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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年會演講稿

這篇論文是有關價值，更明確地說，是為我

們圖書館的工作背書的那些價值。你們當中有些人

或許知道，美國圖書館學會在過去幾年當中，為了

試圖明確地陳述有關這個專業的核心價值，經歷了

一段艱辛的歲月。為了這件事，美國圖書館學會兩

個任務小組花費了幾乎十年的時間，最後，美國圖

書館學會委員會接受了第二個任務小組的產出，主

要是基於那份產出是從美國圖書館學會各種既有的

文件中取材，是一份列出十個項目但沒有解釋文字

的清單。

我深信，要明確地陳述價值的困難，不僅是

委員會普遍常遭遇的問題，如何簡潔而深具意義與

主張的用字遣詞本身就相當棘手了。這些狀況雖然

夠糟了，但仍是可以瞭解的。例如，讓我們想想，

寫作的最終形式是一首充滿意義而且完全呼應用字

遣詞的詩，然後我們才去反思，事實上詩很少是合

作完成的，而根本沒有一首是由委員會寫出來的。

最主要的困難在於價值這個概念是難以駕馭，而且

容易與其他有益及有德行的事情混淆。只要一個例

子就可以說明這個觀點。美國圖書館學會的第二個

任務小組在其核心價值的清單中放入了「差異

性」。人們會想這是不容反駁的，除非你去反思這

個字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在現代圖書館的世界中，

「差異性」的意義代表在工作人力中，每個種族的

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有同等的佔比，在我們的館藏

中，所有的文化與意見都有同等的份量。換句話

說，「差異性」是我們理想的表徵，我們想要這種

價值，因為我們持有取用平等、機會平等、思想自

由等等的信念。區別價值與想要的結果這二者，是

超越語意上的，是要進入了討論的核心。

你們只要想想，像「家庭價值」這類語詞，

就會明白「價值」這個字的問題有多大了。我們被

要求以信心和社會傳統而不是基於理性的分析來接

受這類信念。事實擺在眼前，價值就是信念，雖然

一個團體的成員所共享的信念，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基於信心（或說是缺乏可辨認的證據），可以是也

可以不是已經抱持一段時間。我們必須回答的下一

個問題是：有沒有這樣一組像這類的信念（或說是

一個價值體系）為所有圖書館員所共享？如果只限

於今日的圖書館員來討論已經是難以回答的問題

了，更別說是如果我們想要追溯到過去不同世代的

圖書館員，試圖辨識一個連結我們與希臘詩人

C a l l i m a c h u s，偉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中世紀英

格蘭的僧侶及他們的連鎖圖書館，偉大的東方文明

的圖書館員，十九世紀偉大的公共圖書館員改革

家，二十世紀漫長而多元的圖書館歷史，以及今日

多變的圖書館，這一系列的黃金命脈。

或許我們應該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這麼

麻煩？價值的討論一直在爭論中繞圈圈，為何不留

給每一個館員自己來梳理釐清自己的信念及天命？

我想，為什麼一個團體應該努力創造出其價值的聲

明，特別是圖書館學現在應嘗試去這樣做，有幾個

理由。首先，我們看到在我們專業的某些領域有信

心危機——恐懼圖書館或許將不存在，或將被數位

科技改變到無法辨識其面貌。這種信心的缺乏引導

出根本沒有所謂的圖書館學的想法——沒有連結今

日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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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各種館員及過去那些館員的黃金命脈。如果

