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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来的图书馆及其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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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人类的产业革命取得了决定性

的成功, 全球性能源大量开采, 物质产品空前

的丰富⋯⋯。及至 20 世纪中叶, 人类发明并

迅速地普及应用了电子计算机, 于是信息这

个古老又崭新的自然与社会的基本“资源”,

逐渐与物质、能源并驾齐驱, 大有后来居上、

取而代之势。21 世纪被学术界定位为信息时

代已经成为不刊之论[1 ]。那么未来的图书馆

的形态将如何呢?

1　21 世纪的图书馆简议

今天, 当人们已能眺望到 21 世纪暑光的

时候, 各种角度, 各种社会群体提出了许多名

目的图书馆, 其中主要有: 电子图书馆 (E lec2
t ron ic L ib rary )、数 字 图 书 馆 ( D ig ita l

L ib rary)、虚拟图书馆 (V irtua l L ib rary)、无

墙图书馆 (L ib rary w ithou t w all)、全球图书

馆 (Global L ib rary)等不一而足。美国图书馆

学家Ch rist ian 在 1975 年出版了第一部电子

图书馆的专著。至于什么是电子图书馆, 1989

年K ibbey 等对其的释意是: 电子图书馆并不

是指一个固定地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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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图书馆近年来开始在美国

流行,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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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这恐怕

与“数字革命”观念的确立与传播有关。此外

虚拟图书馆只是 1990 在美国一些学术团体

的报告之后才流行起来[4 ]。

对上述实同名异的各种称谓的图书馆概

括与描绘得最为典型的是, T. S. H alm an 在

1995 年 IFLA 大会上所发表的“从巴比伦到

自由空间”(F rom Babylon to L iberspace) 讲

演。他讲道: 我们过去所熟知的图书馆正在消

逝。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一事实, 即图书馆是无

墙的和无维度的空间, 是座没有书库的图书

馆这个事实。在 21 世纪时, 世界上会有一种

信息和知识的美妙系统。我们与H alm an 的

“自由空间”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自由空

间”确是美妙而又大势所趋的前景, 但是“我

们所熟悉的图书馆”即便“正在消失”, 也是有

待时日的。在 21 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 传统

图书馆不会绝迹的。这如同我们中华民族的

毛笔至今还有应用是一个同样的社会文化现

象。在我们的专业里, 曾经听到过“走向无纸

时代”的最强烈的呼声, 但是这只要看一看中

外的复印机产量剧增, 就一切释然了。但是

21 世纪我们进入信息时代则是无可置疑的。

一提到信息时代, 有些人就与“信息爆

炸”相联系, 认为社会的信息量膨胀, 以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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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书读不完, 不够用”这一图书馆传统

的悖论[5 ]。在 21 世纪将会因为信息数量的剧

增而不再是图书馆发展与进步的永恒动力, 因

为我们进入了所谓的“自由空间”。有些人士认

为社会物资的丰富可以缓解物资的不足, 同样

信息呈超越函数的增加也必将能弥补信息的

短缺, 人类在需求与获取信息方面必然进入

“自由王国”。但这种乐观的看法是比较肤浅

的, 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信息的真蒂所致。最

终能够令人们在随心所欲的时间, 随心所欲的

地点, 获得随心所欲信息局面的实现, 其关键

是历史上曾独占信息传递和服务鳌头的社会

机构——图书馆 (后来又有些其他的类似社会

机构的出现)信息服务本身的革命性变化。舍

此不能奏效。为此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未来图

书馆信息传递与服务的特点。

2　信息传递与服务的形态与变化

古往今来, 从媒体到形态可将信息传递

与服务概分为 4 种[6 ]。如图 1 所示:

