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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实践及其

历史影响半
王艺儒 肖文超

摘 要 一战后，为了援助法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美国民间慈善组织联合美国图书馆协会共同创办了

巴黎图书馆学校。作为一所专门的图书馆培训学校。巴黎图书馆学校从创建伊始就在组织运营、师资

配备、招生管理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并一度成为馆员教育的国际培训中心。

巴黎图书馆学校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开展国际化办学的第一次域外尝试，尽管办学时间较短。但其在世

界图书馆史上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打破了孤立主义思潮对美国图书馆界的束

缚，不但为世界多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也向欧洲乃至世界成功实践和推广了美国现代图书馆

学的技术和理念：另一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通过积极践行文化国际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国际图书馆

事业的未来发展轨迹，同时也推动了法国图书馆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世界图书馆界树立了女性领
导力的典范。表1。参考文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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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图书馆学校是指专门从事图书馆

职业教育培训的机构，大多数都设立在高等教育

中地位较低的学院或者大学里，也被称为“第三

级教育”[1】。但是在20世纪美国图书馆史上却

有一所极其特殊的域外图书馆学校——巴黎图

书馆学校，打破了人们对图书馆学校的刻板认知。

+本文系2021年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艺术类)资助课题“欧美图书馆史”

(项目编号：202卜QNBJ一001)、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资助重点课题“欧美文化服务史专题”(项目

编号：202卜CX一021)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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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与

社会背景。开创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化办学的

新范式，对一战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历史影响。鉴往知来，巴黎图书馆学校的

一些国际化办学理念与成功实践仍然值得学习

和借鉴。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几篇论文有所涉及，

例如《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美国女图书人》一

文【21简单提到了美国女性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

贡献．威特”]从全球化的角度对巴黎图书馆学校

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对巴黎图书馆

学校创办背景的梳理尚显肤浅．没有结合一战后

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国际形势进行考察。同时对巴

黎图书馆学校办学实践以及历史影响缺少系统

梳理和深度阐释。本文根据搜集到的相关文献

资料对巴黎图书馆学校创建的过程以及国际化

办学特色进行专题梳理．并深度阐释其对世界图

书馆事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以加深学

界对美国图书馆史以及图书馆职业国际化起源

的理解和认识。

1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建及其主要宗旨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建立有着复杂的政治与

社会背景．它的创办契合了一战后美国图书馆协

会、法国图书馆界以及美国慈善基金会等多方利

益和组织团体的共同诉求。

1．1 战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转型契合了

法国图书馆界对馆员培训的诉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图书馆协会组织

实施了战时服务项目，通过向驻扎在美国和欧洲

各地的部队分发书籍来支持士兵阅读．这被认为

是非常成功的图书项目。亚瑟·杨(Arthur

P．Young)曾予以高度评价，“一战将美国图书馆

协会从一个小型的专业机构短暂地变成了一个

为数百万士兵提供图书馆服务的社会福利组

织”H】。一战结束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继续在欧

洲国家开展社会福利工作．其使命逐渐从直接支

持士兵阅读转向促进欧洲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其中，支持欧洲各国创办图书馆和图书馆学

校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走向国际化事业发展的重

大举措。

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图书馆学校的目标同

样契合了法国图书馆界对馆员培训和创新阅读

服务理念的渴求。早在1912年，法国图书馆员协

会就感到有必要建立一所图书馆学校[5]。法国

图书馆界普遍认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开放

模式是对法国大众图书馆传统的一种突破，响应

了所有读者的需求．而不是赋予一部分公众特权

的同时损害另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哺]。从馆员培

训来看，尽管当时法国在培养图书馆员方面有着

悠久的传统，但主要集中在档案工作、古文物学和

目录学方面【71，缺乏像美国现代公共图书馆那样

的管理技术与阅读服务理念。1924年3月28日

出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认为欧洲在文

化上领先美国．但美国在制度与理念上领先欧洲

国家[8]。这种认识以及在实践上的差异，使得法

国图书馆界非常明确引入美国图书馆教育新方

案的必要性。美国图书馆协会助理秘书萨拉·博

格尔(Sarah Bogle)指出，法国正逐渐意识到现代

图书馆服务的必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在各方面都

需要一些力量提供必要指导。美国和欧洲之间应

该有一些强有力的合作计划．以促进图书馆的发

展[9]。法国的需求与合作不仅对巴黎图书馆学

校的早期成功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在其随后的发

展中有着重要影响。

1．2战后美国慈善组织对图书馆重建项

目的支持

1918年，美国金融家摩根(J．P．Morgan)的女

儿安妮·摩根(Anne Morgan)为应对战争给法国

人民带来的严重损失，创办了公益慈善组织——

美国援建灾后法国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

tee for a Devastated France，ACDF)，以支援法国的

战后重建工作。这直接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建立

提供了契机。在ACDF的援助下，法国境内很快

涌现出一批支持妇女、儿童和战争难民阅读需求

的公共文化机构[6]。在ACDF确定的众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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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缺乏图书阅读材料是亟须克服的重要难题。