那是真的，那麼很顯然的就不會有一套圖書館的

「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可以明確陳述並

且定義出我們的價值，我們就能聲明，做為一種專

業，我們相信什麼，以及什麼是所有圖書館工作的

必要基礎。第二個要陳述一套價值體系的理由是要

提供給每一個館員及每一個圖書館判斷比較的標

準，讓他們自己及我們可用以判斷其服務與計畫的

標準。第三個理由是價值提供討論的基礎，以及如

果我們要與其他在我們圖書館工作的伙伴有成果的

一起工作，價值提供這種情況中所需的一些基本前

提。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理由是，明白揭示的價值

在個人與團體的心理上有其重要性。如果個人和團

體共享一個價值體系而且將之付諸行動，即便失敗

也是可以承受的，因為那樣的個人或團體知道那將

他們維繫在一起的是一種榮譽，而且努力本身就值

得一切。我們工作與生活在一個許多圖書館員對他

們的工作及圖書館的未來感到不安的時代。對強而

有力的價值聲明發生信念，對處理存在的焦慮可說

是一件重要的事。

當我在寫我們的永恆價值（ Our Enduring

Values, ALA 2000）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從之前對

圖書館學的論述中擷取出八項價值。我現在想要針

對這些價值及其如何應用於今日的圖書館工作上，

說幾句話。

一、管　理

人類只有三種學習方式。他們透過經驗學

習，而且向來都這樣學習，直到如今。他們也透過

和比他們知道更多的人的互動來學習，而且打從第

一個智慧的女性透過口語傳統傳遞給早期人類的後

代子孫以來，一直都這樣學習。最後，他們透過與

人類紀錄——由文字、圖像、聲音、以及記錄那些

時代知識的象徵符號所組成的龐大集合——的互動

來學習。自從寫作與繪畫被發明，開啟了奇蹟時代

後，人們一直以來都這樣學習。圖書館員及檔案管

理員以代表未來世代的身分，在保存與傳遞上扮演

一個獨特的角色。我並不是隨意使用「獨特」這個

字眼。我們的許多價值與使命與其他團體黨派所共

有，但只有我們這個職業，獻身於保存記錄性的知

識與資訊。如果，人類紀錄有一大部分只能以數位

形式取得，我們就要面對人類紀錄將不斷萎縮的保

存危機。圖書館員及檔案管理員合作產生未來管理

工作的大計畫是絕對必要的。該計畫要包含以各種

務實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來保證未來世代知道我

們所知道的。我們也應該是我們專業的管理者，再

造圖書館教育體系，以保證此後圖書館價值與實務

的傳承。在美國，實務工作者與學術研究者之間

（以及「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之間）有一道鴻

溝。圖書館的需求與要求常被忽視。圖書館教育常

交付在幾乎不瞭解或不關心圖書館的人士手上。

二、服　務

圖書館學是由服務來定義的專業。在我們的

工作中，我們服務個人與人類群體。圖書館學的每

一個面向，做為圖書館員我們所採取的每一個行動

可以而且應該是以服務來衡量。我們的服務可以是

成功地整合圖書館利用指導與大學課程，或小到將

幫助的信念付之行動，協助一個目錄的使用者。但

是服務可以也應該普及於我們的專業生涯，因此它

成為衡量我們所有的計畫與方案的標準，也是我們

評估所有方案的成功或失敗的方法。

三、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可以單純地定義如下。每個人都被

賦予能夠思考與相信他所願意思考與相信的任何事

物。如果獲取具有傳遞他人的思想與信仰的文字與

圖像受到限制，思考與相信的自由就會被限制。

允許他人可以取用你認可的作品或影像很容

易，困難的是允許他人可以取用你所不認可的作品

或影像。圖書的查禁者、電影的焚燒者、唱片的粉

碎者總是跟著我們。每個社會都存在這種不相信你

應該被允許閱讀與觀賞他們所不認可的事物的人

們。拒絕的典型理由是說那是妨害治安、冒瀆不敬

及猥褻淫蕩，雖然後者一直是過去數十年來查禁的

焦點（對不潔的人來說，所有的事物都是不潔的。

奧斯卡偉爾德），妨害治安是目前環繞在美國愛國

者法案的討論之一個問題點——特別是那些允許政

府取用圖書館使用的紀錄之討論——還有一些宗教

右派者認為，不是正統教派（即對神不敬）的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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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被查禁。圖書館員相信思想自由，因為對我們來

