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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及其理论遗产
———从社区图书馆到社群信息学的理论视角回顾∗

周文博　 于良芝

摘　 要　 本文回顾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外图书馆信息学界开展或参与的三大社区实践运动———社区图书馆运

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ꎬ揭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ꎬ并分析这些理论思想如何推动了三大运动的产生和发

展ꎬ阐释它们对我国农村社区信息服务项目的启迪ꎮ 分析发现ꎬ国外 ＬＩＳ 的三大社区实践主要受到社区主义、社
会资本理论、信息平等思想和社会技术理论的指导ꎬ这些理论对我国 ＬＩＳ 相关社区实践具有启迪作用:战略层面

的社区赋能导向ꎬ功能层面的社区中心定位ꎬ技术研发中的本地情境意识ꎬ服务供给中的弱势群体优先原则ꎮ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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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４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０　 引言

基于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图书馆及信息服

务一直是图书馆信息学( ＬＩＳ)的重要实践与研

究领域ꎮ 不同于我国城市街道所辖的“社区”ꎬ
这里的社区概念更为广泛ꎬ指地理意义上的区

域(如一个村庄ꎬ甚至一座城市)以及居住在这

个区域里有共同联系的人和他们之间的社会互

动[１] ꎮ 由于最早兴起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英国和

美国都将公共图书馆视为社区资产ꎬ而公共图

书馆活动又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

一ꎬ因此 ＬＩＳ 天然地对自身与社区的互动具有浓

厚兴趣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芝加哥大学图书

馆研究生院就曾围绕社区对图书馆的利用情况

开展过系列研究ꎮ 不仅如此ꎬ图书馆信息学发

展史上还出现过较大规模的行业性社区运动ꎬ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英美图书

馆职业倡导的“社区图书馆运动”、９０ 年代美国

图书馆行业支持的“社区网络”项目以及本世纪

ＬＩＳ 参与的跨学科领域———社群信息学ꎮ 这些

项目的共同本质是依托社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

项目提高社区居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参与

度ꎬ实现社区的整体发展ꎮ 围绕这些项目而开

展的研究活动旨在探索图书馆信息学成长壮大

及可持续发展的规律ꎬ用以指导新的社区图书

馆及信息服务项目建设ꎬ使其以最小的投入产

生最大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ꎮ
尽管上述三大社区运动在产生背景、组织

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成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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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ꎬ但它们共有的“社区振兴”目标使其看待社

区、社区组织(包括社区图书馆)、信息、信息服

务、信息技术的视角具有显著的家族相似性和

连续性ꎬ并因此为 ＬＩＳ 积累了丰富的职业遗产:
它们推动面向社区的实践和研究成为 ＬＩＳ 颇具

特色的组成部分ꎬ同时通过借鉴社会科学领域

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ꎬ为 ＬＩＳ 参与社区建设奠定

了理论基础ꎮ
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等因素ꎬ国内较

少出现如社区图书馆运动和社区网络运动这样

由基层发起的大规模社区实践项目ꎬ但我国政

府为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提供信息服务的努力

一直不曾间断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中央政府联

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筹建了一批又一批旨在

依托图书馆服务或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ｓ)推动社

区发展的项目ꎬ比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
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和农家书屋工程

等ꎮ 虽然这些项目大都体现着中央政府的意志

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ꎬ但它们在社区的落地过

程以及图书馆职业对这一过程的参与ꎬ同样将

它们转化成了中国图书馆职业的社区项目ꎮ 这

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项目既可以借鉴国外项

目的理论ꎬ也可以利用中国经验对已有理论进

行强化或补充ꎮ 这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国际图书

馆界社区实践已经积累的理论遗产ꎬ在此基础

上考虑它们对我国同类项目的借鉴价值ꎬ并通

过中国实践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ꎮ 为此ꎬ我们

有必要对 ＬＩＳ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的社区项

目及其理论基础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ꎮ
本文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发表

的有关 ＬＩＳ 社区项目的文献为依据ꎬ回顾其中影

响最大的三大社区运动的缘起及发展ꎬ梳理影

响这些实践发展的理论思想ꎬ以此展示这一独

特 ＬＩＳ 领域的“理论—实践”样态及其历史连续

性ꎬ为我国社区项目的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ꎮ

１　 ＬＩＳ基于社区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项目

如前所述ꎬ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ꎬ图书馆

信息职业参与最广、影响最大的社区项目莫过

于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项目和社群信息

学ꎬ它们也是吸引讨论和研究最多的项目ꎮ 这

些讨论和研究为考察 ＬＩＳ 社区实践的理论指导

思想提供了素材ꎬ也是本研究考察的焦点ꎮ

１ １　 社区图书馆运动(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ｓｈｉｐ)

社区图书馆运动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国外公

共图书馆转变服务理念ꎬ面向基层社区(特别是

弱势群体)ꎬ主动提供信息服务的行业性活动ꎮ
它由激进的社会改革者和图书馆员发起ꎬ旨在

挑战当时公共图书馆机构化的服务方式和贴近

中产阶层的服务传统ꎬ号召图书馆员走进社区ꎬ
特别是弱势阶层聚居社区ꎬ担负起推动社会公

平的责任ꎮ
社区图书馆运动的理念起源于美国和英

国ꎮ 根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 所做的系统翔实的历史回

顾[２]６９－７８ ꎬ社区图书馆运动在英美的兴起有其深

刻的社会背景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在美国社会

问题频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ꎬ美国图

书馆界率先发起有关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大讨

论ꎬ开始反思西方图书馆界长期持守的中立性

原则ꎮ １９７８ 年ꎬ 一份名为 « 图书馆的选择»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ｈｏｉｃｅ)的报告指出ꎬ“在经济困难期ꎬ
图书馆服务对于整个社区ꎬ特别是那些因为没

