十年

 

艰难前进(1966—1976)”、“拨乱反正
 

恢复

发展(1977—1987. 10)” 和“新馆落成
 

快速发展

(1987. 10—2003. 12)”三个发展阶段[16] ,焦树安先

生在参考研究部工作的时期正是处于这三个历史

发展阶段之中。 对应这三个发展阶段,北京图书馆

参考工作的发展也经历了参考部被取消(1967)、
参考咨询馆员下放“五七”干校(1969—1970)、重
新恢复参考部(1973)的起伏变迁。 从参考部重新

恢复到 70 年代末,参考工作在恢复中逐渐发展,参
考咨询数量由 1973 年的全年解答咨询 788 件①,
上升到 1979 年的 1835 件②。 从 1980 年到 1990 年

代末,伴随着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和开馆服务,参
考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1988 年参考研究部

已经形成以业务科组为架构、以参考咨询和文献

研究为支撑的较为完备的参考工作体系,各项管

理规章制度或新制订或不断得到完善[17] 。 在这样

一个历史发展背景下,焦树安先生在参考工作和

哲学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达到一个高峰期也就有

其必然性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图书馆参考工

作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焦树安先生的业务和学术特

色,而焦树安在参考工作和文献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成果又从学人个体角度折射出国家图书馆特定

历史阶段参考工作的发展图景。

4. 2　 从参考工作学人团体来看

从学人团体角度考察焦树安先生工作时期的

业务环境,总体上看焦树安先生供职参考研究部

时期前后经历了四代参考工作学人,换言之,其职

业生涯的参考工作人才队伍大致由四代人组成。

第一代为 1949 年以前入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

的图书馆员,如杨殿珣、张秀民、戚志芬等先生,他

们的共同特点是经历了 1949 年前后国家图书馆

的两个历史发展时期,在从事参考工作之前都有

着在图书采编部门工作的经历,积累了扎实的图

书馆基础业务工作经验,为日后从事参考咨询服

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杨殿珣先生 1931

年底入职国立北平图书馆,从事索引编纂工作,得

到王重民先生的引导和指教[18] ;同年,张秀民先

生入馆在采访部从事中文图书采访工作[19] ;戚志

芬先生 1943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先被聘为北平图

书馆助理编纂,后参加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工作,

1946 年随国立北平图书馆回迁从事中文图书分

类编目和索引编制工作[20] 。 第二代主要为 20 世

纪 50 至 60 年代新中国培养、教育的一批知识分

子。 他们的共同点是受苏联教育思想影响,历经

多次政治运动,业务发轫期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

放之后的 1980 年代,焦树安先生便属于这一代

人。 第三代则基本上为“文革”期间的“工农兵”

一代,入馆之前他们或为“上山下乡” 的知识青

年,或为工厂工人,或为部队军人。 他们的共同特

点是缺失系统的学校教育经历,完全靠改革开放

后参加业余在职教育完成相关专业知识的补充和

学习。 第四代则是 1977 年高考恢复后考入大学

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毕业于 80 年代的青年

学子。

四代人之中,第一代与第二代前后相继且有

一起共事的经历,第二代与第三、第四代共事时间

则有更大的跨度。 焦树安先生作为第二代参考工

作学人,既受到第一代参考工作学人的影响,又肩

负传承参考工作传统的重任。 四代人之间有代际

叠加亦有传承合作,形成了业务实力雄厚的北京

图书馆参考工作学人团体。 北京图书馆时期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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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GZ00028. 1973 年参考部工作报表 / /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编制. 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
1997) . 2008.

北京图书馆编. 1980 年北京图书馆工作资料汇编. 1981:46(内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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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作在全国图书馆参考工作领域的绝对影响

力,与这四代参考工作学人团体合力作用的发挥

是密不可分的。 在这样的团体中,焦树安先生凭

借学科专业背景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同时在这样

的团体中,他又得到参考工作业务传统的给养和

支撑,从而能够在本专业学科和图书馆学实践领

域都取得成绩。

4. 3　 从参考工作的机构职责和管理机制

来看
　 　 图书馆任何一个工作机构的职责都包括对该

机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的规定。 在国家图书馆历

史上,有关专职参考工作机构的职责通常是在不

同时期的组织机构设置中予以规定。 如 1929 年

《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 [21] 将参考组的工作

职责明确为“关于答覆咨询事项”,1950 年《国立

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 (草案) [22] 规定“参考研究

部办理参考研究编纂咨询等事项”,1985 年《北京

图书馆各部、处工作职责范围及部(处)主任(处

长)工作职责(试行)》 [23] 更为具体地将参考研究

部的职责表述为:结合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调查研究国内外各学科有科学参考价值的图书

