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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目前，已有互联网业、新闻

界、企业等各行业、机构开始关

注和使用微博。鉴于微博与生俱

来的网络传播优势，其影响却不

“微薄”。根据2011年1月19日
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对2009.12—
2010.12各类网络应用使用率的统

计，截至2010年12月，我国微博

客用户规模达到6311万，使用率为

13.8%。网民利用微博等社会化媒

体进行维权的意识明显增强，普通

民众成为新闻事件传播和推动的主

力[1]。如何利用和驾驭好微博这项

技术，为我所用，却是值得各行各

界深思的问题，图书馆亦不例外。

特别是2011年初的杭州图书馆“微

博事件”，使得图书馆也被“微

博”撞了一下腰，在这种情况

下，图书馆应该如何应对微博产

生的舆论环境，并做出怎么样的

改变，迎接新挑战，都是值得图

书馆界思考的。

摘要：微博作为新型的网络技术，其应用和影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以近期的杭州图

书馆“微博事件”为例分析了微博对图书馆的影响，简述了国内外图书馆微博的应用现状，提出图书

馆开设微博服务的若干管理对策，文章最后对图书馆微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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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博对图书馆的影
响——以杭州图书馆“微
博事件”为例

1.1 提高了图书馆在公

众媒体上的影响力

2011年的杭州图书馆“微博事

件”，将图书馆再一次推进了公

众的视野、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网友“贺兰泰”于2011年1月
18日下午在新浪微博上转载了这一

故事：杭州图书馆不拒绝乞丐拾荒

者入内读书，引来了其他读者的投

诉，馆长褚树青回答说：“我无权

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

择离开。”两天时间，该微博被转

发近1.6万次，被感动的网民把杭

州图书馆称为“史上最温暖图书

馆”，使得一座图书馆两天里就红

遍网络[2]。1月18日，这则故事登

录微博，温暖了无数网友。杭州图

书馆及馆长禇树青被火爆围观，后

者还获“最感人馆长”等盛赞[3]。

继而，有多家媒体记者要求对杭州

图书馆长褚树青进行采访。从一条

微博开始到褚树青接受新华社的采

访，微博不“微”的力量由此可窥

一斑。

凤凰网、人民网强国论坛、新

浪新闻、网易新闻、搜狐新闻、雅

虎资讯、中央广播网、新华网、新

民网、千龙网、腾讯网、光明网、

中国经济网等媒体都对杭州图书馆

“微博事件”进行了报道。各媒体

并不是简单转帖贺兰泰的微博，而

是进一步的报道，也有记者或评

论员或网络名人等的专稿[4]。如：

《杭州图书馆：我们的大门一直在

向乞丐敞开》[5]、《杭州图书馆馆

长:公共图书馆应对所有人一视同

仁》[6]、《杭州图书馆谈允许乞丐

进门阅读：仅是理念回归》[7]。网

络上的火爆还引起央视《新闻1+1》
的关注与参与，出现《央视关注杭

州图书馆对乞丐和拾荒者免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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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8]、《白岩松：杭州图书馆引