ACDF的一份工作报告曾明确指出，“战争几乎没

有留下任何可供阅读的书籍。成人和儿童的知

识生活都处于饥饿状态。图书馆应该被组织起

来。”[10】为了满足和回应法国人民迫切的阅读需

求，1919—1923年间，ACDF在法国创办了巴黎美

国图书馆等5家图书馆[1“。此举得到了法国图

书馆协会领导层的高度认可．他们也开始模仿

ACDF在法国各地建立类似的图书馆。1922年，

ACDF援建工作即将结束。图书馆项目负责人杰

西·卡尔森(Jesse Carson)担心ACDF离开后其

援建的法国图书馆将停止运作，认为除非这些图

书馆的工作人员接受过美国图书馆管理方法的

训练，否则这些图书馆可能无法正常运转。在法

国图书馆协会领导的支持下．卡尔森甚至说服卡

内基基金会为6名法国妇女提供奖学金，让她们

远赴美国到相关图书馆学校学习[7]。

除此之外，杰西·卡尔森还计划开展一项为

期6周的图书馆培训课程．以便ACDF援建任务

结束后法国人可以顺利接手图书馆业务。1923

年初，卡尔森获取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支持并获

批了部分战争资金(w“funds)，以推进这个新的

培训项目。这个培训项目就是巴黎图书馆学校

的雏形。该项目最初是一个夏季培训班，旨在为

少量的法国女性提供管理法国美式公共图书馆

的技能培训。最终，培训班收到了97份申请，录

取了50人，29人顺利结业。这些学生不仅来自

法国，还来自比利时、瑞士、英国和苏联。培训班

的成功举办引起了法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图书

馆协会领导层的高度重视．美国图书馆协会希望

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学校。为培训班

讲授课程的萨拉·博格尔对法国馆员支持美国

的培训课程感到非常高兴，她敦促美国图书馆协

会建立一个学校项目，提供1学年的教学[2]。

1923年7月。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馆员弗洛伦

斯·威尔逊(F10rence wilson)在与安妮·摩根的

通信中也说明了该项目的重要性，并强调这是欧

洲国家引进美国图书馆技术的重要机会。此举将

大大提高欧洲大陆图书馆技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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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正式创办及其
·白匕
刁i曰

在卡尔森、美国慈善家以及法国图书馆界的

共同努力下，1923年10月31日，美国图书馆协会

最终克服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决议拨付一

笔5万美元的战争资金供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使

用[5]。事实上，这笔资金由AcDF捐助，主要用于

支持在巴黎建立一所图书馆学校．时间从1924年

春开始．为期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要求萨拉·

博格尔对计划筹建的巴黎图书馆学校给予指导。

可以说。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成功建立得益于美国

图书馆协会、美国慈善家组织和法国图书馆界的

跨界推动和合作。

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要求．图书馆学校选

址在巴黎美国图书馆内部．由美国图书馆协会负

责管理和资助。巴黎图书馆学校具有明确的办学

宗旨：(1)鼓励和指导欧洲学生在图书馆学、目录

学和相关学科上进行深入学习，特别是法国附近

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比在美国学习更有地理

优势；(2)为欧洲学生提供现代图书馆学特别是

美国图书馆方法方面的培训；(3)将巴黎图书馆

学校定位为图书馆学教育信息中心．推进国际交

流与互动[旧】。

1924年．巴黎图书馆学校正式创办后，开始

整合各方的资源，启动馆员培训工作，并积极为美

国和法国图书馆员之间的跨界合作与交流提供

机会。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巴黎图书馆学校的

日常运转，除了ACDF提供前2年资金之外，洛克

菲勒基金会决定提供第3年的37，500美元资助，

条件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再从其他渠道获得2年的

资金支持，从而完成5年的示范期。同时，洛克菲

勒基金会提出，5年示范期结束后。如果评估效果

良好并且能够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将支持其成

为常设学校：如果评估效果不符合预期，则希望巴

黎图书馆学校被拥有图书馆学院的其他美国大

学接管，使其能够成为欧洲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心。

这样巴黎图书馆学校作为欧洲图书馆教育中心

的永久地位将得到保证[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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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管理与国际化办学

