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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与创新》作者马莎，1958年1月出生，新疆乌鲁木齐人。
现任攀枝花学院图书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攀枝花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发表专业论文28篇，主持、参与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会科学科研课题4项。
科矸项目曾获新疆科技情报成果2等奖；论文曾分别获四川省教育厅、文化厅3等奖和攀枝花市哲学社
会科学3等奖两项。
被四川省教育厅评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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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莎，1958年1月出生，新疆乌鲁木齐人。
现任攀枝花学院图书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攀枝花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发表专业论文28篇，主持、参与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会科学科研课题4项。
科矸项目曾获新疆科技情报成果2等奖；论文曾分别获四川省教育厅、文化厅3等奖和攀枝花市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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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与创新概述　　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与创新在高校图书馆建设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认为，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涉及文化、图书馆文化、高校图书馆文化以及高校图书馆文化的建设
与创新等问题。
因此，对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与创新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文化？
第二，什么是图书馆文化？
第三，什么是图书馆文化建设？
第四，什么是文化创新？
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它与文化继承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1.1　什么是文化　　1.1.1 文化的起源　　毫无疑问，文化由人创造，只有相对于人而言，文化才
有意义。
人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动物或社会的动物。
人的历史亦是文化的历史，人的起源亦是人类文化的起源。
人由猿进化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劳动促进了人的进化：“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
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脑髓和为它服务的
器官、逾来逾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逾来逾新的推动力。
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来说仍然大步地前进，虽然在不
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
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
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　　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逾来
逾复杂的活动，提出和得到逾来逾高的目的。
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
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
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
。
”在猿进化为人的过程中，是为满足人本身生存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劳动使猿进化为人，从这个意义
上说是劳动创造了人，并一直改变着人，使人向着更高级的程度进化。
因劳动的需要，人与人结成一定的关系，源于生产活动需要的生产关系构成了人的社会，生产方式成
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本质力量。
总而言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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