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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的地方处处都有美，美也存在于图书馆中，体现在图书馆的方方面面。

图书馆有外在美，也有内涵美；有静态美，也有动态美；有建筑美、也有功能美；

有制度美，也有文化美；有和谐美，也有个性美等等。图书馆不仅满足读者的知识

需求，还带给读者精神的愉悦和享受。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

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其实就强调图

书馆的“美”，一个开放、平等、自由、富有美感的图书馆，对每一位读者都是天

堂般的，是对图书馆的极大赞誉。 

建筑之美。 

图书馆的建筑美首先是在外形上，崇高、壮美、庄严、优雅，也包括实用、坚

固和美观。我国古代的藏书楼，古建筑屋顶层层飞檐和屋脊屋角的仙人走兽饰物，

木制结构加上色彩的运用，富有别具特色的中国建筑风格。现代图书馆的建筑外形

则是集古今中外精华于一身，在注重实用性的基础上，追求建筑外观外形和结构的

艺术性，再加上外墙材料及外饰的多样性，如玻璃幕墙、特色磁砖、琉璃瓦、不同

色彩的油漆、塑料或金属的修饰等，给读者一种建筑美感的享受。 

环境之美。 

图书馆环境美包括馆内外植被，绿绿的草地、郁郁葱葱的花卉、喷泉或雕塑等

优美的建筑装饰、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明亮的灯光、合理方便的布局、简洁美观

的标识、干净宽畅的阅览室、排架整齐的书库等等，使得读者置身于图书馆是一种

舒适、自在、惬意的学习享受。环境美要求图书馆有良好合理的布局，花卉、雕塑、

不同装饰材料，水电灯具、家具、灯光、采暖制冷、内部装修、标识各个环节都精

心设计，阅览室、休息区根据读者需求选用舒适桌椅或沙发，桌椅空间、通道宽度、

书库书架高低及排放，通道设计等都能以方便读者使用为前提，各区域摆放布置功

能完备，能满足读者活动和馆员工作的良好需求，色彩和谐、装饰完美，符合审美

需求，处处营造环境之美。 

资源之美。 

图书馆资源美就是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资源，有精品藏书和良好的藏书结构，

藏书具备智慧美。古今中外，图书馆都是知识的汇聚地，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之所。

史料、地理、文艺、科技等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能最大化满足读者对图书和期刊等

资源的需求，图书馆通过这些丰富的图书、期刊、视听资料等资源，满足各种类型

读者不断的学习与获取，在传播知识和智慧的周时，也使读者不断创造新知识、新

智慧。资源之美体现的是图书馆极大满足读者对图书馆不同类型资源的最大化需求

的能力，对图书馆缺藏的图书资源也能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其它手段来补充，

或者通过文献资源共享获取。 

服务之美。 

图书馆是专业的文献服务机构，秉承“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服务于各

类型读者，传统的图书馆主要是以藏书为主要功能，现代的图书馆通过目录检索、

阅览、外借、复制、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宣传报导、定题情报及分析方式，为读



者提供广泛服务，有的图书馆还有代查代检、代复制、邮寄服务。计算机和网络等

现代技术的运用，数字化的服务更为便捷，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多样化，服务范围

也更大，读者不用到馆就可查阅数字期刊、获取电子图书或者所需电子文献，手机

等智能终端可以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访问移动图书馆，图书馆的服务向高质量、自

助式、自动化方向发展。服务美还包括馆员心灵美、语言美、风度美、技艺美，对

读者的服务简洁准确，让读者产生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礼仪之美。 

图书馆礼仪之美是读者和馆员综合素养的表现，所有入馆人员要求体态美、语

言美，衣着整洁得体，举止文明舒适。读者在馆内活动文明守纪，不喧哗，遵守馆

内各项规章制度，与图书馆静谧丰富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馆员要注重仪表，动作

干净利落，文雅庄重，对读者耐心细致，文明礼貌，轻声细语，微笑服务，让读者

有舒适感、信任感，继而尊重馆员劳动，爱书爱馆。 

图书馆还有文化美、功能美、空间美、管理美、制度美等许多不同类型的美，

作为一名图书馆馆员，我几乎每天就生活在图书馆这美丽的天堂之中，沉浸在无比

幸福的同时，也深感责任的重大：必须热忱服务于读者，每天在这里创造美，也同

时给不同的读者传播美。图书馆员是图书馆美的享受者，也同时是图书馆美的积极

创造者和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