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玉霞 　王元忠

传统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比较研究 3

摘　要　传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 ,均具有图书馆的基本属性 ,其不

同称谓是相对而言 ,如数字图书馆是相对于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图书馆而言。当虚拟图书馆完全

承担起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承传任务后 ,它必将成为一个网络空间馆藏实体。参考文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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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属

性界定

它们均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是人类文明和技术

进步的象征。社会进步产生了图书馆 ,又不断促进了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 ,促进图书馆职能不断完善。

19 世纪末 ,“图书馆”一词才由日本传入我国。我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一些学者相继探讨图书馆的定义 ,研

究不断深化。刘国钧、黄宗忠、吴慰慈诸先生曾从不同的角

度对图书馆予以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卷对图书

馆定义为 :“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

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程亚男认为 ,图书馆是对文献信

息进行收集、整理、存贮、传递和开发、并为社会提供利用的

科学文化教育和信息服务机构[1 ]。徐引篪、霍国庆认为 ,图

书馆是“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

资源体系”[2 ]。人们在论述传统图书馆时 ,往往把传统图书

馆界定为一个“物理空间”,或“实体形态”,它的服务主要是

阵地服务 ,或以阵地服务向外辐射。黄宗忠认为 ,传统图书

馆主要指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为代表的图书馆。它的特征

是 :藏书以纸质印刷型图书资料为主 ,通过卡片目录和检索

刊物来反映馆藏信息 ,通过读者到馆借阅和送书上门传递

信息 ,图书整理和流通阅览以手工操作为主 [3 ]。据此 ,对传

统图书馆可以定义为 :它是为利用而有序整合的信息资源

实体形态 ,是人类智慧、文明和精神财富超越时空的交流场

所 ,是人类历史的记忆器官 ,它是一个物理馆藏实体。

论述虚拟图书馆时 ,我们不能回避电子图书馆和数字

图书馆。电子图书馆作为一种新技术 ,给传统图书馆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发展活力。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人提

出“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的观点 ,是电子图书馆的先期舆

论准备。真正首次提出“电子图书馆”这个名词的 ,是 1975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里斯蒂安出版的《电子图书馆 :书目数

据库 :1975～1976》一书[4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区图书

馆馆长道林在他 1984 年出版的《电子图书馆 :前景与进程》

一书首次提出 ,“所谓电子图书馆是一个最大可能提供存取

信息的并使电子技术进入和管理信息资源的机构”[5 ]。

进入 90 年代 ,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

对电子图书馆的研究逐步深入。傅守灿认为 ,“电子图书

馆”强调了图书馆的资料是以电子形式存储和利用的 ;真正

的电子图书馆不再是藏书楼式的机构 ,而是一个信息系统 ,

是一个连接各地、全国甚至全球信息资源的网络传递系

统 [6 ]。黄建年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电子化的图书馆 ,利用各

种电子手段 ,主要是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存储技术 ,

对各种信息加工、整理、处理并提供给用户使用 [7 ]。杨宗英

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组织电子信息、使其进入图书馆并提供

有效服务的场所。几乎图书馆的所有信息均能以电子形式

获得 ,包括联机采购、编目、公共查询和对各种信息资源的

检索。通过网络组织对信息资源的检索和访问外界电子图

书馆和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 ,让人们很方便地共享资源 [8 ]。

沈迪飞从技术角度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一种大型的交互式

信息系统 ,可组织、存贮各种载体的书目型或全文型的文献

信息 ,用户可通过局域网络或互联网络查询和获得各种载

体的文献。也就是说 ,电子图书馆是一种概念 ,一种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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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在网络环境下运行的一个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其功

能主要体现在书目型与全文型相结合的存贮结构、相互关

联的索引结构和全文查找功能等[9 ]。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使用“数

字图书馆”这一概念更为贴切。较具代表性的论述有 :