有得到帮助被排除在图书馆服务以外的人来

说ꎬ至关重要ꎮ” [２]６９这份激进的报告虽然不乏反

对声音ꎬ特别是来自持守图书馆“中立性”原则

的专业人员的反对ꎬ但借助美国政府推行的一

系列社会改革政策(如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主张图书

馆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在美国甚至欧洲地区得

到了传播和认可ꎮ ７０ 年代后期ꎬ英国颁布了几

项关于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关键性文件(如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一些文件的标题开

始使用“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的概念ꎬ并且开

始设立专门针对社区图书馆服务的新职位和新

课程ꎮ １９８２ 年ꎬ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社区服务

小组”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ｒｏｕｐ)ꎬ其宗旨就是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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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些传统图书馆服务无法触及的社区提供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对图书馆员灌输新理

念ꎬ为他们提供新技术和培训与其他机构

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 [２]７２ ꎬ这成为社区图书馆

运动的里程碑式事件ꎮ 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

里ꎬ社区服务小组带领英国公共图书馆进行了

许多基于社区的信息服务实践ꎬ帮助图书馆切

实参与到社区发展项目中ꎬ鼓励他们通过提供

扩展式服务(延伸或取代传统服务的新服务模

式ꎬ如介绍工作机会)致力于解决弱势群体(如

失业人口、少数民族、老年人、青少年、文盲、残
障人群或性别歧视者)面对的信息不平等问题ꎮ
例如ꎬ英国伦弗鲁区图书馆配合相关政策ꎬ开展

面向失业人口的系列技能培训、面向学前儿童

的智力玩具培训和面向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讲解

等服务ꎻ曼彻斯特图书馆及其合作伙伴主要针

对社区中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和残障人群提

供服务ꎮ 总之ꎬ社区图书馆运动所强调的社区

图书馆服务ꎬ并非以图书馆的大小或社区人口

的规模区别于一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ꎬ而是以

其与社区的关系而自立ꎮ 正如 Ｍｅｈｒａ 所说:“这

场运动并不只强调将社区成员带入公共图书馆

或者将信息借出来ꎬ它更试图通过图书馆将信

息、知识和社区成员融合在一起ꎬ使社区和图书

馆共同产出的成果大于他们各自产出的总

和ꎮ” [３] 直到今天ꎬ这种关系依然是社区图书馆

实践区别于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特征ꎮ
有学者认为社区图书馆运动重振了公共图

书馆职业ꎬ使其在 ７０ 年代后期的社会混乱和冲

突中重塑目标感[４]６１ ꎮ 然而ꎬ这场轰轰烈烈的运

动并没有持续很久ꎮ 在英国ꎬ到 ８０ 年代后期ꎬ随
着英国政府财政支持的削减和管理不善等问题

的出现ꎬ社区图书馆运动的激进热情逐渐消退

并慢慢被边缘化ꎮ Ｂｌａｃｋ 认为社区图书馆衰落

的根本原因是社区图书馆员在后现代性和后福

特主义社会思潮(如商业效率优先的消费主义

和当前需求优先的管理主义)的冲击下ꎬ渐渐意

识到自己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统一[４]１１３ ꎮ 虽

然社区图书馆运动的高潮(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初)相对短暂ꎬ但它的影响却十分深远ꎬ
它促使图书馆职业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

其长期持守的专业中立性原则ꎬ使其优先考虑

弱势群体并积极参与社会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

过程ꎬ让图书馆推动社会变革成为一种事实ꎬ而
不仅是口号[５] ꎮ

１ ２ 　 社区网络运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及互联网运营模式已经孕育了一大批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ꎬ很多提供

商也同时提供信息服务ꎮ 然而ꎬ由于当时的信

息技术采纳者还仅限于少数精英人群ꎬ能够享

受到这类服务的人口比例很低ꎬ如美国最早的

全国信息技术采纳情况调查“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ｔ” 显示ꎬ当时农村居民的计算机普及率仅为

４ ５％ꎬ而在这些人中拥有调制解调器的人口仅

占 ２３ ６％ [６] ꎮ 社区网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

现的一种旨在利用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

术ꎬ帮助社区成员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信息

通信系统ꎮ 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系统不同ꎬ
社区网络是免费的或者费用很低ꎬ其运行和管

理主要依赖公共机构(如图书馆和大学)、非营

利组织、地方政府和志愿者ꎬ其首要目标是为当

地社区提供支持ꎮ Ｖｉｒｎｏｃｈｅ 将社区网络的任务

概括为“建立包含本地区丰富信息的在线信息

中心”“确保广泛的(ＩＣＴｓ)可访问性”和“使用网

络去发展社区”三个方面[７] ꎮ
社区网络运动虽然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但最早的社区网络却可以追溯到 ７０ 年代在美国

伯克利市创办的第一个针对社区的 ＢＢＳ———社

区记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ｍｏｒｙ)ꎬ社区成员可以在

当地的两家商店和公共图书馆利用公共电话网

络进入这个 ＢＢＳꎬ并且花费很低的费用在上面浏

览和发布信息ꎮ 随着 ＢＢＳ 类交流平台的扩散ꎬ
１９８６ 年ꎬ克利夫兰市开发了一个更先进的社区

网络 ＦｒｅｅＮｅｔꎮ 这个升级版的 ＢＢＳ 拥有连接多台

电脑的中央计算机和电话线网络ꎬ社区成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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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 ＦｒｅｅＮｅｔ 上了解包括文化、医疗、教育和政

务等方面的信息ꎬ也可以在线进行公开讨论ꎻ此
外ꎬ该网络还为用户提供了各种国内电子图书

馆的进入权限[８] ꎮ 除了 ＦｒｅｅＮｅｔꎬ在 ９０ 年代初

期ꎬ许多其他类型的社区网络也在加拿大、欧洲

和澳大利亚陆续涌现ꎮ ９０ 年代以后ꎬ越来越多

的社区网络开始连接互联网ꎻ依靠便捷的互联

网ꎬ社区网络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ꎬ出现了更

多更方便的讨论组和网站(比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
ｃｅｓｓ 和 Ｃａｎ－Ｆｒｅｅｎｅｔ)、各种会议、工作坊和关注

