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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然的超越和应然的解说:图书馆学如何提高学
科地位

傅荣贤

摘摇 要摇 对图书馆实践的狭隘认识以及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方法的过度迷恋,导致图书馆学研究只能在

实然的层面上讨论图书馆之所“是冶。 完整的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体现实然和应然的双重自觉:既要建构一个旨在

直接回应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具体操作的实然的学科知识体系,又要通过对文献背后文化的思考,追问

人类文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形成关于文化的超越性认识和无限性洞见。 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从感性

经验的实然事实层面延展到本体反思的应然价值层面,图书馆学才能建构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学术领域,
提供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共享的自主性成果,从而真正提升自身的学科地位。 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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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As a result of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methods in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熏 the library science study can only discuss the library as it 薹 is薰. As a
matter of fact熏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must reflect the double self鄄consciousnes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build a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 as is熏 which can directly respond to the
specific operation of collecting熏 organizing熏 storing and using resources熏 but also to pursu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human culture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e behind the resources and achieve the transcendental awareness and
infinite insight of culture. The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shows that only by extending from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fact as is to the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value as ought to be熏 can the library science establish an
academic field with the internal logic unity熏 provide independent results that can be shared by other disciplines and truly
improve its own disciplinary status. 29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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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书馆学研究者心中有两大“永远的痛冶:
一是图书馆学是否已经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尚存疑问;二是图书馆学在学科大家庭中地位

不高,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 诚如文献[1]所指

出的,“图书馆学至今尚没有实现科学化,没有

在现代学科之林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受到界外

的漠视与界内的质疑冶。 这其中包括图书馆学

“为什么没有冶以及“怎样才能冶取得应有的学科

地位等更为基础性的议题。 本文拟就此作初步

探讨。

1摇 图书馆学为什么没有取得应有的学

科地位

完整地把握图书馆实践的内涵,有助于厘

清图书馆学理论思考的范围与层次,确立图书

馆学的应有旨趣,从而建构完整的图书馆学理

论体系,并最终为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坚实的

基础。 然而,目前对“图书馆实践冶的片面化认

识,正在人为地压缩图书馆学理论思考的可能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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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摇 没有完整地把握图书馆实践的内涵

图书馆的实践依赖性决定了图书馆学理论

必须是紧扣图书馆现象和问题而形成的自觉认

知,理论的唯一目的就是引领实践从自发走向

自为。 一旦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不能达到

某种理性效度,往往就会遭到脱离实践的责难。
然而,“实践冶的确切含义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当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爷的
批评,就图书馆学理论界和图书馆实践界而言

是有不同解读的:理论研究者认为,所谓‘理论

联系实际爷就是理论研究要关注图书馆在社会

现实中的处境;而实际工作者所说的‘理论联系

实际爷则是指图书馆学理论要能够直接解决图

书馆的具体实际问题。冶 [2] 不仅如此,至少就人

文社会科学而言,似乎还没有哪门学科成功地

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冶。 这启发我们

检讨目前关于“实践冶概念的认识是否完备和恰

当。 正像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冶中的“实践冶长期被人们所误读一样,图
书馆实践的真正含义也没有在完整的层面上为

人们所认识。 狭隘和片面化的“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冶,只是从“实践与认识(包括理论

和真理、逻辑等全部精神性的内容)的简单对立

角度出发,把本来作为实践内在本质要素的精

神性内容排斥在实践概念之外冶,从而导致“实
践与真理与认识的某种分离和对立,真理和认

识仿佛是实践以外的东西冶。 然而,实践并非只

是“操作意义上的片面的实践冶,它还应“包括理

论和真理、逻辑等全部精神性的内容冶 [3] 。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是冶与“应当冶

