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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新创获

———《知识信息管理》评介

摘　要　即将出版的《知识信息管理》一书 ,对世纪之交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进行了

深入研究 ,认为 21 世纪图书馆工作就是知识信息资源管理。该书观点新颖 ,体系完备 ,论述科学 ,

文风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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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forthcoming Knowledge Inf ormation M anage2

ment , which studi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ianship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book proposes that the library work in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i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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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图书馆夏侯炳、谭兆民两同志编著的《知

识信息管理》一书 ,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

图书馆实务与理论从信息管理转入知识管理的第一

部书 ,我很高兴成为它的第一位读者。

图书馆这种社会现象已存在几千年。从它诞生

之日起 ,或从 16 世纪以来 ,它大体经历了 3 个发展阶

段 :一是图书与人相结合的传统图书馆时代 ;二是文

献信息与人、计算机相结合的图书馆自动化时代 ;三

是信息资源与人、计算机、信息网络相结合的图书馆

网络化时代。这期间 ,图书馆人一直在上下求索 ,力

图系统总结自己的工作实践经验 ,深入揭示图书馆工

作的内在规律 ,以优化图书馆服务 ,更好地造福于社

会人群。

得益于这种探索真理的努力 ,东西方先后涌现出

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 ,比如在国外 ,有以

杜威为代表的技术学派 ,英国的管理学派 ,以巴特勒、

谢拉和卡尔斯泰特为代表的社会学学派 ,被称为图书

馆学中的情报学的交流学派 ,建立在计算机等技术预

测基础上的新技术学派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图

书馆学结合形成的信息管理学派 ,印度阮冈纳赞的分

面组配理论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等等。发轫

于 20 世纪初的我国图书馆学 ,出现过多个思想活跃、

研究深入、成果丰硕的黄金时期 ,其中尤以 20～30 年

代 ,50～60 年代和 80 年代至今这 3 次为著。第一次

发展高潮产生了图书馆要素说 ,其代表人物是杜定友

和刘国钧。第二次发展高潮形成了“矛盾说”。第三

次发展高潮沿着图书馆学 ———图书情报学 ———文献

信息学 ———信息管理学的链条发生聚变和裂变 ,规律

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信息

管理说、新技术说先后亮相 ,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

艳。

毋庸讳言 ,世界图书馆界并非晴空万里。一方

面 ,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经费拮据导致减少文献入藏

量、压缩开馆时间、裁减工作人员 ,甚至关闭分馆、停

办图书馆学院等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 ,在理论研

究中 ,由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发展、情报机构和图

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向“信息”靠拢 ,学术思想出现了一

些混乱 ,学科关系高度无序 ,甚至有人说图书情报及

其学科出现了“异化”或陷入了“自我迷失”。实际上 ,

在一些图书馆从业者中 ,甚至在个别“科班出身”的从

业者中 ,一直存在着“图书馆学虚无论”。他们不承认

图书馆学是一个有着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说它“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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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充其量只是分类、编目等方法之学。在“异

化”甚或“自我迷失”背景下 ,“虚无论”者以为拿到了

“证据”,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了。对此 ,我想不必花

太多笔墨去批驳。事实是 ,图书馆学早在 19 世纪初

便以学科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学科之林。德国的施莱

廷格、艾伯特 ,英国的帕尼兹、爱德华兹 ,美国的杜威、

巴特勒、谢拉 ,俄国的鲁巴金 ,前苏联的列宁、丘巴梁 ,

印度的阮冈纳赞以及中国的一些研究者 ,200 年来为

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冲破阻力 ,不顾个人得失

与名利 ,献身于图书馆学研究 ,从而使图书馆人在长

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得以上升为理论 ,逐渐成

为一门为社会所承认的学科 ,从而跻身人类伟大的科

学殿堂 ,获得每门独立学科所应有的那块小天地 ,在

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了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专业或

地盘。

就在理论上产生若干混乱的同时 ,我国图书馆界

无论在事业规模、学术活动规模与层次、专业教育规

模与层次还是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 ,均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在理论建设方面 ,即以创建文献信息学和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而言 ,也取得了成果 ,涌现了一大