說那是順乎自然而且是必要的，正如空氣之於呼吸

一樣。對我們而言，查檢制度是一項咒詛，因為它

妨礙我們生命中的角色——免費提供人類記錄性的

知識及資訊給所有人使用，無論那人是否具有信

仰，無論他是什麼種族、性別、年齡，或是屬於任

何將我們彼此區分開來的其他類別。我深信，只要

說到思想自由，我們應該是絕對主義者，我們應該

執行我們的任務，不去理會我們自己的意見或要限

制對知識取用自由的那些人的意見。我應該承認，

做為學術圖書館員，我相對而言比其他領域中的同

儕幸運。我在一個極端獻身擁護學術自由這個理念

的組織機構中工作，我們傾向為那些與我們具有同

樣倫理道義的人服務，我們通常在專業上並不孤

立。將這情境和那些在鄉村小型公共圖書館中孤獨

奮戰的美國圖書館員相比，和那些孤零零地與學校

董事會奮戰的學校圖書館員相比，我是幸運得多。

如果你看看美國圖書館學會每年所出版被挑戰及查

禁的書單，你將會發現，剛剛提到的就是在最前線

的那些人。這些理由讓我們格外支持代表我們立場

維護思想自由的圖書館協會同仁，支持他們為維護

這份最重要的專業價值所做的偉大工作。

四、取用平等

圖書館中的思想自由無可救藥地與取用平等

相連結。許多「數位落差」的說法——就是貧困者

與其他處於劣勢者在科技的取用上比其他人更差。

我相信，數位落差只是美國社會落差的一部分，而

且不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社會落差的重要特徵之

一是「圖書館落差」。我們經常視以下所說為理所

當然，如果你住在美國，而且貧困，有身心障礙，

是少數民族的成員之一，很年輕或很老，或也住在

鄉下地方，你將不能使用到全面性的圖書館服務。

正如你在取用文明社會的其他商品一樣，會有相類

似的限制；我們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要無所畏懼

或偏袒地打擊各種查檢，無所畏懼或偏袒，使每一

個人都能取用所有的圖書館服務是重要的，然而，

同等重要的是要確保這樣的取用權在實務上有可行

性，而不循私袒護有錢或有權勢的人。這樣未加束

縛的取用權因某些科技的因素及私有化的思潮而正

遭受質疑。今日，取用圖書館資料及服務要收費的

想法，比過去更普遍，而且傾向將社會中注定是資

訊貧乏的某些區塊給抹滅、一筆勾消。

我並不是在說，使用大量科技來強化圖書館

服務的圖書館不可避免的會背叛取用平等的價值。

我是指，存在於社會中及我們科技運用上有某些內

在矛盾衝突，應使我們在維護圖書館對所有人而言

都可免費取用的這一觀點上更加敏銳，無論那人是

處於社會的什麼立足點或在什麼經濟狀況下都一

樣。未來的理想圖書館將是所有資料與服務的取用

（包括電子資料與服務）都是免費可得，不會有因

為沒有錢或不會科技而產生的各種障礙。這項價

值，對那些服務人口中包含一大部分處於經濟劣勢

者的學術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就特

別重要了。

五、隱　私

許多現代社會中公眾生活的主要苦惱是對隱

私權的大量銷售及成功的出擊。私人往返的信件被

閱讀，隨身物品被攤開，電子郵件被重新建構，書

店紀錄是審問者快樂的獵場，最隱私的生活層面被

赤裸裸的攤開，你個人思想的權利，你的人際關

係，以及你的信念，被一些狂熱者和頑固乖僻者蹂

躪踐踏。這是 1 9 8 4年代的世界，一個控制心智的

世界，一個精神的極權主義的世界。圖書館讀者紀

錄的保密性不是保衛隱私權最轟動社會的武器，但

這就實務上及道德上而言是重要的。圖書館與其讀

者的關係一大部分是基於信任。在自由的社會中，

圖書館使用者應該可以安全地相信我們不會去揭露

他們讀了些什麼人寫的什麼書。就道德上而言，我

們必須以人人都有取用的自由、閱讀文字與觀賞圖

像的自由、以及思考與發表的自由為前提開始。換

言之，當圖書館利用被監控，個人使用紀錄未經許

可就暴露，自由是蕩然無存的。

六、素養與學習

因為我們促使人類紀錄可以方便取用，這項

貢獻的重要性使圖書館成為學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圖書館的歷史與文化，學者或學生與文本

