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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述评

摘　要　电子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已经出现了电子图书馆、数

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络图书馆、多媒体图书馆等等名称。然而对这些“图书馆”的概念、内涵和

特征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今后数年内将有 6 个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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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 进入 90 年代末期, 有人对电子图书

馆的发展和实践, 作了较为现实的分析和研究,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和未来的发展模式

思路。如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的徐引篪、霍国庆

所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

学院黄宗忠教授的《论 21 世纪的图书馆》、《论

21 世纪的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 上海的杨

宗英教授对电子图书馆的系列研究, 以及中科院

图书情报中心的汪冰博士的《电子图书馆理论与

实践研究》、《电子图书馆及其相关概念辨析》、北

大刘兹恒先生的《试论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

的关系》等一批论述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

拟图书馆的力作相继问世。尤其是汪冰博士的新

著《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 这是国内第一

本系统论述电子图书馆的学术专著, 内容涉及广

泛, 对电子图书馆的相关概念与定义、电子图书

馆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现实背景, 电子图书馆的实

验及其经验分析, 理论模型和技术基础, 电子图

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影响以及尚待解决的电子

图书馆课题等[1 ] , 作了精辟而又深入的研究。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 从 90 年代开始, 有

120 余篇论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 提出

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使电

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

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将试图对该领域的研

究作一个大概的回顾和分析。

1　电子图书馆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电子图书馆, 它作为一种新技术的应用, 近

几年确曾赋予了传统图书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

发展活力。而它作为一种新技术、新观点的思潮,

早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就开始酝酿和初现端倪。

尽管加拿大图书馆学家伯德萨尔 (W. F.

B irdsall) 博士推论电子图书馆发端于本世纪 20

年代的缩微复制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2 ] , 但是,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使电子图书馆的神话迅速变

成了现实。

1. 1　电子图书馆的发展和认识过程

60 年代电子书刊的兴起, 尤其是以后电子检

索期刊在国际联机检索上的成功应用, 导致了电

子图书馆迅速发展。美国在 1962 年就在西雅图举

办过“21 世纪图书馆”的展览, 当时就提出了“没

有图书的图书馆”的观点。可以说, 这是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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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最先的舆论准备。1969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

发行M A RCÊ 型机读目录, 是图书馆进入自动化

的标志。1975 年, 美国图书馆学家克里斯蒂安(R.

W. Ch rist ian) 出版了《电子图书馆: 书目数据库:

1975～ 1976》一书, 书中首次提出了“电子图书

馆”这个名词[3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美国

著名图书情报学家兰卡斯特 (F. W. L ancaster) 在

其《走向无纸情报系统》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与

图书馆员》两部著作中[4 ]都曾经过于乐观地描绘

了未来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的前景。

1983 年美国人科莱因(H. F. C line) 和辛诺特

(L. T. Sinno t t ) 在其专著《电子图书馆——自动

化对学术图书馆的影响》一书中频繁使用了“电子

图书馆”这个术语。这是一部以芝加哥大学等 4 所

大学的图书馆自动化应用和研究的专著[5 ]。

在日本, 1985 年日本邮政省首先提出电子

图书馆的构思, 东芝公司甚至开发出了“电子图

书情报系统”, 同年 11 月, 日本 40 多家主要新闻

媒介和出版社发起成立了“电子图书馆研究会”,

不久, 日本的商业电子图书馆也投入了使用[6 ]。

我国对电子图书馆的研究, 始于 80 年代的

中后期, 主要是介绍国外的译文和论著。 1985

年, 由郑登理、陈珍成译校的兰卡斯特《电子时代

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员》, 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8 年, 刘建明节译了由美国图书馆协会所属

图书馆与情报技术协会主席道林 (Kenneth E.

Dow lin) 的著作, 以《电子图书馆》为题, 登载于上

海的《图书馆杂志》[7 ]。同年, 还有乔欢等翻译的

英国情报学家詹姆斯·汤普森 (J eam es Tomp2
son) 所著的《图书馆的未来》, 由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进入 90 年代后, 研究电子图书馆的论著日

