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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开斯特的预言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抱负：跨时代的话语
分析

杨　 絮　 于良芝

摘　 要　 以美国著名图书馆情报学家兰开斯特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提出的图书馆消亡预言和 ２１ 世纪初至今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的使命陈述和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方法，分析这两组语料对“图书馆”和“图书馆情报

学”的意义建构策略及结果。 研究发现，对于“图书馆”，兰开斯特的预言将场所性、机构性打造为其核心定义要

素，隐性成就了“图书馆＝实体图书馆”的意义，排除了图书馆立足于其功能进行形态转变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

上预测了“图书馆”消亡的未来。 对于“图书馆情报学”，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语持续地将其建构为“受实体图书馆机构

视野局限的，以图书馆员培养为目标的，缺乏就业竞争力的狭隘学科”，并因此赋予其 ｉＦｉｅｌｄ 发展战略以合法性。

这些学科流行话语及其意义建构，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本学科的两大核心概念———“图书馆” 与“图书馆情报

学”，潜伏着十分严重的学科 ／ 职业自我消解风险。 图 ２。 表 ５。 参考文献 ３７。

关键词　 兰开斯特　 图书馆　 图书馆情报学　 话语分析　 ｉＳｃｈｏ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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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

（ＩＣＴ）的迅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逐步从工业社

会迈入信息社会。 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信息资

源价值凸显，信息要素地位上升，围绕信息加工

处理、信息系统设计、信息组织整理、信息资产

管理等主题衍生出一系列新兴职业及学科，使
实体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

不确定性。
图书馆情报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ＬＩ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对图书馆、
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进行描画和

谋划。 由此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描画，莫过于

美国情报学家兰开斯特（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ｎ⁃
ｃａｓｔｅｒ）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其《走向无纸

情报系统》（Ｔｏｗａｒｄ Ｐａｐｅｒｌ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中做出的

预测。 兰开斯特在这些论著中提出了“无纸化

社会”及“图书馆消亡预言” ：“到 ２０００ 年，人类

将会进入无纸化社会，图书馆终将消亡，图书

馆员将凭借情报技术专家的身份活跃于未来

的电子时代” ［１］１６３ 。 上述预言提出后不久，ＬＩＳ
领域就掀起一股“ 去图书馆化” 浪潮：机构名

称、课题、论著开始刻意回避“图书馆”概念，并
以“信息” 取而代之。 虽然我们缺乏直接的证

据证明八九十年代的“去图书馆化” 与兰开斯

特的预言相关，但断言二者无关更令人难以

置信。
对职业和学科的未来进行谋划的最有影响

力的举措，莫过于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酝酿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随着信息

职业版图的进一步扩张，不少 ＬＩＳ 教员认为，ＬＩＳ
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已使他们在招生、
就业及科研经费申请上陷入劣势。 在此背景

下，数所图书馆情报学院（主要集中在北美地

区） 陆续更名为信息学院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ｃｈｏｏｌ），并在课程设计、研究兴趣上谋求变革。
之后，这些学院的负责人定期聚会研讨，并于

２００３ 年正式发起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以期推广自身的

科研及人才培养模式。 ２００５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成

立，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作为推广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年度盛

会及官方平台同步启动。 在过去数年间，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形成

了一套比较成型的话语体系，向我们展现了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想要革新 ＬＩＳ 教育、重塑信息学科版

图的“远大抱负”。 其中，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

是面向广阔的信息领域培养人才，重塑学科版

图的目标是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学科领域 ｉ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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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虽然 ＬＩＳ 学界对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影响

不乏担忧、质疑甚至批评，但更多学者先入为主

地假定了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进步性和 ｉＦｉｅｌｄ 相对于

传统 ＬＩＳ 学科的优越性。
在上述深刻影响我们职业和学科的两大事

件中，兰开斯特的预言关乎以“图书馆”命名的

事物，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关乎以“图书馆”命名的学科。
这意味着它们都需要使用“图书馆” 及相关概

念，分别形成针对图书馆和 ＬＩＳ 的相关表述。 这

样一来，一个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是，前者对

图书馆的意义建构和后者对 ＬＩＳ 的意义建构之

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这样的意义建构对这个

学科的持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尽管两大事件因

共同关涉“图书馆”而具有明显的直观联系，但
在世界 ＬＩＳ 领域，很少有研究超越直观的层面，
对这两大事件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这两

大事件对“图书馆”和“图书馆情报学”的意义建

构，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兰开斯特预言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抱负的意义关联及传承，讨论话语对 ＬＩＳ
学科的深刻影响，揭示话语中潜伏的“学科 ／ 职
业自我消解风险”，警示 ＬＩＳ 学界对话语建构现

实的能量保持敏感与警惕。

１　 研究设计与样本收集

本文利用话语分析方法，首先考察兰开斯

特“图书馆消亡预言”的相关论著使用了何种概

念及陈述来表达“图书馆”，以及这些表达建构

起何种“图书馆” 意义。 之后再考察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

动的主要文献使用了何种概念和陈述对“图书

馆情报学”加以表达，分析这些表达对“图书馆

情报学” 的意义建构。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

果，揭示两组话语的意义传承及历史延续性，讨
论这种话语塑造的思维惯性产生了何种影响、
形成了怎样的“认识盲区”。

在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诉诸

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及其支

持的话语分析方法。 尽管福柯在不同情境下赋

予“话语”以不同含义，但从这些不同的定义可

以看出，话语是不同于语词（Ｗｏｒｄ）或句子（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的非语言学概念，它不是指向用来表达意

义的词语的组合，而是指向在特定时间、空间、
社会情境下展开的话语实践 （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２］５１－５３ 。 综合来看，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知

识谱系学中指涉的话语应该是“一个领域根据

特定的历史性、文化性、制度性规则（区别于语

法规则），运用语言材料建构知识、表达意义的

各种陈述的集合，即它是语言材料与规则的统

一体” ［３］ 。 这样的概念界定包含两大要点：从组

成要素来看，陈述（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是话语的基本单

位，它可以是句子、图片、表格、公式甚至称呼，
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从组织原则来看，对陈述起

