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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图书馆与文化传播

ABSTRACT　T he funct ion s of lib rary change w ith the developm en t

of socia l in tellectual cu ltu re. L ib rary in the info rm at ion age shou ld act ively

part icipate in the opera t ion of socia l cu ltu re, and do mo re th ings in cu ltu r2
al p roduct ion in stead of cu ltu ra l con sump tion. L ib rarian s shou ld study the

cu ltu ra l d irect ion s and enab le lib rary science to have h igher theo ret ica l

standard. Besides, they shou ld study regional cu ltu res and p romo te deeper

and w i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 o rld. 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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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与文化传播, 是非常有意义的课

题。第 63 届国际图联 ( IFLA )将“图书馆与文

化优先”列入副主题, 可以说是慧眼独具。图

书馆是随着人类发展而逐渐分化出的专门从

事文化传播的机构和学科。作为机构行业, 笔

者认为可将图书馆定位为社会化信息服务业

和学术性文化公益事业[1 ]; 作为学科, 可将图

书馆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知识文化产生、增长

以及利用各种方法技术保存传播这些知识文

化的学说。

到 20 世纪末的今天, 图书馆和人类文化

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图书馆的职能也在

随着社会知识文化的增长而变化。为此, 图书

馆界有必要检点已走过的路程, 弄清图书馆

与整个社会文化处于何种交接点上, 以便更

好地发挥文化传播的功能。

1　图书馆及其学科的历史和现状

国际图联 1975 年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

书馆职能科学研讨会上, 通过并确定了现代

图书馆的四项社会职能: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

开展社会教育; 传递科学情报; 开发智力资

源。从历史的角度看, 图书馆的职能有一种从

第 1 项到第 4 项纵向发展并逐渐包容的过

程。

古代藏书楼时期, 图书馆的职能可概括

为“汇集文献, 保存传递”, 就是上述第 1 项社

会职能。与此相适应的古典图书馆学, 主要建

立在目录学和图书学基础上, 主要组成部分

是书史、印刷史、收藏史、版本装潢史和文献

校雠学等, 对史学很倚重, 有浓厚的人文科学

特征。

近代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图书馆的职能

主要为“启迪民智, 普及教育”, 包容了上述第

1、2 项职能, 以第 2 项为主。此期图书馆收藏

的文献从内容到形式日益多样, 专科图书馆

出现, 图书对外流通逐渐完善管理, 重视学科

背景、将专科知识和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图书馆学得以确立。重视图书采购、分类编

目、典藏流通、参考咨询等工作环节的科学管

理, 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 但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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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学科。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计算机与多媒体、

通讯网络、光纤传输等现代技术相结合, 在全

球一体化格局下, 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知识

生产与消费系统。现代图书馆的职能已转化

为“分享信息, 促进文明”, 也即在包容四项职

能的同时, 以后两项为主。现代图书馆学以传

统图书馆学为基底, 融合人类行为科学、传播

学、信息学、管理学和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等

整合为新的学科, 重视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在大量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同