批有创见、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本书两位作者正是出于对图书馆事业的挚爱和

执著 ,追随着 19 世纪以来世界图书馆界先贤的足迹 ,

在对传统图书馆及其社会说、交流说、文献信息说、信

息资源管理说进行分化综合和对多年图书馆工作实

践进行理性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对

象是“知识信息”,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机构的本质区别

就在于它以’知识信息资源管理”为己任。以此为核

心 ,作者一方面沿着“实物知识信息资源 ———文献知

识信息资源 ———口语知识信息资源 ———体语知识信

息资源 ———网络知识信息资源”作横向拓展 ,另一方

面循着“知识信息 ———知识信息源 ———知识信息资源

———知识信息资源体系 ———知识信息资源的组织与

利用”作纵向透视 ,试图勾勒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工

作和图书馆学的新框架。通过上述横向拓展 ,作者对

世纪之交图书馆的工作对象进行了开掘。在这里 ,

“知识信息资源”不仅突破了“图书”,而且突破了“文

献”,它包括意识域知识信息源、物质域知识信息源以

及由口语知识信息源、体语知识信息源和文献知识信

息源构成的载体域知识信息源的所有知识信息 ,即举

凡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一切载体均可纳入图书馆藏

品的范围。通过上述纵向透视 ,作者对世纪之交图书

馆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进行了开掘。在这里 ,

图书馆工作者不仅不能停留在“书皮”的外部特征的

揭示和“卷、种、册”的宏观揭示上 ,也不能停留在一般

内容和形式“信息”的揭示上 ,而要直逼“知识”层次的

整序、重组以及知识产品的生产。图书馆员从事的工

作本质上是知识管理。但它又与企业的“知识管理”

不同 ,是一种旨在建立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的知识管

理。在从事信息资源管理上 ,图书馆与情报所、档案

所、博物馆以及其他信息机构具有共性 ,而本质上从

事知识管理 ,这是图书馆与上述其他信息机构的根本

区别 ,是形成如此这般社会分工的根源 ,也是图书馆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优势所在。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 ,作者探讨了“信息 —知识的

转换机制”这一全新的课题。认为科学家、作家、教师

等所从事的原创性知识生产和图书馆工作者等所从

事的重组性知识生产是知识生产的主要领域 ,信息向

知识转换的关键是数据和信息的“组合”即信息的应

用和生产性使用 ,并探讨了信息向知识转换的理论基

础及实现途径或方法。

对于为什么 21 世纪的图书馆工作就是知识信息

资源管理 ,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提出“知识信息”、“知识

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知识信息资源管

理”等新的概念体系 ,作者在第一章进行了集中阐述。

他们列举的 4 条理由是 : (1) 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属性

原本就是知识性 ; (2) 知识信息概念体系准确地揭示

了图书馆工作的内容 ,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 (3)

确立知识信息概念体系有利于从业者认清工作的意

义和价值 ,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及其职业的社会地位 ;

(4)知识信息概念体系反映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

上述这些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我为这种探索精

神感到欣慰。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理论家、教育家 J·H·谢拉

早在六七十年代即致力于图书馆工作实质与本质属

性的揭示。他在 1965 年十分明确地提醒人们 :“图书

馆学已经从书籍世界发展到了信息世界的时代了。”

1979 年他进一步指出 :“我经常提出这样的反诘 :‘人

可以理解的书是什么 ? 可以理解书籍的人又是什

么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含义非常深刻 ,

这就是信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也是图书馆学家的研

究任务。”可见 ,处于信息经济发展前沿阵地美国的谢

拉 ,几十年前已经认识到书籍的内容 ———信息 ,才是

图书馆工作的实质与核心。应该说 ,本书作者的努力

是与谢拉当年的努力完全一致的。我们今天已经步

入知识经济时代。结合第一章论及的知识意义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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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根本性变化 ,我们欣喜地看到 ,夏侯炳和谭兆民

