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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

王世伟

摘　 要　 在纵向维度上将信息文明融入到图书馆发展的整体进程中进行审视，从信息文明的视角来对图书馆的

发展加以认知并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文明引领了图书馆的新变革和新提升，创造了图书

馆服务的新空间和新形态，拓展了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和新载体，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服务的效率和效能；追溯

至前信息文明时期，文献载体变革、信息通信变革、图书馆作为藏书楼和信息仓库的功能，展示了古代信息的文明

元素与图书馆发展的关系；信息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推动图书馆经历了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四波创新发展；信息文明的繁荣转型与构建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密不可分，城市图书馆新

文明体应体现和承载信息文明的万物互联之智、历史文明的文化积淀之传、城市文明的穿越时空之学、生态文明

的绿色宜学之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彩。 表 １。 参考文献 ４７。

关键词　 信息文明　 信息社会　 图书馆史　 图书馆发展趋势　 城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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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命题
的提出

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同的文明构成

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格局，
并对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和

环境等的发展趋势形成重大影响。 “文明”在中

国古代六经中已经出现。 作为六经之首（《汉

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
章六经。” 唐颜师古注： “六经，谓《易》、 《诗》、
《书》、《春秋》、《礼》、《乐》 也。”） ［１］ 的《易·文

言》（后入《周易·乾卦》） 中有“天下文明” 之

说［２］ ，《尚书·舜典》 中也有“濬哲文明” 的用

语［３］ ，用以形容和描绘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纵

向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观察，信息文明是农业文

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形态。 日本学者较

早地提出了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的概念。 １９６４
年，梅棹忠夫发表了《情报与文明》，文中提出

“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概念［４］ 。 被誉为“信

息社会之父”的增田米治在 １９８０ 年问世的《作

为后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信息

文明较早的著作，作者认为信息文明从根本上

是人文文明，它将带来统一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一个信息时代的诞生，指出

作为信息社会重点的计算机技术，将对人类社

会产生比工业革命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信息技

术不仅意味着对当代工业社会产生巨大的社会

经济影响，也是社会变革的力量，足以将人类社

会变成一种绝对新的形式，也即信息社会。 在

未来的全球信息社会中，所有公民将通过全球

信息和知识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全球意识，从
而消除文化、利益和国籍的差异［５］ 。 同样，信息

革命所带来的信息文明也引领了图书馆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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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新提升，创造了图书馆服务的新空间和新

形态，拓展了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和新载体，极
大地提高了图书馆服务的效率和效能。 信息文

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究竟与图书馆的发展趋

势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命题已经摆在图书馆

学人的面前，需要我们加以解答。 有学者在评

论《信息简史》时认为：“信息的方式就是文明样

式。 看懂这本书有两个意义：第一，向后，相当

于换了个角度又梳理了一遍人类史；第二，向

前，明白了为什么作为一种信息工具的互联网，
可以重塑人类文明的面目。” ［６］ｘｉｖ而《信息简史》
的作者也认为：“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认识到，
信息是我们这个世界运行所仰赖的血液、食物

和生命力。 它渗透到各个科学领域，改变着每

个学科的面貌。” ［６］５ 本文试图从纵向的维度将

信息文明融入图书馆发展的整体进程进行审

视，从信息文明的视角来对图书馆的发展加以

认知并进行初步的探讨。
信息文明尽管是相对后工业社会而言，２０

世纪中期被认为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信息文明时

期的发端，但有关信息载体和信息方式的文明

可以视作前信息文明时期，其发展的进程贯穿

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包括文字信息、文献载

体、信息传播等信息的文明元素在人类文明起

始阶段就已逐渐产生，这些信息的文明元素与

青铜器文明、城市文明、宗庙祭祀文明等一起，
成为人类文明发端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元素，
对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

此，本文在探讨信息文明与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时，将追溯至前信息文明时期，分析古代信息的

文明元素与图书馆发展的关系，同时重点讨论

信息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时期、信息文明的繁荣

转型时期与图书馆的发展关系。 其中前信息文

明时期将重点探讨文献载体、印刷术等对图书

馆发展的影响；信息文明起源发展时期将重点

探讨自动化、数字图书馆、互联网 （移动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对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影响；未
来信息文明的繁荣转型时期则重点探讨如何构

建包括信息文明、历史文明、城市文明、生态文

明、世界文明在内的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

１　 前信息文明与图书馆的发展进程

１．１　 前信息文明时期的文献载体变革

我们把信息文明之前的人类文明发展时期

称之为前信息文明时期，这可以从文字的起源

开始研究。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一书中讨论了史前各个时代，包括蒙昧时

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在研究野蛮时代的

高级阶段时，恩格斯做出了一个文明发展史的

重要论断：“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

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

代。” ［７］ 中国学者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

中，分析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几大标志，其中特别

指出“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８］ 。
这为我们研究图书馆发展史提供了新视野。

从中国文献发展历史进行考察，信息传播

的文献载体先后经历了甲骨、青铜器、碑石、竹
简、木牍、缣帛、纸张等，而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

术的发明与广泛使用更是成为文献载体发展的

技术引擎。 中国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中国文明起

源的重要象征，它具备了文明的各类要素，如甲

骨文、中国古代最早的都城、中国现存最大的青

铜器司母戊鼎的出土地等。 前信息文明时期的

这一阶段，产生了被誉为“石室金匮”的图书馆

（档案馆）。 汉代有东观等典藏文献、校理文献

以及习读经传的地方，也可称之为古代的图书

馆（档案馆），这些图书馆中的文献都是以甲骨、
青铜器、碑石、竹简、木牍、缣帛和纸张作为载

体的。
从世界文献发展史进行考察，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至公元后若干世纪在古代西亚波斯与地中海

所使用的泥版文献，流行于公元前 ３０ 世纪初至

４ 世纪以前的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纸草文献，
公元前 ４ 世纪前由罗马人发明的蜡版文献，公元

前 ２ 世纪出现于小亚细亚帕加马的羊皮文献，公
元 １７９８ 年由德国人 Ａ ·逊纳菲尔德 （ １７７１—
１８３４）发明的石印文献等。 这些文献样式均成

００６



王世伟：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为全球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载体。
中国和欧洲历史上印刷术的发明促成了文

