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话书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话书林》

13位ISBN编号：9787509776538

出版时间：2015-10-1

作者：吴晞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清话书林》

内容概要

序言：圈子和大众
图书馆学是一门学科，图书馆工作是个专业范畴，从事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的人
，统称为图书馆界，或称图书馆圈子。
但图书馆面对的是天下读书人，服务的是社会各界民众，这个“圈子”要大得多，也可以说是没有“
界”的。
现今大多有关图书馆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面向图书馆界的，热衷于关起门来在“圈里”玩。不在“界
”的广大读者却往往与之无缘，而他们本应是这些成果的最终受用者。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如同演员有技艺却不对外公演，只是忙于请同行专家评分。
这样做的结果，首先是社会各界读书人的损失，使得他们无从知晓并享用自身的文化权利，不知道怎
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人人得以共享的丰富公共资源。同时也是图书馆从业者的损失，使得他们的努力及
成果不为世人所知，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在人们心目中常常处于不明不白
、不尴不尬的地位。且不说引车卖浆者流，就是某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也经常搞不清图书馆和书店有
何区别，以至于莫名其妙地要二者“联合经营”。
也怪不得图书馆界诸公，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和功名有关，而不干普罗大众的事。实际上所谓“学界
”大多如此，我自己也不能免俗。多年前我曾译过一本《西方图书馆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出版后似乎还颇受欢迎，但我翻译此书的动机之一却是为日后评定高级职称扫除障碍，因为我当时
供职的北京大学规定有译著出版者即可豁免外语考试。
然而我一直坚信，图书馆是属于大众的，是属于天下读书人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归根结底要服务
于广大读者。要让普罗大众了解图书馆，乐于并善于利用图书馆，是图书馆学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
。
我亦曾多年为此而努力。早年曾写作《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一书，就是努
力践行的结果。卸任行政职务后，多了些余裕，少了些压力，也不再为功名所累，于是尝试实现这一
夙愿，先后撰写了《斯文在兹》（海天出版社，2014）和《图书馆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这两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还写下诸多宣传介绍图书馆、倡导读书的通俗文章。
本书就是这些“另类”文章的择优集合。此外，我还将历年来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做了“非专业化”
的删减改写，去除专业性的阐述和繁复的引证，努力使之生动明白，适合普通读者阅读，这次也收入
了此书。每篇文章均注明原文出处，使有意“深究”的专业人士可以由此而考镜源流。全书分为五篇
，每篇中的文字尽量按照逻辑顺序编排，读之不至有支离破碎之感。
书名《清话书林》，陶诗“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唐诗“恋君清话难留处，归路迢迢又夕阳”
，均可为其出典，但本书的题名直接取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关于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
本书中有专文介绍。“书林清话”的意思就是书的故事，或是有关书的风雅之谈。因此本书的主旨恰
如副书名所表述，就是“图书馆的故事”。
希望各界读者能够通过这些“图书馆的故事”，熟悉图书馆，喜爱图书馆，进而利用图书馆，掌握图
书馆，以丰富每个人的读书生活，同享游历“天堂”的快乐。是为至盼。
吴　晞
2015年元月，于深圳前海月亮湾畔
又及，本书中多篇文章发表于多年前的各种报刊，体例不一，引文标注亦不够严谨。本次出版，蒙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做了多方补救，但仍有诸多不够完善之处。谨此说明，并乞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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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话书林》

作者简介

吴晞，男，1955年1月出生。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深圳市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曾任北
京大学研究馆员，文化部图书馆司文献资源处处长，1998年至2012年任深圳图书馆馆长。主要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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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第一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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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话书林》

精彩短评

1、公交车上就翻完了，都是发表过的文章和讲稿。文字一般，略显卖弄，但对于了解图书馆业还是
有一定帮助的。有些标题很有趣，比如“读书的目的就是读书本身”。可以挑一些内容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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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话书林》

精彩书评

1、在周星驰的电影里，似乎会有一个无名小子，误打误撞地碰到江湖上隐姓埋名的高人，或是突然
发现一本失传已久的武林秘籍，于是变得超级厉害。我自己在生活里也常常祈祷发现什么伟大经典，
让我醍醐灌顶，然后人生就逆袭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却发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即使读了《
罗素论幸福》，也没有变得更幸福。《清话书林》的作者也有类似经历：面对高考题目“你最喜爱的
一本书”，马上写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大加渲染，因为是那个年代备受推崇的一本书。后来
想起，却觉得乏善可陈，除了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描写还有些许真情外，通篇是非理性的狂热和愚忠
。所以作者说：这世上没有什么“影响最大的书”，让你这辈子吃它就足够了。读书的真谛，就在于
不断思考，不断扬弃，不断开掘，不断收获。这世界上有什么不可或缺、伟大至极、人人必读的书吗
？我觉得没有，如果有人开出这样的书单，我觉得要对这些伟大经典持质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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