区分事实与价值的界限。 “是冶与“应当冶分别对

应于人类迄今为止形成的两大类型的知识积

累: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 比如,图书馆学即包

括器物和技术层面上的事实知识,以及学理和

精神层面上的价值知识,因而既是认识论也是

本体论。 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形上与形

下、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认识与体验、语言的

表述与语言的表达、物性与心性等等,都从不同

的视角揭示了人类知识积累的这两个维度。 总

体而言,前者是自然的因而是有规律的;后者是

自由的因而是有目的的。 这两类知识都是人类

实践的产物,“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石,也是

价值论的基石冶,“认识的发展、观念的变革、价
值的革命、哲学的转型,无不是在实践中酝酿出

来,并在实践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冶 [4] 。 因此,
实践不仅指涉具体的操作行为,也关乎精神层

面上的抽象认识和价值反思。 图书馆实践需要

实然的事实知识和应然的价值知识的双重呵

护,两者的分工大致是:前者生成旨在直接指导

现实操作的实然知识,例如文献收集、整理和利

用的实践操作需要相应的藏书建设和信息采集

技术、分类编目技术、文献组织与检索技术等事

实知识的回应;后者则涉及到对图书馆的理想

塑造和精神提升,致力于思考图书馆应该为社

会文化和价值秩序指定怎样的思考向度和超越

旨趣,而事实上“有关图书馆的目的、意义、功
能,一直是不同时代、不同图书馆学家探讨图书

馆时必须做出的第一判断冶 [5] 。 这两类知识的

积累、融合和分化是图书馆学的主要成果,也是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冶关系问题的渊源。 作为对

研究对象之应然本质的解说,价值知识是在非

现实和非直接有效的层面上呈现的,不能简单

地要求它们在现实性和是否“有用冶的表象层面

上与研究对象达成一一对应。 但是,价值知识

又是重要的,正是价值知识决定了以文化为中

心、以人为对象的图书馆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

种事业,责任先于事功应该成为图书馆的精神

追求。 而单一层面的实然知识强调 “必然规

律冶,因而毫无责任和操守可言。
只有当图书馆学与“包括理论和真理、逻辑

等全部精神性的内容冶在内的整体性(而不是

“操作意义上的片面冶)实践相脱离时,我们才能

宣称某种理论脱离了实践。 因此,有关“图书馆

是什么冶的事实命题和“图书馆应该是什么冶的
价值命题都是图书馆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实
践冶内容。 某理论是否脱离了实践,并不取决于

该理论提供的是实然的事实知识抑或是应然的

价值知识,而要看该理论的具体研究结论在解

释不同层面的图书馆实践时的效度。 例如,迄
今为止,正式和公开出版的文献始终是图书馆

工作的主要对象,而人类文化的主体正是记录

在正式和公开出版的文献之上。 这样,能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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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类文化成长与发展

的相关问题,应成为图书馆学的基本论域———
尽管它与“操作意义上的片面的实践冶相脱离。
又如,狭隘“实践观冶视域下的有关图书馆哲学

的思考将永远是脱离实践的,从而也把图书馆

实践活动简单地理解成了没有能动性和精神性

的物理意义上的操作行为。 显见,片面的实践

观把功用和效度视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动

力,只能基于实然状态讨论图书馆之所“是冶。
因而,有关人类文化的发展问题并不被视为图

书馆学研究的目标,对图书馆品位的追求也变

得无足轻重。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乌托邦

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

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冶 [6] 同样,我
们相信,作为人类文化的理想维度,图书馆学中