实践

2．1 日常管理、资质认可与资金筹措

在图书馆学校日常管理方面。根据美国图书

馆协会决议，萨拉·博格尔负责跟踪指导和监督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整体发展。由于美国图书馆

协会不希望萨拉·博格尔全职留在法国。为此博

格尔特邀玛丽·帕森斯(Mary Parsons。1885—

1971)成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驻地主任。尽管如

此，由于萨拉·博格尔在美国图书馆教育方面的

领先地位，依旧保留了校长的头衔。每年被派往

法国授课l一2次。驻地主任玛丽·帕森斯也是

20世纪美国图书馆史上的权威人物．1913年毕业

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曾担任新泽西州莫里斯

敦公共图书馆馆长．此前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

了4年。1923年．她在巴黎美国图书馆任助理馆

员，1924年成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驻地主任。

1958年，帕森斯在接受史密斯学院(Smich C01．

1ege)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时提到：“对这份荣誉

深感感激⋯⋯因为它认可了图书馆员这一有趣

且经常需要冒险精神的职业。”事实上。帕森斯真

正的冒险始于法国．经营巴黎图书馆学校的5年

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2]。此

外，巴黎图书馆名誉馆长、法国图书馆协会前主

席欧内斯特·科耶克(Emest Coyecque)在1924一

1927年期间担任巴黎图书馆学校咨询部主任。

在资质认证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建立得

到了法国教育部的正式批准．并先后获得了法国

图书馆协会、法国图书馆现代委员会(The Comit6

Frangais de la Biblioth6que Modeme)以及巴黎美国

图书馆等6家图书馆相关专业机构的资质

认可‘1“。

在办学资金方面。整体来看巴黎图书馆学校

的办学经费并不充足【l引．这直接影响了该校长期

办学的延续性。学校初期建设资金主要来自AC．

DF、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

公益组织。并得到美国地方图书馆协会和私人捐

赠的支持[161。其中。ACDF、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

金会主要提供了前4年的办学资金．1928年6月

30日一1929年7月1日的办学资金则由美国图

书馆协会继续从战争资金中拨付了7000美元．卡

内基基金会捐赠3000美元。同时，接受社会友好

捐赠13，197．38美元，其中．半数为美国图书馆协

会成员捐赠，充分体现了协会成员对学校办学价

值的认可【l71。

2．2师资保障与聘用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提升图书馆学校教学和

培训质量的重要保障。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期

间，博格尔和帕森斯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

5年的办学实践中，巴黎图书馆学校邀请了大量

欧美图书馆界的权威人士加盟、参与学校教学以

保证教学质量。

一方面，帕森斯与博格尔密切合作从美国引

进高素质教师，包括一些杰出的女性教师。约瑟

芬·亚当斯·拉斯伯恩(Josephine Adams Rath．

bone)就是其中之一。她于193l一1932年任美国

图书馆协会主席，曾领导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校

10多年。拉斯伯恩在一份妇女职业指南中宣称．

每个图书馆员都有机会通过宣传图书馆的资源，

激发人们对书籍的兴趣．在图书馆内部创造一种

文化以及友好和乐于助人的气氛，使图书馆成为

社区教育和知识生活的中心[1引。

图书馆技术服务领域的杰出馆员玛格丽

特·曼妮(Margaret Mann，1873—1960)也曾受邀

在巴黎图书馆学校任教。曼妮曾负责匹兹堡卡内

基图书馆的编目工作。1918年．她在美国图书馆

协会战争服务处援建的营地图书馆工作。1919一

1924年，曼妮被哈里森·克拉文聘请到纽约联合

工程学会图书馆工作。1924年，萨拉·博格尔特

邀请曼妮来到巴黎图书馆学校工作¨93。作为学校

的全职教师教授编目课程．其渊博的知识和严谨

的风格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巴黎的两年

里，曼妮不仅蜚声国际图书馆界．而且与图书馆界

诸多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友谊。1926年，威廉·

华纳·毕晓普(William Wamer Bishop)称赞她是

世界公认的编目领域最好的权威专家之一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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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博格尔和帕森斯也特别注重法国

