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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和文献资源建设
专业委员会 2000 年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0 年 4 月 27 日 　江苏常州)

　　一、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和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

会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于 2000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江苏

常州举行。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兼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慰慈教授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

术研究委员会委员、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卢子博研

究馆员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参加会议的

有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和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和

部分论文作者共 28 人。与会代表大部分是这两个重要研究

领域具有影响和近年来研究成果丰硕的中青年专家、教授。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研究探讨在新的技术环境下 ,图书馆学学

科新的知识生长点及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选

题 ,从而使这次会议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起到承

前启后的作用。本次会议紧紧围绕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 ,与会代表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

并就某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争辩 ,充分发扬了学术

民主 ,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通过讨论达到了共识。这次会

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必将对下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

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这次会议是一次高层次图书馆学研讨会 ,将对新世

纪初期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发生重要影响。会议对 20 世纪

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回

顾和总结。20 世纪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图

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畴始终处于不断更新和拓展之中。图

书馆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文献载体的变化有密切

的联系。40 年代以前文献载体形式以印刷型文献为主 ,图书

馆学研究集中在图书分类、编目、保藏等领域。40 年代至 50

年代计算机问世 ,图书馆学研究开始重视对文献以及基础理

论和方法的研究 ,重视对文献分类检索的研究。60 年代至 70

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应用 ,共享编目成为可能 ,文献分编的地

位下降 ,引文分析、书目计量学、联机检索等领域的研究地位

上升。80 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电子计算机在

图书情报领域开始大量应用 ,传统领域研究开始转移到新技

术领域 ,情报检索语言等领域的研究成为学科新的知识增长

点 ,重视文献资源协作协调的研究和图书馆服务的研究。90

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 ,图书馆的信息功能得到明

显加强 ,图书馆学研究重视网络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的建

设、组织、开发和利用 ,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等图书馆形态研究受到重视 ,图书馆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逐渐

显露出来。会议认为 ,对 20 世纪图书馆学的整体研究 ,对这

一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及图书馆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 ,

将会对 21 世纪图书馆学研究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三、寻找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本次会议要研究新世纪初十多年时间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重要选题 ,首先要研究探讨新技术环境下本学科新的知识生

长点 ,因为众多的重要选题都是从学科知识生长点派生出来

的。与会代表认真考察了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大环境 ,认

为我们面对的是网络环境和信息经济 ,图书馆学研究再也不

能仅从图书馆这个实体来进行研究 ,而是要顺应跨学科研究

的潮流 ,考虑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学结合进行一些面向

网络信息用户的研究。在网络空间中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

正逐步走向融合 ,在因特网上知识内容与检索技术的完美结

合 ,网络空间的知识组织与利用的研究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

学情报学怎样将知识信息有效地进行组织、控制和检索 ,这

些问题都是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

课题。面对新的信息环境图书馆学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图

书馆员同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强化图书馆员的参考咨

询作用 ,使图书馆员成为信息导航员和信息智囊 ,强化图书

馆的信息功能。会议认为 ,寻找图书馆学新的知识生长点要

从客观的信息环境需求与图书馆学自身技术优势的结合来

考虑 ,图书馆学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文献信息组织和控制

的能力和优势 ,在网络环境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

处 ,同时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技术、新方法 ,为我

所用。

四、从图书馆学的生长点出发研究探讨在新技术环境下

图书馆的定位和发展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会

议认为现在图书馆越办越红火 ,是历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

期。图书馆在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知识中心、文化中心、信

息中心。但是过去图书馆由于有一种心理定势 ,使自己往往

处于被动。怎样办图书馆 ,不仅应当从用户的需求着眼看怎

么办 ;还要从横向来看 ,看别人在做什么 ,人们有什么需求 ,

我们有什么可能 ,来考虑图书馆的发展和改革。信息检索的

方便化、非专业化使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发生重大改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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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如果不适应这种需求就会失去读者。知识经济强调产

品的知识含量 ,传统图书馆服务的知识含量正受到严峻考

验。提高图书馆服务的知识含量应是图书馆发展必备的前

提 ,而加强图书馆的咨询服务是提高知识含量的重要环节。

图书馆应从“0”起点考虑服务用户的问题 ,需要重新定位图

书馆的核心能力 ,将信息服务放到前台。信息服务的主体应

当是教育和科研 ,图书馆基于知识的网络化信息服务旨在帮

助用户建立专门的课题服务平台。图书馆的机制必须改变 ,

需要创造新的机制 ,使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员获得可持续发

展。在新技术条件下图书馆形态问题应是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图书馆不能是网络化的藏书

