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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書香」到「書苑」，又從自由主題到每期有特定的主題，＜書苑季

刊＞超大幅度的腳步，正是十年來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快速進步的縮影。這

十年來，正逢戒嚴法和報禁解除之後的十年，十年後的今年年初又有實施七

十年的＜出版法＞廢除，整體社會在脫離過去因諸種政治理由而隱晦不明的

資訊限制(censorship)之後，應逐漸轉向關心資訊氾濫、資訊分配、資訊科技

能力不平等而產生的另一種資訊限制(註 1)。公共圖書館扮演收集和提供社區

民眾有關生活和學習的資訊、提供公平使用資訊的機會、指導民眾閱讀和找

尋資料的能力，培養資訊素養，開啟心靈之窗，是實現和支持資訊自由最有

效的社會投資。而這些思考，正是支持圖書館員樂在工作的主要原因。本文

討論公共圖書館進入精緻讀者服務的時代，並呼籲政府和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s)透過睿智的資訊政策制定，領先一個充滿睿智的新世代。 

二、公共圖書館進入精緻讀者服務時代 

  十年前沈寶環老師在＜書香季刊＞創刊號首篇文章中敘述他閱讀美國

公共圖書館調查(Public Library Inquiry)的六個心得(註 2)：圖書館學是一種科

學、圖書館學是隨著時代進步的科學、圖書館學講求行動、變動和自動、公

共圖書館有教育的功能、公共圖書館應定期舉行讀者研究、圖書館學缺乏對

於理論的深入研究。沈老師接著在「重讀的省思」中提出四個真知灼見，同

時為「圖書館事業何去何從」規劃了藍圖：建立書香社會、鞏固職業信心、

加強學術研究，以及擴大學科領域。他說要從點(文化中心的建立)、線(文化

中心彼此資源共享包括自動化資源)、面(文化中心積極輔導鄉鎮圖書館)建立

書香社會，如今十年後公共圖書館事業已見枝葉繁茂，全省的公共圖書館自

動化、輔導體系等資訊服務的基礎建設都在規劃建立之中。公共圖書館的未



來發展，將要在良好的資訊服務品質上繼續精益求精。要進入精緻的讀者服

務時代，「讀者研究」和「自我評鑑」將是必備的經營工具。 

  呼應並實踐沈老師十年前對於「公共圖書館定期舉行讀者研究」、「加

強學術研究」之呼籲，前臺灣省文化處和前省立臺中圖書館(民國八十八年七

月省文化處改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省中圖改隸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轄屬國立臺中圖書館)在民國八十八年進行三個研究計劃：公共圖