等欧洲本土师资的引进。欧洲图书馆界的知名

人士包括加布里埃尔·亨里奥特(Gabriel Henri—

ot)、多萝西·柯蒂斯(Domthy Cur【is)、弗洛伦

斯·威尔逊(Florence wilson)、尤金·莫雷尔

(Eugene Morel)、玛格丽特·法米恩(Marguerite

M．Famin)、费尔曼·罗兹(Fimin Roz)以及伊芙

琳·瓦特里(Evelyn wattley)等都被邀请参与教

表1 巴黎图书馆学校受邀美国教学人员名单‘13

圆家圄害馆学f1

学工作[1 3|。另有10多位著名的法国图书馆员

为图书馆学校提供专题讲座和课程指导，内容包

括目录学、参考工作等[3]。随着办学实践的不断

深入，法国本土教师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

1928年。为了保证5年示范期达到预期的办

学目标．巴黎图书馆学校还特邀了美国图书馆界

众多知名人士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成员参与学

校的日常教学活动，邀请名单如表1所示。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职位

1 安德鲁·基奥(Andrew Keogh) 耶鲁大学图书馆 馆长

弗雷德里克．P·凯佩尔(№derick P．
2 卡内基公司 总裁

Keppel)

3 赫伯特·普特南(Herben Putnam) 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长

约瑟芬·A·拉斯伯恩(Josepkne A．Ralh
4 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院 副院长

bone)

5 卡尔-B·罗登(Cad B．Roden)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

6 威廉·F·罗素(william F．Russell)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院长．美国图书馆协会教育顾问

馆长．底特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
7 亚当·斯特罗姆(Adam Strohm) 底特律市公共图书馆

主席

馆长．兼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
8 查尔斯·威廉姆森(challes c．Willi∞son)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学院院长

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图书
9 乔治·沃克斯(George A．Works) 院长

馆学院

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
10 毕晓普(w．w．Bish叩) 密歇根大学

主席

截止到1928年．巴黎图书馆学校教师的国籍

增加到12个心11。多国籍的师资队伍既可以保证

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各国图书馆界之

间的知识交流和文化理解．为图书馆员职业国际

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2．3招生管理与奖学金设置

由于每年申请入学的学员人数众多，巴黎图

书馆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和录取程序。

纵观巴黎图书馆学校5年的招生经历．其招生机

制具有三大特点∽]：第一，考试招生。学校招生

考试一年分2次进行．分别在当年的7月和10

106

月，约有一半的申请者被录取。第二，招生有明确

导向。图书馆学校在招生时，主要倾向于招收不

同程度的大学预科生和拥有图书馆工作经验的

学生。第三，国际化招生。在学校建立之初，咨询

部主任欧内斯特·科耶克认为这所学校主要是

为法国学生服务的．并利用自己在塞纳州的职务

便利资助在法国各地印刷和邮寄学校的宣传材

料。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开放式的国际化招生

模式开始实行。学校招生小组不仅录取法国本土

的学生，还预留了一定的名额给美国以及其他国

家的申请者。《美国图书馆协会公报》(曰uffet汛0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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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打配廊口凡“6mw Assoc泐io，1)显示，截至1927