图 1　信息传递示意

从图中可见, 1 对 1 对话型的范围只是

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传递。1

对 n 播报型是一个发送源向多个接受者发出

信息的形态。发出信息的选择主动性在于信

息接受者一方, 似此, 图书馆的文献数据库也

是属于这一服务类型的。n 对 1 的集中型服

务, 类似于人们目前常说的馆际合作与资源

共享。n 对 n 的会议型则是多数信息发送者

与多数信息接受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形态。目

前各国大型图书馆正日益增加这种社会委托

的功能。

图书馆的服务形态应该说兼括了上述 4

种类型; 担负着不同任务的图书馆对这 4 种

服务形态, 自然有其出于自身的不同侧重。

在 21 世纪上述这些图书馆信息传递与

服务方式, 将因高新信息技术全方位地向图

书馆事业挺进, 在其支持与装备下发生巨变。

未来图书馆信息传递与服务就我们所能企及

的估计大致如下。

1 对 1 的信息传递与服务可以说是早期

图书馆的主要工作形式。19 世纪末美国图书

馆学家格林提出“参考咨询”, 才使之成为图

书馆的一个明确的工作领域和理论化的研究

命题。目前这种服务主要是以文本形式的文

字为主, 今后将由单媒体进入多媒体图文和

声像境界, 传递方式将以计算机通讯为主。另

外电视电话也会进入图书馆 1 对 1 的服务

圈。

1 对 n 的信息传递是图书馆历史最悠久

的一种服务方式。一个图书馆承担着广大读

者的信息保障任务, 就是 1 对 n 个读者的信

息服务。未来这种服务将会朝着电子新闻、电

子图书馆以及电子布告栏的方向发展。广域

网与光盘也会介入并投入运行。这里需要强

调的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是人类在处理知

识方面的重要进步, 也是今后 1 对 n 的信息

传递与服务的主要方式。图 2 是专家系统的

示意。

图 2　专家系统示意

专家系统在知识获取方面, 现在的通常

做法是通过面谈, 听取与收集出自专家的知

识, 施加人工整理后才能输入系统。但是如何

从系统中导出专家的知识, 并非是任何读者

都能自己动手操作的, 需要有专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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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种技术操作就是未来图书馆的一个

新的岗位和职称——知识工程师 ( Know 2
ledge Engineer)。从而也必将使 1 对 n 的信

息服务变成未来图书馆的“高难动作”。

n 对 1 在未来的图书馆服务中可能是通

常的一种方式。从“自由空间”或“模控空间”

(Cyberspace) 角度而言, 信息记录的介质从

纸张、胶片到磁、光介质。电子计算机依靠 0

和 1 两个简单的数字, 便开辟了人类文明发

展的新时代, 实现了所谓的“数字革命”。从电

子计算机角度观之, 文本、图像、画面、声音

等, 只不过是大小不一, 结构不同, 输入输出

条件不同的数字文件而已。所谓多媒体就是

各种信息及其信息介质融合到数字化文件上

来, 使人类实现了一体化的信息“资源”。数字

化信息及其信息媒介被人们称为应用广泛的

电子信息“资源”。这就改变、扩大、丰富了图

书馆馆藏的文献类型, 这就是所称之为的“电

子图书馆”。电子图书馆不再是一个物理的存

贮信息的实体, 它将构成一个网络空间, 各种

类型的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在网络上高速运

行。用户只要将自己的计算机与网络联接, 就

可以不受时间限制, 也不必考虑信息存贮于

何处, 极为方便地检索、选择、获取所需要的

信息。电子图书馆将众多的图书馆和信息机

构的信息资源联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

“n”, 任一用户在利用“信息空间”的任何信

息“资源”时, 根本觉察不到这种“n”的存在。

其馆藏包括各种类型的文献, 它们彼此之间

形成了无缝的结合, 可以任意加工和组合。同

时根本也就没有传统图书馆“已借出去”一类

的拒借之说, 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资源共享。

未来的图书馆的 n 对 n 的服务, 将是把

现在接受委托服务的、业已实行的电视会议、

个人电脑会议及 TV 会议, 推进并普及为难

度更大、精度更高的多媒体文书、信件会议。

我们扼要地分析了未来图书馆在信息传

递与服务的变化, 那么表现在图书馆服务上

至少有那些新的特点呢?