献载体的重大变革，对图书馆的典藏文献样式

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

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由毕昇创制的，沈括的《梦

溪笔谈·技艺》中详细记载了其发明的具体流

程与方法。 毕昇当时用的泥活字，之后又先后

出现了木活字、铜活字、磁活字、锡活字、铅活字

等多种活字印刷材料。 在世界历史的中古时期

（公元 ５ 世纪后期至 １７ 世纪中期），书籍长期是

用手抄写在羊皮纸上的，流传不广。 随着中国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西欧在 １４ 世纪普遍改

用纸张抄书，在 １５ 世纪初开始采用雕版印刷。
１５ 世纪中期，德国人谷登堡（１３９５—１４６８）发明

了铅活字印刷术。 巨量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

的文献以及其他类型的历史文献，不仅为数量

日益增加的各类图书馆提供了文献资源馆藏的

主要来源和服务基础，也催生了图书馆的各项

工作，如延续至今的古籍典藏（书库）、古籍分类

编目、古籍阅览、古籍修复、古籍整理、古籍图

录、古籍展示等，相应地，也形成了善本典藏、善
本分类编目、善本阅览、善本图录、善本展示等。
１６ 世纪前期，基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版事业的

繁荣，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还于 １５３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颁布了呈缴文献的《蒙彼利埃敕令》，成为世

界上最早的呈缴本法，在世界图书馆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９］ 。
图书馆的文献整序和分类为浩如烟海的馆

藏文献检索提供了知识的通道，无论是馆员还

是读者，都可以在图书馆这一知识海洋中按照

分别部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轨迹按图

索骥、信步浏览。

１．２　 前信息文明时期的信息通信变革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发明的电报、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发明的电话、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发明的电视，这
些以电信号和无线电波等为基础的电子技术带

来了人类社会信息通信的变革，形成了人们之

间信息通信的全新路径和方式。 电报可以通过

电信号来传输文字、图表和照片等，电话则把人

们交流的话语信息的声音转换成声频电信号，
电视更是可以将声音和活动的图像信息进行广

泛传播和交流，三者都可以在城市间、城乡间、
国际间进行信息传递；其中无线电话更是使通

信便捷化和泛在化。 电话的发明使图书馆员与

读者变成了某种互联的有机体，读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和图书馆中的馆员进行交流，图书馆电

话咨询服务应运而生。 电视的应用为图书馆服

务提供了生动多样的服务工具和载体，读者可

以在图书馆中一边读书看报，一边看电视新闻，
形成了图书馆多媒体服务的新形态。 电话和电

视使城际区域图书馆、国际间图书馆的借阅服

务和参考咨询服务成为可能。 即使是网络飞速

发展的 ２１ 世纪前期，图书馆的电话电视服务依

然广泛存在于各图书馆中。

１．３　 前信息文明时期的图书馆功能

前信息文明时期的图书馆多被比作藏书楼

和信息仓库。
２１ 世纪初始，有两部著作对前信息文明时

期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源流及其功能特点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图书

馆功能提供了理论的观察视角和翔实的历史资

料。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采用史、论、表
等体例形式，对早期藏书的山洞、石室、仓房、地
窖、经堂，后期藏书的厅室、楼房、轩阁、殿宇、书
院等均有所涉略，试图通过藏书论、藏书楼发展

史和中国藏书大事年表的论述结构全景式地展

现历代藏书楼全貌［１０］ 。 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

《中国藏书通史》，基于学科建设的创议，将藏书

学和藏书文化作为独立的学科，试图梳理出中

国藏书史及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观念和学术范

畴。 全书分为先秦藏书、秦汉藏书、魏晋南北朝

藏书、隋唐五代藏书、宋辽夏金元藏书、明代藏

书、清代藏书、２０ 世纪中国藏书等八编，前置导

言研究了中国官府、私家、寺观、书院等四大藏

书系统，并勾勒了中国藏书史的起源、兴起、发
展、繁荣、鼎盛、转型等时期［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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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最大的信息仓

库相联系，认为它就如同一座古亚历山大图书

馆，可以进行数十亿次的自我复制而仍然保持

数据的完整可靠。 《信息简史》在描述信息仓库

时写道：博尔赫斯 １９４１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巴

别图书馆》“描写了一座神秘的图书馆，其中收

藏了所有语言的所有书，包括验证和预言了每

个人行为的书，福音书、福音书的注解以及福音

书的注解的注解，详细到分钟的未来历史，所有

书的所有改写版本，以及图书馆的正确书目和

不计其数的错误书目，等等。 这座图书馆（有人

称之为宇宙）珍藏了所有信息。 ……这无疑是

信息过载最完美的例子。 我们人类也建造了众

多信息仓库。 而信息的持久性、遗忘的困难性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则给信息仓库

平添了许多混乱。” ［６］２９１，３６７

随着 ２０ 世纪中期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

技术的起始与发展，信息文明开始取代工业文

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时期，图书馆

的文献结构、建筑空间、人才资源、业务流程、
服务模式、功能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持续的创新

转型。

２　 信息文明起源发展与图书馆的持续创新

２．１　 信息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以计算机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出现之后不久，就敏锐地发

现了其中所寓含的文明意义，他在所著《第三次

浪潮》一书中，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勾勒出农

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大历史时期

的发展轨迹，为人们研究与理解人类文明发展

史提供了全新的视野［１２］ 。 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

明确地将第三次浪潮用“信息文明” 来加以概

括，只是用了“现在正在开始的阶段”的说法，并
搜集或自创了一大组词，包括隐约可见的空间

时代、信息时代、电子时代、环球一村、电子技术

时代、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革命、超工业社会

等，但其登高望远和见微知著的智慧已显露于

字里行间。 信息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使人类社

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信息生

产方式，信息、情报、知识、数据等成为人类社会

的基本要素，成为较之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

资源。 ２００３ 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

世界峰会所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对信息文明所

形成的“信息社会”下了一个定义：信息社会是

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

信息社会。 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
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会和各

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

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 ［１３］ 从以上定义中

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文明时期所具有的特点：以
人为本、包容性、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体现

出信息文明时期最重要的资源已转为信息和

知识。
信息文明时期是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改变社

会的时代，有学者将这种全面改变概括为四个

方面：一是从自然化认识论走向技术化认识论，
二是从常规认识论走向创新认识论，三是从精

英认识论走向大众认识论，四是从宏观认识论

走向中观认识论［１４］ 。 笔者曾经对信息社会的发

展特征进行过初步的探讨，认为信息社会正呈

现向两极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信息社会体现出

更大、更多、更广、更宽、更深的发展特点，另一

方面，信息社会也体现出更小、更微、更细、更

短、更简的发展特点。 这种两极分化的发展特

点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表现出多

样的载体和丰富的内涵［１５］２６５ 。 以上所讨论的信

息文明所形成的四大改变和更宏观、更微观发

展的特点，也正是信息文明时期图书馆服务与

管理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
如同前信息文明时期文字和印刷术的发展

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一样，信息文明的

起源与发展、信息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新的特点

也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有力杠杆，成为推动图书

馆事业与时俱进的革命力量。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开始，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先后经历和正在实