年12月．巴黎图书馆学校培训了来自19个国家

的164名学生。1928年的招生人数又增加了20

名，国籍数达到23个【221。这些国家主要包括美

国、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荷兰、英

国、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挪

威、巴勒斯坦、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暹罗、瑞

典、瑞士、土耳其、南斯拉夫等，真正突破了招生层

面的国籍限制【2¨。

此外，为了吸引高素质的学生，鼓励学生们

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学校还设置了奖学金。但是．

由于办学经费紧张，学校初期设立的奖学金主要

依靠社会捐助。捐赠机构和个人主要包括美国

印第安纳图书馆协会和印第安纳图书馆受托人

协会【231、戴克(A．M．Dike)夫人、海外图书馆馆

员、圣路易斯图书馆学院校友会以及学校自己的

校友协会[2¨。以1924年为例。印第安纳图书馆

协会以及印第安纳图书馆受托人协会捐赠500美

元，海外图书馆馆员为暑期学校提供了50美元的

奖学金。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美国女校友们提供了

1000美元【5 J。

2．4课程设置与教学特色

建校伊始．美国图书馆界有一个明确的目

标，即希望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向欧洲输出美国图

书馆协会所认可的图书馆管理方法【3】．学校课程

设置基本以美国图书馆学校的相关课程为样本．

并设立了暑期、冬季以及夜间三种课程类型．以

满足学员的不同需求。巴黎图书馆学校课程主

要突出三大教学特色：第一，理论课程与实践教

学密切结合。双轨推进。第二，注重欧洲本土尤其

是法国图书馆知识的融入。学校课程是根据法

国教育委员会关于一年制图书馆学校的建议制

定的，授课主题和方法适应欧洲情况。萨拉·博

格尔和帕森斯都意识到尊重法国长期以来的做

法是很重要的。帕森斯甚至在法国档案培训学

校学习相关课程．以便更好地理解法国的图书馆

管理方法。第三，强调分类施教。根据学生的不

同背景进行分类指导是巴黎图书馆学校教学的

重要理念。图书馆学校对拥有法语业士文凭或同

等学位的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图书馆方法培训．

而对在职的图书馆员以及社会工作者、书记员、教

师等则教授一些现代图书馆技术与服务理念。

在理论课程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开设的核

心课程包括图书馆组织的重要原理和技术方法。

学校也反复强调理论课程教学的目的不是教授

学生美国图书馆所使用的细节知识。而是训练学

生系统掌握图书馆体系中共同的基本原则。养成

进行批判性比较和选择合适方法的习惯和能力。

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分类与编目、图书

史以及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等。

分类与编目课程主要由美国著名编目学家

玛格丽特·曼妮担任主讲，整个教学过程以小组

专题教学形式进行。分类、编目和其他技术科目

的课程内容包括从图书离开采购部门到准备上

架以及供读者使用期间进行的技术处理．主要以

杜威分类法、法语分类法为基础，并将布鲁内分类

法、布鲁塞尔分类法、卡特分类法、国会图书馆分

类法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指导学生制作词典

和分类目录。1926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馆

员弗洛伦斯·威尔逊也教授过这门课程．讲授她

在编目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并分享她在欧洲图书

馆分类与编目领域掌握的丰富信息[21|。

图书史课程由法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加布里

埃尔·亨里奥特教授担任主讲。该课程主要讲授

图书的撰写、印刷、插图、装帧以及古代图书馆发

展至今的历史．并涉及现代图书制作过程和图书

贸易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理论内容之外，

这门课程也要求具备一定的实践属性．亨里奥特

曾带领学生参观图书馆、铸字厂、造纸厂、插图画

家的工作室以及巴黎一些专门的图书机构．来完

成观摩教学。亨里奥特还要求学生们了解手稿来

源、参考书目、城市和官方出版物等。同时，他还

与学生们系统讨论了各类图书馆的选书问题。教

授学生编制书目和目录，进而解决参考和研究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国际学生

小组在亨里奥特的指导下，同国际学院联合会

(union Inlemationale des Acad垂mies)合作编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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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目录并由该联合会出版心2I。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课程要求学生熟悉不同

类型图书馆的指导原则、组织机构和基本的、实

际的日常工作，并向学生展示其他两门课程涉及

的工作与一般管理之间的关系。本门课程主要

由学校聘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客座讲师进行专题

讲座，人员并不固定。其中．涉及儿童、学校合作

的课程主要由毕业于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学校

的玛格丽特·法米恩担任主讲．咨询部主任欧内

斯特·科耶克向选定的一批学生教授古生物学，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尤金·莫雷尔先生讲授图书

馆文献课程．国立大学办公室的费尔曼·罗兹主

讲儿童图书工作【24]。

巴黎图书馆学校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并得到

法国各类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法国国家图书馆

馆长罗兰·马赛尔(Roland Marcel)要求图书馆为

所有在校法国学生的实习提供便利．甚至连教皇

皮乌斯(Pius)十一世都批准了巴黎红衣大主教杜

布瓦(Dubois)为巴黎图书馆学校提出的申请，即

天主教学院和机构要接收其毕业生为图书馆

员【1 4。。此外，巴黎美国图书馆、贝尔维尔图书馆

(Belleville Library)等都为学生的实习提供了重要

场地。

2．5同行帮扶与业内评价

巴黎图书馆学校建设初期面临各种困难．

受到了美国业内同行的大力支持。为支持学

校创建一个国际化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

及时赠送了最新出版的馆藏图书目录和一些

图书馆经济方面的图书文献[2“。美国图书馆

协会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出版物，并随时提供

最新的出版物。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办学模式和成效也受到

了业内同行与知名人士的广泛赞誉。时任美国

国会图书馆馆长赫伯特·普特南博士在第一次

参观该校后表示：“在视察了这里的图书馆学校

后，我对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它在示

范和人员培养方面不仅对欧洲很重要，而且对美

国也很重要。我们将在华盛顿借鉴它的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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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1 3]迈伦-T·赫里克(Mymn T．Herrick)大使

也表达了高度认可。“巴黎图书馆学校已经证明

了它对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的重要性。我觉得

它的继续存在将对改善国际理解和友好关系做

出重要贡献。”【J3]巴黎红衣大主教杜布瓦也认为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教学成绩非常优秀．并建议将

