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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概观,日本的《学校图书馆法》,大学图书馆标准,日本图书馆的
相关法规,日本的“图书馆自由”等。

附带 图书馆自由宣言
图书馆自由宣言（1979年修订）
社团法人 日本图书馆协会
（1979年5月30日通过）
为具有基本人权之一的认知自由的国民提供资料和设施，是图书馆最重要的任务。

日本国宪法基于“主权在民”的原则。
为了维护和发展国民主权的原则，保障每一位国民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即保障国民的表
现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认知自由，与保障表现者的自由二位一体。
因为只有保障了认知自由，表现自由才能全面确立。

认知自由还与以思想自由为基础的所有的基本人权密切相关，是实现对这些基本人权有效保障的基本
条件。
因此，正像宪法昭示的那样，全体国民必须为捍卫认知自由而不懈努力。

所有国民都具有随时获得需要的资料并加以利用的权利。
全社会来保障这种权利，就等于保障了认知自由。
图书馆正是承担这种职责的机构。

图书馆不受权力的介入和社会压力的左右，它依据自身的社会责任，通过包括图书馆间相互合作在内
的图书馆的整体力量，将收集的资料、完善的设施提供给国民利用。

在我国，不能忘记曾经出现过的历史事实：图书馆非但没有保障国民的认知自由，反而作为对国民进
行“思想善导”的机构，起了阻碍国民认知自由的实现的作用。
图书馆必须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捍卫国民的认知自由，并把这一责任坚定不移地推广和发展下去。

所有国民享有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不因种族、信仰、性别、年龄或其他原因而有任何区别。

对外国人，该权利同样受保障。

提出有关“图书馆自由”的基本原则，目的是为了保障国民的认知自由，因此，它适用于各级各类图
书馆。

为了完成自身承担的任务，图书馆确认并实践如下事项：
第1 图书馆具有收集资料的自由。

图书馆作为保障国民认知自由的机构，应当对国民所有的资料要求作出回应。

图书馆根据基于自身责任制定的采集方针进行资料的选择和收集。
在选择和收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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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有多样化的、甚至对立观点的问题，广泛收集反映各种观点的资料。

（2）不以作者的思想、宗教、党派为依据排除其著作。

（3）不以图书馆员个人的关注和兴趣为依据选择资料。

（4）不因来自个人的、组织的、团体的压力或干涉而放弃收集自由的原则，不因惧怕纠纷而自我限
制。

（5）接受捐赠或托管资料，实行同样的原则。

图书馆收集的资料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并不表示图书馆或图书馆员支持这种思想或观点。

图书馆应当将成文化的采集方针向社会公开，以求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的批评与合作。

第2 图书馆具有提供资料的自由。

为了保障国民的认知自由，作为原则，所有的图书馆资料都应当提供给国民自由利用。

没有正当理由，图书馆不得对资料进行特别处置，不得改变资料内容，不得对资料进行撤架和废弃处
理。

在下列情况下，提供资料的自由将受到限制。
这些限制适用于尽可能限制，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必须对这些限制重新进行检讨。

（1）侵害人权或个人隐私的资料；
（2）经法律判定为淫秽出版物的资料；
（3）捐赠者或委托者拒绝公开的非公开出版的捐赠或托管资料。

图书馆肩负着着眼于未来利用而保存资料的责任。
图书馆保存的资料，不因一时来自于社会的要求，或个人的、组织的、团体的压力和干涉而废弃。

为了对国民的自主学习或创造提供帮助，图书馆的会议室等设施，应该是一个具有丰富资料的场所，
并且这些资料近在身边、随时可以利用。

图书馆的会议室等设施，除以营利为目的的情况外，不问个人、团体，公平地提供利用。

图书馆策划的集会或活动，不因来自个人、组织、团体的压力或干涉而改变初衷。

第3 图书馆为利用者保守秘密。

读者读什么书是其个人隐私，图书馆不得向外部泄露利用者的读书事实。
但是，依据宪法第35条获得法律认可的情况除外。

对于读书记录以外的图书馆的利用事实，图书馆同样不得侵害利用者的个人隐私。

利用者的读书事实、利用事实，是图书馆经由业务工作获悉的个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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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图书馆活动的人，必须保守这种秘密。

第4 图书馆反对一切检查。

检查，作为以权力压制国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手段被经常使用，它和以国民的认知自由为基础的民
主主义水火不相容。

历史和经验证明，检查，包括对图书馆资料收集的事先限制，进而对已经收集的资料实施撤架、废弃
处理，不论对内对外，都带来了灾难。

因此，图书馆反对一切检查。

来自个人、组织、团体的压力和干涉，带来的是和检查同样的结果。
图书馆同样反对这类对思想和言论的压制。

外部的压力和干涉，容易导致在图书馆内部的自我限制。
图书馆不能陷入这种自我限制，应当捍卫国民的认知自由。

当图书馆自由受到侵害时，我们要团结起来，捍卫自由。

图书馆自由的状况，是体现国家民主主义发展的重要指标。
当图书馆自由受到侵害时，我们图书馆人要行动起来，排除侵害。
因此，图书馆运营的民主化和图书馆员凝聚力的加强，是不可欠缺的。

捍卫图书馆的自由，是捍卫自由和人权的国民斗争的一环。
我们愿意和一切在捍卫图书馆的自由方面有共同立场的团体、机构、个人合作，承担矢志不移地捍卫
图书馆自由的责任。

国民对图书馆自由的支持与合作，只有通过图书馆活动、亲身体会图书馆自由的珍贵才能得到。
我们应当持续不断而又努力地捍卫图书馆的自由。

捍卫图书馆自由的行动，可能会给相关的图书馆员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此，首先要防患于未然，万一发生了不利的事态，给受影响的图书馆员以支持和救济，是日本图书
馆协会的重要责任。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李国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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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7年11月生。
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行政兼职：系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席专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图书馆法律
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年鉴》主编，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出版工作
者协会年鉴研究会特邀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图书馆法治与管理、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文献目录学、古籍资源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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