践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互联网（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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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 人工智能等一波又一波的创新发展

浪潮。

２．２　 图书馆自动化的第一波创新发展

１９４６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第一

台电子计算机之后，全球逐步兴起自动化和信

息化的浪潮。 从 １９７４ 年至 １９７５ 年，在中国图书

馆自动化的第一波创新发展中，有三件事值得

一提：一是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在国家主导下，中国开

始启动“汉字信息处理工程”，中国图书馆界也

随之开启了图书馆自动化的应用进程。 同年，
北京图书馆会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

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开始研究和使用从

美国引进的数据库磁带。 二是刘国钧先生在

《图书馆工作》１９７５ 年第 １ 期上发表《马尔克计

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
以敏锐而独到的眼光注意到机读目录在国际图

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对中国图书

馆自动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开山

和启蒙作用。 三是北京图书馆于 １９７５ 年专门成

立“自动化发展部”，这一新业务机构的设置显

示，图书馆自动化技术不仅引起了图书馆界的

重视，而且促进了图书馆业务机构的改革重

组［１６］ 。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中期，基于

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的开发，中国图书馆事业翻

开了图书馆自动化的新篇章。 有学者将这一时

期分为三个阶段，即单功能系统（１９７８—１９８６）、
集成系统（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网络建设（ １９９３ 年以

后），从而为之后的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数据库建设和网络系统

建设也同步推进。 在引进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

等 ５０ 多种国外数据库的同时，中国的文献型数

据库、事实型数据库、全文数据库、高校图书馆

的书目数据库等均有了长足的发展；基于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的各类图书馆网络系统建设不断

涌现，其中有专业型的中关村地区科研与教育

示范网，有行业型的中国教育科研信息网，也有

地区型的“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
还有机构型的“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共享

系统工程”等［１７］１７５－１８０ 。 　

２．３　 数字图书馆的第二波创新发展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开始，“数字” 一词

开始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修饰定

语，如数字地球、数字经济、数字地图、数字鸿

沟、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数字图书馆、数字化生

存等。 最早进行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文献始见于

１９９２ 年，这一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主持了

一个“电子图书馆研讨班” （后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更名为“数字图书馆研讨班”），其中提到了数字

图书馆计划，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中有《数字图

书馆：它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间，美国连续有四次与数字图

书馆有关的专题会议召开，开全球数字图书馆

理论与实践之先河。 自 １９９５ 年起，英国、德国、
加拿大、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

等国家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也先后启动［１８］２０－５７ 。
１９９６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

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 问

世，作者在结语中指出：“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

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
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１９］２２９该书

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

翻译成 ３０ 种语言。 出版 ２０ 年后，人们在更大背

景下重读这部经典，仍将其看作是新 ＩＴ 时代即

智能时代的说明书［１９］１７，４９ 。
数字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浪潮很快波及中

国。 早在 １９９４ 年，中国图书馆界就开始进行

“数字图书馆”的对话，１９９６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６２ 届国际图联大会中，也曾将数字图书馆作为

大会研究的一个专题［１８］７４－７５ 。
中国数字图书馆较大规模的推进则可追溯

至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在北

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联合提议下，文化部

向国家申报了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并
于第二年获得批准。 １９９７ 年初，由北京图书馆

牵头，联合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东中山

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西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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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等 ７ 家机构共同承担的“中国实验型数

字图书馆”科研项目开始启动［１７］１８３ 。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申请正式提出，并融

入了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 在国家图书馆导夫

先路的基础上，国家科技数字图书馆、中国高等

教育数字化图书馆、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

馆相继问世。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由文化部牵头，组织

成立并召开了首次“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

务联席会议”，会议成员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上海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ＣＡＬＩＳ 管

理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 ＣＡＤＡＬ 管理中心

（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国防大学

图书馆等 ８ 家全国最主要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单

位，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跨系统的数字图书馆建

设沟通协调机制。 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曾先后

召开了 １１ 次会议，就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重点

问题进行研讨、协商和合作，并以指南形式发布

关于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相关政策和原则［２０］ 。
作为第二波创新发展的数字图书馆，较之

第一波的自动化发展，其信息化更具广度和深

度。 以广度而言，如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

目的目标是建立多馆协作、互为补充、联合一致

的数字图书馆，实现多类型、分布式、规范化、具
一定规模、整体性较强的资源库。 中国高等教

育数字化图书馆自 ２００４ 年启动后，经过数年建

设即被评为中国国内最大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和保障服务体系。 以深度而言，由国家图书馆

牵头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注重信息资源的整

合与揭示，以图书馆公开课实现全新阅读推广，
全面推进新媒体阅读，并正计划运用大数据技

术做好分析与整合。
数字图书馆为图书馆在 ２１ 世纪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在数字图书馆的环境

下，传统图书馆面临着一系列的改组、调整和重

建。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编写完成的《数字图书馆引

论》一书，曾专门讨论了“数字化对传统图书馆

的变革”问题，包括数字化资源建设新领域、电
子文献整理新标准、网上读者服务新形式、资

源共建共享新网络、 数字图书馆市场 营 销

等［１９］９９－１４６ 。 　
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进程中，图书馆被分

成了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四种形态，包括传统

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复合图书馆和数字图书

馆。 复合图书馆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数字资源和

印刷型资源的复合共存。 当 １９９６ 年英国图书馆

学者最早使用“复合图书馆”这一概念之后，我
国台湾学者顾敏于 ２０００ 年率先介绍了复合图书

馆的新理念及其构想［２１］ 。 中国学者初景利和黄

宗忠则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先后发表了《复合图书

馆的概念及其发展构想》 ［２２］ 和《论图书馆新模

式———复合图书馆》 ［２３］ 。 在以上研究中，学者

们认为复合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在
进入 ２１ 世纪之际，大多数图书馆必须同时承担

数字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角色，
中国发展复合图书馆的构想，为数字图书馆的

第二波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理念、新战略和新

模式。

２．４　 互联网的第三波创新发展

２０ 世纪最后 ３０ 年互联网的创造和发展，形
成了覆盖全球的数字化、网络化、泛在化、互联

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新方式，为信息文明书

写了新的篇章。 第一个电脑网络于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线，被称为奥普网络（ ＡＰＰＡＮＥＴ），刚开始