限定作用的，不是句法规则，而是认识型规则，
即根植于社会的历史文化因素及学科的学术传

统，这种认识型的组织原则被福柯称为“话语成

规”（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总之，话语成规使说话成为可能，控制着话

语的生产。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对话语成

规进行了细致的说明。 他指出，分散在不同时

间和空间的陈述群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形成

关联：①参照同一对象；②形式风格连贯；③归

属同一概念体系； ④遵循同一且持久的主题。
换言之，满足上述四大标准的陈述才能彼此兼

容，进而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形成有关特定对

象的话语。 如果我们能在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

挖掘这种规律，我们实质上已经在讨论话语成

规［２］３２－３９ 。 因此，有关话语成规我们可以形成如

下理解：有关特定对象的话语成规由相互兼容

的一系列陈述构成，它在上述四项标准的支撑

下，派生与之相容的话语，排斥与之不相容的

话语。
此外，福柯还将知识定义为“由话语实践按

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

的成分整体” ［２］２０３ 。 这意味着既有的话语成规

及话语体系会按照其蕴含的规则，约束和规范

特定领域新陈述的生产（如博士论文的撰写），
合法化与之兼容的陈述，排斥与之不符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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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任何知识的生产都依赖陈述，话语成规通

过合法化或排斥特定陈述，也就合法化或排除

了特定的知识。 这便是所谓的 “话语建构知

识”。 同时，知识一经形成也会效力于生产它的

话语成规：当被赋予的意义频繁出现时，受众很

容易将其接受为“真实”，并以此为依据开展行

动。 长此以往，话语实践也就成为塑造社会现

实的实践。 在本研究中，兰开斯特的预言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话语都具有这样的势能，但由于话语是

通过塑造说话方式悄然塑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其对实践的巨大塑造能量常被忽略。 正因

如此，话语分析所要做的就是以批判和解构的

方式，考察话语材料使用的概念和陈述，分析它

们意欲接纳和排斥的意义，进而揭示其深远影

响，唤起学科成员对话语构成的认识盲点的

反思。
在样本选择上，本研究的第一组样本选自

兰开斯特发表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２１ 世纪初

的论著。 笔者首先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ｅｒａｌｄ
等常用数据库，并辅以南开大学的跨库搜索工

具及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等学术搜索引擎，将著者限

定为“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ＯＲ Ｆ． Ｗ．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Ｏ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 时间范围限定为 “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０”，得到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公

开发表的著作 ４０ 余篇（部）。 之后，笔者对上述

检索结果进行泛读，排除其中有关信息系统评

估、图书馆评价、信息资源建设的文献，最终筛

选出与兰开斯特“图书馆消亡”预言密切相关的

话语材料 １３ 篇（详见表 １）。
第二组样本选自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使命陈述和研究

文献。 样本选择主要按以下两种思路开展：一
是以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及其成员的官方网站为主要

语料来源，收集联盟的官方宣言、使命陈述；二
是收集有关 ｉＳｃｈｏｏｌ 性质特色、使命定位及价值

意义的相关研究。 在此，笔者利用所在单位南

开大学的跨库搜索工具及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等学术

搜索引擎，以“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Ｒ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Ｒ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Ｒ ｉＦｉｅｌｄ ＯＲ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为
关键词开展检索，从检索结果中筛选出有关

ｉＳｃｈｏｏｌ 性质、特色、意义的研究成果，并借助滚

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充，最终得到话语材料 １８ 篇

（详见表 ２）。

表 １　 兰开斯特预言话语分析的样本

编号 时间 类型 题名

Ｌ１ １９７８ 期刊论文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ｒ， Ｗｉｔｈ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４］

Ｌ２ １９７８ 图书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ａｐｅｒｌ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５］

Ｌ３ １９７９ 期刊论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６］

Ｌ４ １９８０ 期刊论文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７］

Ｌ５ １９８２ 会议论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８］

Ｌ６ １９８２ 期刊论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９］

Ｌ７ １９８２ 图书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１０］

Ｌ８ １９８３ 期刊论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１１］

Ｌ９ １９８３ 期刊论文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１２］

Ｌ１０ １９８４ 期刊论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３］

Ｌ１１ １９８５ 期刊论文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１４］

Ｌ１２ １９９５ 期刊论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５］

Ｌ１３ １９９９ 期刊论文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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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语分析的样本（未包含网页语料）

编号 时间 著者 题名

Ｉ１ １９９５ Ｂｌａｉｓｅ Ｃｒｏｎｉｎ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７］

Ｉ２ １９９５ Ｂｌａｉｓｅ Ｃｒｏｎｉｎ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ｒｄｉａｎ Ｋｎｏｔ［１８］

Ｉ３ １９９６
Ｎａｎｃｙ Ｖａｎ Ｈｏｕｓｅ
Ｓｔｕａｒｔ Ａ． Ｓｕｔｔ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

Ｉ４ ２００５ Ｂｌａｉｓｅ Ｃｒｏｎｉｎ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０］

Ｉ５ ２００６
Ｊａｍ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ｙ ｖｏｎ Ｄｒａｎ
Ｓｔｅｖｅ Ｓａｗｙｅｒ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ｈｅａｄ［２１］

Ｉ６ ２００７
Ｚｈａｎｇ Ｐ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 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２２］

Ｉ７ ２００７
Ｂｒｕｃｅ Ｄ Ｈ
Ｅｍｅｒｉｔｕｓ Ｄ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Ｍ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３］

Ｉ８ ２００８ Ｆｒｏｓｔ Ｃ Ｏ 美国信息学院理念及其延伸（英文） ［２４］

Ｉ９ ２００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 Ｈｏｗ ｗｉｄｅ？ Ｈｏｗ ｄｅｅｐ？［２５］

Ｉ１０ ２００９ Ｇｒｕｄｉｎ Ｊ， Ｇａｒｙ 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２６］

Ｉ１１ ２００９
Ｂｏｎｎｉｃｉ Ｌ Ｊ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 Ｍ Ｍ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Ｋ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Ｏｌｄ ｉｓ Ｎｅｗ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Ｓ ｔｏ ｉＦｉｅｌｄ［２７］

