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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Ｗｅｂ功能升级催生了信息用户向多元的复合知识人角色转换，数字图书馆因而拥有大量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及
隐性知识资源。在定义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基础上，基于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构建数字图书馆知识生
态系统的三种共享模型：天秤模型、钻石模型、网关模型。三个模型从不同角度实现了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的
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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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活体图书）起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在丹麦哥本哈根有一个名为“停止暴力（ｓｔｏｐ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的非政府青年组织［１］。２０００年，在罗斯基勒

音乐节上该组织向外出借７５本“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让这７５

本“活体图书”在一个小空间里有一个长时间的交流，

令其逐渐阅读彼此［２］。这种“真人图书”借阅活动，当

时便被称为Ｈｕｍ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其服务理念

即生命体隐性知识自由共享的理念，不仅传播到整个

欧洲图书馆学界，并且迅速向美洲、澳洲、亚洲辐射，世

界各地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都相继开展此项服务。本文

借鉴国外“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实践方法，结合Ｄ．Ｍ．Ｎｏｒｒｉｓ［３］

所分析的ＵＬＩ（城市土地研究院）的显性知识获取、显

性知识流和隐性知识流、公 －私之间的知识共享方式

及其所绘制的 ＵＬＩ知识生态的金字塔图形［４］等理论，

立足构建生态型数字图书馆知识共享模型。该模型能

够最大限度地挖掘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的隐性知识资源，引导
生命体自由参与数字图书馆生态知识系统构建过程，

实现生态知识资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与生命

体知识生态系统之间最大化的知识共享。

２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概念

　　知识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由知识种群、

知识链和知识网络组成。自从 ＧｅｏｒｇｅＰóｒ提出知识生

态学以来，围绕知识生态学与知识生态系统问题，国

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５］，他提出可以从三

个维度来阐述知识生态系统［６］。知识生态学是有关知

识增值的知识，其核心是通过有效协调和沟通，产生新

知识和价值。知识生态共享是隐性知识不断转变为显

性知识，并最终转变为系统的知识财富的过程，包括知

识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系统之间相互转化的

过程［７］。狭义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即是以数

字图书馆为依托，由知识生产者种群、知识传播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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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知识接受者种群构成的链状知识网络。数字图书

馆知识生态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隐性知识向显性知

识的增值性转移，即隐性知识的显性共享、增值［８］。

　　随着Ｗｅｂ功能的升级，数字图书馆也拥有了大批
的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在接受数字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同时，也因为拥有大量、增值的隐

性知识资源而更多地参与到了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挖

掘、知识传播、知识服务过程中去［９］。毫无疑问的是，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已由单一信息用户角色转变为多元的复
合知识人角色，对数字图书馆生态知识建设贡献重大。

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共享过程中，根据需求选择
最合理的共享模型，引导潜在知识有序化共享，实现知

识资源的最大化增值，是数字图书馆生态知识系统的

建设内核。根据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共享对象的
范围扩展，共享过程的复杂性递增，本文构建了天秤、

钻石、网关三种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模型。

３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天秤模
型构建

　　数字图书馆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由独立的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组成。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间进行知识
交流的过程中，交流双方交替进行着角色互换过程，并

实现独立客体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显性知识在被另一

客体接受后，又实现了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

３．１　数字图书馆知识共享路径
　　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进行知识交流过程中（见图１），
双方处于平等的一对一状态。当一方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通过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向另一方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传递隐性知识
后，隐性知识同时被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存储及另一方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接收。在另一方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的知识体
内，进行了对应的知识理解、知识接受过程后，将进行知

识反馈。反馈的知识是对前一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隐性知
识的显性化过程，或者是对前一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隐性知
识的增值过程，并同时被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存储。隐性
知识不仅实现了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内的自循环过程，还
实现了在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间的外循环过程。借助 ＤＬ
知识共享中枢实现了隐性知识的共享与存储。

３．２　天秤共享模型应用解析
　　天秤模型是种一对一平等的知识共享模型，且隐
性知识随着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间知识交流的频次上升，
隐性知识显性度、知识增值度、知识共享程度也同时提

升。在利用该模型的过程中，关键在于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知

识交流客体的隐性知识对等状态。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
间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对等度越高，天秤平衡度越大，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所存储的知识增值越大；若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知识交流客体间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对等度相差过
大，天秤失衡度将过大，ＤＬ知识共享中枢所存储的知
识增值越小。同时，数字图书馆通过知识共享中枢，实

现了对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接收的隐性知识及接受的显
性知识进行组织、存储的过程，该知识共享中枢的知识

已是完全的显性、增值知识，可以自由提供广域共享。

图１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天秤模型

４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钻石模
型构建

　　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间进行知识交流的过程中，除了
交流双方交替进行着角色互换过程，也存在着单一Ｌｉｖ
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与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间的交流形态。这样
的知识交流，拓宽了隐性知识来源的渠道，可同时针对

一个主题获取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隐性知识群的全部资源。

４．１　数字图书馆知识共享路径
　　在模型中存在单一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与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两方（见图２）。当处于钻石模型底端的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通过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向另一端Ｌｉ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传递隐性知识后，隐性知识同时被 ＤＬ知
识共享中枢存储并被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中的每一位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接收。在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中的每
一位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的知识体内，进行了对应的知识
理解、知识接受过程后，将进行同步或异步的知识反