的应然知识能够消解对“事实冶的“消极默认冶,
并在信念层次上对人类文化给予某种引导和规

范,成为提升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根本因素。

1. 2摇 过分迷恋单一向度的科学实证方法

文献[1]认为,造成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低下

的“根本原因冶,“在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

过程理性精神的匮乏冶。 而“理性冶的实质是科

学,“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冶 [7] 。 目

前,对科学理性方法的吁求是我国图书馆学界

的主流声音,尽管学者们的用语表述不尽相同。
文献[1]的“理性冶、文献[2]和文献[5]的“实
证冶、文献[8]的“抽象图书馆学冶、文献[9]的

“现代性冶等等,究其实质,无一不是对图书馆学

研究中科学理性方法重要性甚至唯一性的“不
懈陈辞冶。 例如,文献[2]即指出:“只有实证研

究才是迅速提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性和可

靠性的基础。冶
然而,从实践的两重内涵来看,科学理性方

法只能提供与“操作意义上的片面的实践冶相对

应的实然的事实知识,而不能提供与“理论、真
理、逻辑和感觉等精神性内容冶相联系的应然的

价值知识。 因为,重视“实证冶的科学理性方法是

“建立在现实的图书馆活动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

的冶 [5],它以“事实冶为依据,因而也恪守着现代

“科学冶的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

理标准。 和所有近现代其他 “科学冶一样,这样

的图书馆学因否认了实践的价值论内涵而只能

提供工具理性(reason),不能提供价值理性( ra鄄
tional),本质上“是不可能有终极意义的冶 [10]。 只

有在实然事实知识的基础上构建超越经验实证

层次的应然价值知识,才能构建完整和成熟的图

书馆学,并为学科发展提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

指导,保证图书馆学在学科大家庭中实现自主的

知识组织和有效的知识存现。
学科地位是由学科影响因子决定的,它往

往是某学科中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共享的普遍性

知识作用的结果。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似乎

更需要通过那些无法实证的应然知识才能提高

学科影响力。 例如,语言学并不只是局限在语

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语言内部层面,仅
仅通过音位记音法、词义分析法、词源考证法、
语法学研究等语言内部境遇知识的积累而成为

“一门领先的科学冶 [11] 的。 历史上,瑞士语言学

家索绪尔首先把人类语言行为区分为社会性

的、具有共同和普遍特征的“语言冶(langue)和个

别性的、具有境遇特征的“言语冶(parole)。 他认

为普遍性的语言比境遇性的言语更重要,并致

力于语言符号系统结构特征的研究,从而 “突
破冶了境遇性的言语知识。 他的结构主义学说

也因此而被誉为“方法论中的一场哥白尼革命

……许多人文科学领域竞相使用结构主义研究

方法冶 [11] 。 同样,乔姆斯基的结构语言学之所

以能够“在数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

科学等广大领域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冶 [12] ,
是因为乔氏“放弃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归纳

法冶 [11] ,不再把语言学视为关于语言事实之描

写的经验科学。 我们相信,长期信奉科学实证

方法,是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不高的根本症结所

在。 “科学冶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或客体之物,表
述的是经验事实,所提供的只是实然知识。 “经
验论者和实证论者总是主张,人类知识的最高

任务就是给我们以事实, 而且只是事实而

已。冶 [6]不仅如此,“科学冶还根据实证分析和逻

辑推导,“宣判一切自称超越经验的所谓知识为

无意义冶 [13] 。 于是,科学“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

事实的科学冶 [14] 。 正像物理学只关注物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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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化学只关注化学的事实一样,图书馆学也

只关注“馆内冶看得见的实然事实,片面地认为

“思辨理论造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虚化与

泛化,它既不能合理地解释现实,又不能科学地

预见未来,难以发挥理论的作用;它脱离现实,
难以找到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冶 [1] 无疑,科学视