Ｉ１２ ２０１０ Ｌａｒｓｅｎ Ｒ Ｌ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８］

Ｉ１３ ２０１０ Ｋｉｎｇ Ｊ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９］

Ｉ１４ ２０１０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Ｍ Ｅ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ａｎ Ｉｎ⁃
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Ｊｕｎｉｏｒ Ｆａｃｕｌｔｙ［３０］

Ｉ１５ ２０１０
Ｊａｅｇｅｒ Ｐ Ｔ
Ｇｏｌｂｅｃｋ Ｊ

Ｄｒｕｉｎ 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ｕ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３１］

Ｉ１６ ２０１２ Ｄｉｌｌｏｎ Ａ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Ｓｃｈｏｏｌ［３２］

Ｉ１７ ２０１２ Ｃａｒｂｏ 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３３］

Ｉ１８ ２０１３ Ｍａｄｓｅｎ 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３４］

２　 兰开斯特预言中的“图书馆”

兰开斯特预言对 ＬＩＳ 学科的影响可谓有目

共睹，但很少有人追问，被兰开斯特断言消亡的

“图书馆”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这些意义又具

有怎样的合法性条件。 由于“图书馆消亡预言”
依赖于兰开斯特赋予的“图书馆”意义。 因而，
这一意义的合法性条件也就是“图书馆消亡论”
的合法性条件。 缺乏此类追问带给我们学科的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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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于，我们极有可能把有条件的预言当作

无条件的真理而接受，进而以此为依据谋划我

们的未来，从而错失其他可能性。 正因如此，对
兰开斯特预言进行话语分析以揭示其“图书馆”
意义及其合法性条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此，
本文将依序对预言中涉及的三组关键概念（“图

书馆”“图书馆员” “无纸信息系统”）的建构性

分别进行考察，揭示这三组陈述的兼容性及其

共同建构的“图书馆”意义，更为理性地分析兰

开斯特预言的合理性。

２．１　 “图书馆”概念陈述：“图书馆”意义的直接

建构

　 　 对于“图书馆是什么”的问题，兰开斯特鲜少

给出专门直接的回答。 但是从兰开斯特有关“图
书馆性质角色”的讨论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
的定义往往隐含在他对图书馆消亡历程的推演

之中。 表 ３ 列出了三条代表性陈述，如下所示。

表 ３　 兰开斯特预言中涉及“图书馆性质定位”的代表性陈述及其意义说明

陈述 意义说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ｉｔ．①

图书馆利用收集存储策略（编目、分类、索引等），为读

者提供对应专业领域的永久存档及知识记录，保障用

户对这些记录的有效获取。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永

久存档”（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这样的字眼隐含了实体

纸质资料的含义。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①

介词短语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的使用暗示：图书馆的首要功

能就在于它的存贮功能，图书馆的主要处理对象也被

建构为以图书、期刊、杂志等印刷品为主的实体馆藏。

无形的电子信息资源未被兰开斯特纳入图书馆的存

贮及处理范围。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ｙｐａ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ｏ⁃

ｌｅｔｅ．②

这一陈述断言，将来人们在获取信息资源时，将很少

有理由访问图书馆，图书馆终将被废弃 ／ 终结。 结合

表中 １、２ 两条陈述可知，这段陈述的隐含逻辑是：人

们无意访问图书馆是因为图书馆只收藏存档用资料，

不提供人们意欲获取的信息资源。 这段陈述不仅隐

含地将图书馆建构为存档用的实体场所，而且将其建

构为与信息资源获取无关的场所。

　 　 如表 ３ 所示，兰开斯特的预言将“图书馆”
表述为人类知识的“永久存档处”，同时指出，这
一角色在数字化时代就仅剩“档案功能”，不再

有理由被“信息资源”的获取者所访问。 在这些

陈述中，兰开斯特并没有正式定义图书馆概念，
却理所当然地将其锁定在面向过去的实体领域

（隐含在“永存”和“档案”二词当中），并将其排

除在“未来信息资源获取”功能之外。 此外，兰
开斯特在谈到图书馆的处理对象和馆藏资源

时，通常使用“文献”（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和“人类知识记

录”（Ｒｅｃｏｒｄ）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又主要指以图

书、期刊、杂志等纸质印刷品为核心的实体资

源；在谈到电子资源等非实体资源时，他更经常

使用“电子文献”（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的概念。

００９

①
②

数据来源：表 １ Ｌ７ 号文献。
数据来源：表 １ Ｌ１０ 号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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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调遣和安排，兰开斯特实现

了图书馆概念与电子资源的剥离，成就了以下

图书馆馆藏含义：［图书馆馆藏 ＝ 文献 ＝ 永久性

存档资料］≠［电子文献 ＝ 未来的信息资源］，并
因此成就了“图书馆”就是“实体图书馆”的意义

建构。

２．２　 “图书馆员”概念陈述：“图书馆”意义的间

接建构

　 　 在兰开斯特预言中，存在这样一种“悖论”现
象：尽管对图书馆的未来不抱希望，但对脱胎于

图书馆机构的图书馆员职业，兰开斯特对其前景

保持完全相反的乐观态度。 以下是兰开斯特话

语材料中有关“图书馆员”的两条代表性陈述。

（１）我认为作为信息专家的图书

馆员，在电子时代仍将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当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在各行

