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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整合模式
摘　要　图书馆与档案事业同宗同源。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学科体系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 ,

图书馆学档案学可在共同的专业基础上培养出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这就需要对其课程设置进行

科学规划。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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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与档案同宗同源

在古代 ,图书和档案本是同一载体 ,文献所谓“三

坟”、“五典”,既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 ,也是最古老的

档案。1899 年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 ,更进一步证实

图书和档案是同一载体 ,具有相同的功能。这些甲骨

是商王朝使用的一种文书 ,属于公元前 1300 多年到

1100 多年的遗物 ,大多比较集中保存于宗庙所在地 ,

有的按朝代排列 ,有的把龟甲和牛胛骨分别保存 ,有

的龟甲还穿孔编连成册 ,可见是有意识地收集。其内

容 ,大多是王室占卜的记录 ,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

文字 ,所以又叫“卜辞”。卜辞的内容多涉及国家征

伐、狩猎、畜牧、农事以及疾病、灾害、祭祀等方面。

中国有近 4000 年文字可考的历史 ,主要是以这

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为最早的信证。这些甲骨文献

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和档案。而且 ,从这些文献出现

开始 ,就有了关于它们的收集保存活动 ,因而有了古

老的图书档案管理业务。

我国周代已有专门保存图书 (档案) 的机构 ———

藏室 ,并设有管理藏室的史官。《史记》:“老子者 ,楚

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 ,名耳 ,字聃 ,周守藏室

之史也。”老子既可视为我国最早的皇家图书馆负责

人 ,也可视为最早的国家档案馆负责人。

中华民族自从进入历史文明时期以来 ,图书 (档

案)的载体多姿多彩 ,经历了甲骨金石、简策缣帛、铁

卷金册、纸墨文书、卷轴册叶等历史阶段。在漫长的

封建社会 ,自秦以后 ,历朝历代的皇室藏书机构 ,既是

国家图书馆 ,也是国家档案馆 ,浑然一体 ,具有多重职

能。据史料考证 ,直至明代 ,图书和档案才截然分开。

《明实录稿本》记载 :明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年) 刑部

奏报“户部文档不明”,要拿有关官吏是问。由此可

见 ,已不再使用“文书”一词 ,而改用“文档”。而“档

案”一词的正式使用 ,则始于明末清初。《清太宗文皇

帝实录》在崇德三年 (明崇祯十一年 ,公元 1638 年) 正

月甲午日所记载的 ,以户部长官韩大勋为首的众人合

谋盗金一案 ,有三处出现“档案”一词。此外 ,成书于

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年) 的杨宾《柳边纪略》说 :“边外

文字 ,多书于木 ,往来传递者曰牌子 ,以削木若牌故

也 ;存贮年久者曰档案 ,曰档子 ,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

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 ,亦呼为牌子、档子

矣。”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对“档案”这一名词的说明。

自明代起 ,图书与档案才各自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

图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有意识地传播信息和知识

的载体。而档案则是原始的历史记录。图书与档案

有相似之处 ,它们都记录了各种信息和知识 ,也都被

人们有意识地保存。但是 ,从档案的形成及其性质来

看 ,又与图书有所不同。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的文件材

料 ,无论正规的公文或是内部记录、原作手稿、会计帐

簿 ,或技术图纸、录音带和录像带等等 ,其产生的主要

原因和直接目的 ,是为了处理当时某种事务的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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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由于事过之后 ,其中有些仍有某种用途 ,所

以又保存下来成为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 ,档案是人

们处理事务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副产品”和进行社会

实践活动附带的产物。

2 　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学科体系结构之比较

“图书馆学”的概念是 19 世纪初出现于欧洲的。

自从 1807 年德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提出“图

书馆学”这一概念之日起 ,图书馆学这门学科就算正

式诞生了。20 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和论著 ,陆

续介绍到中国。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 ,图书馆学已是

一个拥有数十门分支学科的群体 ,并且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学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技术方法、图书馆历史等

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图书馆学体系包括经验要素、

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经验要素是指图书馆工作者

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图书馆知识和技术。

这种知识和技术以感性知识为基础 ,属于经验的范

畴 ,停留在对图书馆现象的描述阶段 ,未能揭示图书

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但它是理论图书馆学的基础。

理论要素是指从图书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图书

馆知识的系统的结论。它是经验的理论概括 ,是系统

化的理性认识。它反映了图书馆活动的全体、本质、

特点、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结构要素是指揭示图

书馆学体系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运动的范畴。它反映客观事物整体状态超越个体

性而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成分。

图书馆学体系的构成三要素相互交融 ,促进了图

书馆学体系的发展。其中 ,结构要素是经验要素和理

论要素相结合的中介 ,是随经验要素和理论要素同步

增长的能动的调节系统。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十分

丰富 ,其结构体系纵横交错 ,各分支学科之间不仅有

纵向的隶属关系、层次关系 ,而且也有横向的并列、邻

接、交织关系 ,这种纷繁多样的结构体系 ,说明图书馆

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

现代图书馆学体系由两大部分构成。

(1)理论图书馆学。这是研究图书馆学基本理论

的科学 ,以图书馆的整体活动为对象 ,从不同角度 ,用

多种方法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普遍规律。构成理论图

书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有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

史、图书馆事业研究、图书馆学方法论、图书馆未来

学、比较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等。

(2)应用图书馆学。它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指以

图书馆工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图书馆工作的环节、流

程、方法和技术的学科 ,这部分学科统称为狭义应用

图书馆学 ;其二是指将其它学科的理论、原理、方法应

用于图书馆学 ,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这也可

称为广义应用图书馆学。构成应用图书馆学的基本

分支学科有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与主题标引、文

献著录、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信息咨询、文献检索、

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教学、图书馆建筑

学、文献保护技术等。

我国比较系统地开展档案学研究是在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档案学产生初期 ,它的分支学科是单一

