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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文献载体对图书馆的冲击与影响

摘　要　新型文献主要指电子文献与网络文献。传统文献主要指纸质文献。由于二者在生产、存储、

传递、价格等诸多方面的差别, 图书馆新型载体文献的数量将越来越多, 传统文献占主导地位的状

况将被改变, 但纸质文献不会消失, 仍会在一定范围发挥作用。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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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70 年代以来, 国外一些知名学者就已开始对

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预测。他们认为, 情

报贮存、传递和检索系统主要是无纸情报系统。在无

纸系统中, 纸张将由缩微品、数字式文献、电视图像

或它们的组合所代替。如: 1975 年泰勒提出未来图

书馆将是“无墙图书馆”的论点。1977 年福克在讨论

未来的电子系统中提得更明确:“图书馆也将逐渐消

亡, 它们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兰开斯特还在《通向

无纸情报系统》一书的结论中指出:“不管我们是否

喜欢, 无纸社会正在迅速地迫近。每个阅读本书的人

都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它的影响。”[1 ]

文献信息载体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而不断演变的。文献信息载体的变革经历了从简单

到复杂, 从无纸到有纸, 从低级到高级的曲折历程,

体现着各个时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毋

庸置疑, 一种新型的、先进的文献信息载体必然会代

替老式的、落后的文献信息载体, 这是必然趋势。究

竟目前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的纸质文献载体能否会被

日新月异的电子文献载体所彻底代替, 再从有纸走

向无纸, 现在对这个问题还不能断言, 但是, 从现实

情况看, 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正如

黄宗忠教授所指出的:“21 世纪的图书馆既不是虚

拟图书馆替代传统图书馆, 当然也不可能是传统图

书馆的一统天下, 而是两种图书馆共存互补, 共创

21 世纪图书馆的新时代。”[2 ]

1　新型文献载体与传统纸质型文献载

体的比较

所谓新型文献载体, 主要是指本世纪以来所出

现的缩微品、磁性载体、数字光盘、芯片等先进储存

载体。它们与传统纸质文献载体比较具有以下一些

明显特点:

(1) 重量轻, 体积小, 存贮文献信息量大。在现

代新型文献信息载体中, 几乎都具有信息存贮密度

高、节省保存空间的特点。如一张 16mm 的缩微胶

卷, 每卷可存储 3000～ 10000 篇文件, 一张高密度的

软磁盘可以存放 50 万个汉字, 一张容量为 650M B

的光盘, 可容纳 300 册 100 万字 (含数字)的书刊。随

着当今文献信息量的急剧增大, 世界上没有一个图

书馆不为收藏空间的严重不足而苦恼。如美国国会

图书馆在 142 年内就已连续 3 次 (1897 年、1939 年、

1980 年) 扩建馆舍, 却仍摆脱不了纸质文献存贮空

间不足的困扰; 又如我国国家图书馆, 在其 89 年的

历史 (从 1909 年筹建的京师图书馆算起) 中, 就已两

建新馆, 一次扩增馆舍, 现共有面积为 1812 万m 2。

有人推算, 从 1931 年建馆舍 8000m 2 算起到 1987 年

新馆落成为止, 56 年间净增馆舍面积达 1714 万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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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净增 3107m 2, 而它的入藏从 1949 年 140 万册