资料和外国研究中国的图书资料,向读者报导和

介绍”“编制书目、索引和联合目录” “为读者提供

综合性和专题的参考咨询服务” “调查研究国内

外图书馆参考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促进参考工作

的科学化、体系化。”
从这些专职参考工作机构的职责来看,参考

工作本身就带有研究属性。 因此,焦树安先生无

论在参考工作领域还是哲学文献领域所做的研

究,当属从事参考工作必然的职业要求。 另一方

面,1980 年代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的业务管理

机制对于焦树安先生参考工作业务和哲学文献研

究特色的形成,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焦树安先生的业务和学术研究成果高峰是在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也正是北京

图书馆从“恢复发展”到“快速发展”时期。 1980

年 7 月,北京图书馆召开馆长办公会议,听取参考

研究部工作汇报,形成《关于加强参考研究部工

作的几点意见》 [24] 。 伴随着北京图书馆各项改革

工作的逐步展开,参考研究部于 1984 年开始全面

改革。 这项改革主要表现在:明确新形势下参考

研究部的职责,调整机构设置,划分业务层级,确
立业务职能,成立参考研究部业务委员会,制订

《参考研究部干部考核与奖惩(试行)办法》和《参

考研究部关于文献研究和书目工作规范的若干规

定》(1985 年试行草案) [25] 等。 继而,新修订的

《北京图书馆业务工作规范》(1985 年 1 月) [26] 亦

将文献研究正式纳入馆级业务工作规范中。 自

此,参考研究部形成了以业务科组为架构、以参考

咨询和文献研究为支撑的机构建制,这种架构在

当时被形象地称为“前店(咨询室)后厂(文献研

究室)”式机构模式。
与此同期,参考研究部还创办了我国图书馆

界首个以参考工作为核心内容的学术期刊《北京

图书馆参考工作》 ( 1983),为参考咨询工作与研

究成果的发表和交流提供平台。 开展文献研究、
编制专题书目、撰写参考工作相关学术著述、参加

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活动、承担业务教学工作等,
与每位参考咨询馆员年终考核密切相关,属于业

务干部考核的当然内容。 这样一种管理机制,为
本已与学界和业界保持密切联系的焦树安先生提

供了更加良好的条件。 其间,他不仅兼职多个专

业学术团体,同时还兼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法国

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在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中央民族学院①、陕西师范大学、辽宁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讲授比较哲学和现代外

国哲学[1](内封) 。 当然焦树安先生的学术兼职和馆

外授课的情况,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外国哲

学专业人才匮乏的实际情况相关,也与当时北京

图书馆在参考工作的管理机制和政策方面所提供

的积极宽松的学术环境密不可分。 而他在哲学界

的影响也给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带来了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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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促进了北京图书馆与学术界的交往。

5　 结语

本文重点对焦树安先生在参考工作和哲学文

献研究领域的内容、特点,以及其与北京图书馆参

考工作的关系做了初步研究和阐述。 但是焦树安

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不

止于此。 特别是他于 1991 年担任参考研究部主

任之后,作为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专职机构的管

理者,主抓多个创新性的项目,如辅助时任馆长任

继愈先生与全国人大共商在北京图书馆设立“政

策法规文献研究室” ( 1991)①、推进落实与美国

OCLC 合作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数据库建设项目

(1979—1993)、支持只读光盘服务系统的引进与

开发(1993)、组织完成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合作

的“中国图书馆信息数据库”(1995)等,为北京图

书馆服务国家立法工作、拓展参考工作的国际合

作以及实现参考咨询服务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等,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焦树安先生是北京图书馆时期参考工作的代

表人物之一。 目前所见有关这一时期参考工作历

史的研究成果颇为稀少,不用说对焦树安先生同

时期参考工作学人的研究,即使对杨殿珣、戚志芬

等老一代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专家的研究也不多

见。 因此,以参考工作学人个体为研究切入点,展
开对北京图书馆时期参考工作历史的研究,不仅

仅是我们后人对国家图书馆历史肩负的传承责

任,更重要的是,历史会让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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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英国公共图书馆统计报告发布

　 　 2022 年 2 月 10 日,英国特许公共财政与会计师协会( CIPFA)发布 2020—2021 年度英国公共图书

馆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在 2020—2021 年度:
•英国共有 3842 家公共图书馆,较上一年度增加 175 家。
•年接待到馆读者 5965. 5 万人次,较上一年度减少 72%;年网站访问量 1. 55 亿人次,较上一年度

增长 18%。
 

•馆藏文献总量 7140 万册件,较上一年度减少 2%;年文献流通 7293. 9 万册次,较上一年度减少

56%。
 

•年经费支出 7. 8 亿英镑,其中文献购置经费 6286. 8 万英镑;年经费收入 5. 66 亿英镑。
•全职工作人员 14,840 人,较上一年度减少 1%;志愿者 25,709 人,较上一年度减少 49%。

资料来源
 

CIPFA
 

comment:UK
 

library
 

income
 

drops
 

by
 

almost
 

￡ 20m[EB / OL] . [2022-03-15] .
 

https: / / www. cipfa.
org / about-cipfa / press-office / latest-press-releases / cipfa-comment-uk-library-income-drops-by-almost-20m.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