这些方法运用到天主教图书馆中[1 3|。

3 巴黎图书馆学校对世界图书馆事业的

历史影响

1929年，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巴黎

图书馆学校终因办学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尽管

办学时间仅为短短5年。但是其对美国图书馆事

业的国际化乃至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不容

忽视。

3．1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打破了美国

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开启了美国图书馆

协会国际化办学的首次尝试

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盛行，图书馆

事业同样难以脱离其影响。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

图书馆协会应顺应形势，专注于国内图书馆事业

的持续发展。以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埃德温·安

德森(Edwin H．Anderson)为代表的许多美国图书

馆协会成员都认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终将是一个

失败的项目．他们反对将美国的大量资源投入国

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认为这将削弱美国图书馆

协会专注于重大新举措的能力[3]。1927年，美国

图书馆协会领导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甚至被孤立

主义者贴上“反美”的标签。这种对图书馆国际

业务发展缺乏热情的表现．充分反映了美国图书

馆界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新兴国际组织在一战后空前活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其他倡导文化国际主

义的慈善家们则提倡国际主义．并扶持国际非政

府组织促进和平的项目。同时，图书馆员和图书

馆组织则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力量的积极参与

者。早在1915年，乔治-鲍尔曼(George Bower-

man)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会议上就强调图书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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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平运动和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鲍尔曼

主张图书馆应更积极地通过馆藏建设、社会教

育、建立国际关系来促进和平与国际主义发

展[25I。美国图书馆协会执行秘书查尔斯·米拉

姆(Charles Milam)则认为建立巴黎图书馆学校将

有助于美国图书馆协会向世界推广美国图书馆

管理模式，同时有助于美国图书馆员从欧洲经验

中获益。促进行业内的国际合作[3】。

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潮不断碰撞的社

会环境下，美国图书馆协会最终决定打破孤立主

义思潮的束缚，顺应时代潮流追求国际化进程，

集中精力输出美国图书馆技术与理念并建立一

个国际化职业网络．巴黎图书馆学校因此得建。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成立恰逢世界图书馆培训项

目发展的试验和扩张时期．事实上引领了全球图

书馆培训的时代潮流。图书馆史专家玛丽·尼

尔斯·马斯克(Marv Niles Maack)认为巴黎图书

馆学校正逢图书馆教育的扩大和实验阶段，是图

书馆教育的“传教阶段”[26|。据统计，从1916年

到1926年．世界各地至少建立了13所新的图书

馆学校，分布在西欧、东欧、印度、中国、日本、巴

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3]。从一定意义上来

说。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建不仅突破了孤立主义

对美国图书馆事业国际化的束缚，标志着美国图

书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伟大肇始．而且深刻影响

了世界图书馆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格局。

3．2 巴黎图书馆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优秀

毕业生．为全球推广美国现代图书馆技术

与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培养优秀毕业生是巴黎图书馆学校最主要

的办学目标之一．最终也成为其办学期间最卓越

的成绩之一。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期间为包括

法国在内的23个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

截止到1928年。以美国图书馆技术与理念为主同

时融合法国本土图书馆理论的巴黎图书馆学校，

为世界各国培养了184名优秀毕业生。其中，在

法国本地工作的有103名，他们基本都在法国图

书馆系统中担任重要职位，工作单位涉及巴黎国

际商会图书馆、巴黎红十字会国际联盟图书馆、马

恩河畔夏龙市立图书馆等．涉及的职位包括流通

馆员、图书馆行政管理人员、分类与编目员、助理

馆长以及参考馆员等。当然，也有个别毕业生独

立开设图书馆。法国毕业生卡罗琳·格里菲思

(caroline Gri侬ths)开设的名为“快乐时光”(L’

Heure Jyeuse)的美式儿童图书馆。2“，被公认为法

国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的典范[2“。

巴黎图书馆学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受到很多机

构和单位的欢迎，并获得高度认可。一名法国督学

向法国公共教育部长提交了一份报告，用很大篇幅

讨论学校图书馆．并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教学方法

和人才培养质量给予高度评价[2“。1927年，美国一

些图书馆公开呼吁并欢迎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

到美国承担一些重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美国国会图

书馆馆长普特南、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毕晓普博士和

许多其他业内人士也强调美国图书馆同样需要受过

训练、具有欧洲教育背景的优秀图书馆员。甚至一

些欧洲、亚洲的图书馆和教育部门都向巴黎图书馆

学校提出了培训申请[2“。博格尔曾告诉媒体，“美

国及其培养的馆员们已经清理了法国图书馆书籍的

灰尘．并教会了这个国家图书馆服务的意义。”【31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毕业生玛格丽特·格鲁尼(Mar丹le一