野下的实然知识具有局限于“馆内冶具体业务操

作的境遇性特征,只能解决图书馆内部的自身

实践问题。 这样的图书馆学不仅是不完整的,
其相关成果也很难为“馆外冶的其他学科所共

享。 例如,关于图书分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总

体上有两种认识[15] 。 其中,以“图书馆藏书的

分类问题冶为研究对象,只能形成解决馆内藏书

分类问题的境遇性知识;而立足于“一切知识的

载体的分类冶则直面人类主流文化的全部,形成

对人类自我创造的文化的反省与思考,因而也

构成了人类观照文化的一种尺度。

2摇 图书馆学研究应该体现实然与应然

的双重自觉

图书馆学需要实然知识和应然知识的双重

呵护。 一方面,要建构一个旨在直接回应文献

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具体操作的实然的学

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对文献背后文

化的思考,探究文化发展的一般问题,反省现有

的文化模式,勾勒人类文明的应然未来。 图书

馆学只有超越实然知识的本能指向,进入无限

扩展的应然领域,才能肩负更大的学术担当,从
而促进自身学科地位的提高。 图书馆学史的发

展历程生动地显示了应然性的价值知识对于提

升图书馆学自身学科地位的重要作用。

2. 1摇 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淤基本上是一个兼有技

术、价值和信仰的统一范畴,而古代图书馆学研

究的主要目标正是要论证三者统一的必要性及

其可能方式。 清儒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指

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

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冶深刻地指出西汉刘向、刘
歆父子文献整理内容的三个方面:一是有关“部
次条别冶的书目检索,它对应于以操作为指向的

具体技术;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冶的学术史

内容,其最终目的是要提供规划和度量文化的

尺度;三是有关“道术冶诉求的理想信念,其实质

乃是有关文化的应然旨趣以及人之为人的“最
高冶知识。 章学诚在总结刘氏文献整理思想的

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兼具实然知

识和应然知识之双重自觉的完整体系:在回应

具体文献工作的实然知识的基础上,观照社会

文化,模铸人们的文化信念乃至伦理操守,从而

最终在观念层面上营造一个集知识、文化、价值

和伦理多位一体的学理结构。 虽然二刘以“中
秘冶所藏文献的整理为起点,积累了 “广罗异

本冶、“校勘文字冶、“条别篇章冶乃至“互著冶、“别
裁冶等实然知识,成为后世藏书整理实践的楷

式,但真正使他们名垂青史的并非这些直接指

导文献整理实践的境遇性知识。 他们在文献整

理的基础上检讨当时文化的总体面貌,强调文

献背后文化的有机统一性,从而在文化反思的

基础上给出关于文化本身的学术定位与哲学思

考。 总之,他们不仅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有关文

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境遇性知识,而且

还揭示了图书及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

义,从而完成了普遍性价值知识的勾勒。 他们

的《七略》既成为“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

之纲纪冶的“津逮冶 [16] ,又提供了对文化的整体

性考察和无限性洞见,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文

化接受和文化理解。 后人对刘氏的服膺也不在

于他们发凡起例的校雠目录学的境遇性知识和

技能,而在于他们提供了一个基于文献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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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秩序和人伦理想。 清儒王鸣盛《十七史商

榷》卷二十二《汉艺文志考证》 认为,“不通汉

《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冶,而所谓“汉《艺文

志》冶正是以刘氏《七略》为蓝本“删其要冶而成。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学术冶一词“和中国传统的

图书分类法关系非常大冶 [17] ,郑樵“类例既分,
学术自明冶、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冶的命

题都深刻地指出了图书分类与学术文化的密切

关系。 而这与刘氏的文献整理理论渊源甚密。
班固《汉书·楚元王交传》认为刘氏目录不仅“别
九流冶,而且还“叙鸿烈冶。 龚自珍《定庵文集·
六经正名》曰:“微夫刘子政氏(今按:刘向字子

政)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冶章太炎则指出:“仲
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
旋机玉斗矣。 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殁,
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冶 [18] 认为刘歆《七略》
的历史功绩堪与孔子《春秋》相颉颃。 显见,由
《七略》肇端的古代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即具有与

文化的本性及社会人伦相融合的视域与境界,
充满了应然性的超越性内容。 与此同时,由二

刘“代言冶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地位也非常

高。 例如,清《文渊阁记》引用宋儒张载的话认

为,作为藏书机构的文渊阁应该努力达到“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冶的本体论高度。
近代以降,在西方“科学冶图书馆学的影响