到 1987 年已达 1300 万册, 38 年净增 1160 万册, 年

均净增藏书近 33 万册, 按此速度推算, 本世纪末将

会超过 2000 万册, 这种藏书与馆舍的暂时平衡能维

持多久呢[3 ]? 然而, 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及其发展将

可大大缓解甚至消除这种危机。

( 2) 周期短, 传递快, 易于保存和实现资源共

享。与纸质文献比, 新型文献特别是网络环境下的电

子文献则非常方便灵活。首先, 电子文献可借助电讯

线路进行远距离、高速度的传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

落在网络环境下只需几秒钟即可得到所需的文献信

息, 纸质文献却不能。其次, 电子文献易复制, 拷贝一

张软磁盘, 只需数秒钟, 却可得到超过 10 万～ 20 万

个汉字的文献信息量。再者, 电子文献易保存和实现

资源共享。由于电子文献体积小、容量大、易复制、便

保管、传递快等特点, 在网络环境下实现资源共享非

常方便, 不受时空限制, 这是纸质文献载体所无法比

拟的。

(3) 原料广, 价格廉, 节省资源。新型文献载体

的原材料十分广泛, 主要采用的是胶质材料和聚合

物膜纤维及光导纤维等, 而且制作成本非常便宜。如

一张直径为 12cm 的 CD 2ROM 光盘, 1986 年, 母盘

的生产成本估计约 3000 美元, 每片 CD 2ROM 光盘

的形成只有 15 美元, 即每兆字节 0. 005 美元, 仅为

A 4 纸每兆字节成本的 114% [4 ]。10 多年后的今天,

成本更是大幅度下降。确切地说, 一张直径为 12cm

的光盘可存储 3000 万个汉字, 相当于 10 部托尔斯

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就信息容量而言, 纸质

载体的成本价与新型载体是无法相比的。据有关资

料分析, 目前世界共有报纸 53650 种, 其中日报

8250 种, 如仅按 8250 种日报计算, 每年所需木材量

为 330 亿棵优质树, 而实际上, 每年全世界因造纸所

消耗的木材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5 ]。

(4) 感观强, 识度高, 便于读者对文献信息内容

的理解和吸收。在多媒体技术的环境下, 电子文献能

将数字、文字、声音、静态图像、动态图像等有机地集

于一体, 并把结果综合地表现出来, 不仅使阅读更富

有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性, 而且可产生易懂易记的

阅读效果。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文字系统公司推出

的回溯诺曼底登陆历史的多媒体百科全书, 在激光

只读存储盘上存储了 420 篇文章, 45 分种数字化电

影记录片, 24 幅显示军队推进速度的计算机模拟地

图, 以及将近 30 分钟的采访首批登陆部队将士的讲

话录音, 以图文并茂、听视结合的方式再现了这一气

势宏大的历史场景,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立体印象。而

要阅读纸质文献不仅费时费力, 也肯定不会产生较

深的印象。

新型文献载体除了上述特点外, 还有检索效率

高、携带方便、快速记录、能方便改写存储信息等特

点。当然, 新型文献载体也存在一些缺点: 阅读不便,

需要借助其他工具才能阅读; 由于其历史短暂, 还不

能完全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 操作不便, 不适宜人们

在阅读的文献上做笔记的学习习惯; 不易于人们在

同一时间对多种文献信息进行对照阅读的需要; 等

等。新型文献载体所存在的缺点正是纸质文献具有

的优点, 这也是纸质文献载体不能被新型文献载体

完全代替的缘故。

2　新型文献载体对图书馆的影响

尽管新型文献载体与传统纸质文献载体都各自

有着不同的优缺点, 但是新型文献载体的一些特性

代表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它不仅逐步渗透到人

们的生活、学习环境中, 而且对图书馆有着强大的冲

击和影响力量, 这必将给图书馆带来一场传统模式

向现代模式转化的变革。其表现是:

(1) 文献载体收藏多样化。传统纸质文献收藏

一统天下的格局已难以维持, 诸如缩微胶片、磁带、

磁盘、光盘等无纸文献资源不断增多, 原有的馆藏结

构要改变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馆藏结构模式。

书库面积将会相对变小, 阅览室面积相对扩大, 而且

新型文献载体的阅览室将会占有相当的比例。

(2) 文献信息数字化。这是图书馆在现代化条

件下运行的前提。图书馆将馆藏原有纸质文献信息

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后, 既为网络环境下进行文献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奠定基础, 又为节省空间、保存文