订te Gruny)，她不仅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儿童图书馆工

作的榜样．还将美国图书馆管理的理念融入到

1945一19r75年间法国公共图书馆改革之中[2】。总

之，在5年的办学实践中．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影响力

辐射欧美大多数国家，其优秀的毕业生们也将美国

先进的现代图书馆技术和理念继承和传播开来旧]，

不仅推动了现代欧洲国家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进

步．而且也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全球化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

3．3 巴黎图书馆学校积极推动国际化进

程，践行文化国际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国

际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轨迹

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孤立主义的喧嚣蔓

延政坛和非政府组织之时，巴黎图书馆学校正在

逆流而上．着力避免卷入美国图书馆协会内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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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到1927年，巴黎图书

馆学校吸引的申请者数量超出其教学容量，其毕

业生被安置在法国和欧洲各地的职位上。这所

学校已经完全从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区域培训

中心转变为一个国际图书馆教育中心。它不仅

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域外代理人，而且成为了美

国图书馆协会开展国际事务的安全港湾和重要

窗口。同时，巴黎图书馆学校也承载着法国图书

馆的发展计划．是一个试图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

培育一种新兴组织结构的地方．代表着图书馆职

业的国际化导向【3 J。

作为国际图书馆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交

流和信息咨询中心．巴黎图书馆学校也充分满足

了社会团体、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帕

森斯等图书馆员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既在适应，

又在推动着驱动知识生产的新通信和技术范式。

这个网络中的图书馆员转向文化国际主义理念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支持知识生产和图书馆事

业的不断发展，努力满足更广泛社会对信息共享

和文化交流的需求[30|。作为这个知识生产网络

的重要枢纽，巴黎图书馆学校与地方图书馆、社

会团体、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合

作的机会也增加了。法国和其他国家不断向学

校提出图书馆技术资料获取以及咨询请求。巴

黎图书馆学校的老师们曾向巴黎两所职业学校

讲授图书馆工作，她们也与来自受灾地区的图书

馆员开展圆桌会议以解决专业问题。以色列犹

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现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在

规划图书馆学校时也主动向学校征求意见．并向

学校借阅书籍、小册子和课程大纲。作为开办图

书馆学校的参照。同时，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

馆长计划每年派遣一名或多名员工到巴黎图书

馆学校接受培训。并要求每个担任领导职位的人

员持有学位证书[21|。弗洛伦斯·威尔逊则受卡

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委托到中欧、亚洲和非洲访

问，以增进与这些地区图书馆在资源和实践方面

的交流。并吸引这些地区的学生到巴黎图书馆学

校学习。另外，巴黎图书馆学校也通过接待访问

来加强交流，在1927年10月的前两个星期．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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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图书馆学校的访客中有海牙和平宫的图书管

理员、布达佩斯大学图书馆馆长、瑞典皇家图书馆

馆长、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馆长、波兰洛迪公共图书

馆馆长、莫斯科国立图书馆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

法律图书馆馆长、哥本哈根中央公共图书馆图书

管理员和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等。

在接待各地访客的同时．巴黎图书馆学校也了解

了世界不同地方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此外，巴黎图书馆学校日益高涨的国际主义

精神也开始影响国际图书馆界。甚至直接影响了

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1926年6月，国际

图书馆员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会上帕森斯发表了

聚焦图书馆职业国际化发展、将图书馆工作和科

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视野的精彩演讲【3]。

布鲁塞尔国际书目研究所、苏黎世书目委员会、日

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巴黎美国图书馆国际关系

部以及新近成立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都

指出了在研究工作中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价值，

帕森斯强调图书馆职业在图书馆活动和交流中

要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亨里奥特也代表巴黎图书

馆学校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提出动议．即在此次国

际图书馆员大会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组

织【2“。事实上，这项动议直接为1927年国际图

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m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IFLA)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巴黎图书馆学校及其教员们在国

际图书馆界的一系列活动中呈现出相当重要的

影响力，并且代表着该专业日益增长的国际主义

理想。同时，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活动也推动

了国际图书馆组织的建立．并进一步扩大了国际

图书馆的合作与交流网络【3⋯。时任美国图书馆

协会主席查尔斯·贝尔登(c．F．D Belden)甚至宣

称“巴黎图书馆学校是美国图书馆界为推动国际

合作做出的最积极有效的贡献之一””“。

3．4 巴黎图书馆学校不仅推动了法国图

书馆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为图书馆

界树立了女性领导力的成功典范

巴黎图书馆学校不仅直接推动了法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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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深刻影响了在巴黎图

