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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图书馆问题的全面探讨
——评汪冰博士《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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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岁末, 青年学者汪冰博士的专著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由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发行。

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电子图书馆的学术

专著。该书共分 7 章, 内容涉及电子图书馆及

其相关概念、电子图书馆产生的思想基础和

现实背景、电子图书馆试验及其经验分析、电

子图书馆的理论模型和技术基础、电子图书

馆对传统图书馆的影响、发展我国电子图书

馆的对策, 以及尚待解决的电子图书馆课题

等。通览全书,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具有广阔的

学术视野、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很强的资料占

有能力。这是一部理论和实践性很强的高水

平的著作。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是作

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删削增补而写就的。

汪冰博士 1991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

学院科技情报专业; 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 师从著名图书情报学家孟广均

教授, 攻读硕士学位; 1994 年硕士研究生修

业期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推荐为该中

心的第一位博士生。《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研究》是作者在图书情报专业中十年寒窗的

主要成果之一。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最突出的

特征是视野宽广。作者曾幸运地参加了 1995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 61 届国际图

联 ( IFLA ) 大会, 亲聆了世界各国图书馆学专

家和实践权威对“未来图书馆”(当时主要是电

子图书馆) 的理解和认知, 从而在博士论文选

题伊始就得以介入国际图书馆学领域, 并能从

较高的起点上来审视“电子图书馆”这一当代

图书馆发展和研究的新课题。1996 年初, 作者

又有幸作为第 62 届国际图联大会筹备组的工

作人员, 参与了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国际图书馆

界盛会的全过程, 结识了许多图书馆界的国际

友人, 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为博士论文的

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 还遍阅北

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收藏和

订阅的书刊资料, 以及从因特网上获取的电子

文献, 做了数千张文摘卡片, 较为准确地把握

了电子图书馆跃动的脉搏。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不仅广泛

地考察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澳大

利亚、新加坡等国电子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和

理论成果, 而且对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

及电子图书馆试验的现状及问题也做了全面

的调查研究, 因此, 本书的取材丰富、新颖、资

料翔实。这是作者勤奋治学的结果, 也是本书

成功的根本。 (下转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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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信息, 而且能反映金融、商业、贸易方

面的信息, 同时, 还反映技术、规范、标准、准

则等内容, 信息技术为组织产品生产提供各

种可靠的手段, 将科学研究与技术同步实施,

及时计划与组织、指挥与调节, 使生产的集团

化成为可能。

2. 9　现代信息技术促成社会经济国际化大

联合

今天,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一方面, 世界已被联结成一个整体, 地域限制

与文化差异都不再是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障

碍, 各国之间横向联系与协作加深; 另一方

面, 使得市场瞬息万变、竞争加剧。为了在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 每一个

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联合多方力量, 壮大根

基。信息技术作为辅助这种联合的一种手段,

给企业、地区、国家冲破商界、国界束缚, 走向

国际化联合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进一步巩固联合组织地位的同时, 也促进

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日本

科技厅在 1991 年成立了国际科技政策研究

室, 积极与美、俄、欧洲交往, 加强信息技术等

高科技的联系与合作。与此同时, 美洲、欧洲、

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亦相继制订对

策, 展开横向联合, 积极发展信息技术应用领

域, 以提供有效实现这种联合的环境[4 ]。总

之, 现代信息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世

界的大联合, 而世界大联合又进一步发展了

现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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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功之

处还在于其精辟的理论推导。开卷伊始, 作者

就在充分地比较和分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给

出了自己的电子图书馆定义, 其后, 又提出了

电子图书馆的综合理论模型、内部资源模型和

外部资源模型, 剖析了电子图书馆对传统图书

馆不同层面环节的影响, 提出了发展我国电子

图书馆的对策和建议, 从而实现了从感性认识

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系统化了中外图书馆学家

及他本人对电子图书馆的认识, 为人们理解和

建设电子图书馆提供了理论范式。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记录了一

位青年学子的心路历程, 它有成功的一面, 也

有不足的一面。以笔者浅见, 该书似可在以下

几个方面更求完美: 其一, 选题较为宽泛, 若能

予以约束, 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可望取得更为

理想的成效。其二, 由于该书在有限的篇幅内

表述了太多的资料和内容, 因此在驾驭资料及

去芜存精方面难免稍有欠缺, 有再下功夫的余

地。其三, 该书“结语”部分引用他人言论较

多, 作者观点的总结相对薄弱了; 若能围绕自

己的创见及未解决的问题加以发挥, 则余味更

浓。当然, 笔者所言不足, 未必妥当, 即便稍

妥, 也属支细, 对于全书来说, 仍为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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