(1)系统功能说。数字图书馆是具有分散于不同存储

处或集中某存储处的大量有序化的数字信息资源 ,并通过

网络化为用户提供有效信息服务的多功能系统[10 ]。从社会

整体来看 ,数字图书馆是一种分布式信息系统 ,即以数字技

术存贮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 ,并通过网络查

询和传播的一个大型信息系统[11 ]。数字图书馆是以数字形

式存贮和处理信息的图书馆 ,是将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

微电子技术等结合起来的信息服务系统[12 ]。

(2)技术依赖说。数字图书馆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

通过计算机网络 ,使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能够方便地

利用大量分散在不同储存处的电子物品的全部内容[13 ]。数

字图书馆是指通过多种技术将各种文献数字化 ,并将其组

织起来在网上提供信息服务的信息中心或数据库[14 ]。数字

图书馆是“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文献

处理技术为基础的大型的数字化的文献资源信息系统”[15 ]。

数字图书馆阶段是图书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

数字图书馆不是一种机构或实体 ,而是一种技术或服务模

式 ,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一个发展阶段 [16 ]。还

有超文本技术特殊应用说和广域信息技术应用说等等。

(3)空间网络说。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数字化系统 ,它将

分散于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形

式贮存 ,以网络化的方式相互连接 ,提供及时利用 ,实现资

源共享 ,其核心是数字化和网络化 ;其实质是形成有序的信

息空间[17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无限的信息空间 ,利用网络

技术实现跨地区、跨国家的多个数字化图书馆有效连接 ,使

读者通过统一界面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能获取所需信

息 ,数字图书馆实质上是依托因特网存在的图书馆。

(4)数据库说。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有组织、系统化的数

字强大集合[18 ]。数字图书馆是数字化的信息资源库 ,数字

图书馆是网站支持多种搜索功能的强大的海量数据库 [19 ]。

对于“Digital Library”,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数字资料库[20 ]。

它是以数字化技术进行存贮 ,以网络技术进行信息传递 ,以

超文本技术进行信息查询 ,以信息机构为主要的信息源和

网络节点 ,连接全球相关机构、并对所有信息资源进行合理

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以更高的效率将信息或知识准确传递

给所需用户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数字库[21 ]。

(5)功能扩展说。数字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功能的扩

展 ,是既能承接传统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 ,又能使图书馆用

户联机存取本地和远程数字化图书资源的现代化图书

馆 [22 ]。数字图书馆只是传统图书馆强有力的补充工具 ,计

算机和因特网只是传统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延伸和补充[23 ]。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网络化的盛兴 ,推动了兼有信息

传播功能的图书馆产生了飞跃式发展。1980 年 ,英国不列

颠图书馆外借部的计算机与数据通信工作的负责人哈利

(A. J . Harley) 最早提出“虚拟图书馆”一词。美国人卡耶

( Gapen D. Kaye)在 1992 年定义虚拟图书馆为 :“利用电子网

络远程获取信息与知识的一种方式”[24 ]。中山大学黄晓斌

在《论网络化虚拟图书馆的资源共享》一文中归纳了“信息

环境说”,美国人卡耶和北京大学刘兹恒持这种观点。刘兹

恒、张久珍《国内外虚拟图书馆研究综述》一文 ,就虚拟图书

馆进行了专门研究。笔者认为 :第一 ,虚拟图书馆虽然不同

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理馆藏实体 ,但发展到一定阶段 ,应属于

实体馆藏 ,也需要占空间。网络上的海量信息 ,目前由传统

图书馆承担着收集加工、整理保存的任务。若干年后 ,一旦

传统图书馆难以承受激增的信息量 ,虚拟图书馆又不承担

这些任务 ,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想研究现今社会 ,岂不太难。

第二 ,并非网上运行的信息资源都归属虚拟图书馆 ,有用的

信息才有价值 ,无用的信息只能是垃圾。从这个意义上讲 ,

经过筛选的网上信息 ,才属真正意义的虚拟图书馆内容。

第三 ,网络是虚拟图书馆生存的依托 ,信息数字化是虚拟图

书馆的前提条件。从上述几个角度 ,对虚拟图书馆是否可

以这样界定 :虚拟图书馆是依托网络环境 ,经数字化信息处

理 ,被加工、整理后的空间馆藏实体。

简言之 ,传统图书馆收藏以纸介质载体为主 ,电子图书馆

收藏以电子文本为主 ,数字图书馆收集的是数字化信息资源 ,

虚拟图书馆是通过网络传递文献信息 ,它们均有自身的馆藏

实体 ,不同的是虚拟图书馆所占的是网上的信息空间。

2 　传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关系

它们均是在克服原有不足基础上 ,随着人类历史的进

化和人类新的信息需求 ,并靠先进技术支撑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图书馆的这些发展变化 ,体现于图书馆核心资产