各业获取信息的重要性时，他们的价

值将大大提高。 他们需要①作为信息

咨询师，向读者展示满足信息需求的

最佳信息源；②培训读者使用电子信

息资源；③替不熟悉的用户检索特定

资源；④开展信息分析活动：即整合不

同信息源平台上的检索结果，开展评

估和筛选，将筛选后的结果直接反馈

到请求者终端；⑤利用 ＳＤＩ 功能指导用

户建立个人兴趣档案；⑥协助用户组

织个人电子信息文件；⑦提供研究支

持，帮助研究人员追踪最新的信息资

源和服务。 在电子时代，这些都将是

重要的活动。 不过有趣的是，没有一

项需要在实体图书馆的围墙中完成。①

（２）因为图书馆机构与图书馆员

相伴而生、紧密相连，在字典中，图书

馆员也通常被定义为图书馆的看门人 ／

保管者。 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大部分公众将图书馆员简单

地看作“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并将图

书馆业务活动简单理解为“在图书馆

内开展的活动”……对于图书馆员和

图书馆之间的紧密关联，我也并非第

一个发出谴责与质疑的人。②

在第一段陈述中，电子时代图书馆员被笼

统地界定为：娴熟的信息专家及信息从业者。
从具体身份及其对应功能来看，“图书馆员”概

念又可做出如下细化。 图书馆员是①信息顾

问：基于用户需求，为其找到最合适的信息资

源；②培训师：培训社会大众如何使用信息资

源；③检索者：代替用户检索他们不熟悉的信息

资源；④信息分析师：整合、分析并评估检索结

果，将筛选后的信息资源借助电脑终端反馈给

用户；⑤用户助手：协助用户在定题服务中建立

个人电子提问档，进而为科研人员提供最新信

息。 在如此定义了图书馆员之后，兰开斯特别

强调，这样的从业人员并非必须在“图书馆”内

工作；也就是说，当图书馆员不再需要图书馆的

时候，二者可以脱节，一个重生，一个消亡。 这

意味着，兰开斯特所建构的“图书馆”，甚至不被

图书馆员的业务和服务所界定，它只被“实体

性”和“机构性”所界定；换言之，“实体机构”是

兰开斯特赋予图书馆的全部意义。
在第二段陈述中，兰开斯特则通过否定和

批判图书馆员的“机构化”身份，进一步切断图

书馆员和图书馆的关联。 他指出，图书馆员不

应是①图书馆的看门人和保管者；②在图书馆

里工作的人。 图书馆职业的活动也不应被理解

为在图书馆内开展的活动。 在随后一段陈述

中，兰开斯特断言：“作为实体馆藏贮存机构的

图书馆，将成为信息专家及电子时代图书馆员

使用的一种资源” ②。

①　 数据来源：表 １ Ｌ７ 号文献。
②　 数据来源：表 １ Ｌ１０ 号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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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相互兼容的陈述看似在言“图书馆员”
和“图书馆信息职业”，实则在隐含地影射着“图

书馆”：图书馆员并非图书馆的馆员，图书馆职

业的工作内容并非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图书馆

员的分工也并非图书馆的分工。 通过这些陈

述，兰开斯特实现了图书馆概念与图书馆员的

剥离，进一步成就了“图书馆 ＝ 实体场所” 的意

义建构。

２．３　 “无纸信息系统”概念陈述：“图书馆”意义

的间接建构

　 　 兰开斯特有关未来无纸化信息系统及其应

用的陈述，从另一个侧面间接地建构了“图书

馆”的意义。 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

员》一书中，兰开斯特提出了未来社会信息交流

新方案：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个在个人之

间、团体之间通信交流的大型电子网络。 该系

统像传统图书馆一样提供文献传递、信息检索

及定题情报等服务，信息专家（包括图书馆员）
在其中担当着信息顾问和电子资源导航员的重

要身份，但“图书馆” 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无纸信息系统”。 也就是说，兰开斯特仅仅将

图书馆员所维护的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功能

体，从“图书馆”的名称更换为“无纸信息系统”
的名称（甚至没有更换图书馆员的名称），就确

立了“图书馆”消亡的命运。
在下述这条陈述中，兰开斯特则运用反问

的手法，将图书馆馆藏与印刷型纸质资源相关

联，与机读型电子资源相割裂，简单说来，即将

无形的电子资源与图书馆相对立，将电子资源

的出现表达为图书馆的终结。

图书馆应用无纸化系统的意义十

分重大。 一经应用，空间和财政资源

的不足都将不再是图书馆面临的问

题。 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无纸化系统

存在的价值。 在电子时代，所有文件

将以机读而非印刷形式存在，任何一

个可以接触到电脑终端的用户，都可

以不受地点控制地即时获取文件资源

以解决问题、满足需求。 在该种情况

下，图书馆还会被需要吗？①

此外，兰开斯特还提出了过渡时期（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的图书馆构想，在此构想中，兰开斯特隐

含地建构了如下意义：“过渡时期图书馆 ＝ 物理

场所＋信息服务＋信息资源＋图书馆员” （公式

１）。 在前文提到的无纸信息系统构想中，兰开

斯特认为“电子化的图书馆员服务系统（非图书

馆）＝ 信息服务＋信息资源＋图书馆员”（公式 ２）。
对比这两个抽象的公式，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服

务”“信息资源”“图书馆员”是共性要素，三者整

合在一起便是“信息查询或获取系统”；“物理场

所”是唯一不同的要素，正是这一因素的存在，使
公式 １ 中的信息查询与获取系统成为兰开斯特

眼中的“图书馆”；也正是这一因素的缺失，使公

式 ２ 的信息查询与获取系统成为兰开斯特眼中

的“无纸信息系统”。 换言之，物理场所性质构成

了兰开斯特建构“图书馆”意义的核心要素。

２．４　 兰开斯特预言对“图书馆”的意义建构总结

　 　 虽然上述三组陈述讨论的显性对象不同，
但话语分析显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建构了同

一事物（图书馆）。 兰开斯特预言也正是通过综

合使用这三组彼此兼容的陈述，最终完成了“图

书馆＝实体图书馆”的意义建构。 具体来看，尽
管兰开斯特预言中的陈述有时也将图书馆表达

为“物理场所＋人员组织＋功能平台”的集合，但
却将实体场所表达为唯一的核心要素。 在这

里，图书馆与实体场所的依存关系甚至超越了

它与图书馆员的依存关系：实体场所一旦消失，
图书馆也随之消亡，但图书馆员和保障信息查

询与获取的功能体可以存续。 由于“图书馆”概

念被用来表达与实体场所共存亡的事物，图书

０１１

① 数据来源：表 １ Ｌ１ 号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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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维护的非实体信息查询与获取平台就不得