社区网络的期刊(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ꎬ同时还涌现出各种类型的组织(比如国

家公共电信网络和社区学习网络等)ꎮ １９９６ 年

在墨西哥召开的社区网络会议上ꎬ还诞生了国

际社区网络协会(ＩＡＣＮ)ꎮ
图书馆对社区网络的参与源于二者在信息

服务系统上合作的可能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公共

图书馆也在开发类似的网络信息系统ꎬ比如英

国格洛斯特郡图书馆领导的社区信息工作组一

直在组织、发布和评估 Ｗｅｂ 上的健康和环境信

息资源[８] ꎮ 由于社区网络表现出的增强图书馆

服务的巨大潜力ꎬ例如提供 ２４ 小时不间断的、不
受图书馆建筑限制的图书馆访问服务ꎬ很多图

书馆界人士因而认为ꎬ社区网络运动为公共图

书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ꎬ可以帮助它们主

动适应新的信息环境ꎮ 这些人主张公共图书馆

应该在社区网络中处于领导地位ꎬ并借此把自

己发展为社区成员的远程办公场所ꎮ 总之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很多公共图书馆与社区网络建立

了合作关系ꎬ他们或者帮助社区网络加强当地

信息资源建设ꎬ或直接参与到社区网络的管理

和决策中ꎬ并作为其公共访问点ꎬ或者负责用户

培训等ꎬ在一些案例中图书馆甚至接手了社区

网络的运作[９] ꎮ

１ ３　 社群信息学(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社群信息学根植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社区网

络运动的实践和研究ꎮ 简单来说ꎬ它是一门研

究如何使用 ＩＣＴｓ 来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跨学科领域ꎬ研究者主要来自 ＬＩＳ、计算机科学、
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ꎬ他们普遍关注

ＩＣＴｓ 的设计与应用、社群信息政策和社群 ＩＴ 发

展战略的制定、社群 ＩＣＴ 项目的实践[９] 和社群

集体智慧的形成与共享规律[１０] ꎮ 同时ꎬ社群信

息学也继承了社区网络运动的核心精神ꎬ特别

关注社区成员平等获取 ＩＣＴｓ 的权利以及数字鸿

沟的弥合ꎮ 比如 Ｇｕｒｓｔｅｉｎ 等学者将社群信息学

视为为社区提供 ＩＣＴｓ 以缩小数字鸿沟的实践领

域和利用 ＩＣＴｓ 实现公民权利的第四空间[１１] 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使用 Ｃ—Ｔ—Ｃ 来描述社群信息学的定

义ꎬ其中 Ｃ 代表现存的社区ꎬＴ 表示整个社区所

采用的 ＩＣＴｓꎬＣ 表示采用 ＩＣＴｓ 之后显著改变了

的社区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进一步说明社群信息学的研究

对象不是单独的个体ꎬ而是整个社区ꎬ它所关注

的是整个社区的转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过程[１２] ꎮ
而 ＯＮｅｉｌ 则将这种转化细化为五个具体方面ꎬ他
认为社群信息学可以在加强民主、社会资本、个
体赋权、社区意识和社区经济增长这五个方面

对社区发展作出贡献[１３] ꎮ
自社群信息学的概念提出以来ꎬ其实践和

研究领域发展迅速ꎬ影响力逐渐扩大ꎮ ２００３ 年

第一届国际社群信息学年会在意大利召开ꎻ
２００４ 年社群信息学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创刊ꎻ同时ꎬ越来越多依托社区图书馆

或者社区信息中心的社群信息学实践项目得以

实施(比如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为读者使用馆内

的电 脑 和 数 字 化 资 源 进 行 培 训 的 Ｃｙｂ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 项目[１０] )ꎮ 社群信息学的研究机构主

要有两大类ꎬ一类是各种独立的社群信息学研

究机构和组织ꎬ如社群信息学研究网络( ＣＩＲＮ)
和社群信息学研究发展及培训中心( ＣＣＩＲＤＴ)
等ꎻ另一类是依托 ＬＩＳ 院校(如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的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的研究中心或

团队[１４] ꎮ 这些从事社群信息学研究的 ＬＩＳ 院校

一方面通过开设社群信息学课程传播社群信息

学的知识体系ꎬ另一方面产出大量社群信息学

的研究成果推动学科领域发展ꎮ 这些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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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对 ＬＩＳ 的知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ꎮ

２　 ＬＩＳ 社区实践的理论基础

国外 ＬＩＳ 界经久不衰的社区实践ꎬ既表明社

区参与构成了 ＬＩＳ 的重要传统ꎬ也表明这些实践

很可能受到某些共同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理

论、思想和观念的驱动ꎮ 相关文献整理与回顾

显示ꎬ国外 ＬＩＳ 界在不同时期进行的社区实践确

实贯穿了共同的理论基础ꎬ其中最显著的理论

基础可以概括为社区主义、社会资本理论、信息

平等思想和社会技术理论ꎮ

２ １　 社区主义

由于对社区的特别关注ꎬＬＩＳ 在发起社区图

书馆运动和参与社区网络运动及社群信息学活

动时ꎬ不可能不形成对社区、社区组织、社区行

动、社区与国家关系、社区与个人关系、社区与

整个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种种认知ꎬ并将自己

的行动建立在这些认知之上ꎮ 这些认知构成了

ＬＩＳ 社区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ꎮ
与同期的其他社区发展项目(如住房、医疗

卫生)一样ꎬ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项目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社会学与政治学中社区理论ꎬ特别是其中

的社区主义思想的影响ꎮ 社区主义的基本特征

是将社区看成社会发展的正面力量ꎬ相信社区

的亲族邻里关系、传统、价值观等社区要素可以

给社区成员带来归属感、凝聚力、帮助扶持ꎬ从
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稳定、和谐、秩序ꎬ避免混乱