益增多。1991 年赖茂生发表了《电子图书馆的构

想与实现》一文, 较早地介绍性地描述了电子图

书馆运行的构想[8 ]。早期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当推

上海交通大学的杨宗英教授。1993 年, 他在《大

学图书馆学报》以《电子图书馆的崛起》为题, 连

续发表了数篇有关电子图书馆的力作, 为后期的

学术研究和建设奠定了基础[9～ 12 ]。他和汪晓

明[13, 14 ]认为, 现代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 计算机

技术和通信技术的普遍应用, 国际书刊市场上电

子书刊的发行, 是电子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基础和

物质基础。70 年代出现了一批联机编目中心和

大型文摘社及检索系统, 如OCL C,WLN , D IA 2
LO G, ORB IT ,M EDL IN E, BR S 等, 它们利用计

算机深层次揭示馆藏情况。80 年代以后局域网

络技术的发展, 通过广域网和局域网的联结, 人

们可以在图书馆、办公室甚至在家中访问图书馆

的机读目录、大型信息数据库和光盘数据库

等[15 ]。电子图书馆的出现并逐步普遍地应用, 使

我们对它不再感到陌生和神秘了。

我国电子图书馆的建设起步较早。1993 年,

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筹建多媒体电子阅览

室并于次年开放[16 ]; 在最近 3 年里, 电子图书馆

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1. 2　电子图书馆的基本概念

电子图书馆的出现和迅速发展, 其速度远远

快于我们的理论研究, 甚至来不及给它一个准确

的定义。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仍然是莫衷一是。至

于什么是电子图书馆, 1984 年, 美国人道林在其

《电子图书馆: 前景与进程》一书中, 首次下了一

个定义:“所谓电子图书馆是一个提供存取信息

的最大可能性并使用电子技术增加和管理信息

资源的机构。”[17 ] 1989 年, 坎贝 (Kabbey) 对其的

释义是: 电子图书馆并不是指一个固定地方具有

硬件与软件的馆藏, 这些馆藏是将不同的信息资

源储存于不同的地点, 使用者通过网络可以检查

到所需要的信息[18 ]。

我国研究者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指一个特定

组织范围内用电子方式存储图书、杂志的全文内

容, 并提供检索、访问、查阅和提供全文服务的信

息系统。由于它存储的不是纸张印刷的书刊, 而

是数字化的信息, 所以又称“数字图书馆”; 又由

于它的服务不限于物理意义的“馆藏”, 所以又称

“虚拟图书馆”[19 ]。

汪冰博士认为: 图书馆传统意义上的自动化

是内部业务操作的自动化, 而联机O PA C 和图

书资料内容的数字化则是电子图书馆的重要内

涵。所谓电子图书馆是建立在图书馆内部业务高

度自动化的基础之上, 不仅能使本地和远程用户

联机存取其O PA C 以查询传统图书馆馆藏 (非

数字化的和数字化的) , 而且也能使用户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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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联机存取图书馆内外的其他电子信息资源的

现代化图书馆[20 ]。

赵殿国先生指出: 电子图书馆是一个特定组

织为自己的需要用电子方式存储图书、杂志的全

文内容并提供存取、检索、浏览和传递的信息系

统, 执行自己的存取与管理政策 (版权管理与收费

办法等) , 主要面向组织内部共享有价值信息[21 ]。

傅守灿先生认为:“电子图书馆”强调了图书

馆的资料是以电子形式存储和利用的; 真正的电

子图书馆不再是藏书楼式的机构, 而是一个信息

系统, 是一个连接各地、全国甚至全球信息资源

的网络传递系统[22 ]。

黄建年撰文指出: 电子图书馆是电子化的图

书馆, 是利用各种电子手段, 主要是计算机技术、

现代通讯技术、存储技术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工、

整理、处理并提供给用户使用的[23 ]。

杨宗英教授描述的概念为: 电子图书馆是组

织电子信息、使其进入图书馆并提供有效服务的

“场所”。几乎图书馆的所有信息均能以电子形式

获得, 通过网络组织对信息资源的检索和访问外

界电子图书馆和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 让人们很

方便地共享资源[24 ]。

上述各家观点的表述, 虽其字面上说法不

一, 而从本质特征上分析, 则颇多相似。其核心有

以下几点:

(1) 电子图书馆必须以计算机网络为最基

本外部条件, 必须具备一定的用户界面, 使用计

算机高效管理各种文献信息资源;

(2) 通讯系统和存储技术是电子图书馆的

关键;

(3) 电子图书馆的物质基础是以电子化的

信息源和图书馆的各种文献资源, 且能够在网络

上运行;

(4) 用户咨询教育和服务也是电子图书馆

重要特征和内涵;