———图书的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 ,电子技术应用于图书馆 ,导致了人们

对传统图书馆的再认识。随着电子出版物的产生和逐步增

多 ,从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电子图书馆 ,这是电子图书、电

子期刊和电子报纸发行量激增的结果。数字图书馆和虚拟

图书馆是同时代的产物。1993 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开始建

设 ,1994 年美国投资 2200 万美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等 6

所高校开展“数字图书馆首倡计划”,美国宣布进入数字图

书馆时代 ,虚拟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理论也应运而生。尽

管人们对首次提出数字图书馆理论和首次提出虚拟图书馆

理论的年代和首倡者有些不同的看法 ,但逐渐升温应该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也是

在这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由于传统图书馆和电子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以及虚拟图书馆产生的历史年代不同 ,人们

对其利用的程度亦有不同 ,所以认识也有所不同。对它们

—24—

第 28 卷第 138 期

Vol. 28. No. 138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THE JOURNAL OF THE L 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 年 3 月

Mar , 2002



的区别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1)对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 ,部分学

者认为三者是一回事 ,只是说法不同。黄宗忠认为 ,“数字

图书馆实际就是人们所说的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围

墙图书馆”[25 ] ,“虚拟图书馆又名电子图书馆、数字化图书

馆、无围墙图书馆”[26 ]。“所谓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

拟图书馆本质上没有区别 ,是一种事物的几种叫法 ,归根结

底是一种现象。”“就其实质内容而言 ,网络图书馆、电子图

书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没有什么区别 ,它们之间的

区别仅在于观察和认识的角度不同而已”[27 ]。这是徐引篪、

霍国庆的描述。刘绍东、陈久庚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指一

个特定组织范围内用电子方式存贮图书、杂志的全文内容 ,

并提供访问、检索、查阅和提供全文服务的信息系统。由于

它存贮的不是纸张印刷的书刊 ,而是数字化信息 ,所以又称

‘数字化图书馆’;又由于它的服务不限于物理意义的‘馆

藏’,所以又称‘虚拟图书馆’”[28 ]。

还有学者认为三者是有区别的 :电子图书馆强调的是

图书馆的资料以电子形式存贮和利用 ,它的生产主要是基

于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数字图书馆强调的是信息资源数字

化。虚拟图书馆主要是基于计算机科学的虚拟现实技术而

发展起来的 ,它强调的是人们可以远程存取分散在不同地

理位置、不同载体上的信息资源。三者应加以区别地使用。

电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也可以是物理实体 ,不能与虚拟

图书馆画等号[29 ]。

李玉安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都是电子图书馆的基本内涵的不

同形式 ;它们的现实功能、理论模型、技术基础及社会效益

都是一致的[30 ]。杨宗英认为 ,电子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

早期提法 ,1992 年以前人们多用电子图书馆 ,1992～1994

年间并行使用电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 ,1994 年后使用数

字图书馆的逐渐多起来[31 ]。这是一种随时间演进受技术推

动和技术成熟度影响的理论。这倒是一种很现实的观点。

(2)刘兹恒认为 ,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之间的关

系 ,不是替代的关系 ,而是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 [32 ]。

传统图书馆及其馆藏文献 ,是虚拟图书馆形成的基础 ,虚拟

图书馆的出现 ,使传统图书馆有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保障 ,拓

展了广阔的服务空间。黄宗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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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存互补”“有机结合”是 21 世纪虚拟图书

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发展模式 [33 ]。刘建国认为 ,传统图书馆

只是虚拟图书馆的一个组成部分 ,虚拟图书馆是图书馆的

主导发展模式。虚拟图书馆并不脆弱 ,只是人们对它还不

够了解 ,它并不是一种假设的、虚构的、事实上不存在的图

书馆 ,而是无数多个“实实在在”的图书馆的网络连接。纸

质印刷型文献“充满生气”只是一种“回光反照”,将不得不

退出历史舞台。传统图书馆必然发展为虚拟图书馆[34 ]。

我们认为 ,传统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及

虚拟图书馆 ,其中心词是“图书馆”,而不是“传统’、“电子”、

“数字”、“虚拟”。从这个角度讲 ,它们均具有图书馆的基本

属性。但是它们有区别 ,不但信息载体形式不同 ,服务模式

也不同。它们的称谓是相对而言的 ,传统图书馆是相对电

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而言的 ,电子图书馆是

相对电子出版物而言的 ,数字图书馆是相对于数字化技术

应用于图书馆而言的 ,虚拟图书馆是相对于网络技术的信

息传递而言的。所以说图书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

物 ,说它不会消亡 ,是因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承传需要图书

馆。虚拟图书馆一旦完全承担起此任务 ,必将成为一个网

络空间馆藏实体。传统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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