发关注是对看客的一种教育》[9]等

报道。

1.2 引起了图书馆界的

关注与反思

在图书馆学界，杭州图书馆

“微博事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

动，不少图书馆学者也参与到了杭

州图书馆“微博事件”的转载、评

论，李超平教授还接受了《今日早

报》的采访。新浪图林博客圈、图

书馆学者的博客里也是激起浪花

一片，不仅有“图林老姜”及时

传播了各媒体对杭州图书馆微博事

件的相关报道，更有“Nalsi的西文

编目笔记 II”、“图谋”、“西望

图腾”、“沧浪水的博客”对杭州

图书馆微博事件的深入思考。无论

是Nalsi的“一条新浪微博的思考，

以及我们的图书馆该怎么做？”、

“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之余

波：图书馆和图书馆员能做什么，

以及其他工作”，图谋的“有一种忽

悠叫图书馆向乞丐开放”，还是西望

图腾的“图书馆服务理念推广任重道

远”、沧浪水的“公共图书馆的宣

传”，正如沧浪水邱冠华馆长所言，

杭州图书馆的“微博事件”，一开始

的热是网络引起的，后来的热主要因

为是央视的关注和参与，真正的热是

我们业界自己，再一次引发了与公共

图书馆理念、精神、实践相关问题的

讨论[10]。纵观整个杭州图书馆“微博

事件”，这是由一条微博引发的一系

列、多种形态媒体参与、由点到面的

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报道。

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这

个由微博引发的事件，被传统媒体所

关注报道，而传统媒体所发评论文章

最终又在各大网站、社区论坛被推向

首页，循环数个回合，成了毫无争议

的社会热点话题[11]。不仅是事件本身

的价值，也是微博、媒体的传播力使

然，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在短时

间内吸引了大量的眼球，使得微博者

对杭州图书馆的关注也转移到更多的

图书馆上，为图书馆的服务宣传与技

术的使用提供新的机遇。事件期间

“首都图书馆”微博关注量也有了

一定的提升[12]，1月18号新浪网出现

了“上海图书馆”的微群，中国国

家图书馆的微博点击量也在杭州图书

馆“微博事件”后呈急剧上升趋势，

很多图书馆纷纷在新浪微博上注册账

号，图林博客圈成功微移，图书馆

界在新浪微博上也开创了重要的一

席之地。微博的“无微不至”的渗

透力，微博不“微”的影响力，已

经使得图书馆不得不思考如何适应

和面对新的网络环境的挑战。

2 国内外的图书馆微
博应用现状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
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

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

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

户端组件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

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
[13]。微博是web2.0时代新兴的极具

代表性的实时讯息系统，它最大的

特点就是集成化和开放化，你可以

通过你的手机、IM软件（Gtalk、
MSN、QQ、Skype）和外部API接
口等途径，向你的微博客发布消

息。2 0 1 0年是微博客快速兴起

的一年。微博客凭借平台的开

放性、终端扩展性、内容简洁

性和低门槛等特性，在网民中

快速渗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

的社会化媒体。

2.1 国外图书馆微博

成立于2006年3月的Twitter
（http://twitter.com）是最早的微博

创建者，已经成为国外最有影响、

最典型的微博，吸引了世界上各

地的人们，有较好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美国的很多图书馆在Twitter
上拥有自己的微博，同时Twitter的
发展还引起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重视，美国国会图书馆于2010年4
月14日宣布将收藏美国社交网络及

微博服务网站Twitter上的所有历史

记录[14]。仅LIBSUCCESS上的统计

就列举了148家世界各地在Twitter
上安家的图书馆官方微博，而且

是图书馆在Twitter上不错的实践代

表，如美国的耶鲁大学科学图书

馆、加拿大的瑞尔森大学图书馆

和档案馆、英国的布鲁内尔大学

图书馆、韩国的延世大学图书馆

等[15]。很多世界各地图书馆馆员都

开设了自己的微博，如巴西人馆

员的Brazilian librarians on Twitter – 
BSF、只在Twitter的鸣叫的图书馆

目录（just tweet it/ http://justtweetit.
com/education/librarians/）等。

“Librarians Who Twitter”则是图书

馆馆员在Twitter上的一个小组（或

称微群）。图书馆不仅利用Twitte
进行简单的服务告知，而且还用

于馆员之间的交流。图书馆的微

博服务也在不断地创新、实践，

如just tweet it可提供图书馆目录的

最新订阅。Twitter上的“Follow 
a Library Project”（“关注一个

图书馆计划” / http://twitter.com/
followalibrary）旨在在世界范围内

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在Twitter上
关注他们喜欢的图书馆。他们鼓励

Twitter的使用者在2010年10月1日
（这一天被宣布为“follow 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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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witter day”）在Twitter上使用