的四个节点分别设置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

区和圣塔芭芭拉校区、犹他大学、斯坦福研究

所。 １９９０ 年， 全球信息网 （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ＷＷＷ）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ＣＥＲＮ）
发明，开启了世界拥抱互联网的进程［２４］ 。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北京中关村的教育与科研示范网通过美

国公司接入互联网国际专线，被认为是中国融

入全球互联网的标志性事件。 包昌火、谢新洲

在 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竞争环境监测》一书的第六

章中专门讨论了“利用互联网的环境监测”，内
容包括互联网的搜索、利用互联网进行宏观环

境调查、利用互联网进行行业研究、利用互联网

进行市场调查、利用互联网进行竞争对手跟踪、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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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常用信息源、环境监测系统软件等，
为情报学界开拓了互联网环境下理论与实践创

新发展的新空间［２５］ 。 范并思和李东来则在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 《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２０１０）》中专门介绍并论述了现代信息技术应

用促进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问题，其中重点介绍

的就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如“支持全覆

盖的网络服务” “ 图书馆 ２． ０ 技术与服务”
“ＯＰＡＣ 上的书目信息检索” “图书馆卡互通技

术”“ＲＦＩＤ 技术的应用” “手机图书馆和移动阅

读服务”等［２６］ 。 以上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信息文明与图书馆持

续创新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２０１３ 年，“互联网

＋”这一新理念开始出现。 “‘互联网＋’ 就像电

能一样，把一种新的能力或 ＤＮＡ 注入各行各业，
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 ［２７］ 中国

图书馆界也顺势而为，在“互联网＋”中进行了丰

富多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并进而拓展至

“图书馆＋” ［２８］ 。

２．５　 人工智能的第四波创新发展

当数字图书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在

不断发展之时，作为移动互联网下一幕的人工

智能开始登上信息文明的舞台并逐渐成为主

角，“互联网＋” 逐渐让位于“智能＋”，“智能时

代”“智能革命” “机器智能” 等开始成为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点和热点，人类正迈向数

据一切、网罗一切、连接一切、智能一切的大智

能时代，在万物感知、万物认知、万物互联基础

上的万物智能正呈现出井喷式的新一轮创新和

发展趋势。
刘慈欣在给《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

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

到：“上溯历史，我们发现人工智能的概念与自

动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自动化是这个概

念的起源。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人

们的心目中，自动化就是人工智能。” ［２９］序二尽管

当年的自动化系统已表现出相当多的智能特

征，但 ２０１６ 年开启的人工智能新时代已与过去

自动化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人工智能的内容

和应用已进入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无人

驾驶、模式识别、语音识别、机器学习、机器翻

译、人机交互、智能网络搜索、认知科学、神经科

学等各个领域和学科。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

见》已提到了人工智能［３０］ 。 ２０１６ 年则形成了国

内外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浪潮。 这一年 １０ 月，美
国政府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美

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份重

要报告［３１］ ，１２ 月又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

济》的报告［３２］ 。 在中国，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

共同制定并下发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计划和方案［３３］ 。 邬贺铨院士在吴军

《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
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大数据与机器智能相伴而

生，促进物联网从感知到认知并智能决策的升

华，催生了智能化时代。 这是一个计算无所不

在、 软 件 定 义 一 切、 数 据 驱 动 发 展 的 新 时

代。” ［３４］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百度李彦宏出版专著《智

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变革》，认为人工智能将是照亮又一新时代的火

种。 “在不久的未来，智能流会像今天的电流一

样平静地环绕、支持着我们，在一切环节提供养

料，彻底改变人类经济、 政治、 社会、 生活的

形态。” ［２９］自序

人工智能＋图书馆服务是信息文明为当代

图书馆创新转型所提供的又一种机遇、可能和

解决方案，将成为图书馆颠覆性创新的一项全

新技术和强有力的新引擎。 实际上，在移动互

联网阶段，当众多读者手持智能手机访问图书

馆之时，原来依赖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进行的

图书馆服务已显现令人堪忧的端倪，智能化的

移动互联网已向人们发出了变革的警示。 人工

智能在图书馆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只是时间问

题，机器人取代图书馆员、电脑取代人脑、各类

传统服务岗位不断消失也只是时间问题。 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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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思维取代机械思维之时，图书馆管理与服

务的内容和形式必将随之发生变革。 人工智能

具有感知能力、记忆和思维能力、深度学习和自

适应能力乃至行为决策能力，从而构成了智能

系统或智能化系统，尤其是人工智能自适应、自
学习、自校正、自协调、自组织、自诊断及自修复

的深度学习能力，将形成图书馆服务的“最强大

脑”。 图书馆将逐渐告别并摆脱以往重复、繁

重、污染（如历史文献书库）的工作与环境，图书

馆员将成为新一代的智慧馆员，他们将与机器

智能和谐共进，不再依附于传统“岗位”，将运用

智能技术塑造图书馆服务与管理的全新 “ 平

台”，并进入自由劳动快乐工作的新境界。 诚如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描述的：“让计

算机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
情和肢体语言”，将来的电脑将能够观察、倾听，
不像一台机器， 而更像一位善解人意的仆

人［１８］８５ 。 我们应以主动智能的积极姿态，充分释

放新一轮信息文明带来的巨大发展能量。 实际

上，当我们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迎接人工智能时代

的曙光之时，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多年前已在国

内外图书馆有所萌芽。 清华大学图书馆于 ２０１０
年底在其网站服务栏目中设置了智能聊天机器

人，包括图书馆知识问答、查询馆藏图书、百度

百科、自我学习训练等内容，将人工智能引入图

书馆咨询服务系统，开创了在线参考虚拟实时

咨询服务的新模式［３５］ 。 一些图书馆也迅速跟

进，推出了类似的服务。 以上案例仅仅是人工

智能在图书馆实践中的试水而已，未来发展空

间无可限量甚至难以预测。 图书馆传统服务中

那些重复性的读者办证、文献编目、信息检索、
读者咨询、图书搬运、图书借阅、数据记录……，
正是机器智能擅长的事情，因而可以不知疲倦

地替代这些原本由图书馆员承担的工作。
图书馆自动化时期，是连接人与信息；数字

图书馆和互联网时期，是连接人与服务；人工智

能时期，则是连接人与机器智能。 在人工智能

的助力下，“智能＋服务”的图书馆空间和平台将

朝着实时的数据计算、交互识别、智能聚合、个

性定制、泛在可视的方向演进。
在前信息文明时期，空间信息的传递用烽

火台、用电话，在信息文明的网络智能时代，带
宽的技术已实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的诗意般的人际空间沟通，图书馆的服务将更