下,中国的图书馆学也发展为以理性为原则、以
主客体二元分立的逻辑明证性为基础的关于

“事实冶之实证的知识论模式。 相应地,那些“不
在场冶的应然性价值知识被直接的现实和世俗

的兴趣所取代,古典主义的超越性旨趣成为需

要自我辩护的不合时宜的某种操守。 于兹而

还,图书馆努力以最经济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传

递最全面、最准确的文献信息,图书馆学的全部

学理和旨趣则直接指向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

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冶(Pareto Optimum)或
“帕累托有效冶(Pareto Efficiency)。 “在场冶的实

然事实知识成为主要甚或唯一内容,图书馆学

的功利目的达到极致。 例如,沈祖荣、胡庆生、
杨昭悊、洪有丰、杜定友、刘国钧等,“他们中大

多数人研究图书分类、编目、索引与文献学等图

书馆技术问题冶 [19] 。 然而,实然知识无法提供

现实图书馆所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想,未能从根

本上提升图书馆的品质以及图书馆学应该具有

的深层意蕴。 随着对实然知识的诉求被推崇到

不恰当的高度,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不升反降。
1957 年刘国钧的《什么是图书馆学》 [20] 一文主

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图书馆

学的质疑而撰写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图书

馆学令人堪忧的现实地位。 而努力证明图书馆

是“学冶,也成为近现代学者的“崭新冶课题,这和

从不需要证明而学科地位反而很高的古代图书

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相信,局限于实

然事实知识的近现代图书馆学即使能够完成学

科自证(证成图书馆是“学冶),它也将不可能赢

得类似人们对刘氏《七略》的礼赞。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计算机在图书馆

中的运用,学者们愈益认识到提升图书馆(学)
的本体品质并指证它们的崇高价值的重要性。
这种提升和指证的努力大致沿着两个方向进

行:一是对未来“理想冶图书馆的设计,要“回答

的是‘图书馆应该怎样爷的价值命题冶 [5] ;二是以

图书馆哲学的名义描绘图书馆的可能境界。 尽

管这两个向度迄今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绩,
但学者们无疑意识到了下述学术诉求的必要

性:超越实然,努力为图书馆学注入精神动力,
建构一个应然理想的可能图书馆学世界。

2. 2 摇 图书馆学实然知识和应然知识的辩证

关系

几乎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图书馆学中的

实然知识是基础,应然知识是升华。 两者不是

对立与排斥的关系,而是手段与目标、形下之器

与形上之道的关系。 其中,图书馆学的应然知

识并不直接回应现实图书馆的具体操作,因而

也不以是否有效地作用于图书馆物理世界为思

考支点。 但是,应然知识必须在对图书馆“现

实冶因素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反思,才能颠覆

实然知识的“事实冶局限。 因此,重视对图书馆

学应然价值知识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对实然知

识的排斥,它只是不停留在实然知识的层面之

上。 事实上,实然知识提供了图书馆学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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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和学科本位,图书馆学专业合法性的获得,
正是通过藏书建设、知识组织等图书馆基本业

务和技能的研究而实现的,集中反映了并非门

外汉也可以对图书馆问题行使同等的话语权。
例如,古代的“互著冶首先是关于书目著录的技

术知识,恪守着实然事实的境遇性,即章学诚

《校雠通义·互著》所谓“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

者冶,“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

互著,以便检稽冶,从而显现实践效度;然后才谈

得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冶,兑现其超越层面上

的应然价值。 对“别裁冶等其他概念的分析将会

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深刻说明,只有对实然的

专业概念与操作技术有了深切领悟之后才谈得

上对应然性价值知识的进一步诉求。 因此,追
求应然的事实知识本身并没有错,但当图书馆

学自限于实然层面的“事实冶限度,从而放弃对

应然知识的更高追求时,则必将受到挑战。 这

在实然知识的手段异化为应然知识的目的、形
上之道日益为形下之器所消解的当代表现得尤

其突出。

3摇 图书馆学应然知识的可能内涵

目前,图书馆只是被定位在狭隘的知识传

递的层次之上。 相应地,图书馆学主要围绕知

识组织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而从事“事实冶
研究。 然而,人类文化主要是记载在公开和正