“#followalibrary”这个标签，来推

你最喜欢的图书馆[16]。如同国外图

书馆界对博客的得手应用一样，由

于可以较早地接触微博，以及国

外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微博服务

应用的探索热情，很多国外图书

馆走在了微博技术应用的前列，

如将RSS发布到Twitter上等图书馆

服务探索。

2.2 国内图书馆微博

2007年国内也相继出现了饭

否、忙否、叽歪、做啥、嘀咕、腾

讯滔滔等中国版微博，于2009年后

起的“新浪微博”吸引大量名人、

学者、机构以及众多草根加入“织

围脖”的大军，一举成为国内最有

名的微博平台。尽管国内的微博起

步晚于国外，但中文微博的发展

劲头却十足。仅以国内的新浪微博

为例，以“图书馆”为名称的微博

有500多家，其中既有实体图书馆

的官方微博，又有虚拟的以“图书

馆”称谓的虚拟组织。在新浪网落

户的实体图书馆的官方微博中，不

仅有许多公共图书馆，还有很多高

校图书馆，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

启了新浪微博之旅。尽管图书馆对

微博的应用起步不早，但其却吸引

着大批的粉丝驻足，如刚开微博不

久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已经

吸引了42829个粉丝的关注*，杭州

图书馆的官方微博的粉丝也已达

1986人，作为一直是网络技术应用

先锋的高校图书馆代表，厦门大学

的官方微博“厦大图书馆”受到了

1709个粉丝的关注（数据来自2011
年2月16日新浪微博）。此外，致

力于“以图书为载体，以教育为内

容，立足乡村，连接城市，推广国

民阅读，促进乡村教育革新”的民

间教育公益组织“立人图书馆”、

分布在中国各城市的社区公益民间

图书馆的“荒岛图书馆”新浪微博

上也拥有广大的人气。在新浪微博

的平台上各种形态的“图书馆”都

绽放着各自的流芳异彩，除了微

博，还有很多图书馆建立了相关的

微群，如同博客群一样，微群为微

博者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互动的

交往平台。在新浪网上已有25家图

书馆微群，其中不仅有清华大学图

书馆、国家图书馆、荒岛图书馆

等各种形态图书馆的微群，还有

“图书馆人之家”，“图书馆一家

亲”等图书馆学者建立的各种交流

微群，2月6日新浪“图林博客圈”

的创建者程焕文开通了“图林微

群”，使得图书馆学人在微群上也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毫无疑问，微博为图书馆与用

户、潜在用户、馆员提供了更“时

髦”，更快捷的及时交往平台。通

过对图书馆的微博进行分析发现，

图书馆的微博服务有限，多为简单

的告知服务。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

微博为了保持信息的快速传递，将

文字量控制在了140个字以内，使

得微博容量有限。二是图书馆的一

些服务内容信息量大，很难用简单

的一条微博表述清楚，因此多采用

超级链接为用户提供指引服务。由

于微博本身的“背对脸”的交互方

式，在转帖和评论中进一步加深了

公众对图书馆的了解，以及公众之

间对图书馆的交流和探讨。

3 图书馆微博的管理
对策

很多微博用户同时也是图书

馆的用户，而且大量的微博用户是

图书馆的潜在用户源。图书馆开微

博可以给用户提供多一种的沟通渠

道，满足用户利用微博获取信息和

使用微博技术的心理需求。从杭州

图书馆“微博事件”来看，尽管一

方面显露出当前我国的图书馆服务

理念的宣传还很欠缺的不足之处，

但从另外一面可以看出微博不失为

图书馆服务宣传的好工具。微博作

为WEB2.0的新型工具，同样可以

被用来改变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成

为图书馆服务宣传的自媒体。事实

上，图书馆开设微博并没技术的障

碍，不是能不能开的问题，问题在

于如何开。一方面图书馆要考虑图

书馆用户的切实需求，另一方面图

书馆开设微博零技术投入的背后却

潜藏着人力上的投入。此外，图书

馆微博的开设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

3.1 选择合适的微博平

台

图书馆要对微博平台进行精

心的选择。微博平台本身的成熟

度、知名度、美誉度会影响图书馆

微博服务的开展。如微博的API越
开放，就能最大限度地集聚各种终

端用户，为用户提供更为自如的服

务。目前大多数的微博平台都可以

实现手机的对接功能。微博客代

表Twitter相关功能已经突飞猛进，

除已具备搜索、部分账号与域名

绑定、支持引入RSS等基本功能，

还具备一些其他专业功能，如将

Twitter与map或earth结合，能让地

理信息进入到SNS中，增加Twitter
的价值，让人们可以在map或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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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站上看到有人正在唠叨或为着