趋向个性化和人性化。 文献检索从前信息文明

时期的分类主题到信息文明时期的自动化、数
字图书馆和互联网阶段的设计检索，如今在智

能时代，将更进一步提升为个体度身定制的推

荐引擎，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快捷、更多样、更立

体、更方便、更精准、更即时的服务。 图书馆业

界无需恐惧机器智能的崛起，但应该从现在就

开始以拥抱的心态对未来图书馆的创新转型做

好设想和准备。

３　 信息文明的繁荣转型与构建城市图书
馆新文明体

３．１　 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

人类跨入 ２１ 世纪之后，体现信息文明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更新迭代加速，物联网、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一浪接着一浪，
信息文明与经济全球化、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全球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文化多样化

深入发展等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与中国倡导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新发展理念以实现“两

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形成了历史性交汇。 信息文明的繁荣

转型呼唤构建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以开创前

所未有的图书馆文明发展的新愿景。 构建城市

图书馆新文明体要有新理念和新思想，即这种

构建必须放在全球城市图书馆的新一轮的创新

转型的大背景中来思考，放在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舞台中来谋划，放在中国

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要求的大战略

中来整合，放在数千年城市文明演进时空大格

局中来把握，放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

中来建设，放在全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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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来推进。 构建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是创

新发展的积极作为、顺势而为的主动担当、共享

发展的融合取向、文化自觉的自信选择，对城市

图书馆的创新发展而言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

框架性意义。
中国城市图书馆新文明体，应体现信息文

明、历史文明、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世界文明五

位一体的综合发展，即它是一个融古今中外为

一体的综合的新文明体，是文明的大容器。 其

文明的要素，应体现和承载信息文明的万物互

联之智、历史文明的文化积淀之传、城市文明的

穿越时空之学、生态文明的绿色宜学之美、世界

文明的交流互鉴之彩。 中国城市图书馆的新文

明体是图书馆时间、空间和价值观在信息文明

时代的体现。 在这五位一体的综合新文明体

中，信息文明、历史文明主要体现了文明的时间

观，城市文明、世界文明主要体现了文明的空间

观，生态文明则体现了文明的发展观，其中的信

息文明将成为新文明体中的桥梁和纽带，成为

新文明体的使能引擎和生命动脉。 需要说明的

是，五位一体的新综合文明体是就中国城市图

书馆的总体发展而言，每一图书馆个体的文明

承载可以因城制宜、因馆制宜，各有特点和侧

重。 中国城市图书馆这一新愿景，将为信息文

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进程添砖加瓦，为全球城市

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３．２　 信息文明的万物互联之智

信息文明正在迈入万物互联的新形态。 信

息文明作为第三次浪潮，“不仅加速信息流动，
而且还深刻改变人们赖以行动与处世的信息结

构” ［１５］１７ 。 无所不在的网络将人、机、环境甚至

人的意识都联接在一起，集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泛在化、可视化于一体的融合图书馆，将
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统一于图书馆信息服务平

台的新服务形态模式，体现城乡图书馆服务共

同体和全域服务的“一卡通”和“图书馆之城”建

设，联接线上与线下的“你选书我买单”并送书

上门的社会协同服务，移动数字技术催生的即

时互动可视的各类微服务，图书馆机器智能不

断进步的积极探索……，图书馆正在把简单带

给读者，把复杂留给图书馆。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

年以来的新一轮信息文明浪潮，正在构建起万

物智能互联、供需互动对接、跨域互通共享的文

献流、信息流、数据流、知识流、人才流、服务流，
形成资源、数据、人员、平台间的深度互连互通，
端对端、点对线、人对群的万物互联正在向共享

云平台服务和个性化应用的智能服务跃升，形
成群体性智能和体系性智能［３６］ 。 图书馆因拥抱

信息文明而更多彩，信息文明也因图书馆的发

展而更丰富。 人们欣喜地看到，信息文明正融

入城市图书馆的生命体，正在成为城市图书馆

迈向新文明体的使能要素和发展动因。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国际顶级

信息学院联盟年会（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在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举行，其主题为“影响·拓展·
提升：跨越信息社区的全球合作”，旨在通过跨

学科交流不断扩展信息科学的研究视野，丰富

信息科学内涵，会议研讨涵盖了人机交互、数据

挖掘、信息检索等多个主题，展示了当前国际信

息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

示了信息文明对当代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理论

与实践的影响［３７］ 。
此外，信息文明在带给图书馆文明发展新

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数据素养、智
能伦理、技术功利、数字鸿沟等新挑战，需要图

书馆人预先布局以积极应对并趋利避害。

３．３　 历史文明的文化积淀之传

图书馆承载着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的文明

使命，伴随着图书馆的历史发展，人们对于这一

点的认知不断加深。 古人在遴选世界七大奇迹

时，曾忽视了亚历山大灯塔旁边创建于公元前

三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凭借这座图书馆，
亚历山大港超越雅典，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一个

思想中心。 在那里，曾堆藏着索福克勒斯、埃斯

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欧几里得、阿基米

德和埃拉托斯特尼（ Ｅｒａｔ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的数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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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众多诗集、医学文献、星图和神秘主义文

本，……灯塔固然雄伟，但图书馆才是真正的

奇迹。” ［７］３７２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信息文明的发展给人

类带来兆字节、吉字节、太字节的发展。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数字化信息总量将达到 ４４ 万亿

ＧＢ 的海量［３８］ 。 但这些巨大的数据库十分脆弱，
为防止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警告

的地球与人类的毁灭，末日图书馆（终极图书

馆）在挪威的北极岛地下应运而生，名为“北极

世界档案馆”，目的是在地球发生灾难时保护世

界历史和科学上最珍贵的数据，并可持续 ５００ 年

以上。 该图书馆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开放，巴西、墨
西哥和挪威政府成为第一批客户，并提交了宪

法、地图、照片等历史文件的副本，被保存在专

门的光学胶片中［３９］ 。 这一举措从另一个侧面证

明了图书馆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传承的独特功

能和使命担当。
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城市图书馆大都拥有丰

富的馆藏，这些丰富且极具特色的各类馆藏是

在超越世俗的文献典藏理念下逐步积累起来

的，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较为典型的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和上海图