时, 具有跨学科和综合性趋向, 以及研究领

域日益宽泛化的倾向。作为一门依托一个实

体 (图书馆) 起步的学科, 图书馆学始终强

调应用。　　　

我认为现代图书馆的重点职能——传递

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 可约略对应信息传

递和文化传递。前者提供基础性数据和经过

深加工的、从文献中析出的专题信息, 满足专

指性强、时效性强、有特定实用目的之需求。

后者多以书刊资料原形提供, 满足人们宽泛

的、长期的精神文化知识积累和生活的丰富

多样需求。因此, 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应该在两

个方面, 作为信息中心, 应专业化, 个别化, 迅

速而准确地满足社会对特定信息的需求, 在

运作方式上分散化、多样化, 如组织各种咨询

公司、外脑企业、信息经纪人等等; 作为文化

中心, 应综合化、整体化, 与出版发行等相关

行业贯通, 发挥图书馆作为文化集散地的特

有作用。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也有两个方向,

即同时培养专家型和学者型人才。前者要求

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 熟练检索系统的功

能和途径, 能完成各种专指性信息传递。后者

应有较广博的知识面, 关注社会知识文化生

产流通的整体状况, 与其他学科配合, 研究人

类知识文化发展中一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本

文试图探讨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 在传媒

改变、文化转型的信息时代, 如何进行文化传

播的研究和运作。

2　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应着力开拓
的几项工作

信息时代两个最大的变化是知识量激增

和现代技术将世界连为一体, 网络的普及和

信息传递由分散向一体化转变, 图书馆必然

要从实体向功能化转变。多元一体化的世界

格局要求各行业学科在更开放地与社会大系

统交换的同时, 找准各自的位置, 成为社会中

不可替代的一员。因此, 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

馆, 除继续完成文化普及知识积累等基础性

任务, 还应借鉴文化研究成果, 在文化的运

作、研究和存储方面, 着力开拓以下几项工

作。

(1) 增加文化传播中的主动性和学术

性, 积极参与社会文化运作, 促进文化消费向

文化生产的转化。

现代知识总量的增加, 造成知识增长的

加速度。图书馆应加强自身工作的主动性和

学术性, 积极促进文化成果的转化。在第 62

届国际图联大会社会科学图书馆专题研讨会

上, 丹麦B irger H joerland 先生对图书馆信

息学研究方向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该学科主要应研究知识的生产者, 他们的信

息需求, 决定他们行为的认识论准则, 要研究

他们成果的交流渠道, 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及

他们的用户和存在着哪些信息问题, 还要研

究具体学科, 研究社会科学信息的生产、传播

与应用情况[2 ]。我认为应用技术是信息时代

各行业甚至每个人普遍掌握的技能手段, 不

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应专攻和侧重的独有领

域, 上述工作才是图书馆为知识生产者应做

的特殊工作。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正面事例是卡西尔

与瓦尔堡学院图书馆的邂逅。德国哲学家恩

斯特·卡西尔 (E rn st Cassier 1874～ 1945)

被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

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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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致力于人类文化现象学研究, 其代表作《神

话思维》的产生既有逻辑根源, 也有偶然因

素。1919 年他接任新汉堡大学教授, 接触到

瓦尔堡学院图书馆藏书。这个图书馆社科图

书的排列很特殊, 将哲学类书籍置于占星术、

巫术、民间传说等书籍之后, 并将艺术类图书

与文学、宗教和哲学各类结合在一起。当时负

责管理的弗里茨·萨克斯尔 (F ritz Sax l) 博

士向卡西尔解释道: 瓦尔堡学院图书馆认为,

哲学研究与原始思维是不可分割的, 两者的

研究工作又与宗教、文学、艺术的形象化描述

有联系, 就将这种观点从书籍的排列中表现

出来。卡西尔为这种独特的编排惊喜并受到

震撼,“这座图书馆非同寻常”,“其中所包括

的哲学问题与我有关联”, 并很快成为这个图

书馆最勤奋的读者。5 年后他在《神话思维》

的出版序言中指出:“瓦尔堡图书馆对资料的

编排和选择, 对资料所做的特殊分类, 使它们

都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中心问题, 这与我研究

工作的主要课题紧密相关。这样的环境使我

重新鼓舞勇气, 继续我已开始的路途。”他还

特别向弗里茨·萨克斯尔的“专业性指导”表

示感谢[3 ]。正是瓦尔堡图书馆人员独特的思

维成果知识分类, 为卡西尔开创性成果铺平

道路, 这是图书馆为文化发展做出的典型的

贡献。

另一个事例是 1997 年中央电视台“读书

时间”和“中华读书报”都报道一则消息, 中央

民族研究所图书馆一批 30 年前由民委组织

力量采集的少数民族珍贵资料, 由“风入松”

书店收购并拟开发。这批包括我国 55 个少数

民族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民俗等各方面情

况的详尽调查, 在世界民俗学人类学史上都

罕有其匹, 且历经 30 年沧桑变化, 留存了许

多已不复存在的文化现象。现为致力文化传

播、主营学术性书籍的“风入松”收购, 可谓货

卖识家, 对文化的承传或为额首称快之事。但

反躬自问, 如果图书馆界能有更多的文化关

怀, 能将资料收集与学术研究更有机结合, 早

些为学术界、出版发行界联手, 建立开发文献

资源的有效途径, 也许这批资料不会尘封至

今。

(2) 立足文化集散地这个隘口, 研究文

化流向, 使学科更具理论高度。

图书馆是连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

介, 很便于利用统计学方法和文化研究理论,

分析社会文化状况, 为各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图书, 著者、出版者与读者的关系就是非常值

