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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图 书 馆 学 的 当 代 转 换

摘　要　指出传统图书馆的特征是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和定性导向, 提出传统图书馆学当代转换的

核心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 并对当代图书馆学的建构方向和建构道路等作了探讨。参考

文献 16。公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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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radit ional lib rary science are p rocess2o rien ted, substance2

o rien ted and quality2o rien ted, the au tho r p ropo ses that the con tempo rary transfo rm ation of lib rary

science includes the p rocess from concreteness to abstractness and from quality2o rien tation to quan2

t ity2o rien tation. Besides, the au tho r also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ve o rien tation and path s fo r con2

tempo rary lib rary science. 16 refs. 6 fo rm 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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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W eb 图书馆等图书

馆新“形态”的蓬勃发展急需图书馆学理论指导, 然

而, 新型图书馆学理论尚未建立, 传统图书馆学理论

又力不从心, 因此, 当代图书馆实践正在召唤新的图

书馆学理论, 传统图书馆学面临进行当代转换。

1　传统图书馆学的特征

根据当今国内外几部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学著

作[1～ 9 ], 可以归纳出传统图书馆学大致具有以下特

征:

(1) 面向过程。传统图书馆不是典型的基于操

作流程发展起来的学科, 因而有图书采访、图书分

类、图书编目、参考咨询、读者服务等等所谓“分支”,

与图书馆内的部门设置或工作程序几乎完全对应。

对于一门源自实践的学科来说, 这本无可非议, 但就

其作为科学而言, 则表现出理论性先天不足。

(2) 面向实体。传统图书馆学还是一门典型的

面向实体的学科, 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与实体图书馆

相关联, 这对于一门特定的学科而言本也无碍, 如像

博物馆学等也如此, 但这一特征也在一定程序上约

束了理论思维, 可能造成对图书馆学发展的阻滞。

(3) 定性导向。从经验总结的传统图书馆学基本

理论[10 ]到颇有新意的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11 ],

都是典型的定性描述, 只有在图书馆统计和读者研究

等少数方面可以看到零星的定量研究成果, 这对确立

一门当代科学来说, 精密定量程度远远不够。

因此, 在当今图书馆新形态发展的推动下, 传统

图书馆学必然面临进行一次当代转换。

2　传统图书馆学当代转换的核心

根据当今图书馆形态的新发展, 传统图书馆学

必然围绕以下两大核心转换:

(1) 从具体到抽象。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

的出现和蓬勃发展, 显示了图书馆本身的生命力, 要

说明这些对于传统图书馆学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

议”、“难以预见”的新生事物和抽象事物, 图书馆学

理论就必须完成一次从具体到抽象的转换, 跳出实

体图书馆学、过程图书馆学的约束, 到抽象思维中寻

求新的动力, 让理论在抽象思维中建构和发展。当

然, 这里存在抽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2) 从定性到定量。定量是当代科学的共同趋

势, 图书馆学要走上精密科学之路, 就必须完成从定

性到定量的转换。在具有充足经验规律积累的学科

中, 要完成从定性到定量的转换并不难, 如物理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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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都经历过从定性现象总结出定量规律、进而发

展出理论体系的过程, 可是传统图书馆学却几乎是

一个完全以定性描述为主的应用性学科, 要实现从

定性到定量的转换就存在一定难度。

因此, 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应该采取以抽

象促进量化, 再以量化促进抽象的互动互进方式。抽

象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12～ 13 ]的提出, 正是这种转

换方式的一种表达。

3　当代图书馆学的建构方向

根据上述传统图书馆学的两大当代转换核心,

可以发现下列建构方向:

(1) 模型导向。如果说传统图书馆学就像面向

过程的计算机科学, 那么当代图书馆学就颇似面向

对象的计算机理论。模型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提供了

一种建构途径。通过抽象将当代图书馆模型化, 再通

过建模分析实现定量化, 我们就能从中发现建立当

代图书馆学的方法。

(2) 虚实结合。对虚拟图书馆的处理可能是当

代图书馆学的难点, 为此建议采取虚实结合的研究

方法。不能不管实实在在的传统图书馆, 也不能不顾

变幻无穷的虚拟图书馆, 而介于虚实之间的数字图

书馆则可以构成当代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

(3) 定量分析。引进定量分析方法应是当代图

书馆学坚定不移的方向, 只有这样, 才能走上当代科

学的大道, 以利通达光明的未来。

笔者提出的抽象图书馆学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4　抽象图书馆学的建构思路

文献 [ 14 ]提出了抽象图书馆学的思想, 文献

[ 15 ]通过引进信息与知识的关系式, 建立了表征图

书馆知识 K 与图书馆输出信息 I 之间的抽象图书

馆第一分析方程

d2K
dI 2 -

V
I

dK
dI

= f (K ) (1)

其中V 为信息的价值系数。

又通过引进信息与技术的关系式, 建立了表征

输入信息 i 与图书馆技术水平 T 之间关系的抽象图

书馆第二分析方程

d2 i
d t2 +

1
Ε

dΕ
d t

d i
d t

=
1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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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

(2)

其中 Ε是图书馆的技术转化系数。

并利用极值优化原理讨论了当 f (K ) =
m 2

I 2 K 形

式时,

K = I - Cm 2

V (3)

亦即

I = K
- C′V

m 2 (4)

是获得的一系列图书馆输出信息优化点。其中m 为

常数, C , C′为积分常数。

而当 1
Ε

dΕ
d t

= p 和 1
Ε

dT
d t

= qt 形式且 p , q 为常数

时,

i =
q

2p
t2 + C (5)

亦即

i =
T
Εp

+ C (6)

是存在的一系列图书馆输入信息优化点。其中 C 是

积分常数。

式 (4) 的另一意义是指出当抽象图书馆输出信

息为 I= K
- C′V

m 2时, 抽象图书馆在知识构造上是最佳

的; 式 (6)的另一意义是指当抽象图书馆输入信息为

i=
T
Εp

+ C 时, 抽象图书馆在技术构造上是最优的。

这一初步分析过程为抽象图书馆学的进一步扩

展提供了方法参考, 其结果可以作为深入研讨的切

入点。

抽象图书馆学的优势是抽象化程度高、量化彻

底, 其弱点是定义较宽泛、量化指标的提取不易等。

抽象图书馆学为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工作指

出的努力方向是: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能指导图书

馆实践发展, 图书馆工作应以提高图书馆的知识内

涵和技术内涵为目标, 同时促进信息向知识的转化。

5　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其他建构道路

抽象图书馆学是采用精确数学分析方法建构当

代图书馆学理论的一条道路, 此外, 逻辑方法、计算

机方法等通用方法可以应用, 形成当代图书馆学理

论的其他建构道路:

(1) 逻辑建构。利用数理逻辑从图书馆学基本

概念开始, 严格构造出当代图书馆学的术语系统, 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 形成概念抽象与定量应

用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符 (下转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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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有关

理论研究和学习, 不断给头脑充电, 尽快转变思想,

为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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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既定量、也抽象的建构道路。

(2) 仿真建构。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分析对传

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建立仿真模

型, 再以计算机作为通用工具开展仿真研究。这也是

一条符合抽象化、定量化方向的建构道路。

即使采用数学建构方法, 也有精确分析方法、概

率统计方法、运筹优化方法等可选, 可以根据需要灵

活应用。

综上所述, 为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勾画了

一个简要轮廓, 希望能抛砖引玉, 以推进和加速当代

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图书馆学界不能因为抽象化理

论“高深莫测”[12 ]望而却步, 只有勇往直前才能有所

发现和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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