式出版的文献之上。 以公开和正式出版的文献

为对象的图书馆,乃是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

人类主流文化的机构。 图书馆学应该在文献整

序的基础上,反思文献背后的文化,追问人类文

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形成关于文化的超越性

认识和无限性思考。 由此,图书馆学才能突破

“馆内冶境遇性知识的操作维度,为各种具体的

文化和人文研究提供学理基础和价值参照,从
而真正提升自身的学科地位。 其具体内涵似应

包括:

3. 1摇 为文化理解提供独特的学科参照

图书馆学在为纷繁复杂的文献提供秩序性

和统一性的同时,形成了关于文献背后文化的

独特学科视界,它涉及并影响到几乎所有领域

的文化理解。 以我国现存首部书目《汉书·艺

文志》为例,其中的《六艺略》 著录“易经十二

篇冶,而《数术略》又有“《周易》三十八卷冶,表明

今传《周易》一书在西汉时期只被称为“易经冶,
“周易冶之名另有所指;《兵书略》著录“《蹴鞠》
二十五篇冶,表明古代的“蹴鞠冶不仅是指用脚踢

(蹴)那个“以韦为之,实以物冶的球(鞠)的足球

运动雏形,而且还是“陈力之事冶,承担着“习手

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冶的军事

训练职能。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的

传承基本上是依靠一个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为

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 而文献系统无疑是其中

最重要的一种。 因此,图书馆文献收集、整理、
保存和利用的完整体系乃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

要中介,透过历史上不同的图书馆学成果能够

认识到具体时空条件下文化的某种基本存在状

态。 例如,《中图法》基本部类的设置以及对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排列先后的认识,集中反映

了在图书分类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宏

观审度,具有独特的学科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图书馆学不仅被动地记录和反映文化,而且还

积极地参与文化的建构和创造。 例如,西汉司

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先秦诸子总结为道、儒、
墨、名、法、阴阳六家。 梁启超指出:“刘歆《七

略》踵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

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

家以广之,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

可,若 绳 以 学 术 上 分 类 之 轨 则, 则 殊 觉 不

伦。冶 [21]依梁氏之见,司马谈将诸子分为六家是

正确的,刘歆别为“九流十家冶只是出于书目分

类的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学术实际。 但由于图

书馆学的导向作用,至今流传的是“九流十家冶
而不是“六家冶。 显见,图书馆学在文化建构与

文化认知上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形成了基于

学科视角的人类文化的反向观照。 又如,1904
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以“存古与开新冶为
宗旨,“平等对待古今中外书籍。 其目于中外学

术也基本做到了平等立类冶。 该目“开近代图书

馆编目之先冶 [22] ,通过对中西文献的统一分类,
寻求中西文化的融通,从而提供了一种关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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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解的学科视景。
然而,图书馆学迄今尚未在文化研究问题

上充分展示自身的价值。 例如,目前有关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定论都是由文史研究者提

供的,以文献为对象、以文化反思为本位的古代

图书馆学并没有显现出其应有的话语权。

3. 2摇 为文化反思提供独特的学科尺度

图书馆学不仅是对现实文化的默认、总结

和肯定,而且还对文化进行批判、超越和改造,
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

新世界冶。 历史上,刘向父子主要以清算“不复

仲尼法度冶的文化现实为目标。 相应地,以“仲
尼法度冶为旨归反思各种类型的文化遂成为刘

氏文献整理的题中应有之意。 他们以文献整理

的实践境遇为依托,反思文化的自明性前提,为
重新理解文化提供了可能向度。 同样,20 世纪

初的“新图书馆运动冶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目

标,紧扣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文化建设等主题

展开,从而提供了一种基于图书馆文献活动的

文化选择: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引进和借鉴西方

近代文化。 1896 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
云:“国家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本,学者欲自

