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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探讨

　　ABSTRACT　 T he fu tu re society w ill certa in ly be a b ig info rm at ion

one characterized by a b road u sing of a large num ber of info rm at ion s. A nd

th is w ill undoub tedly give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trad it ional lib rary. O n2
ly by facing squarely the diff icu lt ies and self2t ran sfo rm ing can the lib rary,

in fo rn t of the crisis of ex istence, again m eet the socia l needs. 1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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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需求是

它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社会发展到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 必将对图书馆提出新的要求和

挑战, 从而也为图书馆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和

机遇, 使图书馆同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和发展阶段。

1　挑战: 未来社会是个大信息社会——大信

息社会呼唤图书馆的特殊管理功能——特殊

信息功能使图书馆受到严峻挑战

现代社会是以科学研究群体化、系统化、

交叉化为标志, 以经济结构专业化分工与社

会化协作的高度统一为方向, 以技术进步的

群体化、多向化、综合性为基础, 以生产发展

的低成本、小批量、多品种的高度综合为前

提。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

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和谐统一, 大科学社会化

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未来的 21 世

纪, 必将是以广泛地利用庞大的信息为主要

目标, 以信息的快速传播和情报交流的日益

频繁为基本特征的大信息社会。

在这个大信息社会中, 高效率、大容量的

信息通道网——信息高速公路已经普遍建成,

它通过光缆、激光和多媒体为标志的计算机技

术和多种通信手段, 快速传输和接收信息, 以

满足人们的需求、渴望和依赖。信息的泛系性、

全息性、多元性、多维性, 使其无孔不入地深入

到人类生活的每一角落, 人们的生产、生活、科

研、教学和娱乐活动, 都将因为信息的渗透、信

息技术的应用而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样的一个全信息化的时代必将对图书

馆的功能作用发出有力的呼唤, 提出严峻的

挑战。

从功能角度讲, 图书馆具有保存文化遗

产的功能、传递知识的信息的功能、提高民族

文化素质的功能、思想教育的功能、加速两个

文明建设的功能等等。由于长期守旧意识的

影响和服务手段的落后, 图书馆界重藏轻用

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致使传递信息的功

能与信息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 现在

图书馆只起到储存图书的作用, 仅保存了大

量印刷型出版物, 图书馆工作人员守门待客

坐等读者, 只满足于帮助他们检索出所需的

书刊文献资料的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据

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馆教授陈钦智先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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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调查, 从图书馆获得信息的人不足

20% , 有 80% 以上的人认为图书馆的信息传

递不快、内容不完整、不适合自己的要求, 查

找使用也不方便。更有相当数量的人预言, 在

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 人们坐在家里, 通过手

指就可以从联网的计算机上得到各种信息,

无需再到图书馆花费大量时间等待出纳人员

从大量的书刊资料中检索那些不够及时的资

料。面对这种情况图书馆如不改变自己, 就会

一步步走向没落直到衰亡。这就是图书馆面

临的严酷现实和有力挑战。当前的图书馆的

的确确感受到生存危机, 不大大强化自己的

信息功能, 不来个脱胎换骨的突变, 势将难以

为继, 难以与时代同步前进。

2　机遇: 严峻挑战激活了图书馆的无穷活力

——无穷活力使图书馆充满无限生机——无

限生机让图书馆获得良好机遇

大信息社会的到来, 的确把图书馆逼到了

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但是, 难以为

继的生存危机也使图书馆终于看到自己的不

足, 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要么消亡, 要么突

变, 二者必居其一,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但是,

消亡是不可能的, 纵观图书馆千百年来的发展

历史, 始终是以社会的发展为依托, 与社会现

实需要相适应。社会发展了, 它便要及时调整,

由不适应达到新的适应。社会也以图书馆的发

展和适应为契机, 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教育、军事等各种事业的进步, 从而使历史不

断地向前演进。目前的不适应只不过因为这几

年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太快了, 世界性信息社

会的发展太快了, 致使图书馆适应社会的功能

“慢了半拍”。因此, 只要图书馆遇变不惊, 承

认现实, 正视困境, 接受挑战, 摒弃传统观念和

服务模式, 由坐等读者上门变为主动服务上

门, 则多媒体时代诸如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新

技术革命的成果带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机会, 一

次机遇, 一个图书馆赖以改变方向、进而发展

的大好时机。只要我们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个机

遇, 我们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图书馆就会“柳

暗花明又一村”, 就会从否定自我中超越自我,

发展自我, 就会重新获得生命力, 达到与社会

发展适应、同步发展。

在大信息社会需要有交互式双向通讯多

媒体机等电子硬件的支撑, 也要有全方位知

识内容的信息软件的配合。二者相辅相成, 缺

一不可。硬件设备要由电子制造业研制提供,

信息软件则主要应由以承担信息主渠道的图

书馆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来完成。

未来的图书馆说到底是一个综合信息中

心。它不再以藏有纸张型出版物为主, 而是以

拥有各种声像资料可供阅读的图、声、文并茂

的电子出版物及计算机终端与各个信息中心

联网; 馆员的任务除了收集、整理、储存各种

信息资料外, 主要充当计算机系统与用户之

间的媒介, 为用户检索开发各种数据库, 帮助

查寻各自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再通过信息高

速公路直接传递到用户手中。

然而, 尽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馆藏, 集古

今中外多学科、多层次的人类智慧结晶的多

种类型的文献资料于一身, 但任何一所单独

的图书馆要承担起向全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

的重任都是不可能的。这一项系统工程, 只有

依靠图书馆界群体的力量才能完成。因此, 必

须构建一个大社会图书馆系统。

所谓大社会图书馆系统, 是一个相互联

系着的各种图书馆系统的社会群体, 是根据

一定的目的和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保障

体系。它应该由国家统一筹划, 由中央和地方

的权威机构牵头, 打破现有图书馆界因隶属

关系造成的条块分割的界限, 集信息技术产

业和信息服务业于一身, 并有各行各业参与,

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分级管理的文献信

息保障系统。它虽然是属于图书馆界的一个

泛系组织机构, 但不同于现有的图书馆学会、

协会、研究会和工作委员会, 它的工作性质决

定它应该具有科学性、服务性、实业性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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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要能够统览全局, 随时提供权威信息,