馈。同时，由于该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是在同一隐性知
识主题前提下组织而成的，因此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之
间也可以进行隐性知识的接收、传递、反馈、共享过程。

反馈的知识是对钻石模型底端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隐性知
识的显性化过程，或者是隐性知识的增值过程，并同时

被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存储。钻石模型底端的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客体在接收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所反馈的隐性知
识后，在知识体内将进行知识的自循环过程，并最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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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接受或下一轮的知识反馈。隐性知识实现了在 Ｌｉｖ
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内的自循环过程，还实现了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
资源群间、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与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间
的外循环过程。借助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实现了隐性知
识的共享与存储。

图２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钻石模型

４．２　钻石共享模型应用解析
　　钻石模型是一种一对多的内、外双循环知识共享
模型，隐性知识随着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与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
源群间知识交流的频次上升，知识交流难度随着知识

增值层度的提高而逐渐加大；参与交流的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
资源群中的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随着自身拥有隐性知识
资源数量的不同，可能退出交流或转移到钻石模型底

端的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中去。该模型可极大程度地实现

隐性知识显性化、知识增值化、知识共享化。在利用钻

石模型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对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的选
择。若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中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人数过
多，则知识反馈难度较大；若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中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价值较高，则共享
后的知识增值度就大，ＤＬ知识共享中枢所存储的知识
增值越大，反之则小。当然，该模型也可以倒置使用，

在倒置使用的过程中，对于单一端的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
隐性知识价值程度则要求较高。同时，数字图书馆通

过知识共享中枢，对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隐性知识资源群的隐
性知识及接受的显性知识进行组织、存储过程，该知识

共享中枢中的知识已是完全的显性知识、增值知识，可

自由提供广域共享。

５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网关模
型构建

　　前两种模型，都属于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自发

的一种知识共享模型，适用较少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客体间的

知识共享，ＤＬ知识共享中枢进行间接、隐蔽的知识共
享控制。在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进行知识交流的
过程中，还存在着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之间的知识
交流形态。这种知识交流由于参与的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较
多，共享流程复杂，因此需要进行更有效的、更规范的

知识共享序化控制。网关共享模型中的数字图书馆知

识共享中枢就充当了知识把关人，直接参与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的共享过程，实现共享知识的传输
控制。

５．１　数字图书馆知识共享路径
　　在模型中存在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双方。任
一方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向ＤＬ知识共享中枢传递
知识需求后，被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存储，并及时向 Ｌｉｖ
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中的每一位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传递。在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中的每一位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的知
识体内，进行了对应的知识理解、知识接受过程后，同

步或异步地将知识反馈给ＤＬ知识共享中枢。ＤＬ知识
共享中枢会对反馈的知识进行适度把关，选择性地将

部分显性化、增值的知识，有针对性地传递给部分 Ｌｉｖ
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并同时保存到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重复
循环，直至隐性知识最大化显性共享、增值。网关模型

实现了隐性知识在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内的自循环过程，
实现了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间、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资源群间与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间的外循环过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共享网关模型

５．２　网关共享模型应用解析
　　网关共享模型最大的特点是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在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知识群共享过程中的直接参与。通
过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对知识内容、知识传递对象的选
择性处理，使得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的隐性知识得到有针
对性的、最大化的挖掘，同时控制了传递的有序化程

度，使知识共享更加有效。在传递过程中，通过 Ｄ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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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和把关，也能够有效地保障信息的价值，实现信息

择优选择以及从无序到有序化的保障。但是，由于是

ＤＬ的一种显性参与，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
客体限制感受，与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客体的自由交流思想不
符，因此存在降低参与者共享热情的可能。因此，网关

共享模型比较适合于对知识理解判断度较低且需要他

人辅助获取知识的信息共享者。除此之外，该模型也

可以用于ＤＬ讨论组群或类似共享群的资源数据库建
设过程中。

６　结　论

　　随着Ｗｅｂ功能的升级，信息用户向多元复合知识
人角色转变，这奠定了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建设

的基础。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建设的内核，应是

实现显性及以信息用户为依托的大量高价值隐性知识

的最大化共享及增值。本文结合国外先进的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理念，根据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群的参与范围不同，
从理论上构建了三种适应不同需求的数字图书馆知识

共享模型。其中，天秤模型能实现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之间的
隐性知识共享、增值，是一种快速共享模式；钻石模型

能实现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与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群间的隐性知
识共享、增值，是一种可对比型共享模式；网关模型，是

Ｌｉｖｉｎｇｂｏｏｋｓ生态群之间的共享模型，且 ＤＬ知识共享
中枢直接参与、控制共享过程。这三种模型的共享、增

值知识均被 ＤＬ知识共享中枢存储，可以用来实现知

识的广域共享。上述三种共享模型的构建，给予了信

息用户更多的选择权，拓宽了数字图书馆生态知识资

源的来源渠道，完善了数字图书馆知识生态系统的建

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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