楼 ,而应充分体现图书馆特有的知识组织和深加工功能。网

络环境下的文献资源建设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会议

认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图书馆学研究中从藏书建设到文

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

重大发展和变化。在新技术条件下 ,要认真研究各种文献及

信息载体以及这些载体的收集、管理、组织、控制和开发利

用。数字图书馆建设是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一项

巨大工程 ,在其建设中要从宏观文献资源体系出发 ,充分考

虑现实馆藏和虚拟馆藏 ,搞好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会议认

为 ,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 ,应是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而得到

加强。公共图书馆事业是我国整个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加强对公共图书馆的

研究 ,对分馆制的研究以及对社区图书馆的研究是我国图书

馆事业整体发展的需要。

五、会议认为 ,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是我们面对网

络环境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研究这些课题我们学科就可

能萎缩。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正确处理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关系。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

比较落后 ,关于史、论、法 ,关于学科体系、学科规范研究都亟

须加强。通过基础研究来带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一些

代表认为 ,图书馆学研究应提倡学术宽容 ,以促进学术的多

样化和繁荣。信息环境的新变化 ,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以及图

书馆学理论的新突破 ,为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创造了发展的良

机。在理论发展的一般时期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更多地研究

学科对象、性质、内容、事业史与学科史等具有较浓经验色彩

的内容 ,而当图书馆学处于整体变革这一特殊时期 ,基础研

究应关注与倡导新的理念 ,推动图书馆事业变革的进行。从

事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人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历史的角度

观察问题 ,因而有可能较从事具体领域研究的人更容易观察

到观念的变化。同时 ,通过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总结和传

播 ,新的观念也更加容易推广到各个工作部门与应用研究领

域。基础研究还应关注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总结变革中出

现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应当看到 ,随着信息环境的剧变 ,世

界图书馆学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出现喷涌而出的状况 ,其中涉

及的许多问题至今未能引起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

的足够注意。我国图书馆学要跟上信息技术发展与世界图

书馆学发展潮流 ,并有力地指导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变革 ,

更需要以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关注与研究图书馆学新理论与

新方法。其次 ,基础研究应注重学科新的框架的建构 ,为新

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此外 ,基础研究还要关注图书馆

学应用领域中的基础理论问题 ,这是图书馆学研究最重要的

任务。离开了研究应用领域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就将成为无源之水。

六、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转型

期 ,在这个时期社会实践对于理论研究起着重要拉动作用。

图书馆学研究应密切关注和研究图书情报实践中出现的新

问题 ,在实践中探寻学科新的生长点。图书馆学还应从学科

史的梳理总结中以及从国际图书馆发展中涌现的新情况新

课题中吸取智慧和受到启迪。会议认为 ,拟定 21 世纪初图

书馆学研究重要选题 ,是规划和引导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重

要前提。会议经过充分讨论 ,提出以下重要选题。

1. 在网络等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形态的研究。包括数

字图书馆研究。

2. 在网络等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功能的扩展 ,图书馆的

重新定位 ,以及图书馆核心功能研究。

3.在网络等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知识组织和信息组织

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关于元数据、关于人机界面等方面的研

究 ,关于情报检索语言等领域的研究。

4. 在网络等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构 ,图

书馆现实馆藏和虚拟馆藏的研究及两者关系的研究。新网

络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新课题 ,文献信息资源协作协

调系统机制的研究等。

5. 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科学规划 ,新条件下的

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各类型图书馆的研究 ,加强对公

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研究。

6.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改革面临的新任务。

7.从社会大背景和科学大系统环境研究图书馆学新的

知识生长点 ,从理论高度加以诠释。在学科变革和重组中图

书馆学的学科定位 ,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渗透和融合。

8.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历程和思想遗产 ,这些思想

和观念对于指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从思想史高

度对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加以总结。

9. 面对网络环境的图书馆学教育 :任务、目标、体制、层

次、课程体系等。

10.在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

构。

本次会议得到常州市春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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