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冶 集中反映了这一文化

选择。
“文化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是不断超越、不

断创造的,没有了文化的创造,文化就会陷入教

条和僵化, 变成压抑和束缚人的异己化存

在。冶 [23]如何改变现实文化并在实践的层次上

影响人们的文化认识,应成为当代图书馆学研

究的重要内容。 当今人类文化正在被西方式的

知识论神话所左右,而知识论的自蔽是显而易

见的。 首先,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

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

果冶 [24] 。 由此,“知识冶日益成为纯粹理智性的

算计和操作技术,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的主要内

涵。 崇尚“知识冶,并在相应的分科研究中专题

化为对具体对象的探索,这一思路“隐含着科学

对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各个部门的一种霸权意

识。 这就是‘接近爷于本质的知识比‘远离爷本质

的知识拥有更多的真理;而掌握较多‘客观真

理爷的文化优越于较少‘客观真理爷的文化;‘科
学的爷 文化在价值上优越于 ‘非科学爷 的文

化冶 [25] 。 套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用知识取代文

化,乃是把包罗万象的存在(being)当作了物理

学意义上的实在( substance),它切断了文化的

生命之根,使得鲜活的文化只能以僵硬和教条

的知识面貌存在。 其次,“知识就是力量冶的“培
根设计冶,强调知识的工具理性价值,而知识经

济时代的“知识就是金钱冶理念则强化了知识的

功利取向。 “求知冶的心理动因自觉地服务于经

济利益,成为与提升个人品德与促进人类进步

无涉的单向度追求,从而导致人类赖以界定自

身行动目标的价值理性相对萎缩。 有知识的人

完全可以没有德性,而这已经不幸成为当今社

会不争的现实。
文化大于知识。 《国家“十一五冶时期文化

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图书馆应该以实现和保障

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的基本文化需

求冶为目标。 与知识相比,文化始终以人及其能

动性为中心,人的主体精神性和现实情境性决

定了文化的价值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由此形成

了一个有目的、责任和正义的人的心性世界。
在文献的文化内涵长期为显性的知识所遮蔽的

今天,图书馆学研究应致力于反思知识论的局

限,表征文化的理想秩序,引领人类从“知识冶表
象回归到“文化冶本体。 我们相信,图书馆的馆

藏对象———文献———作为作者个人心性的产物

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集
中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成果。 事实上,对图书馆

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已经经历了从文献到信息到

知识的逐步深化[26] 。 正像信息说取代了文献

说、知识说取代了信息说一样,我们能够预期,
知识说将被文化说所取代。 立足于文化的图书

馆学应该将研究中心从文献背后的知识传递转

移到文献背后的文化传承上来,由此形成两个

具有前导性(而不仅仅是反思性)的命题:文献

是记录一切“文化冶的载体,而不只局限于记录

合乎“合理的判断冶和“系统的阐述冶的知识;图
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冶,
亦即在功利性的知识之外还包括人的道德情

操、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德性和品格内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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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一旦图书馆学完成了从“知识冶到“文化冶的
转向和自我证明,图书馆学将能够提供批判和

引领时代精神的普遍性成果,并成为提升自我

学科地位的有效路径。

3. 3摇 倡导中华民族的自我文化自觉

图书馆学史表明,只有诉诸一种整体性的

文化视野,重视各种类型文化的对话与学习,才
能建构多元文化的有机统一与综合平衡。 例

如,“仲尼法度冶作为西汉时期具有公度性价值

的文化立场,并不是通过“焚诗书冶或“罢黜百

家冶而实现的。 相反,它是在“兼儒、墨,合名、
法冶,充分肯定百家之学的独特价值的前提下,
通过“对话冶达致的。 《七略·诸子略序》认为诸

子之学“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

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

方之略矣冶。 另外,“各引一端冶、“辟犹水火冶的
九流十家也是有机统一的。 他们彼此“相灭亦

相生也冶、“相反而皆相成也冶,形成了《易经》所
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冶、虽对立却统一的