书馆。
纽约公共图书馆视野宽广而独具慧眼的文

献典藏理念是其成功的关键。 该馆不断拓宽馆

藏珍品的范围。 诸如，１８３５ 年旅客坐蒸汽船的

船票账单，１８９９ 年沙皇加冕典礼的宴会菜单，名
门望族的家谱，西班牙内战时期国际旅成员的

安全通行证，爵士乐时代的乐谱，等等，这些都

被列入了馆藏珍品行列。 曼哈顿纽约公共图书

馆收藏了数以百万的小册子、宽面大书、海报、
节目单、剪贴簿、明信片，这些文献当年通常被

遗忘并为人所抛弃，但在今天却是极具价值的

研究资料［４０］ 。
位于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上海图书

馆历史文献收藏也非常丰富，该馆的机构使命

就是“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 合

众图书馆（后改为历史文献图书馆）是上海图书

馆历史文献的重要来源。 １９５６ 年，曾经担任合

众图书馆总干事和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的顾廷

龙先生专门写就《我在废纸中抢救历史文献的

一点体会》一文，提出图书馆文献征集的十二大

类型，包括革命文献、档案、地方志、家谱、社团

记载、个人记载、古代医书、账簿、迷信书、民间

文艺、古典艺术、图片等［４１］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上海

图书馆整体入藏了翁同龢六世藏书 ８０ 种、５４２
册（其中有宋刻本 １１ 种） ［４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瑞
典藏书家罗闻达的“罗氏藏书”正式入藏上海图

书馆，这批珍贵藏书收录了 １４７７ 年到 １８７７ 年西

方初识中国的 ４００ 年间出版的 １ ５５１ 种西文汉

学古籍珍品［４３］ 。 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上海图书馆每年

根据特色馆藏持续举办年度历史文献精品展

览，以主题的形式分别展示碑帖特藏、明清手

稿、历史照片、盛宣怀档案、谱谍文献、古籍善

本、中国文化名人手稿、明清尺牒、稿抄校本、人
物资料、常熟翁氏藏书等，同时也编辑整理出版

了相应的图录，充分彰显了城市图书馆历史文

献积淀传承的文明特征。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

馆、山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

馆、辽宁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

书馆等都十分重视古籍保护与古籍修复工作，
在珍贵典籍修复、中西文献保护、少数民族文献

修复、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等方面，体现出城市图

书馆在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和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视。

３．４　 城市文明的穿越时空之学

城市图书馆带给城市和市民的是城市文明

的温度，这种温度，体现在让人肃然起敬的城市

文化地标，体现在增强城市学习力的没有围墙

的城市教室，体现在面向所有读者的平等共享

的市民广场和市民大书房，体现在“图书馆＋”的

面向全社会的协同创新网络，体现在穿越都市

时空无所不在的网络智能个性互动的便捷。 图

书馆所体现的这些城市文明，可以用一个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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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就是“学”，这种学习，既可以是纸本书的

阅读，也可以是数字阅读；既可以现场参与体

验，也可以网上群体交流；既可以是听讲座看展

览，也可以是赏艺术教技能；既可以是喝咖啡群

体畅想，也可以是望窗外个人发呆。 图书馆为

足够多的市民终身学习提供了被誉为第二起居

室、第三空间的载体和平台，为足够多的知识文

献提供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也为足够便捷

的服务提供了可选择的多样通道。 信息文明时

代，信息技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图书馆来为广大市民提

供继续学习的公共空间和良好教育，以适应信

息文明带来的急剧变化。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德国政府推出“数字型知识

社会” 的教育战略， 称为 “ 数字化教育世界

２０３０”，希望通过加强数字化建设，使所有教育

参与者能够使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掌握数字

化授课的技能，并保障线上数字化教育课程的

不断更新［４４］ 。 德国政府的这一教育战略对于城

市图书馆在信息文明时代如何承载城市文明不

无启示，即城市图书馆应当引领广大市民（包括

老年人）融入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提升他

们的信息素养、数据素养、智能素养、安全素养，
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城市文明穿越时空之学的社

会教育使命。
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城市图书馆快速发

展的市民讲座，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巨型城市教

室，在这里可以了解历史、体验科技、感悟人生、
观察世界。 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堂”、上
海图书馆“上图讲座”，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

坛”、深圳图书馆“市民文化大讲堂”、山东省图

书馆“尼山书院国学讲堂”、南京图书馆“南图讲

座”、金陵图书馆“金图讲座”、浙江图书馆“文澜

讲坛”、杭州图书馆“文澜大讲堂”、黑龙江省图

书馆“龙江讲坛”、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讲座”、
安徽省图书馆“新安百姓讲堂”、福建省图书馆

“闽图周末讲座”、甘肃省图书馆“名家讲堂”、山
西省图书馆“文源讲坛”、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

馆“八桂讲坛”、青海省图书馆历史文化知识讲

座等等，都已成为所在城市的图书馆服务品牌，
为城市文明穿越时空之学提供了时时可学、处
处可学、人人可学、路路可学的终身学习环境。

３．５　 生态文明的绿色宜学之美

人类社会在信息文明的进程中，正面临一

系列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其中气候变化就

是最复杂的一大挑战，对人类社会和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极具重要性。 气候变化的挑战呼唤人

类社会节能低碳的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的城市。 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城
市图书馆不能缺席。 在以往中国各省市的图书

馆发展目标中，尽管有一些节能低碳的理念，但
未形成绿色发展的长远性总体布局，尽管有一

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但呈碎片化和临时性，
缺乏定力和持续性。 随着城市图书馆新馆一个

个拔地而起，图书馆生态文明建设正面临着新

的挑战，实现可持续的生活与学习方式成为图

书馆重要的发展理念。 中国当代的智慧城市、
绿色城市、节能城市、海绵城市、森林城市等城

市发展新理念，要求图书馆与时俱进，形成因馆

制宜的绿色生态路线图，以建设美丽图书馆为

目标，为广大读者提供绿色宜学的美丽环境。
２０１７ 年初，上海嘉定区图书馆形成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初步构想，试图在上海和全国的城

市图书馆中建成首个绿色生态图书馆。 该馆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中，在全设计链、全管理

链、全服务链融入绿色生态的理念，通过宏观设

计、中观管理、微观措施等，在图书馆建筑内外、
馆员和读者中全面推行节地、节能、节水、节电、
节材，推动节能低碳理念在图书馆中的实践应

用，从规划、管理、举措等各个环节着手，积极探

索图书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低碳发展、智
慧发展的新举措，将先进、前沿的低碳化和智能