尤其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信息, 因此它

更应该具有积累性、追溯性、现实性、开拓性、

预见性和超前性。

在这个大社会图书馆系统中, 所有图书

馆都是它的子系统, 都是系统中的一个结点,

再也不是以互不联系的个体或局部图书馆系

统成员的形式为社会服务, 而是以大社会图

书馆系统的整体形式为社会服务。

3　发展: 良好机遇为图书馆指明了突变方向

——突变方向确定了图书馆发展目标——发

展目标使图书馆明确了当前任务

挑战和机遇是伴生的。迎接挑战, 抓住机

遇, 就可以获得动力, 就可能有新突破。传统的

图书馆要改革, 要突变为现代化的图书馆, 必

须与整个信息工程建设相适应。当前, 一场信

息革命的旋风已在世界范围内刮起, 图书馆与

经济发展及其关系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

话题。美国率先提出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

划, 并于 1994 年付诸实施。我国高层决策部门

早已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的最新动向, 并把信息高速公路列为国家急需

研究和开发的重要议题。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

已列入“中国高速信息网计划”,“金桥工程”、

“金卡工程”、“金关工程”正在实施。中国国家

信息中心业已成立。面对这种形势, 作为文献

情报工程核心的图书馆, 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

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自己的存在价值, 制定相

应政策, 把文献情报工作提高到信息工作的高

度, 开创文献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为创建大社

会图书馆系统而努力。

建成后的大社会图书馆系统应该具有以

下基本特征:

(1) 图书馆作为大社会图书馆系统的各

个子系统, 专业分工越来越细, 互相不能取

代, 而又彼此配合。

(2) 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标志的电子计算

机和光纤通讯等设备, 是大社会图书馆系统

网络建设的首要条件和物质基础。大系统网

络中的各个图书馆, 利用计算机等设备, 可以

协调采购工作以避免资金浪费; 实行统一编

目以避免重复劳动; 进行流通管理以提高服

务效率; 动用终端检索以满足用户需求; 开展

馆际互借以利于资源共享。

(3)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普及, 一个

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大社会图书馆网络系统

的建设和形成将使得国际社会信息一体化,

其高度分散又高度集中的网络优势, 将形成

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共享。

(4) 在大社会图书馆系统中, 传统的图

书馆形态已不复存在, 一个图书馆与信息产

业结体的新型图书馆形态新树立于世人面

前。图书馆将以高水平、高容量、高效能的信

息服务为世人所青睐。

(5) 作为新型图书馆, 其服务方式将发

生多元化转变。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电传、电

视光盘、电子计算机终端、交互式双向通讯多

媒体机等方法和技术手段利用图书馆产出的

信息, 从而极大地提高传递速度和效率。

(6) 图书馆社会功能将发生根本性转

变, 传统图书馆的功能已成过去, 新型图书馆

将通过自己的网络中心和数据库及高效全新

的服务方式和手段, 直接参与和促进人们劳

动的速度和效率。

为迎接大社会图书馆系统新模式的到

来, 当前我们应该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

问题:

首先, 要转变观念, 从思想上做好准备,

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不能

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和信息社会的到来

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不必过早准备, 而宁肯

抱残守缺, 抓住传统图书馆的旧观念不放。这

种落后的思想必然影响图书馆向现代化发展

的步伐。

其次, 在目前经济落后的状况下, 尽可能

多地加大投入更新图书馆的技术和设备,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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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代以来, 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

迅猛发展, 给图书馆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和严峻的挑战。如何适应即将到来的信息社

会, 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信息服

务, 成为图书馆界重要的课题。若想跟上时代

的发展, 满足读者信息的需求, 就必须冲破旧

观念、旧模式的束缚, 向新的模式转化, 创出

一条适应社会需要, 加速图书馆现代化建设

的新路子。

以下五种传统模式的转化, 反映了图书

馆今后的发展趋势。

1　馆藏模式: 由单一的印刷型文献向

电子文献和网上文献转化

近千年来, 纸一直是信息传递的主要载

体和媒介, 即使是今后, 以纸为载体的文献也

不会完全被淘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以

印刷型书刊为主要品种的馆藏模式发生了变

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载体的形式上, 即

由过去的单一的纸型载体向以磁介质、光介

质等为载体的新型信息媒体转化, 极大地扩

增了馆藏信息量。近些年, 全国高校医学图书

馆和医学情报研究机构大都先后引进了

M EDL IN EöCD—ROM、L ife sciencesöCD _

ROM 等光盘系统。由于它具有容量大、价格

低、检索快等优点, 倍受用户和读者的青睐。

另一方面表现在网上, 网上文献的发展是图

书馆馆藏的新内容。这种文献比书刊式印刷

型的文献信息量要大得多。如香港科技大学

及计算机和高新技术, 建立信息网络系统, 逐

步实现各种类型图书馆间、图书馆与其它信

息中心间以及用户个人电脑间的互相联网;

加强多媒体光盘等现代化技术设备的收藏与

利用工作。

另外, 还应特别注意提高图书馆人员的

素质, 更新其原有的知识结构, 通过各种培训

方式来塑造咨询服务的专家, 使图书馆员不

仅是信息的收集者和保存者, 而且是信息的

生产者和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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