暴力等社会问题的发生[１５] ꎮ 正因为如此ꎬ社区

主义在看待社区与个人关系、社区与国家关系

时ꎬ强调重视社区的优先性ꎬ质疑极端个人主义

及其自由观念ꎬ质疑国家集权ꎮ 社会学中的社

区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古典社会学

家 Ｔｏｅｎｎｉｅｓ 和 Ｄｕｒｋｈｅｌｍꎮ Ｔｏｅｎｎｉｅｓ 在其«社区和

社会»中区分了“社区”和“社会” 两个概念ꎬ认
为社区是建立在亲族邻里关系之上的人群组

合ꎬ通过血缘、聚居场所、感情、共享的意义、共
同道德等得以维系ꎬ社会交往密切而持久ꎻ社会

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观念组织起来的人群组

合ꎬ并认为工业化促成了社区的衰落和社会的

兴起[１６] ꎮ 继 Ｔｏｅｎｎｉｅｓ 之后ꎬ很多社会学家都认

同社区衰落说ꎬ并认为传统社区的衰落是很多

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以
美国社会学家 Ｅｔｚｉｏｎｉ 为首的一大批学者ꎬ出于

对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

深深担忧ꎬ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贬低社区作用

的倾向ꎬ明确提出了“社区主义”的概念ꎬ逐步形

成了旗帜更加鲜明的“社区主义”学派ꎬ这被称

为“新社区主义”ꎮ 新社区主义强调个人行动应

该既满足个体尊严也要承担社会责任ꎬ同时它

也认为个体应该联合起来抵御风险ꎬ增加成功

的概率[１７] ꎮ 在新社区主义者眼里ꎬ社区不仅仅

是居住的区域ꎬ更是组织起来的共同体ꎬ具有对

抗贫穷、弥补政府应对社会问题能力的不足、调
节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的失衡、对抗特殊利益

集团及实现真正民主等多种功能[１５] ꎬ因此社区

应成为保障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ꎮ
从整体上看ꎬＬＩＳ 的传统与社区主义并非完

全合拍ꎮ ＬＩＳ 的主要平台之一———公共图书

馆———虽然植根社区ꎬ却以教育教化功能赢得

最初的合法性ꎬ这意味着它致力于用整个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和普遍知识改造具体社区ꎬ特别

是诸如工人社区、移民社区等弱势社区ꎮ 二战

之后ꎬ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下ꎬＬＩＳ 又以对客

观中立及个人自由的强调重构其合法性ꎬ这意

味着它通过强调个人自由而淡化社区共享的意

义和道德标准ꎮ 尽管如此ꎬ在社区图书馆运动、
社区网络运动及社群信息学等社区实践中ꎬ还
是可以看到 ＬＩＳ 参与者对很多社区主义理念的

认同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基于这些理念对上述

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反思ꎮ 社区图书馆运动的倡

导者首先反思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福利设施的

官僚姿态(即坐等用户上门的服务模式)ꎬ倡导

走进社区ꎬ根据社区的需要提供服务ꎻ其次ꎬ他
们反思以往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立性原则ꎬ开
始明确地将服务重点转向更需要扶持的贫穷或

边缘社区ꎮ 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服务可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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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社区的振兴ꎬ从而作用于社会的发展[１８] ꎮ
正如英国学者 Ｂｌａｃｋ 在评价社区图书馆运动时

指出:“那些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挑

战公共图书馆保守主义和官僚作风的图书馆

员ꎬ是出于强烈的伦理和社会理性ꎮ 他们否认

只关注馆内工作的服务传统和自上而下的管理

体制能够建立真正的社区ꎬ认为只有将公共图

书馆服务转向基层社区实践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财富和机会的重新分配” [４]１４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之后ꎬ社区图书馆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落幕ꎬ但
坚持社区图书馆运动主张的图书馆员依然在借

鉴社区主义的理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一次社

区图书馆笔谈ꎬ专门邀请了 Ｅｔｚｉｏｎｉ 作为嘉宾ꎬ说
明了社区图书馆运动的继承者对社区主义的主

动借鉴[１９]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社区网络运动及随后的

社群信息学与新社区主义同时兴起ꎬ明显受到

社区主义的更大影响ꎬ其社区主义视角也更加

鲜明ꎮ 与社区图书馆运动相比ꎬ社区网络运动

更强调社区赋权、社区振兴、社区身份意识、社
区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ꎬ它将自身定位为社区

成员互动与交流的平台、社区信息的获取平台、
社区组织的支撑系统等ꎻ不仅如此ꎬ社区网络运

动和社群信息学也更强调自身与政府自上而下

实施的社区网络的区别ꎬ这些都与社区主义的

主张高度吻合ꎮ 例如ꎬ社区网络运动的倡议者

之一、美国学者 Ｓｃｈｕｌｅｒ 在比较政府项目和社区

项目的区别时就指出ꎬ政府主导的社区网络反

映了政府的需求和愿望ꎬ因为它使得社区必须

依赖政府来倾听和响应他们的需求ꎬ而社区网

络运动则是源自社区ꎬ因而能更好地确保它创

造的内容反映社区[２０] ꎮ

２ ２　 社会资本理论

无论是发起社区图书馆运动ꎬ参与社区网

络运动还是积极推广社群信息学ꎬＬＩＳ 都希望通

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来推动社区发展ꎮ 作为衡量

社区发展的重要指标ꎬ社会资本一直是 ＬＩＳ 社区

实践关注的重要方面ꎬ比如社会网络运动和社

群信息学都将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作为运动目

标之一ꎬ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也同样构成了 ＬＩＳ 进

行社区活动的理论基础ꎮ
广义的社会资本可泛指社会联系及人们从

中获取的资源ꎮ 迄今为止ꎬ很多学者都尝试从

不同的角度去定义社会资本ꎮ 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

更倾向于借鉴美国社会学家 Ｐｕｔｎａｍ 对社会资本

的定义ꎬ因为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本概念ꎬ
Ｐｕｔｎａｍ 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和定义更立足于社