不启用其他概念来表达，这就是兰开斯特预言

中的“无纸信息系统”。 由此建构的“图书馆”概

念，就像图 １ 圆形中的金字塔那样，一旦抽走了

“物理场所”这块“奠基积木”，整个概念宝塔也

就会“轰然倒塌”。 这种将图书馆等同于实体图

书馆的意义建构排除了图书馆立足其功能而转

变形态（如转向数字图书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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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兰开斯特预言对“图书馆”的意义建构

正是基于上述“图书馆”意义，兰开斯特对

图书馆的未来进行了如下预测：随着计算机终

端日益普及，走进千家万户，许多用户都在家中

或办公室里拥有自己的终端，他们可以越过图

书馆，直接利用网络获取各类数据库中的信息

资源。 长此以往，现代图书馆将完全消失，只留

下几个保存历史纸质材料的永久存档机构。 换

言之，是兰开斯特建构的特殊“图书馆”意义赋

予了其预言合法性。 一旦我们接受那些被兰开

斯特陈述所排斥的意义为真（包括：图书馆的本

质特征是保证信息有效查询与获取的功能，这
一功能可以依附于物理或虚拟形态，图书馆是

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因而可以实现自我形态转

换），那么，图书馆消亡预言的合法性也就“不攻

自破”了。

３　 ｉＳｃｈｏｏｌ 抱负中的“图书馆情报学”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开

始基于其统一的使命及视域，走向融合，逐渐形

成了融会贯通的新学科———图书馆情报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Ｓ）。 融合后

的 ＬＩＳ 开始突破图书馆学的机构视野，转而从整

个社会交流系统的高度，考察保障信息有效查

询和有效获取的一般问题，并形成了与此相对

应的知识体系：以信息查询为主题的知识分支

和以信息获取为主题的分支［３５］６８－６９ 。 但遗憾的

是，在两个学科的知识体系走向融合之时，这两

０１２



杨　 絮　 于良芝：兰开斯特的预言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抱负：跨时代的话语分析
ＹＡＮＧ Ｘｕ ＆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ｓ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ａｎｄ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ｔｉｍ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个学科所支持的职业群体却并未走向统一；图
书馆情报学教育主要由其中的一方（图书馆职

业）所控制， 以培育未来图书馆员为主要目

标［３６］ 。 ８０ 年代起，随着信息资源地位的上升、
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职业版图迅速扩张，ＬＩＳ
教育项目在与其他新兴信息职业竞争生源和科

研经费上都遭遇 “ 滑铁卢”， 甚至走向低迷。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对 ＬＩＳ 教育

实施改造的运动。 由于 ＬＩＳ 教育依托 ＬＩＳ 学科，
所以，教育改造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学科重组。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目标是发展 ｉＦｉｅｌｄ 作为学院的新

学科基础。 那么，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如何建构了它意

欲改造的对象“图书馆情报学” ，并因此赋予运

动本身及 ｉＦｉｅｌｄ 以合法性？ 对样本文献的分析

显示，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语中罕见直接针对“图书

馆情报学”学科的陈述，其对 ＬＩＳ 的意义建构主

要是通过针对 ｉＦｉｅｌｄ 和 ＬＩＳ 教育的两组陈述共

同实现的。

３．１　 ｉＦｉｅｌｄ 相关陈述

ｉＦｉｅｌｄ 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极力打造的新学科，也
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社群致力于不断增强的专业领域。
因此，围绕 ｉＦｉｅｌｄ、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和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社群三

个概念展开的陈述常常交织在一起。 换言之，
在 ｉＳｃｈｏｏｌ 话语体系中，ｉＦｉｅｌｄ 相关陈述除了存在

于针对该领域的专门讨论中，还隐含在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的性质界定和特征描述中。 表 ４ 列出了

几条代表性陈述。
在表 ４ 有关 ｉＳｃｈｏｏｌ、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及 ｉＦｉｅｌｄ 的陈

述中， ｉＦｉｅｌｄ 被表达为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新学科基础、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社群建立统一身份认同的根基、跨越信

息—人—技术的交叉领域，但对于 ｉＦｉｅｌｄ 意欲取

代的学科 ＬＩＳ，上述陈述无一例外地避而不谈。
无论是说明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前身、讨论 ｉＳｃｈｏｏｌ 教员的

背景，还是阐释 ｉＦｉｅｌｄ 所囊括的学科领域，ＬＩＳ 学

科概念都处在“缺位”状态，取而代之是图书馆

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图书馆业务管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ｓｈｉｐ）概念。 事实上，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本身就是一场

针对传统 ＬＩＳ 教育的改革，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中的多

数成员都由 ＬＩＳ 学院演变而来，ＬＩＳ 作为运动发

起者的原生学科无疑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首要的重组

对象。 在此情境下，ｉＳｃｈｏｏｌ 话语材料在不得不

提及 ＬＩＳ 的 场 合 使 用 图 书 馆 学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图书馆业务管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概念，
隐含 地 制 造 了 “ ＬＩＳ ＝ 图 书 馆 学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图书馆业务管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的学

科关系。 不仅如此，这些陈述还进一步将图书

馆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表述为一个与信息组织和

信息检索并列的领域，即将信息组织和信息检

索排除在图书馆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之外，隐含

地定义了一个极其狭隘陈旧的图书馆学。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及其 ｉＦｉｅｌｄ 发展战略的合法性正是

建立在这样的意义建构之上。

３．２　 ＬＩＳ 教育相关陈述

虽然在有关 ｉＦｉｅｌｄ 的陈述中，ＬＩＳ 概念被刻

意回避。 但在有关 ＬＩＳ 教育的陈述中，ＬＩＳ 概念

却被广泛使用，成为表达学院名称、教学项目名

称及其课程设计的核心概念。 在 ｉＳｃｈｏｏｌ 相关文

献中，ＬＩＳ 教育相关陈述主要出现在以下两种情

形中：一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先声文献，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Ｃｒｏｎｉｎ、ｖａｎ Ｈｏｕｓｅ 等学者对 ＬＩＳ 教育现