得研究的课题。读书这一行为不完全是由文

本决定的, 著者、出版者想尽可能通过写法和

印刷措施将读者“设定”在文本和图书中。而

读者的阅读行为却具有选择性、逆向性和不

间断的创造性。这两者之间, 正是产生某种意

义乃至种种意义的空间。时代的变化更明显

地从不同文本和读书行为中体现出来。16 世

纪的图书和 19 世纪的图书大相径庭, 不同时

期、不同地区的何种读物的流行更是文化发

展的标志。如日本文库本是经济增长、大众文

化发达的产物, 最初印行的都是通俗读物。随

着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 岩波文库 1991 年目

录里, 几乎全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学

方面的经典著作, 能否进入“文库本”行列, 已

成为检验一部作品能否传诸后世的衡量标

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提高全民素质方面

大力提倡读书活动,“万村书库”、“一二三工

程”、“知识工程”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措施, 社

会上一再兴起的名著热、散文热、文集热、辞

书热等, 显示了公众高涨的求知热情和良好

的读书风气。

图书的物质形态给意义的建构怎样的影

响, 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追溯历史会发现,

不同的读法, 首先基于图书物质形态与人类

身体的关系, 从音读到默读就经历了一个漫

长过程。中国的四书五经和外国的《圣经》都

是音读时期的文本, 那时书少, 识字人也少,

载体笨重不便携带, 靠识字者口读宣讲, 内容

多为居高临下的社会教诲。随着活字印刷的

发达, 书多, 轻便, 识字的人增多, 转向人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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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独自静静阅读, 内容逐渐隐秘化, 个体

化, 平等交流。现代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的发

展, 文本从原来的形态中解放出来, 由单一趋

向丰富, 信息可以远距离瞬间传递,“网友”交

往成为反馈迅速的多人平行交流, 信件、情书

上网使人类的各个方面更加公共化、共享化,

不同的媒体和印刷方式在文化传播上的不同

功用和影响, 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我们在文化传播及

研究中特别注意, 即英文的三“T ”: (T im e、

T ran sla t ion、T radit ion) (时间、翻译、传统)。

“讲述故事的时间经常比故事讲述的时间更

重要”, 这句话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时间”的

意义。同样一本书,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同样的文本, 不同年代载体的变化将予以人