之間的互動，其重要性超越了用來傳遞文本的載

3

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價值

︻
特
　
　
載
︼

國家圖書館館訊 95 年第3期（民國 95年 8 月）



體。一個擁有一臺電腦的電腦文盲不比一個不識字

的人擁有一本書好到哪裡去。

素養在現今有許多的誤解——那不是單純會閱

讀或不會閱讀的問題。真正的素養是一種歷程，一

旦會閱讀了，隨著生命的進程，個體就愈來愈有素

養，愈來愈能與複雜的文本互動對話，因此而獲得

知識與理解。這是所有圖書館都獻身於其中，整個

王國——學習——的關鍵要素。我們與其將世界視

為文盲，半文盲及具素養者三類，不如將素養視為

包含各種可能性的開放區間，在其中圖書館員、教

育人員及學生一起協同學習，運用持續閱讀文本作

為心智生命中的中心部分而變得更有知識。就這個

層面而言，區別不同類型的圖書館員就不重要了——

個兒童圖書館員或學校圖書館員對培育素養及學習

的早期階段與公共圖書館員或學術圖書館員對培育

素養的後期階段一樣重要。我們都參與相同的歷程

——提供素材、指導及協助，使個人與社會在心智

上得以成長，得以繁榮。

七、理性主義

處在被教條主義、迷信、非理性的巨大浪潮

迎擊的今日世界而感到壓力重重時，我相信我並不

孤單。從宗教的頑固者到信心重生者到各種類型的

好戰者，這世界似乎充滿自認為知道什麼是唯一真

理道路的人們。他們無法容忍那些與他們的信仰或

成見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我想歸根究柢，我們的專

業是啟蒙的孩子，是理性的孩子。歸根究柢，圖書

館代表人類因知識與資訊的獲取而改善，應該沒有

任何柵欄橫放其間，阻礙他們的道路。我們代表人

類的個體可以隨其所願，以任何途徑探究他所想要

探究的。我們也代表理性主義，以其作為我們圖書

館中所有政策及程序的基石。圖書館學是一超級理

性的專業，應該抵禦來自內在與外在各種非理性的

力量。

八、民　主

民主，如果不是全然有名無實，至少名義上

是現在全球政治的主流觀點。那是一個相當仰賴知

識與教育的觀點。令人悲傷的諷刺是，當許多民主

政體已經達到理論上的理想——無論性別與種族，

所有成年者均被賦予公民選舉權的同時——民主卻

搖搖欲墜，因為所知不多、容易被操控、且冷淡無

動於衷的選民人數正逐漸增加中。在不同的時代

裡，改革者，女人及少數民族曾為之奮戰的民主權

利，正被一種咬住不放的文化，對政治無知，以及

對政府抱持不合理的厭惡態度之文化所敗壞。圖書

館是這種現代病徵的解決方案之一。圖書館作為教

育過程整體的一部分及人類紀錄的典藏所，代表朝

向更好的民主之路的手段。面對政客或銷售人員的

詐欺最好的解毒劑就是一本邏輯清楚的好書，好文

章或好文本。我們其他的價值與觀點就是民主的價

值與觀點——思想自由，公共利益，對所有人服

務，傳遞人類紀錄給未來世代，免費的知識與資訊

取用，無種族性別歧視等等。我們幾乎無法想像會

有「不支持民主政體的圖書館員」這種觀念。圖書

館是在民主的土壤中成長茁壯，我們的命運是無可

解脫地與民主的命運交織在一起。

我們不只需要民主的環境來成就，我們也需

在圖書館中為民主獻身。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中都有

許多流行的管理理論。對我來說，無論這些理論如

何改變，都具有數十年來在許多圖書館中普遍存在

的價值與理念。本質上，他們都在倡導過去一直都

存在的合作，容忍，參與，互敬互重，創新與差異

化的激勵等等。這些最後總是要達到我之前的一位

同儕所謂的「應用女性主義」（applied feminism），

這樣的現象就是在經營完善的圖書館中體現的民主

本質。

普遍利益

美國圖書館學會核心價值的第二個任務小組

將「公共利益」這個詞包含在他們所列的價值清單

中。我並沒有將這個概念或相似詞列在我的價值清

單中，但我相信，這個是在我們所討論的這些事物

中的核心。許多國家的社會保守主義者喜歡談論有

關「文化戰爭」——一個詞將那些對世界抱持溫和

干涉主義、黷武主義、鎮壓主義、與反動主義的

人，與那些不抱持這樣觀點的人分開。如果你敬拜

國旗，反女性主義，否認公共服務的價值（不是殺

害人們的那種），而且相信書籍與藝術作品應該查

檢，那你是在一個軍營裡。如果你是女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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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公民權利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且深信思想

自由的價值，你就是在另一個軍營裡。更糟的是，

如果你是對於這種或那種戰爭感到厭煩，只是比喻

性地使用戰爭的意象，你就不屬於任一方，你在戰

場範圍之外。在我內心世界，有比這些文化及社會

熱門觀點更大的衝突。思想與社會政策的巨大鴻溝

存在於相信不受束縛的個人主義者與相信更高利益

者之間。對我而言，恐懼納稅、自私、恨惡政府的

傾向似乎是許多社會中的主力。這類人們不相信更

高的利益——一種將對社會組織機構的投資視為是

正向的原動力；因為當一個社會的公民是健康的，

有知識的，有素養的，社會就在改善。或許，當真

正講到最後，這信念才是我們所有價值的基礎，這

信念是無私的、樂觀的、理想主義的、也是進步主

義的；這信念是將個人的權利與更高的社會利益相

融合，也提供了「為什麼圖書館是重要的？」這一

問題的解答。答案是「因為圖書館與圖書館員對社

會做出我們最看重的貢獻——就是，為更高的利益

獻身」。

謝謝你們。

＊ 本文轉載自《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1 4卷

1／2期（1 40／1 4 1）9 5年6月1日出刊，頁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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