同志的立论是言之有据的 ,是站得住脚的。它既看到

了图书、情报、档案、文物以及其他信息机构从事信息

管理的共性 ,又指出了图书馆这一专门机构从事知识

信息管理的特殊性 ———正是这种规定性决定了图书

馆工作及其学科的独立性。

在图书情报界普遍从文献信息学、信息资源管理

这样多学科综合化角度开展研究的时候 ,作者却致力

于图书馆微观层面的考察 ,这一点也是比较引人注目

的。图书、情报、档案甚至文物这样多个部门实际工

作与理论体系的一体化是一种趋势 ,在实际工作中优

化了资源配置 ,减少了人、财、物的重复浪费 ,在理论

上它导致了“文献信息学”的诞生。但是 ,这并不等于

说 ,一体化可以代替或取消对上述各项业务工作及其

对应下位类学科的深化和细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图书馆的图情合流 ,

也要看到英国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分流。何况 ,我

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 ,其他学科普遍地在深化、细化

上下功夫 ,尽其所能地扩大研究领域、扩充本学科的

地盘。一方面高度综合 ,另一方面高度分化 ,是当代

大科学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只讲合

并 ,不讲扩展 ;只搞综合 ,不搞细化 ,是否会犯自我收

缩、退居一隅的错误呢 ?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从这

个意义上 ,更从信息管理研究转入知识管理研究的角

度 ,我们庆贺本书的面世。

知识狂潮席卷全球 ,知识管理正在渗入政治、经

济、科技、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天天与知

识信息打交道、天天做着知识信息资源管理的图书馆

人不去介入 ,不去研究 ,到时候想介入、想研究只怕是

插不进去了。从另一方面看 ,只有把图书馆工作对象

的知识信息本质明确下来 ,把图书馆学建立在知识信

息资源管理理论基础之上 ,图书馆才与时代前进的步

伐一致 ,工作才有生气 ,才有光明的未来。

纵观全书 ,观点新颖 ,体系完备 ,论述科学 ,文风

严谨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作者视野较开阔 ,思维宽广 ,除广泛吸收传

统图书馆学、文献信息学、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外 ,很注

意博采非图书馆学科的研究成果 ,如接受理论、中介

论、传播学、系统论等 ,从而使本书观点比较新颖。在

相当长的时期里 ,除少数几位著者外 ,我国图书馆学

论著普遍存在着在本学科小圈子里打转转的毛病。

殊不知 ,这种自我封闭是与当代科学彼此渗透、碰撞、

融合 ,高度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相左的。图书馆学论

著要赢得图书馆学界以外的学术界的认同 ,必须走

“广纳百川”为我所用之路。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熔铸

出透着时代科学气息的精品来。本书作者的这种努

力 ,因此而弥足珍贵。

第二 ,全书内容丰富 ,资料充实 ,论证比较有力 ,

分析比较深透 ,论述比较系统 ,说明力较强。可以引

用和参考文献之丰来说明。尽管作者身处内陆地区 ,

却能通过邮购、交换、借阅、复制、师友赠送、委托购买

文献以及网上检索信息等方式 ,将所研究课题的资料

搜集得比较齐全 ,所参考过的文献多达 160 多部

(篇) 。对于若干关键概念 ,作者还通过信函、电话与

北京、武汉等地同行反复商讨 ,力求立论正确、少出偏

颇之辞。

第三 ,概念明确 ,结构清晰 ,逻辑性强 ,且文笔流

畅。为了深入揭示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属性和时代特

征 ,作者从实际出发设计了包括“知识信息”、“知识信

息源”、“知识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知识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一整套新概念。对这些核心

概念 ,作者不仅一一作出明确的界定 ,而且彼此衔接

紧密 ,环环相扣 ,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概念体系。

这些核心概念像一条红线 ,贯穿始终 ,统辖全书。同

时整部书的逻辑结构十分清晰而严谨 ,较好地体现了

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和论证性 ,而且行文自然流畅 ,

故篇幅较长读起来也不觉费力。

第四 ,体系比较严谨、完整 ,而且观点比较新颖 ,

时代气息较强 ,有所创新。作为一部概论图书馆工作

的著作 ,该书不仅在几乎每一章节的内容上努力反映

世纪之交图书馆在环境、观念、工作对象、服务方式、

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新情况 ,而且其引论、第一章、第三

章、第六章、第七章等均系新内容。看得出 ,作者是在

努力捕捉和揭示当代图书馆所面临的诸多变化 ,研究

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为人们重新认识早已熟悉的图

书馆工作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因此 ,本书在传统图书

馆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有所

发展。

当然 ,凡事均可一分为二 ,本书也存在一些弱点

或不足。比如 ,尽管作者搜罗了许多新资料 ,书中引

用的个别调查数据却比较陈旧 ,这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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