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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新进展
———《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述评

摘　要　《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一书 ,对新技术影响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变革与发

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它反映了当今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是研

究者寻求新的研究课题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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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轨迹 ,我们发

现 ,它与现代信息技术日益密切结合 ,既是当代图书

情报工作实践深刻变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当代图书

馆学情报学变革与发展的重要特征。那么 ,图书馆

学情报学在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将如何适应这种变

化呢 ? 图书馆学情报学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 这

些问题不仅是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不断思考和探索的

重大问题 ,也是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重

大问题。由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带领 9 位博士生完

成的“九五”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项目 (96JB Y870001)“信息技术革命对我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当代图书馆学

情报学前沿探寻》(以下简称《前沿》,由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于 2002 年 4 月出版) 比较清楚地回答了这些

问题。

《前沿》在第 1 章“概论”中简要回答了以上问

题。“概论”指出 ,信息技术革命促进图书馆学情报

学学科体系的成长与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导致图书

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变革与转型 ;信息技术革命

推动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这就是在信息技术革

命影响下图书馆学情报学所产生的新变化、新动态。

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概论”指出 ,

为了促进本学科的成长与发展 ,推动本学科的变革

与转型 ,建设完善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我们肩负

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信息技术发达的信息社

会一定更加需要图书馆学情报学 ,尽管我们发展图

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需要在图书情报学基础之上

构建新的学科 ———信息管理学 ,但我们不能以此为

借口把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否定掉或设法消融

掉。我们面临的新的使命就是早日建成新的学科体

系 ,以便能够真正将“图书馆的过去、现在、未来整合

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新技术革命将继续推动图

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变革和转型。

《前沿》在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上述问题后 ,从“当

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特征”(第 2 章) 入手 ,用 8 章

(第 3～第 10 章)的篇幅探寻了新技术革命影响下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领域的诸多变化和发展趋势。

这些受影响的领域 (或方面) 有 : (1) 对图书馆学情报

学传统领域的影响 ; (2) 对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的影

响 ; (3)对当代图书馆馆藏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

(4)对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影响 ; (5) 对电子图书馆版

权问题的影响 ; (6)图书馆学情报学新的学科生成点

的形成与发展 ; (7)图书馆学情报学新的分支学科的

建构 ; (8) 网络电子出版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 ,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影响。《前沿》最后

(第 11 章) 论述了新信息环境下传统图书馆学向现

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 ,指出了 21 世纪图书馆学

的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 ,并从基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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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层次、应用理论层次和图书馆实用技术层次探寻

了 21 世纪图书馆学新的学科知识生成点。

全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反映当代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我们通过查阅《前沿》每

一章后的参考文献和书后的注释 ,可以看出 ,《前沿》

参阅和引用了国内外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

料不仅为作者探寻“前沿”提供了最新进展和最新成

果 ,还为作者发现和探索最新课题提供了可靠证据。

作者知道 ,欲探寻图书情报学前沿 ,必须站在高处 ,这

个“高处”就是当代国内外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从《前沿》第 6 章第 2 节“主要分

支学科的体系和内容”对“信息伦理学”、“信息法学”、

“信息政策研究”、“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和

论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些“分支学科”不是作者凭

空想象或推导出来的 ,而是参阅了大量国内有关文献

资料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建构的。因此 ,这些

“分支学科”可信、可靠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对学科重点前沿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并获得

重要成果。《前沿》探寻了新技术革命影响下图书馆

学情报学发展的诸多前沿领域 ,而实际上其“前沿领

域”不止这些。《前沿》所探寻的是其重点前沿领域。

这些重点领域包括 : ①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的建构 ;

②当代图书馆馆藏理论与实践 ; ③图书馆读者服务 ;

④电子图书馆版权问题 ; ⑤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体

系等。如第 8 章“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读者服务的

影响”,作者从 10 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读者服务在新

技术革命影响下的发展趋势。又如第 9 章“现代信

息技术与电子图书馆版权问题”,作者用了 2 万多字

探讨了电子图书馆的版权问题。这些创新性研究成

果不仅极大丰富了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和

内容 ,而且对图书情报业务工作中的改革和出现的

实际问题指出了发展方向和解决方案 ,提出了新思

路新方案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为寻求新课题提供指南。

综观《前沿》全书 ,几乎每一章都为研究者开辟了最新

研究领域 ,实际上《前沿》已成了为研究者提供最新研

究课题的指南。如《前沿》第 1 章“概论”就提供了如

下研究课题 :对信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对知识及

其相关问题 (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

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 的研究 ;对信息技术

的研究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变革与转型 ;图

书馆学情报学如何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

程 ;建设完善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又如第 5 章“新

技术革命影响下图书馆学情报学新的学科生长点的

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如下新研究课题 :图书情

报类学科的共性及普遍规律 ;信息资源管理的形成和

发展趋势 ;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图书情报业务方法的

研究 ;对信息网络及其有关问题 (网络信息资源组织

与管理、网络信息检索技术、信息资源共享等) 的研

究 ;当前图书馆学情报学新的生长点 ;传统馆藏理论

的发展 ;未来图书馆研究 (数字图书馆、未来图书馆服

务模式的研究、未来图书馆员角色转变的研究) ;现代

信息技术的进展对用户研究的影响 ;文献建构研究 ;

元数据研究 ;知识管理研究等。

当然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二 : (1) 全书

体系结构安排不尽合理。如第 7 章“新技术革命对

当代图书馆馆藏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其中第 1

节“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影响”就不应

安排在这一章。因为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图书

馆馆藏建设理论”分别属于“普通 (理论) 图书馆学”

和“应用图书馆学”,不应当将这一节放在“馆藏建设

理论”这一章来论述。当然 ,“馆藏建设理论”与“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有密切联系 ,但二者毕竟不在一个

层次上 ,放在该章论述“基础理论”有些不合适。笔

者认为 ,将“基础理论”放在第 5 章“新技术革命影响

下图书馆学情报学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形成与发展”

中讨论较合适 ,或者单列一章论述更为合适。由于

该书是多人合作之成果 ,而这些内容在成书之前大

都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过 ,出现上述问题也是可以

理解的。(2) 有些内容在不同的章节中重复论述。

如“馆藏建设理论”就分别在第 3 章第 1 节 (26～27

页) 、第 5 章第 4 节 (56～57 页) 、第 7 章第 2 节 (108

～120 页)中都有论述。又如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

科性质”的论述 ,就分别在第 2 章第 2 节 (20～ 21

页) 、第 3 节 (23～24 页) 、第 7 章第 1 节 (105～106

页)提及 ,而且结论不一致。再如关于“网络信息资

源共享”,就分别在第 3 章第 3 节 (28～29 页) 、第 5

章第 3 节 (55 页) 都有论述。关于“学科教育”,就分

别在第 4 章第 7 节 (33～34 页) 、第 4 章 (36～50 页) 、

第 7 章第 1 节 (106～108 页)都有论述。我所说的这

些不足 ,不一定准确 ,只是个人看法 ,仅供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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