区[２１] ꎮ 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社区)
内部通过促进成员之间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

效率的特征ꎬ比如信任、责任、规范和关系网络

等” [２２] ꎬ其中信任是人们进行信息共享和交换

的重要前提ꎮ 为了描述不同类型的关系和社会

网络ꎬＰｕｔｎａｍ 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合型资本

(Ｂｏｎｄ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 和桥接型资本 (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２３] ꎮ 结合型资本是指同质性程度比较高的

社会资本ꎬ它通常被嵌入在亲密的关系网络中ꎬ
比如宗亲社区和较为封闭的传统村落ꎬ这种资

本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ꎬ能够强化社区

内部现有的网络关系ꎻ而桥接型资本则指异质

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资本ꎬ通常嵌入在陌生人或

零星联系的关系网络中ꎬ比如行业协会或者商

业会议ꎬ比起结合型资本ꎬ桥接型资本有利于不

同观点和信息的交换ꎬ对于扩张个体或社区的

社会资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２４] ꎮ 关于社会资本

的增长途径ꎬ当前主要存在社会和制度两种视

角ꎮ 社会视角认为参与志愿者组织或非正式交

流(如午餐和散步)可以增加社区成员间的了解

和信任ꎬ进而增加社会资本ꎻ制度视角认为公平

和非歧视的公共机构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无差别

的公共服务ꎬ进而增强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ꎬ
也有助于培养社区成员之间的平等意识[２５] ꎮ

ＬＩＳ 认同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的价值ꎬ认为

一个健康的社区的标准ꎬ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

发展ꎬ也表现为社会资本的丰富[２６] ꎮ 从社区图

书馆运动到社群信息学ꎬＬＩＳ 始终相信其社区实

践可以以多种方式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ꎮ 首

先ꎬ无论是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运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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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信息学ꎬ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都致力于主动为全

体社区成员提供丰富的生活信息ꎬ这些涉及政

治、教育、环境、健康、住房和养老等方面的信息

不但能够帮助社区成员解决各种生活问题ꎬ还
能培养他们的专项技能ꎮ 同时ꎬ社区图书馆运

动还积极开展专门的用户培训ꎬ以提高社区成

员的信息素养ꎬ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信息交换ꎮ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ꎬ信息交换一直被视作创造

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ꎬＦｅｒｌａｎｄｅｒ 甚至认为社会

资本就产生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换[２７] ꎮ 因

此ꎬ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首先通过促进社区信息传播

交换而增加其社会资本ꎮ 其次ꎬＬＩＳ 社区实践可

以辅助社区内部及不同社区之间建立社会联

系ꎮ ＬＩＳ 学者认为社区图书馆有助于把不同的

人聚集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内ꎬ让他们有机会互

相观察、交往和了解ꎬ并能够通过举办各种活动

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ꎬ从而有助于将他们凝

聚在一起[２１] ꎮ ＬＩＳ 对社会资本的这一作用方式

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的实践中表现得

更加明显ꎬ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都强调

使用 ＩＣＴｓ 支持社区成员之间或社区内外的机构

(比如学校、医院和图书馆)之间搭建彼此联系

的社交网络[２８] ꎮ 他们都相信 ＩＣＴｓ 或者基于

ＩＣＴｓ 的各种项目和设施可以为社区成员之间的

交流提供更便利高效的通道ꎬ进而巩固社区的

结合型资本ꎻ还可以促进社区成员与陌生人或

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合作ꎬ增强他们之间的

桥接型资本ꎮ 正如社区网络运动联盟网站上的

宣传语所说:“没有所谓的贫穷社区ꎮ 即使是没

有很多财富的社区也有大量的人力资源ꎮ 然

而ꎬ人力资源往往得不到赏识或利用ꎬ部分原因

是人们彼此不了解ꎬ也不知道他们的社区能提

供什么ꎮ” [２９] 此外ꎬ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倡导为所有

社区成员提供均等的公共信息服务ꎬ保障他们

参与民主的权力ꎮ 正是因为 ＬＩＳ 社区项目在保

障民主参与机会、培育社区事务参与能力、支持

社区事务讨论活动等方面的作用ꎬ它们才被 ＬＩＳ
学者描述为 “ 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生产

者” [２５ꎬ３０] ꎮ

２ ３　 信息平等思想

信息的平等获取一直是 ＬＩＳ 坚持的职业准

则和传统ꎬ也体现着现代社会和启蒙运动尊重

个人尊严、自由和平等的精神特征ꎮ 这种精神

特征清晰地体现在“让每个灵魂拥有免费的学

校教育和免费的图书馆服务”和“让最穷和最富

的学生拥有同样的条件去尽情满足求知的欲望

和合理的追求” [３１] 的职业目标中ꎮ
信息平等思想是 ＬＩＳ 进行社区实践的重要

指导思想ꎬ也是 ＬＩＳ 发起社区图书馆运动的主要

动机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ꎬ欧洲各国先后建成

福利国家ꎬ福利国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平等

主义”和“普遍主义”———开始被应用到包括公

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３２] ꎮ 在这些观念

的影响下ꎬ公共图书馆逐渐放弃了重点为穷人

(体力劳动者和手工业者) 提供服务的职业传

统ꎬ开始转向“中立”的立场ꎬ宣称自己“面向所

有人开放” [３２] ꎮ 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带来的客

观结果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越来越流向那些有

阅读要求的中产阶级ꎬ越来越偏离工人阶级的

潜在阅读需求ꎬ一部分图书馆员甚至认为主动

激发工人的阅读兴趣 “超出了他们的工作范

围” [４]５２ ꎬ也违背了中立的原则ꎮ 这种对信息平

等职业传统的淡化和消极的服务理念使公共图

书馆丧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读者 ( 比如据

Ｌｕｃｋｈａｍ 对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城市图书馆使用情

况的评估显示ꎬ图书馆利用人群中工人阶级约

占 ６３％ [３３] ꎬ而在 １９７１ 年的调查则显示这一比例

只有 ８％ [４]５１ )ꎬ也使其面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比起它“普遍”“平等”的自我宣传ꎬ公共图书馆