状展开的反思；二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发起初期的介

绍性文献。 在这些文献中，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主推

者通过介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ＬＩＳ 教育项目面临

的危机与挑战，引出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缘起，并据此

说明发起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和建立 ｉＦｉｅｌｄ 领域的必要

性和合理性。
下列陈述摘自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经典启迪文献

《快刀斩乱麻》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ｒｄｉａｎ Ｋｎｏｔ）。 在

此，作者 Ｃｒｏｎｉｎ 呼吁 ＬＩＳ 的激进变革，即：不是在

保留原有学科架构的基础上强化 ＬＩＳ 教育，而是

彻底改变 ＬＩＳ 学科本身（ Ｌ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因
为这个学科使得以往的 ＬＩＳ 教育聚焦图书馆而

不是信息，聚焦图书、期刊、地图而不是其内容。
这个变革动员令已然将 ＬＩＳ 的教育内容等同于

ＬＩＳ 学科的知识体系，将 ＬＩＳ 教育的特征等同于

ＬＩＳ 学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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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托勒密式信

息宇宙观到以信息为中心的动态哥白

尼式信息宇宙观，图书馆机构在 ＬＩＳ 职

业中 的 核 心 地 位 受 到 了 极 大 的 挑

战……传统 ＬＩＳ 教育的关注点主要在

于信息的容器———书籍、杂志、地图、
图像等，而非信息本身。 换言之，ＬＩＳ
教育关注的是如何针对信息载体开展

描述、存贮及传递等活动，至于其中智

力内容如何被使用的问题，则鲜少被

涉及……目前 ＬＩＳ 教育群体普遍认可

改变的必要性，但是对改变的程度和

方向仍不确定。 不幸的是，目前 Ｌ 学

界通常默认如下立场：ＬＩＳ 学科本身不

需要做出改变，但 ＬＩＳ 学科需要重申或

校正其价值声称……如果不对此做出

迅疾而本质的变革，ＬＩＳ 学科很可能沦

为熊 猫 征 候 群： 可 爱、 珍 稀 但 濒 临

灭绝。①

同样，在如下陈述中，作者首先列举出传统

ＬＩＳ 教育模式面临的诸多危机：规模较小，经费

短缺，以培养图书馆员为目标，课程体系与信息

社会脱节，毕业生就业渠道狭窄等。 之后指出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正是解除 ＬＩＳ 教育危机的良策，而新

建 ｉＦｉｅｌｄ 取代 ＬＩＳ 作为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学科基础又是

具体对策之一。 如此一来，这段陈述再次隐形

地将 ＬＩＳ 学科内涵等价于 ＬＩＳ 教育内容，并成就

了如下意义：ＬＩＳ 学科是与图书馆机构、图书馆

职业密切相关的，在现代信息社会不具备就业

竞争力，落后于时代的学科。

ＬＩＳ 教育面临的挑战。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９０ 年代初，美国逾十所图

书馆学校被关闭……这种衰落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于 ＬＩＳ 教育项目所面临的

如下问题及挑战：规模小、资金短缺、
极易受到入学率下降的负面影响、与

图书馆员职业密切相关（图书馆员职

业相对 而 言 地 位 较 低、 招 募 人 数 紧

张）。 在此情况下，ＬＩＳ 教育项目与时

代脱节。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直面挑战。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致力

于解决 ＬＩＳ 教育面临的各种长期挑

战……事实也已经证明，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能够

帮助 ＬＩＳ 学校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并

促进 ＬＩＳ 教育项目在学界提升地位、
增强影响力。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的特征主要如

下：① 拓 宽 智 识 基 础。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在 课

程、研究及教员组成上都表现出多元

性和跨学科性；②明确独一无二的身

份定位。 ｉＦｉｅｌｄ 和对人—信息—技术

的关注正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自我定位中的核

心……②

３．３　 ｉＳｃｈｏｏｌ 抱负对“图书馆情报学”的意义建

构总结

　 　 总之，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中有关 ＬＩＳ 教育的陈述几

乎都将 ＬＩＳ 教育的课程体系等同于 ＬＩＳ 学科的

知识体系，由此成就下述意义：ＬＩＳ 学科是局限

在图书馆机构视野内的，以图书馆员的培养为

目标的，落伍于信息社会且不具备就业竞争力

的学科。 这种将学科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混为

一谈的意义建构方式，也被很多 ｉＳｃｈｏｏｌ 实证研

究所沿用，他们通过比较传统 ＬＩＳ 学院和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教育模式及课程体系，来探索从 ＬＩＳ 到 ｉＦｉｅｌｄ
的学科演进。 这种研究思路本身就成就了 ＬＩＳ
学科与 ＬＩＳ 教育内容的意义等同，进一步强化了

上述意义建构的结果。
图 ２ 归纳了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语建构 ＬＩＳ 学科

意义的主要策略。 如图所示，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虽然

０１５

①
②

数据来源：表 ２ Ｉ２ 号文献。
数据来源：表 ２ Ｉ８ 号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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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直接针对 ＬＩＳ 学科的历史、基本问题、学科

体系做出陈述，但其针对 ｉＦｉｅｌｄ 和 ＬＩＳ 教育的陈

述都隐含地在 ＬＩＳ 与图书馆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之间建立了意义等同关系。 具体来说，ｉＦｉｅｌｄ 相

关陈述是通过调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概念完成 ＬＩＳ 的意义建构，ＬＩＳ 教育相关陈述则

