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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

ABSTRACT　By defin ing lib rary as a space2t im e w ith comparat ively

concen tra ted o rdered info rm at ion, the au tho r in troduces a lib rary funct ion

and estab lishes a lib rary equat ion, thu s regard ing p rob lem s in lib rary sci2
ence as op t im isa t ion p rob lem s of the equat ion under som e specif ic condi2
t ion s. 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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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正处于一

种近乎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 电子图书馆

(E lec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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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新

生事物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贫困交加、进展艰难[1, 2 ] , 国内

外图书馆学界似无良策[3～ 6 ]。这二律背反的

现象既表现出理论的滞后, 也预示着理论的

突破, 本文就是从一种新的角度探索图书馆

学理论的突破方向。

1　图书馆的抽象定义

用传统图书馆概念去理解虚拟图书馆等

新生事物确实勉为其难, 因此应该依据当代

事实理性地重新界定图书馆的涵义。

我们知道, 我们指的虚拟图书馆不过是

因特网一些信息链的集合, 许多软件的库函

数也叫图书馆。因此, 我们可以将信息的这种

有序集合称为图书馆。同时, 考虑到图书馆自

古以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 占据一定

的时间和空间, 不宜在定义上使人看不见摸

不着地全部“虚化”, 故图书馆可以这样定义:

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

这样, 传统的书刊文献保存机构自然是

图书馆, 这里相对集中的有序化信息是书刊

文献; 磁盘、光盘上的有序化数字信息也是图

书馆, 即数字图书馆, 这里相对集中的有序化

信息是二进制编码静态数字集合; 因特网上

的有序信息集合也是图书馆, 即虚拟图书馆,

这里相对集中的有序化信息是二进制编码动

态数字组合。而且, 在这样的定义下, 新型的

图书馆的规模可以用信息量的字节数精确计

量, 可以将图书馆按其集中的有序化信息量

的字节数划分为M B 量级图书馆、GB 量级

图书馆、TB 量级图书馆等等, 并可将其分别

与传统的小、中、大型图书馆相对应。

由“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定义的

图书馆是抽象图书馆, 研究抽象图书馆的科

学即为抽象图书馆学。

2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当然是图书馆本身,

过去, 由于图书馆定义的狭隘性, 图书馆学研

究对象定位于图书馆本身有碍图书馆学的发

展, 约束了理论思维。现在, 上述抽象图书馆

的定义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前景, 以“有序化信息时空”作为研究对象的

图书馆学范围将极其广泛。从宏观而言, 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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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所有信息的集合中, 凡能找到有序化规律

的, 就可将其纳入广义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

从微观而言, 一本书刊、一盘磁带、一块磁盘

上记录的有序化信息自然也属于图书馆学研

究范围, 由此发现的规律无疑会丰富狭义图

书馆学的内容。

不过, 作为传统图书馆学根基的文献信

息学仍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这是

图书馆学赖以成立的基础, 还是应该特别强

调的。

3　从定义看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既然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

空, 那么图书馆学就应以研究优化这种有序

化信息时空并有效利用为己任。这种研究可

以是从理论上探讨有序化信息时空的结构、

组合、规律等, 即构成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

容; 也可以是从实用角度研究有序化信息的

收集、整理、分类、标引、编辑、存贮与检索等

一系列技术和方法, 即构成实用图书馆学的

研究内容; 同时, 研究有序化信息时空的构造

也就包括研究图书馆建筑, 而研究整体协调

与优化则蕴含图书馆管理的内容。

这样, 根据前述图书馆的抽象定义, 可以

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学

和实用图书馆学, 后者包括传统图书馆学的

采购、分编、存贮与检索等具体内容; 而传统

图书馆建筑则可纳入图书馆构造研究, 图书

馆管理则可归入图书馆整体协调与优化研

究。图书馆构造研究和图书馆整体协调与优

化研究作为抽象图书馆学的两项独立研究,

与理论图书馆学和实用图书馆学一道构成抽

象图书馆学的实体内容。

4　图书馆函数的引进

对于传统图书馆来说, 藏书量、读者量、

年度经费数量等都是必要的统计参数, 可是,

对于抽象图书馆来说, 这些统计参数、计量指

标却失去了意义。一般而论, 对包括传统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在内的抽象图

书馆普遍适用的参量以图书馆流入和流出的

信息量最具典型意义。

设抽象图书馆流入信息量为 i、流出信

息量为 l, i 流经图书馆后变成 l, 故可引入一

图书馆函数L , 使

iL = l (1)

亦即:

L = löi (2)

　　直观上看, L 是相当于流出信息量与流

入信息量之比, 当L > 1 时, 表明信息流经图

书馆后有增殖, 图书馆对信息有增强效应; 而

当L < 1 时, 表明信息流经图书馆后有衰减,

图书馆对信息有阻塞效应; 若L = 1, 则图书

馆形如虚设, 对流经信息不起作用。图书馆学

研究就是要力争使L > 1 和避免L < 1。这也

构成未来评价图书馆优劣的一项基础指标:

L > 1 的图书馆优, 且愈大愈优。

式 (1) 体现的图书馆函数的含义是L 系

图书馆吞吐信息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L 应是

图书馆内部结构的函数, 当把 图书馆内部结

构参量与图书馆输入输出信息相联系时, 可

望揭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优化方向。

维持有序化信息时空, 即图书馆生机永

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输入与输出, 这也是图

书馆存在的基本价值, 图书馆函数的引进恰

好定量描述了这一特点。

5　图书馆方程

将式 (2)写成函数形式:

L = L ( l, i) (3)

这是从抽象图书馆信息输入输出表现功能角

度看到的图书馆函数形式, 可称为外观图书

馆函数。另一方面, 还应找出从抽象图书馆内

部结构角度得到的内观图书馆函数形式, 使

二者结合构成图书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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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图书馆着眼, 表征其内部构成和

性能的指标不外人力、财力、物力三要素, 并

可分别用人员数量、资金数量、设备数量进行

具体测度。但对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抽

象图书馆来说, 用人、财、物指标就难以测度,

因此, 必须另找可以表征抽象图书馆内部构

成和性能的通用性参量。

一般而言, 人必拥有知识、物必包含知

识, 各类图书馆都收藏有知识, 故可以用知识

量作为表征抽象图书馆内部构成和性能的一

个指标; 又由于设备和资金都象征着技术水

平, 各类图书馆也都有技术成分, 故可以用技

术水平作为表征抽象图书馆内部构成和性能

的又一指标。

这样, 设 K 表示抽象图书馆拥有的知识

量, T 表示抽象图书馆的技术水平, 则反映抽

象图书馆内部结构的内观图书馆函数形式应

为

N = N (K , T ) (4)

　　设N (K , T ) 与L ( I , i) 之间的函数关系

为

N (K , T ) = F [L ( I , i) ] (5)

或

L ( I , i) = f [N (K , T ) ] (6)

式 (5)和式 (6)就构成图书馆基本方程。

通过确立优化目标如m ax I 或m ax L

并求解具体图书馆方程, 可望揭示出抽象图

书馆的最优化状态参量。

关于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的数理性

质和抽象图书馆学的含义还有待深入研究,

这一方式方法实际上是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问题抽象化为研究有序化信息时空的优化问

题, 而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求解图书馆方程则

成为一种与精密科学研究相类似的具体研究

形式。

总之, 这一从图书馆定义到图书馆方程的

抽象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将图书馆抽象化为有

序化信息时空, 而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抽象化

为研究有序化信息时空的优化问题。希望能对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有所启示和对新兴实

践工作有所指导, 以利促进图书馆学的精密化

和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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