书馆学校学习的第一代法国女图书馆员。巴黎

图书馆学校对法国女性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

个层面：

首先，为法国女性开辟了新的职业渠道。20

世纪20年代，由于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的男性，

妇女进入了许多以前对她们关闭的职业。以图

书馆为例．一战前法国图书馆约80％的职位由男

性担任。巴黎图书馆学校与开创现代图书馆运

动的法国专业人士密切合作．通过推动对法国女

性馆员的培训，进而推广了一种以读者为中心、

以女性馆员为主体的图书馆工作新模式。在整

个办学期间，巴黎图书馆学校积极招募和培训女

性馆员．传授美式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服务方法和

管理理念。可以说，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学

教育不仅使法国女性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公

共图书馆工作新思想，而且使她们对女性馆员这

一新角色有了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巴黎图书馆学校为法国图书馆界树立

了女性领导力的典范。纵观20世纪20年代．由

于女性刚刚开始进入图书馆职业领域．法国国内

尚没有女性担任类似于美国公共图书馆馆长的

职务，当时大多数机构的主要领导职位都由男性

担任[2J。相比之下，巴黎图书馆学校的主管人员

博格尔和帕森斯却是两位充满活力的职业女性。

她们不仅具有优秀的图书馆业务素养．也具备优

秀的领导能力，组织和运营了巴黎图书馆学校，

进而为法国图书馆界树立了女性领导力的成功

典范。这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是罕见

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

4结语

20世纪初，美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正处于全面

上升时期，一战的爆发给美国图书馆协会参与海

外事务提供了机会。美国图书馆战时委员会的

成立不仅支援了美国军队的图书阅读需求．同时

客观上也带动了美国海外驻军国家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一战后，美国的海外图书馆事业面临众

多的束缚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美国图书

馆协会内部存在孤立主义舆论。在孤立主义与国

际主义之间，美国图书馆协会内部存在严重的分

歧。在图书馆服务方面，世界各国都期望美国发

挥领导作用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公共图书馆服

务已被视为促进国际理解和跨文化认同的一个

重要窗口。为了实现其全球抱负，美国图书馆协

会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目标从以输出美国图书

馆管理模式为重点的国际主义，转向将其视为国

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不仅适应了一战后

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社会环境，而且也是美国图书

馆协会主动融人全球化进程和践行文化国际主

义精神而做出的睿智抉择，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开

启国际化办学的第一次冒险探索。从办学实践和

成效来看．巴黎图书馆学校无疑是世界图书馆域

外办学的成功典范，其办学功绩必将名垂史册。

从招生管理、师资保障到跨国合作，巴黎图书馆学

校的国际化特色越来越明显。其自身也从一个为

法国本土培训馆员的学校逐渐转变为一个重要

的国际培训和文化交流中心。此外。巴黎图书馆

学校也因其卓越的办学成绩获得业内的高度认

可，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在不同国家的工作

岗位上扮演非正式和平大使的角色。

尽管巴黎图书馆学校于1929年停办．但它培

养和传播起来的“世界图书馆意识”依然对国际

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它积极

倡导的文化国际主义精神及构建的全球职业网

络仍在国际图书馆事业中持续发挥影响。国际图

书馆协会联合会这个永久性国际组织的成立正

是得益于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

亨里奥特和他的同事们的远见卓识[32】。在随后

几十年中，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承继了巴黎图

书馆学校的文化国际主义精神，并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进行合作，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

断做出新的贡献。

综上可见．20世纪初期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

办及其国际化办学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巴

黎图书馆学校不仅是美国图书馆界抵制孤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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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潮的参与者．也是文化国际主义精神的积极

践行者。更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化进程的

重要代表。诚如威特所言，“在跨国空间中通过

图书馆推广国际主义理想．使巴黎图书馆学校处

于文化国际主义的前沿。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培

养的新的国际参与和合作形式，时至今日仍在持

续。并主导着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话语。”【31从这个

层面上来说．加强对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实践的

研究不仅有助于充分理解其国际化办学的特色

和经验，更有助于透视美国域外图书馆学教育和

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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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全面推进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图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2023年7月¨日，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23—2025)》，其中提到“要强化政策保障，鼓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娱乐健身等场

所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提高设施使用率”。

资料来源

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囤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R／OL]．[2023—07—31]．https：／／www．90v，cn／zhengce／zh8ngceku／202307／contentj891466．htm．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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