被更多人认为具有精英主义和排外倾向ꎮ
Ｂｕｎｄｙ 将公共图书馆对所有来访者“一视同仁”
的态度定义为一种“不人道的自由主义” [３４] ꎮ
Ｂｌａｃｋ 更批评盛行在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里的

平等主义实现的仅仅是“获取平等”而非“结果

平等” [３３] ꎮ 这些危机和批评敦促着图书馆职业

重新认识信息平等获取原则ꎮ Ｐａｔｅｍａｎ 认为如

果公共图书馆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的

文化需求ꎬ它将变得无关紧要ꎬ因此如果想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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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只有变革[５] ꎮ 社区图书馆运动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被发起ꎮ １９７５ 年ꎬＭａｒｔｉｎ 发表的«弱势

群体的图书馆服务»(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ｄ)一文成为了图书馆变革的开端ꎬ他在文中

呼吁图书馆放弃消极中立的传统价值观ꎬ积极

使用专业知识对抗社会歧视和不平等[３５] ꎮ １９８２
年ꎬ英国图书馆学会设立专门针对弱势群体服

务的“社区服务小组”ꎬ该小组的首要目标就是

发展合适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方式去关注弱势

群体的文化需求ꎬ这一理念后来成为社区图书

馆运动的主要宗旨ꎮ
在随后兴起的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

中ꎬ信息平等获取原则成为更显明的指导思想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ꎬＩＣＴｓ 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极大提升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机会和能力ꎬ但也

带来了新的信息不平等问题ꎬ受到经济条件、教
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制约的群体日益沦为

“信息时代的穷人”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ｏｒ)ꎮ 相比于

其他网络运动和信息服务系统ꎬ社区网络运动

的显著特征是倡导公平获取信息ꎬ强调保障所

有公民接触网络的权利ꎬ也强调赋予他们使用

技术的能力ꎬ反对某些地区因通信服务无法覆

盖而产生的数字鸿沟[３６] ꎬ同时它也深信平民阶

层在社区建设中的中坚作用ꎮ 因此ꎬ社区网络

运动不只是传统的社区信息提供系统ꎬ更被视

为公民参与政治和社区变革的重要工具[８] ꎮ 社

群信息学继承了社区网络运动保障信息平等获

取的运动精神ꎬ它强调公共机构(社区组织、大
学和公共图书馆等)和政府在弥合数字鸿沟中

的重要作用ꎬ相信 ＩＣＴｓ 可以振兴被流动空间边

缘化的社区[３７] ꎮ 美国比较典型的几个社群信息

学实践项目都将弥合数字鸿沟作为项目实施的

重要目标ꎬ比如作为美国政府资助额度最大的

项目之一“技术机遇项目”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
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ＴＯＰ) 就将近 ４０％的项目用于服

务农村地区和偏远贫困地区[９] ꎮ 这些理念也正

是 ＬＩＳ 积极参与社区网络建设和传播社群信息

学的思想基础ꎮ Ｃｈｒｉｓ Ｂａｔｔ 曾指出公共图书馆最

适合作为免费网络服务的代理机构ꎬ因为二者

在目标与信念(保障信息平等获取和发展社区)
上的高度一致能使公共图书馆成为 ＩＣＴｓ 设备和

平等接入 ＩＣＴｓ 愿景的忠诚守护者[４]１３５ ꎮ Ｍｅｈｒａ
认为这种合作也有助于延伸公共图书馆的服务

范围ꎬ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 ＩＣＴｓ 将信息服务延

伸至社区成员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ꎬ使社区图

书馆真正成为免费的社区信息中心ꎬ这对于那

些缺 乏 社 会 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 的 社 区 尤 为

重要[３８] ꎮ

２ ４　 社会技术理论

社会技术理论( 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

一个生产系统(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不应只被单独

视为技术系统(如工厂和机器)或社会系统(如

社会关系和工作组织)ꎬ而应该被视为这二者相

互作用的总和[３９] ꎮ 该理论认为社会系统和技术

系统既相互独立ꎬ又彼此开放和相互融合ꎬ任何

一方的改变都会对另外一方产生影响[４０] ꎬ因此

ＩＣＴｓ 的设计需要保证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协调ꎮ
换句话说ꎬ社会技术理论强调在设计、开发和维

护 ＩＣＴｓ 时要充分考虑 ＩＣＴｓ 被应用的社会环境

因素及其与 ＩＣＴｓ 的互动关系ꎮ
社会技术理论对 ＬＩＳ 社区实践的指导作用

较明显地体现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

中ꎮ 社区网络运动的发起宗旨即为解决特定的

社会问题(如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信息获取不

平等)ꎬ因此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

的影响ꎮ 比如公共电子网络( ＰＥＮ)建立于美国

加州圣莫尼卡(以民众参与政治热情高涨著称

的城市)ꎬ该网络最初的设计是传播公共信息ꎬ
后却被民众完全用于公共事务讨论和电子邮

件ꎬ加之广泛分布的公共终端(如公共图书馆)
和鼓励各阶层居民参与政治的运行理念ꎬＰＥＮ
项目最终成为圣莫尼卡居民反对性别歧视、维
护流浪者权益和交换信息的主要阵地[４１] ꎮ
Ａｒｅｎｓｂｅｒｙ 较早揭示和阐述了社区网络与社区环

境的关系ꎬ他认为社区网络运动的目标是值得

赞赏的(如保障社区民主和信息平等获取)ꎬ但
如果忽略了社区间的差异ꎬ社区网络运动的目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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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就会受到严重损害[４２] 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没有