献创造条件。

(3) 文献阅读形象化。在多媒体技术的环境下,

图书馆可将文献信息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方式

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形象逼真的形式反映文献信息

内容, 从而为读者创造优越的学习环境。

(4) 文献管理计算机化。无论是什么介质的文

献, 其采购、编目、检索、流通以及图书馆各种业务工

作, 只有通过计算机的系统管理后, 方可避免大量重

复劳动, 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从而高效率地发挥

图书馆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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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献信息交流网络化。随着因特网在全世

界范围的迅速发展, 信息资源的全球交流与共享正

在变成现实。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只有通过互联网络

的传递, 才能真正实现信息资源的交流和共享。

(6) 文献服务高效化。在网络环境下, 读者无论

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 都可以对网络上的各馆进行

访问, 得到周到的服务, 并可以直接检索文献或阅读

经过数字化处理了的电子文献信息, 等等。

(7) 文献资源存贮社会化。图书馆传统型的小

而全、大而全的文献收藏格局已经打破, 在文献资源

共享的前提下, 各个馆更注重自身馆藏特色的建设,

文献资源存贮成了全社会的整体行为需要。

3　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美国国会图书馆原馆长丹尼·布尔斯廷博士曾

指出:“一种新技术不一定取代老技术, 人们曾认为

电话会取代邮政系统, 无线电将取代电话⋯⋯, 电视

将取代无线电、电影和图书, 结果并不是这样。”[6 ]随

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图书馆只会朝着更先进、更

美好的前景发展。

( 1) 纸质文献载体不会消失, 图书馆也不会衰

落。虽然纸质文献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 虽然图

书馆面临着新型文献载体的冲击, 但纸质文献载体仍

然不可缺少, 它将与各种新型文献载体一起来不断充

实和完善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结构, 图书馆依然是一座

知识的宝库。尽管图书馆储存文献载体和服务的方式

发生了变革, 但图书馆贮存知识和服务社会的职能没

有改变。新技术的发展不会取消社会分工, 不可能人

人自己动手搜集一切资料、自建数据库并成为专家。

社会仍然需要图书馆, 读者仍然需要图书馆员!

(2) 各种文献载体并存互补。在现行的各种文

献载体中, 从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角度来说都各有

利弊。那么, 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 应该

是各种文献载体长期并存互补。目前, 图书馆仍然是

纸质文献载体占主导地位, 但新型文献载体所占比

例将会愈来愈大。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一

种新的技术代替一种老的技术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演

变过程。比如, 电子缝纫机、机械缝纫机早就代替了

古老的手工针线缝纫, 但手工针线缝纫仍没有完全

消失, 因为它毕竟有着它方便可行的特点和适应它

使用的范围。其实不同的文献载体都各自有着不同

的特点和适应生存的空间, 它们只能在社会发展的

阶段中互为补充来维持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旦失去

了存在的价值它会自然淘汰或消失, 如甲骨、泥版、

树皮、竹简等古老文献载体就是如此。由于纸质文献

载体自身的价值和特点, 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

段里是不会消失的, 甚至永远不会消失, 就像手工针

线缝纫一样, 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过后, 可

能不会占主导地位罢了。

(3) 文献信息存贮的高密度化, 服务手段的自

动化。面对当今高新技术的冲击和影响, 图书馆的生

存和发展必需适应并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未来的图书馆的发展不再是体现它雄伟壮观

的馆舍气势, 也不再是体现它拥有川流不息和济济

一堂的读者群。相反, 由于文献存贮的高密度化, 大

大节省了存贮空间, 馆舍面积将会相对变小; 同样,

由于服务手段的自动化, 在许多情况下, 读者只需在

家里或办公室便可查阅图书馆的文献信息, 因此读

者去图书馆的次数和时间也会大大降低, 从而导致

图书馆的人流大为减少, 阅览室面积也相应逐渐减

小。不仅如此, 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面对面的服务

方式也在改变, 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献信息进

行加工、编程, 并通过电子线路传输为读者提供服

务。当然, 在一定范围内仍然保留着纸质型文献服务

的方式。随着计算机网络教学的普及, 图书馆这种未

来发展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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