書館使用者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研究、公共圖書館城鄉合作模式之調查研

究、地方文獻數位化之模式與相關標準研究，其中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需求與

資訊尋求行為研究，除提出公共圖書館讀者研究具體研究結果，該報告並有

一[公共圖書館讀者研究實施手冊]作為附錄，提供公共圖書館員實施讀者研

究的參考。 

  解嚴之後，民眾逐漸了解和重視自己有「知的權利」，而拜資訊社會之

賜，人人也都覺察到終身學習的需要，公共圖書館館員的角色逐漸繁重。了

解讀者、了解地方特色，診斷地方的資訊需求，據以作為館藏發展計劃和資

訊服務項目的規劃，可以說是提供良好資訊服務的第一步。[公共圖書館讀者

研究實施手冊]的目的在協助圖書館館員了解實施讀者研究的方法，包括讀者

研究的過程和步驟。圖書館員可以透過實際執行讀者研究，了解讀者，進而

改善圖書館的館藏及資訊服務的項目，促進圖書館利用，實現公共圖書館促

進資訊自由及資訊素養的任務。手冊的內容包括：進行公共圖書館讀者研究

流程、社區分析、資料收集、問卷設計、問卷實施、資料分析、解釋結果、

撰寫報告、提出建議及改善服務等。手冊後附有「公共圖書館之使用者需求

與資訊尋求行為研究」問卷，作為館員自行設計問卷參考。對於讀者研究的

結果，圖書館界應提供出版和公開發表的園地，使館員和館員、館際和館際

有互相切磋觀摩的機會，分享經驗。 

  一個理想的社區要有一個美麗的公園，這個美麗的公園，要像「我家後

院的大花園」一樣，令人舒坦、賞心怡情、可以留駐；而一個理想的公共圖

書館，就要像「我家的大書房」一般，可以讓我賓至如歸，潛心閱讀，安全

舒適。在未來，從事公共服務的人，都能有這些抱負和想法，理想社區的形



成不是夢想。 

  公共圖書館離不開社區，社區裡有許多的人組成。我住的社區有一所啟

明學校，在上下班的巴士站常常有這些柱柺杖的盲胞朋友來來去去，上下

車、過馬路，雖然盲胞朋友訓練有素，也十分能幹，我總是忍不住和他們談

一點小事，順便互相扶助一起過馬路。他們的閱讀生活怎麼樣？他們從何獲

得資訊？我們其他的人怎樣看待與我們不太相同的人？提供資訊的圖書館

有沒有著力的地方？有幾個公共圖書館十分努力於服務盲胞，有點字書、讀

報、錄製有聲書、提供電腦點字系統等，貢獻真是可圈可點。但是以目前公

共圖書館的讀者服務來看，對於特殊讀者的服務似乎仍未能有全盤的、周詳

的規劃，特殊讀者服務的觀念也尚未能普及化。 

  有一年去參加行政院新聞局金鼎獎頒獎典禮，正好安排有一個特別表演

節目，由盲生和盲胞聯合表演相聲，排成一對，前後搭肩，他們個人都自己

寫自己的台詞，講閱讀對他們生活的重要和影響，有在學學生、有社會人士，

有中、老年盲胞朋友，也有剛上小學的小盲童。相聲的內容，聞者莫不動容，

才華更令人驚異。人工點字或輸入電腦的速度有限，若能獲取出版社的授

權，使出版品的電子檔能轉為電腦點字版，則必能使盲人使用資訊的紀元早

日光明。圖書館員只要守住圖書館嗎？圖書館員要做社區的管家婆，建立一

個良好的資訊環境，除了管理好自己的圖書館，也要關心社區正在發生或尚

未發生的事。 

三、公共圖書館要開始服務網路社群 

  資訊時代公共圖書館要開始服務網路上的虛擬社群，健全的國家資訊政

策能賦予公共圖書館此項重大職能，實屬重要。美國柯林頓政府在 1993 年 9

月發佈「國家資訊基礎建設：行動綱領」(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 Agenda for Action)之後，該政府即組成「資訊基礎建設推動小組」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IITF)。在該小組之下成立「電訊傳播委員

會」(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Committee, TPC)，主席 Larry Irving 邀請十五位

電訊電傳的專家，針對「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的發展，提出看法，做為補充



政府資訊基礎建設的政策，主要目的在確保「每個美國人都能使用國家資訊

基礎建設(NII)」(註 3)。 

  這十五位專家的意見輯成一份文稿(20/20 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於 1994 年出版。這份文件令人驚異的是，那

個國家居然聽從專家的意見，其中 Syracuse 大學圖書資訊學資深教授 Charles

McClure 呼籲國家資訊基礎建設應和公共圖書館連結，此論點影響美國公共

圖書館發展甚鉅。原本美國公共圖書館自 1980 年代中期，即因預算刪減，處

於危機之中，1994 年之後，居然起死回生，在美國國家資訊基礎建設中，反

而成為社區的重要節點，美國日報(如 USA Today)還留有一小塊版面，例行

報導該國公共圖書館連上網際網路(Internet)的百分比，用以策勵、追蹤該項

建設。 

  Charles McClure 指出該「行動綱領」「做為一個政策性的宣言，其實提

出待討論的課題，遠多於解決的問題」（As a policy statement, however, it raises

more issues than it resolves.）(註 4)，認為該「行動綱領」功用在促進更多的辯

論，譬如應如何發展，對社會的影響為何等。他提出圖書館在國家資訊基礎

建設中的兩項訴求：  

1. 提升圖書館的重要性。尤其是公共圖書館，以作為獲取網路資

訊資源的可靠來源，促進網路素養，並鼓勵大眾都能使用 NII。

2. 發展持續的評鑑和政策檢討制度，以持續檢驗 NII 的社會價值

和目標是否達成。  

  McClure 的呼籲，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檢驗文化、教育和社會價值，

當我們都同意經濟發展是國家資訊基礎建設重要的目標，而以社會價值目標

為先的前提，該項建設才有意義。」 

  具體的政策制定則反應在法案方面。美國國會在 1993 年夏天通過「國家

資訊基礎建設」(NII)法案(HR 1757)，其中第 305 款第六條(Section 305(6))規範

「訓練教師、學生、圖書館館員、州及地方政府人員使用電腦網路及網際網



路。訓練圖書館員的同時，要提供必要的教材和教學方法，使能教導社區民

眾使用各種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網際網路的資源」(註 5)。該國有關資訊政

策的制定和貫徹的行動力，值得參考。 

四、結語 

  解嚴之後，本地出版風氣大盛，各種主題的小型出版社和連鎖書店大放

異彩，公共圖書館在人員及經費等各方面條件雖然尚未臻於理想，但圖書館

經營者及圖書館員的努力，加上政府已逐漸重視資訊環境的建構，國人日漸

注意隨時閱讀、獲取新知的重要，在各公共圖書館中都可見踴躍的使用人口。

  有使用，新的需求就會產生。理想的公共圖書館走在需求產生之前，要

進行使用者研究，觀察社會趨勢，才有預測未來資訊需求的基礎。公共圖書

館的資訊需求其實包括資訊資源和資訊服務兩方面的規劃。資訊資源方面，

需要哪些主題和媒體類型？資訊服務方面需要哪些服務項目？公共圖書館

是以地理區域為主要的服務範圍，和地方上的民眾有某種地緣的聯繫，公共

圖書館員除了圖書資訊學的專業訓練，應該對社區教育、社區服務和社會工

作有一些基本的認識。 

  公共圖書館和讀者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公共圖書館館員和讀者的互動關

係，從傳播理論來說，互動的基礎在於彼此了解，所以圖書館員要了解讀者

的需要，便要實施讀者研究，反過來說，公共圖書館要被讀者了解，同樣也

可以透過讀者研究的過程以及圖書館其他的行銷推廣等活動來達成。公共圖

書館的資訊服務會更接近人們的需要，就透過這種和讀者直接對話的方式

罷。 

  行政院在今年五月分別通過中國圖書館學會倡議三十多年的「圖書館

法」以及推動十餘年的「政府資訊公開法」，兩法案都在立法院審議中。三

十多年考驗我們政府行政機關對資訊服務議題的敏感程度，同樣的題目正在

考驗立法部門諸委員的睿智和對時代的反應。資訊政策的議題越來越急迫，

好的資訊服務政策會帶領人門進到比較公平自由的美好社會。目前正好是人



類經歷另一種資訊生活世代的開始，除了各階層的民意代表要能對資訊社會

有足夠敏銳的因應能力，使文化和資訊服務相關立法要及時之外，圖書館員

透過讀者研究，透過優質的資訊服務，掌握讀者需求，也要做世代良性轉型

的大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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