充分认识到社区内的广泛经验、社区关系的紧

张程度以及地方权利不平衡等社区情境因素ꎬ
社区网络运动的目标就很难得到保证[４３] ꎮ 在随

后兴起的社群信息学中ꎬ其发起者和推动者更

明确地阐释了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

系ꎮ 例如ꎬＧｕｒｓｔｅｉｎ 认为ꎬ社区信息学有别于一

般信息学在社区中的运用ꎬ前者将“社区”作为

核心概念和对象ꎬ它通常将社区视为在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具有地方性

和历史性特征的地理区域或利益社群[４４] ꎮ
Ｆｅｅｎｂｅｒｙ 认为社群信息学强调在新兴的社会技

术关系中通过 ＩＣＴｓ 的有效使用来实现社会变

化[４４] ꎮ 可见无论是社区网络运动还是社群信息

学ꎬ都强调技术的选用要符合社区文化与历史ꎬ
要能真正服务社区ꎬ发展社区ꎬ与社区有机融

合ꎬ并且能够随着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ꎮ
在社区技术设计层面ꎬ为了保证 ＩＣＴｓ 能在

社区实践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ꎬ一部分持有社

会技术视角的研究者倡导摒弃以信息系统为中

心的传统系统设计方法ꎬ转而采用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方法ꎬ其中最典型的系统设计方法是

人机交互(ＨＣＩ)ꎮ 比如 Ｈｏｗｌｅｙ 就曾批评以信息

系统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过分强调技术精英在系

统设计中的决定作用ꎬ而他们通常关注系统的

“效率和优雅”ꎬ却经常忽略那些没有经验的新

手用户的体验[４２] ꎮ ＨＣＩ 强调信息系统设计应考

虑系统使用者的具体身份和所处的社会情景ꎬ
鼓励用户积极参与到系统的研发和设计中ꎬ它
将用户视作技术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使

用者ꎮ Ｈｏｗｌｅｙ 认为社区网络的发展和维护是一

项相当复杂的工作ꎬ因为它涉及当地政府、商业

组织、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ＩＣＴｓ 的硬件供应

商和各种软件的开发者等多种利益相关者ꎬ而
ＨＣＩ 的设计方法可以积极调动各方的参与热情ꎬ
也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ꎬ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

求ꎬ进 而 协 调 和 缓 解 这 种 冲 突[４２] ꎮ 此 外ꎬ
Ｂｅａｍｉｓｈ 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网络通过互

联网为社区成员提供即时的全球信息和服务ꎬ

本地信息资源有被忽略的风险ꎬ而以用户为中

心的方法关注情境在 ＩＣＴｓ 设计中的重要价值ꎬ
强调 ＩＣＴｓ 的设计和运行要最大程度符合当地社

区的具体社会结构ꎬ从而避免本地信息资源的

边缘化[４５] ꎮ 总之ꎬ社会技术理论可以赋予 ＬＩＳ
研究者更广泛的视角去考察影响 ＩＣＴｓ 使用的情

境因素和不同群体之间能力、需求和体验的差

异ꎬ进而提高社区 ＩＣＴｓ 的包容性和易用性ꎮ

３　 国外 ＬＩＳ 社区实践及其理论基础对我
国农村信息服务项目的启示

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ꎬ国内 ＬＩＳ 界较少出现

较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社区运动ꎮ 但新中国成

立以来ꎬ我国政府以其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自上而下推动了多个与国外 ＬＩＳ 社区实践旨趣

相近的农村社区信息服务项目(如农家书屋工

程等)ꎮ 虽然二者的发展模式不同ꎬ但他们却在

服务形式(通过图书馆和 ＩＣＴｓ)、服务目标(发展

社区)和服务理念(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显示

出诸多相似之处ꎬ因此本文认为国外 ＬＩＳ 的社区

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思想能够为我国农村信息服

务发展提供多个角度的启示ꎮ
启示一:社区赋能的战略导向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我国的农村信息服务项

目多是依赖中央政府权威自上而下推行的ꎬ因
此相比于西方的社区信息实践ꎬ我国农村地区

的信息服务缺少社区主义的传统和理念ꎬ这也

使其表现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实践特征ꎮ 首

先ꎬ我国的农村信息实践项目执行力强ꎬ在信息

资源、基础设施和管理等方面都拥有统一的规

范和标准ꎬ但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境因素(文化和

历史等)和人口因素(年纪和文化素养等)的多

样性缺乏考量ꎬ因此在针对不同地区的信息服

务策略制定上缺乏弹性ꎻ其次ꎬ在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的话语体系中ꎬ农村地区属于整个服务体

系的末梢神经和“最后一公里”ꎬ这一方面暗指

农村信息服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ꎬ但另一方面

也将其视为需要扶持或挽救的对象ꎬ从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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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说ꎬ这种思想使我国农村信息服务项目的实

施者倾向于将农村居民视为信息服务的被动接

受者ꎬ很少关注其主体能动性及其赋能ꎮ
社区主义视角强调社区赋能和社区在社会

改革中的正向力量ꎬ认为个体应该在自身权利得

到满足的情况下勇敢承担社会责任ꎮ 这种视角

可以帮助政府和 ＬＩＳ 重新审视农村在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和角色ꎬ也有助于他们调整信息服务的目

标ꎬ将目标由传统的信息提供转变为信息赋能ꎬ
以强调农村居民在赋能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ꎮ

启示二:社区中心的功能定位ꎮ
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下ꎬ国外 ＬＩＳ 的社区

实践将社区图书馆视为社区的文化信息中心ꎬ
它一方面提供信息资源和相关技能的培训来提

高社区成员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素养ꎬ另一

方面也通过提供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来加强社

区成员间的联系ꎬ增强他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ꎬ
进而提高整个社区的社会资本ꎮ 相比于欧美国