化技术和管理应用于图书馆服务和管理的各个

环节，以降低管理成本、借阅成本、咨询成本、安
保成本和资源成本，顺应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引领馆员和读者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

习生活方式，把嘉定区图书馆建成城市低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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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发展的公共示范空间，为读者提供生态文

明的绿色宜学之美，实现图书馆从阅读型公共

空间逐步转化为融阅读、交流、生态和体验于一

体的公共空间，助推嘉定城区迈向“精而美”的

现代化新型城市，为生态文明的绿色宜学之美

进行了有益的先行先试的探索。 其具体规划内

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生态文明建设五年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序号 实施时间 生态文明建设十大举措 层级

１ ２０１７ 引入共享单车 微观措施

２ ２０１７ 引进智能垃圾箱，进行公共文化空间垃圾分类试点 微观措施

３ ２０１７ 在管理与服务中倡导使用再生纸 微观措施

４ ２０１７ 招募“绿色生活”志愿者 微观措施

５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引进智能路灯，发布噪音和雾霾指数 中观管理

６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开展“绿色生活”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中观管理

７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设计墙体绿化并改造天井绿化 中观管理

８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置换节能灯具、节能洁具 中观管理

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建筑屋顶太阳能改造 宏观设计

１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水景河水引入循环使用工程 宏观设计

３．６　 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彩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与

基本特征，即使是迈入全球互连互通的信息文

明时代，这种世界上各类文明所呈现的文化特

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

理念下体现出交流互鉴的新趋势。 文明是多彩

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４５］ 。
信息文明所带来的全球信息社会化的深入

发展和推进，使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

多样化有了更多的互联互通和交流对话，文化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我们应尊

重当今世界文化差异和文明多样性，让各文明

间的交流互鉴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维护

世界和平的因素。
在这样的文明对话中，城市图书馆以其世

界眼光和全球意识，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

彩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城市图书

馆新文明体的构建中，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世界

各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为图书馆新文明体带

来多彩而丰富的文化魅力，而这种魅力已在中

国图书馆界初步呈现，正在形成图书馆的文化

共同体，包括资源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和网络共

同体。
２００１ 年底，为庆祝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一百

周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举办《人间珍宝》展

览，３１ 个国家的展品参加了展览，中国国家图书

馆应邀提供 １１ 件展品参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华

文化的独特魅力［４６］ 。 ２００６ 年，中文正式成为国

际图联工作语言。 通过“中国之窗”赠书项目、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海外中文古籍数字化回归、中华寻根网、国
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展等工作，中国国家图书馆

迈出融入世界的坚实步伐。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中国

国家图书馆携手大英图书馆合办的“从莎士比

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在中国国家

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是三年合作项目“大英图

书馆在中国：共享知识与文化” 的重点活动，其
中有英国文学经典巨著的手稿和早期珍贵印

本［４７］ 。 以上展览成为图书馆新文化体构建中体

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之彩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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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国国家图书馆外，上海图书馆、杭州图

书馆、广州图书馆等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

彩中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 ２０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上
海图书馆馆长陈超提供了该馆世界文明交流方

面的最新数据：２００２ 年起策划并实施“上海之

窗”对外交流项目，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已在全球

６６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３８ 家机构开设“上海之

窗”，累计赠送 ９．３ 万册纸质文献和电子出版物，
涵盖中、英、法、德、俄、日、韩、西班牙、葡萄牙等

语种。 上海图书馆还先后开设中、英、日、俄等

四种语言的网站，为读者提供 １９ 种语言的读者

导引手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杭州图书馆和美国青

树教育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作为社会教

育中心的图书馆”的国际研讨会，吸收更多国内

外图书馆先进的工作经验，完善杭州市公共文

化体系建设。 广州图书馆则依托广州与世界各

友好城市的平台，开展多元文化系列服务，多次

举办颇具规模的国际图书馆论坛。 这些城市图

书馆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所进行的初步探

索，延伸了城市图书馆跨国界的读者服务，开启

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又一窗口，拓宽了城市图书

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世界文明互鉴的

平台。

４　 结语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次文明的兴起都推动

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跃升、人类社会的大进步，人
类文化的大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始的信息

文明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改

变着世界，也改变着城市图书馆。 信息文明的

敲门声正在由远及近，由轻趋重，由疏到密，智
能互联时代已扑面而来。 信息文明所带给图书

馆的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管理改革和服

务重塑问题。 城市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应登高望

远，从更高层面思考深化改革和新文明体构建

的命题。 信息文明已经并将继续为图书馆创造

无穷的新资源、新服务、新空间、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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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ａｒｘ，Ｌｅｎｉｎ，Ｓｔａｌｉｎ， Ｅｎｇｅｌｓ．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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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三一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３１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２：２１．）

［ ８ ］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８１． （ Ｘｉａ Ｎａｉ．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９：８１．）

［ ９ ］ 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 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９９ － １００． （ Ｙａｎｇ Ｗｅｉｌｉ．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８：９９－１００．）

［１０］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第１册［ Ｍ］．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编撰说明．（ Ｒｅｎ Ｊｉｙ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ｏ．１．

［Ｍ］．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１：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

［１１］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 Ｍ］． 宁波：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１：４ － ２０，１３８１． （ Ｆｕ Ｘｕａｎｃｏｎｇ，Ｘｉｅ Ｚｈｕｏｈｕ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 Ｎｉｎｇｂｏ：Ｎｉｎｇｂ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１：４－２０，１３８１．）

［１２］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Ｍ］．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４９－ ５６．

（Ｔｏｆｆｌｅｒ Ａ．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Ｍ］． Ｚｈｕ Ｚｈｉｙａｎ，Ｐａｎ Ｑｉ，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４：４９－５６．）

［１３］ 张新红，等．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 Ｍ］．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１：３．）

［１４］ 肖峰．信息时代认识论研究的新走向［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６－１２－０８（１６）．（Ｘｉａｏ 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６－１２－０８（１６）．）

［１５］ 丁波涛，王世伟．信息学理论前沿———信息社会引论［ Ｍ］．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６． （ Ｄｉｎｇ

Ｂｏｔａｏ，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Ｍ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６．）

［１６］ 王世伟．新中国图书馆服务理念与实践６０年［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９（１０）：８．（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６０ ｙｅａｒ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０）：８．）