某事向世界宣布的地区不断升起小

气泡[3]。国内的新浪微博已经集聚

了大量的人气，在知名度上也略胜

其他微博一筹，新浪微博可以上传

图片和插入话题。用户可以通过网

页、WAP页面、手机短信/彩信等

方式发布消息或上传图片，新浪微

博已得到了大量用户的普遍认可和

关注。腾讯的滔滔则将微博与QQ
进行了完美结合，不用登录QQ也

能随时随地更新签名。腾讯滔滔还

走出了话题追谈的Twitter模式，而

让众多的网友都能自由地发挥自己

的想法、看法、说法……畅所欲

言，唠唠叨叨个不停[17]。

尽管尚未有很多图书馆开设官

方微博，但是新浪微博上已有图书

馆安家，新浪上的杭州图书馆“微

博事件”使更多的公众和图书馆用

户了解了图书馆的服务的同时，也

为图书馆做好宣传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契机和平台。

3.2 对图书馆服务进行

新的整合宣传

即时交互、信息简短，是微

博的特点。由于一条微博有140个
字数的限制，图书馆在开设微博

服务的时候，就要有选择性地整合

各种信息，要做到言简意赅，点到

为止。图书馆要有选择性、针对性

地开发一些微博服务，而不可能包

罗图书馆的所有服务。比如：简单

的图书馆公告、资源的宣传服务，

简单的互动服务等。微博也不能代

替图书馆所有的其他网络服务，这

一方面是由于微博自身的信息传播

方式的特点决定，另一方面则在于

其他网络技术不可替代的优势所决

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微博和

其他网络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而

应是优势的互补。利用微博可以实

现图书馆手机短信服务与图书馆博

客服务的连接整合，实现多种媒介

的联动效应。

3.3 专门负责，确保活

跃度

由于微博的信息传播主要以评

论、关注、热门话题、转发的形式进

行，如果一些话题没有引起微博们的

足够的关注，就很难聚集成为焦点话

题。图书馆开设微博要提高自身的影

响力，就必须有足够的活跃度，如

要保持适当的发帖频率，内容要有

一定的信息价值，才能吸引更多人

“follow”（跟随），乃至成为微博

圈里的一呼百应、万应的“意见领

袖”，为更多的图书馆用户服务。因

此图书馆微博的开设需要专门负责，

以确保适当的活跃度，提高在图书馆

用户群中的知名度。

3.4 做好图书馆用户信

息收集、反馈工作

微博的出现，为图书馆用户提

供了收集、分享信息、发泄情感的

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快了微内容的

大量产生，同时也为图书馆提供了

一种新的用户信息收集渠道。尽管

微博里的信息多为碎片化形态，如

著名词语专家黄集伟所说，“微

博正在创造一种简短而锐利的文

本。当然它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

口水化、碎片化、扁平化。”[18]但

微博的内容中却多为真实的情感表

达，图书馆在此可以找到用户真实

的声音，分析用户的需求，做好及

时的信息反馈工作，改善图书馆的

服务。

3 . 5  提高馆员综合能

力，做好舆论疏导

微博简便、快捷的信息发布方

式创造着大量的微内容，同时也不

难发现微博里的信息也存在着良莠

不齐、真假难辨的问题。由于微博

用户发布信息不需要深思熟虑，处

于“随时发布”的状态，其所发信

息存在于事实偏差、以误传误、被

人误导等多种可能性，因此也有人

说微博也是造谣的温床。微博内容

的真实、可靠性也令人质疑。图书

馆开设图书馆官方微博，有利于对

图书馆微博用户进行正确的引导，

有利于做好微博舆论的疏导工作。

图书馆微博人员在进一步提高自身

网络技术水平的同时，一定要提高

自身的交际能力、应急能力等综合

素质，在微博中为用户发挥出正确

的导航能力。

4 图书馆微博实践前
景展望

思想是行动的火车头。微博为

图书馆提供了用于沟通的桥梁，其

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图书馆

微博不能仅限于应用微博技术，图

书馆微博要实现长足的发展，取得

一定的效应，需要思想上的重视，

行动上的配合。

4.1 抓住机遇，注重
品牌的塑造

图书馆可以在微博平台上开设

图书馆官方微博账号的方式来对图

书馆的服务进行宣传报道，与读者

进行互动，答疑解惑，打造图书馆

的网络品牌。杭州图书馆“微博事

件”期间“首都图书馆”微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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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升，新浪微博上的“杭州图

书馆”的官方微博在短时间内就聚

集了1408个粉丝，有5000多条的博

文[19]。1月18号后图书馆界纷纷在

新浪开设了微博服务。杭州图书馆

“微博事件”与图书馆界的广泛参

与也是分不开的，图书馆员、图书

馆学者在微博上发挥了重要的宣传

作用。图书馆应该抓住机遇，塑造

自己的网络品牌。

4.2 转变思想观念，学

习先进经验

在当前技术即是服务的环境

下，图书馆应抛弃坐等技术推广

的观念，而应该积极探索新技术

的利用，时刻与时代接轨，与时

俱进，要变被动为主动，满足用

户不同层面的需求。微博在中国

的影响力已经日益增强，国内的

图书馆界的微博实践正如雨后春

笋般展开，国外图书馆的微博应

用探索则为国内图书馆的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图书馆界的积

极探索，不仅要成为微博技术的

应用者，也应成为图书馆微博技

术的推动者，乃至创新者。

5 结语

微博作为WEB2.0技术的一种

新型即时交互技术，将WEB2.0的
去中心化、用户主导、互动等理

念发扬得更为淋漓尽致。新的信

息呈现形式也创造着信息，正如

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其含

义早已不仅仅是一条微博，而更

多的包含着由一条微博引发的一

系列讨论，由微博产生的众多媒

介的联动效应。实践证明，网络

技术上的每一次革新大都对图书

馆的服务理念产生过一定的冲

击，图书馆该如何利用微博是

值得图书馆界共同思考、解决

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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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log as a new network technology,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liv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icroBlog impact on libraries taking 
Hangzhou library "MicroBlog Event" as an example, outlin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microblogs in libraries home and abroad, and points out that libraries set u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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