们不同影响。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微的今天, 专

司图书流通的图书馆最了解各类图书使用流

通的频度、幅度、速度、深度等共性情况, 如果

加以统计分析, 可画出不同时期文化发展轨

迹。“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 也是不同文化之

间, 区域之间, 民族之间一种互相理解沟通的

过程。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图书馆, 要在不同

文化之间搭架桥梁, 以实现文化之间的协调,

达到丰富个体精神生活, 提高民族文化素养,

整合世界国际秩序, 建立人类新文明体系的

目的。“传统”不只是古已有之的东西, 也是至

今存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 但往往是

经过长期积淀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产物。如

西方更多信奉进化论的直线历史发展观, 东

方则更多相信历史循环论。“传统”的概念不

仅在直线时间或循环的意义上使用, 还可以

用想象并置的方式加以理解。口头传播、手写

传播、印刷传播到信息时代的电子传播, 看起

来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 但各种传媒虽然依

次出现, 但并不互相排斥, 它们可以外在并

置。如口头传播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

交流, 今天仍然是人类交流中不可取代的一

个方面, 同时手写传播可弥补口头传播在时

空上的局限, 印刷传播又可改进手写的普及

不够及成本太高。电子传播不仅跨越时空, 还

可以及时反馈, 具有和口头交流一样的可应

答性, 可以说是在更高基础上循环。从这个角

度, 我们也可以理解, 图书馆的 4 项职能, 一

方面有一种线性发展、重心转移的过程, 另一

方面又有横向包容, 通过扬弃而发展, 在更高

基础上循环重复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下面我想特别强调, 信息时代图书馆应重视

并向第 1 项社会职能回归的问题。

(3) 开掘地域文化, 增进人们对世界认

识的深度和广度。

文化理论非常注意研究“本地”与“世

界”、“区域”与“整体”的关系, 实际上, 文化的

产生和其地域基础, 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因

此, 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

邓肯 (Jam es D uncan) 将特定地域上由自然

和历史凝聚而成的文化景观, 视为除书写与

口传之外, 人类储存和传播知识的第三大文

本。开掘和保存这一类文本的工作, 应引起图

书馆高度重视。

没有一定的封闭性就没有地域性。随着

信息流通的日益便捷和人类足迹的遍布, 由

一定闭塞带来的地域特征将越来越成为珍贵

的濒临灭绝的资源。在流行文化盛行时代, 在

机械复制时代, 对地域文化的开掘是一种对

个性和独特性的固守。图书馆现在保存的多

为由文字记录下的“过去完成时”的人类生活

状况和知识经验, 而以“现在进行时”存活于

社会生活中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 却在

不断由于未予留存记录而湮灭。现代音像技

术的发展, 给“全息性”记录保存原生态的文

化现象提供了技术保障。图书馆应具有这种

眼光和意识, 参与这种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

工作, 我们在贵州就发现并参加了这种开掘

工作。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内陆高原省份, 山

区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文化也受到影响, 但

也有一些在全国绝无仅有、非常特异的文化

现象, 安顺屯堡文化即是如此。在黔中以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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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几百平方公里内, 生活着一些在语调、

习俗、服饰、信仰等方面既有别于当地少数民

族, 又有别于其他汉民族的汉人。他们居住的

村寨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关、哨、卡、所

等命名。据史载, 14 世纪末, 明朝皇帝朱元璋

命大军两次南征, 安顺一带成为明王朝军队

大本营, 战事延续多年, 就推行屯田制, 使屯

军和家属就地立寨安居, 又从江南诸省大量

移民来“填南”, 这样, 屯军和移民构成了安顺

方圆一带独特的居民。几百年来“明代屯军之

裔嗣”的屯堡人, 在征服者的优越感和怀念乡

土的复杂情愫中, 在黔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条件下, 繁衍生息, 以一种类似军营的封闭

性, 在语言习俗、服饰文化等方面完整地保存

着“古制”。以居室看, 在砖瓦已十分普遍的今

天, 屯堡村寨仍是典型的石木结构, 那些石头

的城墙、屯门、碉堡组成的是战争建筑文化。

在服饰上, 迥异一般汉人, 妇女至今仍身着宽

袍大袖花边衣衫, 头包绉帕, 腰系丝条。为适

应战争需要和封闭环境, 他们特别偏重利于

储存的食品。“离乡不离腔”的古训使屯堡人

说话的音调与众不同, 数百年来不受同化, 一

堵城墙, 隔成两种语言。

屯堡文化中另一侧面是对宗教的笃信和

对神灵的虔诚。落土贵州后, 他们把江南佛教

带入贵州, 方圆百里的范围内, 有名的寺庙就

有几十个。家家有神龛, 月月有佛事。而被称

为“戏剧活化石”引起极大轰动的安顺地戏,

更是文化史的一种奇观。安顺地戏属于原始

傩剧, 起源于祈福纳吉的宗教仪式。带面具、

有情节的傩剧在宋代形成, 1388 年前后由南

征部队作为军傩带入贵州。在全国傩戏几乎

绝迹的情况下, 安顺地戏却基本保持着明初

传入贵州时的原样, 并只在屯堡村寨中上演。

屯堡人出于显武增威的信念, 把对战争的追

忆、对祖先的缅怀、对子孙不废武事的宣教,

以及虔诚的信仰, 美好的期待, 熔铸在木质假

面上, 以一种符号化象征化方式, 口口相传,

代代相承。

屯堡文化 80 年代才为外界知晓, 这种已

进入信息时代还沿续着口头传播方式的特殊

状况, 杂居数百年还界线分明地保持着外来

文化特色的鲜明个性, 以及外在于周围世界

的变化进程, 高度自足地“并置”于各个历史

时代的稳定性, 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保存的

文化现象。鉴于此, 我们与安顺电视台策划组

织屯堡文化专题的拍摄, 借此保存这些珍贵

的文化遗产。

地域对每个人各具含义, 是他对世界的

感受中心, 构成他对世界的认知价值。世界由

各种地域的人组成,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含义

组成。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 应更深入挖掘

展示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底蕴, 以各种文本

方式记录传播对故国母土最深切的阐释, 为

本土文化呈形定位, 以增进人们对世界各地

域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依赖这些阐释了

解自己, 了解人类, 了解世界, 建立人类文化

的共通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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