的。随着各种类型档案的大量增长和档案工作实践

的发展 ,新的分支学科不断产生 ,形成了现在的由多

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体系。档案学是多层次的体

系结构。同图书馆学一样 ,各分支学科之间不仅有纵

向的隶属关系 ,而且有并列、邻接、交织关系。现代档

案学也分为两大门类 ,即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

(1)理论档案学。包括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

档案专业史研究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 ,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 ,两者相辅相成。其共同任务是揭示档案

和档案工作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 ,以解决人们对档案

和档案工作的基本认识问题。不过 ,档案学基础理论

侧重于横断研究 ,侧重于高度抽象概括 ,以反映档案

工作规律 ;而档案专业史研究 ,则侧重纵向研究 ,以史

实说明档案工作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构成理论档

案学的基本分支学科有 :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比

较档案学、档案法规学、档案学史、中国档案事业史、

世界档案事业史等。

(2)应用档案学。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

性 ,它所阐明的档案工作的制度、原则、方法与技术直

接应用于档案工作实践。应用档案学 ,包括档案工作

的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两个方面。构成应用档

案学的基本分支学科有 :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

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

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学等。

从上面比较中可以看出 ,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体

系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 ,由于两门学科都属于

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 ,因此大的框架是相同

的 ,都由理论和应用两大门类学科构成。其次 ,两门

学科都研究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

则与方法 ,因此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也有相同之

点。这就为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

提供了共同的专业知识基础。

3 　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1998 年我国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和专业介绍》,明确规定图书情报档案专业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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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即培养既具系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

学基础理论知识 ,又具某一学科坚实专业知识 ,既能

熟练运用现代技术为图书情报档案机构服务 ,又能从

事企事业单位信息资源开发、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出 ,是综合原有

的专才、通才培养目标的观点于一身的科学合理的观

念 ,也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对图书情报档案专业

人才的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复合型人才要求构建

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合理的能力结构 ,不仅具备图书情

报档案专业知识 ,而且还具备一二门其它学科的基础

知识 ;不仅具备起码的学习能力 ,更要具备应用能力

(应用知识、思维表达、组织管理、适应社会的能力) 和

创造能力 (从事学术研究、科技开发的发明创造能

力) 。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关键在于课程设置。

长期以来 ,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陈旧单

一 ,教材范围狭窄 ,重理论 ,轻技术 ,因而培养出来的

学生知识结构单一 ,视野狭窄 ,动手能力差。为了培

养复合型人才 ,适应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对信息资源

管理 (国际上通称为 IRM)专门人才的需求 ,课程设置

应遵循“淡化专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

力、重实践”的原则。图书馆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应

实施按系招生 ,按“2 + 1 + 1”方案组织教学 ,即在大学

一、二年级统一进行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基础

课和科学文化基础课综合教学 ,大学三年级共同实施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课教学 ,从大学四年级起依照学生

自愿分专业 ,按图书馆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实施各自

专业教学 ,组织毕业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 (设计) 。信

息资源管理专业课可分为 3 个知识模块 ,即信息资源

管理基础理论知识模块、信息资源组织整序和开发利

用知识模块 ,以及信息技术应用与管理知识模块。作

为专业基础课 ,包括信息资源管理学基础、信息资源

管理研究方法、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组织、信息资

源检索、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信息政策与信息法规、

信息资源管理自动化系统、信息资源与多媒体、信息

网络技术等。在大学四年级分专业实施教学时 ,也可

以交叉开设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选修课 ,以扩大学生

的知识面 ,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

档案学界及事业主管部门 ,一直在探讨实现图书情报

档案“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施方案。“一体

化”现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 ,1976 年 ,联合国教育、科

学和文化组织 (UN ESCO) 将负责世界科学技术情报

系统 (UN ISIST)的科技文献与情报处 ,和推动国家情

报系统 (NA TIS)计划的文献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处合

并为综合情报计划处 ( PGI) ,负责联合国教育、科学和

文化组织有关专业情报系统、文献、图书馆和档案馆

方面的工作 ,促进有用的图书情报档案在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的传播。美国高等学校设置档案学专业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目前 ,全美共有 10 余所大学在

历史系或图书情报学院 (系) 开设了档案学专业研究

生课程 ,攻读历史学或图书馆学硕士 (或博士) 学位的

研究生可选择档案学专业作为研究方向 ,或者选修档

案学课程积累学分。各校开设的档案学课程在数量

和程度上差异较大 ,有的设有 5 门以上的专业知识

课 ,有的仅设 1 或 2 门介绍性的入门课。如马里兰大

学图书情报学院 ,在该院开设的约 70 门课中有 8 门

与档案和文件管理有关 : ①图书档案与西方文明 :介

绍社会经济力量对图书、档案机构发展的影响 ,以及

图书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 ②档案、图书或情报

专题研究 ; ③档案馆管理高级课程 :介绍有效地管理

文化机构的态度、技术及战略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

馆及专门资料馆在管理上的相同与差异 ; ④与档案、

图书工作相关的法规及职业道德问题 :版权法、隐私

法、信息自由法、国家安全法等 ; ⑤专门 (或部门) 档案

馆、图书馆和信息中心馆藏的分析、利用及管理讲座 ;

⑥文件管理原则 :介绍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 ,文件

生命周期以及运用鉴定理论制订文件保管期限表 ; ⑦

手稿的保管 ; ⑧图书与档案保护技术。目前国内有的

院、系的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 ,已经实施了淡化专

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地培养人才的整合模

式 ,收到良好效果。学生毕业后 ,既能到图书馆工作 ,

又能到档案馆工作 ,受到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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