3　未来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特点

如果以为未来是电子图书馆的独家天

下, 传统图书馆逐渐消失与绝迹, 那是不得要

领的看法。以电子图书馆为主, 传统图书馆为

辅, 两者并存共举的局面可能会持续相当长

的时期。所以不管图书馆如何变化, 哪怕图书

馆工作原则、操作方式都改变了, 但是图书馆

以信息服务为己任则是不会动摇的。本文就

是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讨论未来图书馆

服务特点的。
3. 1　要求情报需求的个性保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高级信息官员

维利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说过: 信息既

不是物资, 也不是能源。这种否定式的叙述当

然不是在下定义, 但是他的潜台词是说不能

像对待物资、能源那样对待信息。信息最大的

特点就是与认识主体之间的高度选择性, 亦

即信息没有物资与能源那样绝对广泛的有效

性。同样的一份信息对于不同的人是会有“马

可效应”的, 这样就势必要求对情报的个体需

求实施针对性的保证。前苏联的“院士科技情

报所”, 就是基于对科学家实施个性的保证而

建立起来的, 这一时曾是苏联科技进步神速

的经验之谈。有人主张未来社会的知识水平

与人员构成将是一个双峰结构: 创造性集团

和服务性集团。人类的发明创造活动的难度

将与日俱增, 那些泛用的、共性的供创造性思

维 (知识)信息是科技前沿人员 (亦即创造性

集团)能够和必须自己动手加以解决的, 半个

世纪之前V. 布什所预言并设想的个人情报

系统——M em ex 将成为现实。专业图书馆人

员则专司个性情报的保证, 针对并解决那些

创造性集团人员自身无法或不能解决的情报

需求。这时的图书馆人员也许就是创造性集

团的一部分。
3. 2　要求提供有价值情报

文献质量下降与情报冗余的局面还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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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去,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采取硬性的措

施已属下策。解决的途径不外是提高原创性

知识信息的水平, 以期信息增值; 通过图书馆

人员的科学劳动鉴别、确定信息的价值, 给读

者以必要的“导读”。同时, 在“自由空间”中,

信息不仅为数众多, 而良莠不分, 真伪难辨,

也必须由图书馆人员为读者筛选并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21 世纪的图书馆服务将受公益性

和经济性两种机制的综合控制,“有价值的信

息”必然是信息产业中的商品。社会上长期形

成的免费获得信息的观念将在 21 世纪得到

全面的纠正。以往在开发信息产品时的消费,

都计价在物资、系统和通讯等形式之中; 下一

个世纪按经济规律运作, 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需要。这种社会发

展趋势无疑对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图书馆员

的公众形象、知识信息产品的经济价值都会

产生积极的影响。
3. 3　要求深度加工的信息

图书馆对于文献的信息揭示与加工是有

传统的, 但是一般是浅层次的。在下一个世纪

里, 那些裸露的、显而易见的信息, 对于创造

性集团的科学发现逻辑与创造性思维贡献并

不大。开展深层次的信息加工, 协助科技前沿

人员及时地借鉴、参考、继承针对性的知识信

息, 将是 21 世纪图书馆信息传递与服务的主

要内容。由于信息的巨额增加, 人们一一地阅

读原始文献, 既没有可能, 也没有必要。必须

出现一种原始信息经过深加工的替代品。“自

由空间”如果不进一步使信息有序化、浓缩

化、精细化, 纵有大量的信息也无法有效利

用。所以下一个世纪图书馆的信息传递与服

务就是要按照特定用户需要, 进行深加工以

致形成“综述”、“述评”,“研究报告”之类的信

息产品。这虽然仍以传统的信息加工作业, 但

是要在网上取材并进行, 难度要求更高, 速度

要求更快。不借助这种深加工产品, 创造性集

团人员在网上就会眼花缭乱而无功而返。

3. 4　馆员学者化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曾说过, 早期

的图书馆员都是学者。在下一个世纪里, 这一

名言要再现。在各种交互式信息网中, 政府经

济信息网、商业信息网、科教信息网、文娱信

息网、国防信息网都面向社会服务。办公、教

育、文娱、医疗、科研、金融、贸易、军事中许多

重要的情节 (如尖端科学与技术, 现行体制,

政策法规, 产业结构) 运作方式都要发生巨

变, 阅读难度加大。图书馆员必须具备高深的

多种知识, 如像今天的“首席科学家”一样, 能

够对用户无法接受乃至理解的知识信息予以

“解读”。图书馆员为了要能够担负起这样的

重任, 就应该要求自己是知识结构合理、先

进, 有良好的敬业精神, 素质优秀的一流学

者, 以期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未来的图书馆是一个美妙的知识信息自

由空间, 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将是崭新而又无

所、无微、无难不至的, 图书馆员将是具有优

秀素质和卓越才能的专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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