是通过混淆 ＬＩＳ 学科的知识与 ＬＩＳ 教育的课程

体系而达到同一效果。 总之，两组陈述相互兼

容，共同完成了“ ＬＩ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意义建

构，由此将 ＬＩＳ 学科建构为“受实体图书馆机构

视野局限的，以图书馆员培养为目标的，缺乏就

业竞争力的狭隘学科”。 这样一来，两组陈述也

就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传统图书馆学和情报

学谋求融合的历史一笔勾销，同时排除了这一

融合过程赋予 ＬＩＳ 学科的以下意义：“ ＬＩＳ 是一

门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于一体，从整个社会信

息交流系统的高度，以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

效获取为使命的融合性学科” ［３５］６８－６９ 。 此意义

的排除，夯实了 ｉＳｃｈｏｏｌ 话语体系强加给 ＬＩＳ 学

科的封闭性。 正是通过这样的意义赋予与排

斥，ｉＳｃｈｏｏｌ 及 ｉＦｉｅｌｄ 对 ＬＩＳ 学科的边缘化甚至摒

弃就变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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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ｉＳｃｈｏｏｌ 话语对 ＬＩＳ 学科的意义建构

４　 从兰开斯特预言到 ｉＳｃｈｏｏｌ 抱负的跨
时代传承

以上两节的话语分析，分别揭示了兰开斯

特预言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两大话语事件对 “图书

馆”及“图书馆情报学”的意义建构。 表 ５ 整合

了被两大话语材料赋予及排除的意义。
如表 ５ 所示，２０ 世纪末期，兰开斯特预言基

于“图书馆 ＝ 实体图书馆” 的意义，预测了图书

馆的终结。 ２１ 世纪初，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则基于“图书

馆情报学＝图书馆学”的意义，将 ＬＩＳ 建构为与

图书馆机构密切相关的学科，由此隐含地继承

了兰开斯特预言中有关“图书馆”的意义建构及

预测；这样一来，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推动者便自然地将图

书馆的渺茫前景推演至图书馆情报学科，并因

此赋予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重组信息学科版图、新立

ｉＦｉｅｌｄ 取代 ＬＩＳ 的正当性。 由此看来，兰开斯特

预言中“图书馆”的话语式微，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中

“图书馆情报学”话语式微的开端。 尽管兰开斯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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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被兰开斯特预言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语建构和排除的意义

赋予的意义 被排除的意义

兰开斯特预言中的

“图书馆”

图书馆＝实体图书馆

尽管图书馆是物理场所、人员组织及功能

平台三位一体的集合，但机构性、场所性

是界定“图书馆”概念的核心要素

图书馆是通过系统收集、组织、整理信息，

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及获取的功能体 ／ 平台

（不论形式如何）；

图书馆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包括形式和

形态的自我转换）。

ｉＳｃｈｏｏｌ 话语中的“图

书馆情报学”

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学＝关于图书馆的

学科

图书馆情报学是局限在图书馆机构视野

内的，以图书馆员培养为目标的，不具备

就业竞争力且与信息时代脱节的学科

图书馆＝ 冠名“图书馆”的机构 ＝ 实体图

书馆

图书馆情报学是一门融图书馆学与情报

学于一体，从整个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高

度，以保障信息有效查询与获取为使命的

学科。

特时代的“去图书馆”话语依然对图书馆信息职

业及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充满希望，但其消弭

“图书馆”的话语动作，却使同名职业及学科蒙

受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事与愿违的学科

及职业消解风险。

５　 结论

根据福柯的“话语—权力” 理论，话语携带

力量。 当话语建构的意义频繁出现时，受众很

容易忽略那些被消弭的声音，并在无意识状态

下将话语呈现的所谓“真实” 接受为“客观真

实”，进一步以此为依据开展活动、影响实践。
这也就是说，话语通过成就意义、建构知识、塑
造人们的主观意识、打造群体的思维惯性，建构

社会现实。
图书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信息交流

设施，一直担负着收集、组织、存储文献，对其属

性进行揭示、描述和加工，进而保证信息有效查

询及获取的重要职能。 在现代信息技术普及之

前，图书馆一直以其物理实体作为基本存在形

态，并将实体图书资料作为其主要收集、存贮及

处理的对象，但不可否认，在这一实体形态下，
图书馆的存在方式已经随外部环境的变迁而发

生了多次演变———从图书馆档案馆一体化到面

向特权阶层的学术图书馆再到服务于各种用户

类别的多样化图书馆；每一次变化都是在信息

生产与信息交流效率显著变化的情境下，为保

证信息查询与获取效率的同步提高而出现的。
正是因为图书馆具有围绕自身功能而自我更新

的能力，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将“图书馆是

不断发展的有机体”纳入了他的图书馆学五定

律。 按照图书馆以往的发展逻辑和阮冈纳赞定

律，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当信息生产与交流从依

赖实体转向数字化的时候，图书馆也将随之发

生形态转变，实现自我更新。
然而， 如本研究所示， 兰开斯特预言和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都通过话语的力量，建构了与此不

同的“图书馆” 意义，即： “ 图书馆 ＝ 实体图书

馆”，同时排除了与此不相兼容的其他意义，例
如“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或定义性因素是其汇集、
组织信息以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及获取的功

能” ［４］６８－６９ 、“图书馆作为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可
以进行形态转换，从实体转向虚拟”。 很多迹象

表明，那些被兰开斯特预言成就的意义已经潜

移默化地影响了 ＬＩＳ 成员心中有关“什么是图书

馆”的真实边界，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思维惯性，
让我们对数字化时代新出现的兰氏兼容话语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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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常，缺乏警醒，甚至推波助澜。 例如，面对

依托互联网产生的形形色色数字化信息查询与

获取平台，ＬＩＳ 成员既没有对其中的“图书馆”概

念继承者表达欣慰与鼓励，也没有对其他冠名

方式（如各类“系统” “门户” ）表达忧虑。 正如

于良芝在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１６ 年会发言中指

出的那样［３７］ ，一旦后一种表达方式成为通用，
“图书馆”概念将会进一步与“数字化”剥离，并
与“实体图书馆” 概念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长此以往，实体图书馆的未来可能会真的成为

图书馆的未来，兰开斯特的“图书馆消亡论”也

极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果真如此，以
“图书馆” 命名的职业和学科也注定要唇亡

齿寒。
事实上，在兰开斯特预言的笼罩之下，图书

馆情报学早已出现“唇未亡，齿已寒”征候，其突

出表现就是 ＬＩＳ 教育在其名称、课程及研究兴趣

中的“去图书馆化”。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不过是这一征

候的集中高调爆发而已。 如本研究的话语分析

显示，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语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有