［１７］ 张树华，张久珍．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Ｊｉ⁃

ｕｚｈ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１８］ 刘炜，等．数字图书馆引论［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Ｌｉｕ 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１９］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Ｍ］． 胡泳，范海燕，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 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Ｍ］． Ｈｕ Ｙｏｎｇ，Ｆａｎ Ｈａｉｙａｎ，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７．）

［２０］ 周和平．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２［ 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３９０． （ Ｚｈｏｕ Ｈｅ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３９０．）

［２１］ 顾敏．千禧年初复合图书馆的服务及发展策略［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０（ ３）：５ － ８． （ Ｇｕ Ｍ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０

（３）：５－８．）

［２２］ 初景利．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及其发展构想［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１（３）：３－６． （Ｃｈｕ Ｊｉｎｇｌｉ．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３）：３－６．）

［２３］ 黄宗忠．论图书馆的新模式———复合图书馆［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２（３）：１０－１５，２６．（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３）：１０－１５，２６．）

［２４］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Ｍ］． 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３－６０．（ Ｃｕｓｔｅｒ 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 Ｘｉａ Ｚｈｕｊｉｕ，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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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伟：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５３－６０．）

［２５］ 包昌火，谢新洲．竞争环境监测［ 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６００－ ６７２．（ Ｂａｏ Ｃｈａｎｇｈｕｏ，Ｘｉｅ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６００－６７２．）

［２６］ 公共图书馆研究院．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２０１０）［Ｍ］． 深圳：海天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２－１０６．（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０）［Ｍ］．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Ｈａｉｔ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０：８２－１０６．）

［２７］ 马化腾，等． 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Ｍ］． 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３．（ Ｍａ Ｈｕａｔ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１－３．）

［２８］ 陈超．用“互联网＋”和“图书馆＋”成就全民阅读［ Ｎ］． 文汇报，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４（ ５）．（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 Ｕｓ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ｄ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Ｎ］． Ｗｅｎｈｕｉ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５－０４－２４（５）．）

［２９］ 李彦宏． 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 Ｍ］． 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 Ｒｏｂｉｎ Ｌｉ．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３０］ 国务院印发 《 关于积极推进 “ 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０７ ／ ０４ ／ ｃ＿１１１５８１５９４２．ｈｔ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ｓｓｕｅｄ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ｃ⁃

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０５］．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０７ ／ ０４ ／ ｃ＿１１１５８１５９４２．ｈｔｍ．）

［３１］ 王潇．美国发布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呼吁优先发展基础、长期的研究［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ｃｉｄ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０２６ ／ １０２００１３３．ｓｈｔｍｌ．（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７－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ｃｉｄ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０２６ ／ １０２００１３３．ｓｈｔｍｌ．）

［３２］ 白宫发布报告《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ｉｙａｎｇｘ． ｃｏｍ ／ ２２３６０８．

ｈｔｍｌ．（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７－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ｉｙａｎｇｘ．ｃｏｍ ／ ２２３６０８．ｈｔｍ．）

［３３］ “互联网＋” 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ｉｔ．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ｗｅｂ ／

ｎ１１４６２９０ ／ ｎ１１４６３９２ ／ ｃ４８０８４４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 Ｔｈｒｅｅ － ｙｅａｒ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 ／ ｎｅｗｗｅｂ ／ ｎ１１４６２９０ ／ ｎ１１４６３９２ ／ ｃ４８０８４４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３４］ 吴军． 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Ｍ］． 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序１．（ Ｗｕ Ｊｕｎ． Ｓｍａｒｔ ａｇ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ｅｆａｃｅ．）

［３５］ 姚飞，张成昱，陈武．清华智能聊天机器人“小图” 的移动应用［ Ｊ］ ．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４（ ７ ／ ８）：１２０．

（ Ｙａｏ 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ｕ，Ｃｈｅｎ Ｗｕ．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ｏｔｕ’：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７ ／ ８）：１２０．）

［３６］ 吴曼青．信息技术会创造什么样的未来［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３－２３（７）．（ Ｗｕ Ｍａｎｑ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ｒｅａｔｅ？ ［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７－０３－２３（７）．）

［３７］ 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开幕［ 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３－２３（２０）．（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７－０３－２３（２０）．）

［３８］ 马费成．保存中国的数字记忆［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７）．（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Ｓａ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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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三一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３１

［３９］ ＣＮＮ．Ａｒｃｔｉｃ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ｖａｕｌｔ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ｈｔｔｐ： ／ ／ ｅ⁃

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０４ ／ ｅｕｒｏｐｅ ／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ｃｔｉｃ－ｔｒｎｄ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４０］ 王世伟，冯洁音．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与服务管理特点———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研究之一［ Ｊ］ ． 图书

馆杂志，２００３（３）：６３－ ６４．（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Ｆｅｎｇ Ｊｉｅｙ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３（３）：６３－６４．）

［４１］ 顾廷龙．顾廷龙文集［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３９－６４０．（Ｇｕ Ｔｉｎｇｌｏｎｇ． Ｇｕ Ｔｉｎｇｌｏｎｇ ｃｏｒｐｕｓ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６３９－６４０．）

［４２］ 王世伟．常熟翁氏传世藏书及其文献学术价值［ Ｎ］． 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０ － ０４ － ２９（ ５ － ６）． （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Ｗｅｎｇ Ｈａｎｄ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Ｎ］． Ｗｅｎｈｕｉ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ｅｅｋｌｙ，２０００－０４－２９

（５－６）．）

［４３］ “罗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 Ｎ］．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０ － １１ － ２７ （ ２）． （“ Ｒｏｃ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Ｎ］． Ｘｉｎｈｕａ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２０１０－１１－２７（２）．）

［４４］ 田园．德国力推数字化教育战略［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５）． （Ｔｉａｎ Ｙｕ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ｐｕｓｈ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５）．）

［４５］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

ｎ３９７３４５６０４．ｓｈｔｍｌ．（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 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 ｎ３９７３４５６０４．ｓｈｔｍｌ．）

［４６］ 人间珍宝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ｃｎ ／ ｎｅｗｚｑｗｑｈｇ ／ ｇｔｓｚ ／ ． （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ｃｎ ／ ｎｅｗｚｑｗｑｈｇ ／ ｇｔｓｚ ／ ．）

［４７］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 ｃｎ ／ ｄｓｂ＿ｚｔ ／ ｘｚｚｔ ／

ｔｂｌ ／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ｔｏ Ｈｏｌｍｅ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

ｃｎ ／ ｄｓｂ＿ｚｔ ／ ｘｚｚｔ ／ ｔｂｌ ／ ．）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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