有机范型。 刘氏对诸子的这种宽容与尊重,本
质上是相信个别文化对普遍文化皆有贡献,具
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从而确立了多元并存的文

化理念,集中反映了文化价值中公度性与差异

性的对立统一。 又如,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

四日《办理四库全书圣谕》特别强调,除了要收

“羽翼经训冶的文献之外,“即在识小之徒,专门

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冶者亦在收罗之列。 把各种

特殊的文化类型视为共同文化价值立场的具体

表达,强调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生命所在。 显

见,古代图书馆学不仅表达具有公度性价值的

文化立场,而且还倡导个性文化价值,并在共识

性前提下引导各类型文化富有个性的发展。
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的“知性冶文

化。 这种西方式的强势话语正在成为人类文化

发展的梗阻,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尤其是生

态危机),究其实质乃是西方中心的一元论文化

的危机。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相信,中国“有一个

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冶 [27] 。
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亨特·罗林斯教授在第二

届北京论坛上发言指出:“我们已经发现了必须

始终铭记的一句话:我们双方(今按:这里是指

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东西可教,也有很多东西可

学。冶 [28] 无疑,充分挖掘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
有助于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共同面临的文化

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反省类

型,对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价值的揭示,能够提供

中国文化在建构人类普遍文化价值过程中的独

特作用。 例如,图书馆学中的知识组织不仅提

供文献检索的工具效用,而且还能够超越工具

层面,表达更高的内容。 从工具理性来看,人类

用于整序文献的知识组织工具主要包括语法化

的人工语言(如 DDC)和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

言(如清代的《四库总目》)两大类型。 从价值理

性来看,知识组织工具在整序文献的同时,也整

序了文献背后的文化。 知识组织的基本态度和

策略,也是相关文化的态度和策略:语法化的人

工语言墨守逻辑理性原则,将思维的明证性确

定为衡量一切文献的尺度,本质上表明文献背

后的文化是一种实然的物理存在,可以用机械

的方式予以组织;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本

质上表明文化是一种意义性和价值性存在,必
须以一种动态的意义去理解它们,并设法表现

出它们的价值和深度。 它从主体的角度打量文

献,指呈文献背后的文化回归主体尺度的必要

性和可能方式[29] 。 在语法化的知识组织模式长

期独步中西的今天,合理借鉴和倡导中国古代

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有助于证成下述一

些重要命题:文献并非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
物理形态上予以打量的纯粹客观之物,而是包

含有与主体人的心性有关的“德性冶内容;读书

学习并非只是为了“求知冶,它还与人们的文化

修养相联系;一个人的成才需要全方位的素质

和修养,不能单靠知识一个方面,等等。 这样,
倡导中国的知识组织模式,也是倡导中国文化

的认知和表述方式,有助于颠覆西方式的知识

论局限。

4摇 结语

古往今来的所有图书馆都是具体的,每一

座图书馆的实藏文献也是有限的。 但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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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生成基于具体图书馆及其现实馆藏的境

遇性的实然知识,还应生成普遍性的应然知识,
提供关于人类知识、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的无限

性思考。 例如,上述有关知识组织的研究一旦

“突破冶了实然性境遇知识的维度,就完全可能

在文化的意义上表达某种更深刻的内涵,并构

成一种把握人类文化的特殊方式。 尽管应然知

识不能直接有效地作用于图书馆的操作实践,
但却可以营造一个基于图书馆学独特理解的人

类文明和观念领域,构成一种关于文化信念、价
值操守的精神力量。 由此,图书馆学能够丰富

并实现有关人类文化与人类自身的反省,从而

也成为提升自身学科地位的必由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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