关图书馆的话语，还形成了与之兼容的有关图

书馆情报学的话语，成就了与兰氏图书馆意义

相兼容的“图书馆情报学”意义，即：“图书馆情

报学＝图书馆学＝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关于实体

图书馆的学问”。 这样的意义最终为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
动的 ｉＦｉｅｌｄ 发展战略和更加全面的“去图书馆

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

“图书馆”及其兼容概念（如馆藏、书目信息）表

达的现象、问题、假设、模型、理论脱离图书馆情

报学的知识体系，不管这个学科被冠以什么新

的名称（ｉＦｉｅｌｄ 或其他），它都不再可能是图书馆

情报学。 这样一来，部分 ｉＳｃｈｏｏｌ 支持者（如 ｖａｎ
Ｈｏｕｓｅ、Ｓｕｔｔｏｎ 和 Ｄｉｌｌｉｏｎ）对 ＬＩＳ 的乐观展望和振

兴承诺，都将是自欺欺人。 按照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话

语所建构的“图书馆” “图书馆情报学” 意义，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没有可能给这一学科带来生机和活

力，只能带来瓦解和消弭。 至于他们意欲建立

的 ｉＦｉｅｌｄ 是否具有坚实的学理基础自立于不断

分化的信息学科之林，则是另外的问题。
总之，在“去图书馆 ／ 非图书馆”话语中潜伏

着严峻的“学科 ／ 职业自我消解风险”。 遗憾的

是，时下的多数 ＬＩＳ 成员还对话语建构现实的力

量缺乏敏感和警惕，对“去图书馆 ／ 非图书馆”话

语中的“学科 ／ 职业自我消解风险” 视而不见。
由于话语材料的受众很容易不加反思地将话语

建构的意义接受为真，随着这些话语的传播范

围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增强，其建构的意义或将

成为学科共识。 有鉴于此，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旋涡中

的 ＬＩ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话语分析的视

角去洞察学科与职业话语中隐含的意义，反思

话语成规形成的认识盲区，真正做到“纵使身在

此山中，也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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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Ｆ 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９， １２４（１５）：４８－５０．

［１７］ Ｃｒｏｎｉｎ Ｂ．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Ｌｉｂｒｉ，

１９９５， ４５（１）：４５－６３．

［１８］ Ｇｒｏｎｉｎ Ｂ．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ｒｄｉａｎ ｋｎｏｔ［Ｊ］ ． 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 １９９５．

［１９］ Ｈｏｕｓｅ Ｎ Ｖ， Ｓｕｔｔｏｎ Ｓ Ａ．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３７（２）：１３１－１４７．

［ ２０］ Ｃｒｏｎｉｎ Ｂ．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 Ｂ． Ｖ．， ２００５．

［２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Ｖｏｎ Ｄｒａｎ Ｒ， Ｓａｗｙｅｒ Ｓ．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ｈｅａｄ［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３２（４）：１６－１８．

［２２］ Ｚｈａｎｇ Ｐ，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 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５８（１３）：１９３４–１９４７．

［２３］ Ｂｒｕｃｅ Ｄ Ｈ， Ｅｍｅｒｉｔｕｓ Ｄ，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Ｍ．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２（４）：１１－１２．

［２４］ Ｆｒｏｓｔ Ｃ Ｏ． 美国信息学院理念及其延伸［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４（６）：２５－ ３１． （ Ｆｒｏｓｔ Ｃ Ｏ． Ｔｈｅ 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 ３４（６）： ２５－３１．）

［２５］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Ｒ Ａ．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ｈｏｗ ｗｉｄｅ？ ｈｏｗ ｄｅｅｐ？［ Ｊ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２］．ｈｔｔｐ： ／ ／ ｈｄｌ．ｈａｎｄｌｅ．ｎｅｔ ／

２１４２ ／ １５０７３．

［２６］ Ｇｒｕｄｉｎ Ｊ， Ｇａｒｙ 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Ｊ］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９６３， １６（２）：１５－１９．

［２７］ Ｂｏｎｎｉｃｉ Ｌ Ｊ，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 Ｍ Ｍ，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Ｋ．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ｏｌｄ ｉｓ ｎｅｗ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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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Ｓ ｔｏ ｉＦｉｅｌｄ［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５０（４）：

２６３－２７４．

［２８］ Ｌａｒｓｅｎ Ｒ Ｌ．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 ／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３０１８－３０２３．

［２９］ Ｋｉｎｇ Ｊ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２（４）：１３－１５．．

［３０］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Ｍ Ｅ．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ａｎ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ｊｕｎｉｏｒ ｆａｃｕｌｔｙ［Ｍ］．

ＡＣＭ， ２０１０．

［３１］ Ｊａｅｇｅｒ Ｐ Ｔ， Ｇｏｌｂｅｃｋ Ｊ， Ｄｒｕｉｎ 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５１（３）：２０１－２０８．

［３２］ Ｄｉｌｌｏｎ Ａ．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Ｓｃｈｏｏ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５３

（４）：２６７－２７３．

［３３］ Ｃａｒｂｏ 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５３（４）：２２０－２２３．

［ ３４］ Ｍａｄｓｅｎ 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９（１）：１－７．

［３５］ 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 （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３６］ 于良芝，梁司晨．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迷思：对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有关 ＬＩＳ、ｉＦｉｅｌｄ 及其关系的认知的反思［Ｊ］ ． 中国图书馆学

报，２０１７（３）：１８－３３．（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Ｌｉａｎｇ Ｓｉｃ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ｍｙｔｈ：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Ｓ， ｉ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３）：１８－３３．）

［３７］ 于良芝．从“图书馆”到图书馆———话语与图书馆的未来［Ｃ］． ２０１６中国图书馆年会，安徽：铜陵，２０１６．１．２６．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 ／ ／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ｈｕｉ Ｔｏｎｇｌｉｎｇ， ２０１６．１．２６．）

杨　 絮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０１７ 级硕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于良芝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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