(5) 动态的信息资源高度实现共享。

2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概念和

历史发展

数字图书馆的称谓, 稍晚于电子图书馆。也

可以说它是在电子图书馆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

图书馆自动化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图书馆现代化

的普及, 特别是电子出版物的广泛应用, 电子信

息资源的日益丰富, 加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

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 使得利用网上查询数据库

和浏览网上信息成为现实。在电子图书馆应用的

同时,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了数字图书馆

的研究和应用。

2. 1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起源和发展

数字图书馆有关的早期研究, 可追溯至

1945 年美国科学家维勒维尔·布什 (V annervar

Bush ) , 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 提出了

M em ex 一词, 意思是一个能存储他所有的书、记

录及通讯的装置。这一概念的提出, 可认为是数

字图书馆研究的起源[25 ]。

1980 年, 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的计算

机与数据通信工作的负责人哈利 (A. J. H arley) ,

最早提出了“虚拟图书馆”的术语[26 ]。而较早提

出虚拟图书馆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人卡耶 (Gapen

D. Kaye) , 他在 1992 年的一篇论文中把虚拟图

书馆定义为:“利用电子网络远程获取信息与知

识的一种方式。”[27 ]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起源于 1993 年 9 月, 由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组织、国家宇航局、国防部高

级研究项目局联合提出了“数字图书馆倡议”, 并

投资 2400 万美元在斯坦福大学、密执安大学、伊

利诺斯大学等 6 所大学进行数字图书馆的分项

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1994 年成立了专家小

组。同年 10 月, 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它将迈向数

字化时代[28 ]。

自 1993 年以来, 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发展, 人

们对数字网络、数字音频和数字视频越来越多地

给予关注和研究, 因而在概念上逐渐倾向于“数

字图书馆”[29 ]。

我国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起步较晚,

理论研究仅局限于翻译和介绍国外数字图书馆

的发展和计划上。真正的起步是在 90 年代中期

以后。最早介绍国外的理论研究与建设情况的是

范国胜和群生, 他们分别在 1995 年 2 月和 12 月

的《中国计算机报》刊登了对数字图书馆的开发

技术和管理的文章[30, 31 ]。1997 年由文化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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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国家计委批准立项的《中国重点科技项目

——“中国实验型数字图书馆”》正式立项。由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 6 家公共图书馆联合研

制开发,“以建立多馆协作、互为补充、一致的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实验型数字图书馆模

型”[32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也已开始建立数

字图书馆的运行模式, 同时上海交通大学也宣布

在 2000 年以前将建立数字图书馆的模型[33 ]。

2. 2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概念

虽然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的研究如火

如荼, 名家权威也不乏其人, 但至今对其准确定

义仍在探索之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定义之一: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是组织数字化

信息及其技术进入图书馆并提供有效服务, 几乎

图书馆的所有载体信息均能以数字化的形式获

得, 读者通过网络组织访问外界数字化图书馆和

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图书馆和网络系统连接,

让人们很方便地共享资源[34 ]。

定义之二:“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大系统, 它是

分布式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数据库和知识

库, 用户和用户团体可以对系统内的数据库和知

识库进行一致性的访问, 获得自己所需要最终信

息。”[35 ]

定义之三: “数字图书馆”强调了它存储的

信息是用电磁介质, 按二进制编码的方法加以存

储和管理, 是把原先用纸张存储的信息转变为用

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存储和处理的信息。“虚拟

图书馆”则是强调了信息网络传输的特性, 它超

越时空概念, 其资源和服务已大大超出了原来物

理意义的馆藏, 真正的电子图书馆不再是藏书楼

式的机构, 而是一个信息系统, 是一个连接各地、

全国甚至全球的信息资源的网络传递系统[36 ]。

定义之四: 数字图书馆即是一个数字化的信

息系统, 它将分散于各种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

信息资源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以网络化方式互相

连接, 提供即时利用, 实现资源共享[37 ]。

定义之五: 利用当今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通

过诸如国际互联网等计算机网络, 使人数众多且

又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能够方便地利用大

量的分散在不同储存处的电子物品的全部内

容[38 ]。

从以上各家的观点来看, 数字图书馆最本质

的特征是: 它是建立于计算机网络技术上的数据

库信息系统, 它的组织方式是网状化的, 是一个

互连空间; 新的存储技术, 它存储的信息是用电

磁介质, 按二进制编码的方法加以存储和管理,

各种文献载体将被数字化, 所以是海量数据的存

储和管理;“馆藏”概念不局限于文献, 没有地理

时空的局限, 在检索模式上是以全文检索、多种

媒介、多种语言为特征的; 它的服务模式是以用

户为主, 它有一个统一的用户界面和参考咨询系

统。

3　对电子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虚拟

图书馆的认识

对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的

认识, 由于各位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对这一跨学

科、跨领域的事物的认识也有较大差异。基本可

归纳为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 电子图书馆就是虚拟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是一种事物的几种称谓。黄宗忠