家ꎬ我国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体系起步较晚ꎬ而农

村图书馆又因未被规划到公共图书馆体系中ꎬ
因此发展尤为缓慢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中央政

府联合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农村地区筹

建了一批又一批类似于农村图书馆功能的信息

服务项目ꎬ这些项目与欧美国家 ＬＩＳ 的三大社区

实践一样旨在保障基层居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和

实现社区发展ꎮ 但根据 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中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农村图书馆卷» 可知ꎬ当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图书馆(农家书屋)服务

仍以文献借阅和数字资源提供为主(虽然在个

别经济发达地区也涉及参考咨询和阅读推广服

务) [４６] ꎬ这种单一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很难最

大程度发挥农村图书馆的社会功效ꎬ而国外 ＬＩＳ
社区实践的社会资本视角可以为我国农村图书

馆功能转变和服务模式的扩展提供新思路ꎬ辅助

我国的农村图书馆从单一功能的图书借阅场所

转变为多功能的社区信息服务和交流中心ꎮ
启示三:情境化信息系统的研发思路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为充分发挥 ＩＣＴｓ

在推动我国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ꎬ我国政府

以农村信息化的名义自上而下推行了多个涉及

ＩＣＴｓ 的农村信息服务项目ꎬ概括来说ꎬ这些 ＩＣＴｓ
项目可以根据其目标被分为两类:其一是发展

和完善农村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ꎬ如“村村

通电话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三电合

一”农业信息服务试点项目等ꎻ其二是为满足农

村居民特定信息需求而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信息

提供项目ꎬ如旨在为农村居民提供农业信息和

知识的“星火计划农村信息化青年科技行动”、
旨在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的“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和旨在加强基层党员思想教育

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ꎮ 我国

政府依靠其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以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保障这些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

施和运行ꎬ但另一方面ꎬ这种统一的模式也忽视

了各个地区居民之间的信息需求差异和 ＩＣＴｓ 在

不同环境中的适用性问题ꎬ因此很容易导致政

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农村居民实际需求之间的

脱节ꎮ
社会技术视角强调技术与情境的互动ꎬ这一

视角对于我国农村信息服务技术的启示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ꎮ 首先ꎬ启发各地政府应立足本地

资源组织开发适合本地区居民需求的信息系统ꎬ
强调信息系统对于本地居民服务的精准性ꎬ考虑

引进系统在本地的适用性ꎻ其次ꎬ启发信息系统

设计人员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ꎬ充分考

虑信息系统应用地区的文化、历史和环境特征及

使用人群的人口特征ꎬ强调信息系统与社区的融

合ꎬ同时关注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ꎮ
启示四:弱势群体优先的服务理念和原则ꎮ
保障弱势群体获取信息的权利一直是国外

ＬＩＳ 社区实践遵循和坚持的理念和原则ꎬ更是 ＬＩＳ
社区实践的出发点ꎮ 我国政府领导和 ＬＩＳ 参与的

农村信息实践项目也大多在这一理念下进行ꎮ
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的制约ꎬ我国

农村信息服务的发展程度和服务水平普遍较低ꎬ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服务还不够细致和深入ꎬ这
些国家工程的主要目标仍是为了满足农村地区

大多数人口的文化和信息需求ꎬ而对于居住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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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特殊群体ꎬ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妇女、半
文盲和文盲群体及残障人群等却鲜有关注ꎮ 以

农家书屋工程为例ꎬ在工程相关实施意见和管理

条例中均未出现针对以上人群提供特殊服务的

政策和办法ꎮ 同时ꎬ由于行政体制和制度设计等

原因ꎬ当前我国 ＬＩＳ 职业在这些农村信息服务项

目上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ꎬ这也是导致这些项目

较少体现 ＬＩＳ 职业精神的原因之一ꎮ
信息平等视角可以为我国的农村信息服务

带来若干启发ꎮ 首先ꎬ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人

群开展有针对性的特殊服务ꎬ比如针对老年人

的大字体图书报刊、面向留守妇女的技能培训

及面向残障人群的软硬件设施建设等ꎻ其次ꎬ针
对不同弱势群体设计易用性强、使用门槛低的

本地信息系统ꎬ确保不会出现因信息系统难以

操作而产生的 ＩＣＴｓ 使用障碍ꎻ同时ꎬ积极倡导公

共图书馆与农村信息服务项目的融合ꎬ保证公

共图书馆在农村信息服务实践中承担起管理和

业务指导角色ꎬ推动平等服务理念在农村信息

服务活动中的传播和扎根ꎮ

４　 结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指导国外 ＬＩＳ

进行社区实践的理论基础ꎬ并分析了这些理论

思想如何推动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运动

和社群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ꎬ同时阐释了国外

ＬＩＳ 的社区实践经验和理论遗产对我国农村信

息服务发展的启示ꎮ 分析显示ꎬ国外 ＬＩＳ 的社区

实践主要在社区主义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信息

平等思想和社会技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ꎮ 基于

这些理论思想ꎬ国外 ＬＩＳ 界一方面通过其社区实

践积极输出信息平等获取的职业精神ꎬ保障社

区全体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平等获取信息的

权利ꎬ重视社区和草根阶层对社会变革和发展

的重要作用ꎻ另一方面强调社区图书馆和 ＩＣＴｓ
在推动社区发展功效上的最大化ꎬ比如通过促

进信息交流和社区凝聚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ꎬ
通过社会技术理论视角的系统设计思路提升

ＩＣＴｓ 的有效性ꎮ 这些理论思想对我国农村信息

服务无论在制度设计 (如强调农村地区自主

性)、组织方式(如推动农村图书馆与公共图书

馆的整合ꎬ推动地方特色与国家工程的融合)和

服务理念(如关注弱势群体和主动服务)等方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ꎬ同时ꎬ笔者也相信

我国农村信息服务实践的独特性(如覆盖范围

广和地区差异大等)同样蕴含着对世界 ＬＩＳ 社区

实践提供理论贡献的巨大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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