教授直截了当地说:“数字图书馆实际就是人们

所说的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围墙图书

馆。”[39 ]接着, 他又进一步明确解释: 电子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是

一种事物的几种叫法, 归根结底是一种现象[40 ]。

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徐引篪、霍国庆等, 他们在其

所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的

阐述[41 ]。杨向明也说:“数字图书馆实际就是人

们常讲的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墙图书馆、

全球图书馆。”[42 ]李刚亦持此观点[43 ]。

第二种观点认为: 这三者的称谓是有质的区

别的, 是几个不同的概念。北京大学刘兹恒认为:

一些学者越来越多地把虚拟图书馆的概念同电

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概念等同起来, 以为虚

拟图书馆就是电子图书馆。他认为这种说法“是

不够科学的。”“虚拟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应该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44 ]西北大学的雷震也阐述了

数字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的区别:“电子图书馆”

强调的是图书馆的资料是以电子形式存储和利

用的, 它是组织电子信息使其进入图书馆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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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服务的场所。数字图书馆所注重的不是“收

藏”, 而是“网络共享”, 它的形态不是建筑实体,

而是通过网络建立在电象空间 (Cyberspace) 中

的知识大厦[45 ]。

第三种观点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较早的一种

提法, 被后来的虚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所代

替, 或者说, 三者的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外延不

同, 数字图书馆是电子图书馆的更高级形式。杨

宗英教授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说, 电子图

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早期提法, 1992 年前人们

多用“电子图书馆”, 1992～ 1994 年间并行使用

“电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这两个术语, 1994

年以后使用“数字图书馆”的逐渐多了起来[46 ]。

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崇德教授介绍说, 1995 年美

国 Fox 等人著文认为, 美国已从电子图书馆转

向使用数字图书馆, 这恐怕与“数字革命”观念的

确立有关[47 ]。沈红芳博士等认为, 由于因特网服

务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 人们在提出电

子图书馆的同时,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着手开始研

究电子图书馆的更高级形式——数字图书馆[48 ]。

第四种观点是以汪冰博士的研究为代表[49 ] ,

认为电子图书馆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从它的功能

讲包含了 3 个内涵: 一是在图书馆业务高度自动

化的基础上向着以O PA C 模式发展, 再向虚拟

实在图书馆方向演绎; 二是所有文献全部数字化

后, 就是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阶段; 三是网络信

息检索系统下连接并广泛传递信息源的虚拟图

书馆。

上述看法, 不论是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解

释, 都可归纳为: 电子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发展着

的概念。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都是电子图书

馆的基本内涵的不同形式, 从它们的现实功能、

理论模型、技术基础及社会效益来讲, 都是一致

的。

4　电子图书馆的研究路向和思考

综上所述, 有关电子图书馆的研究, 目前还

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主要包括电子图书馆的定

义、基础理论、基本模式、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

服务模式、管理与运营、人员素质、与传统图书馆

的关系及影响等诸多方向, 探讨的范围还有待不

断拓展, 层次有待不断深化。我们对传统图书馆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

体系和管理模式, 可是对电子图书馆来说, 它毕

竟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 还有许多的空白点有待

我们去探索。由于电子图书馆的跨学科特征, 它

所“引发的问题, 对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员、图书

馆学等方面的可能影响也远非现在就能全面认

识清楚的”[50 ]。但可以相信, 在未来的数年里, 以

下研究重点将仍然是我们共同关心的热门课题:

(1) 电子图书馆的数据传输与储存问题研

究[51 ];

(2) 电子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与产权保护、信

息载体和信息保护问题研究[52 ]
;

(3) 电子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53 ];

(4) 电子图书馆的文献组织和服务模式研

究[54 ];

(5) 电子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和咨询系统研

究[55 ];

(6) 电子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发展模式

和管理重组研究[56 ]。

这 6 个方向可以说是电子图书馆研究的基

本问题, 也是研究的薄弱地带。从中国的现实条

件看, 电子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优势互补、互相

依从的格局将至少再并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

随着研究的深入, 届时, 我们对电子图书馆的面

目和模式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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