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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运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

周摇 慧

摘摇 要摇 对国内外图书馆本质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从知识的存在与运动方式角度认识图书馆。 知识是一种客观

存在并具有运动的属性,其运动方式包括知识的状态变化和知识的传递与交换。 从知识的记忆机制可推导出图

书馆的运动机理———作为一种记忆机制与外部进行知识交换,进而提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为进行人类主客观知

识的(社会性职业化)交换。 从“知识运动冶的角度认识“图书馆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观察和理解“图书馆冶并对

其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 表 1。 图 2。 参考文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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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ssential studies of librar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suggest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existence and movement. Knowledge is an existence and has the
nature of movement熏 which consists of the state change熏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of knowledge. The movement
mechanism of libraries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memory mechanism of knowledge熏 that is熏 the external knowledge exchange
as a memory mechanism.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capacity of libraries is the exchange of huma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穴 social professionalized 雪 knowledge. The recognition of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knowledge
movement" is helpful to the exa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ibraries from the micro prospective and makes such
understanding highly scientific and abstract. 1 tab. 2 figs. 48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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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如何认识图书馆直接涉及对图书馆本质及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中外学界进行

了长期的探讨。 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有施雷廷

格(M. W. Schretinger)的整理学派、帕尼兹(Pan鄄
izzi)的管理学派、谢拉(J. H. Shera)的交流学派、
克劳福德 (W. Crawford) 的新技术学派、马丁

(W. Martin)的信息管理学派以及他们提出的学

说。 我国有以周文骏为代表的 “要素说冶 [1] ,以
宓浩、刘迅为代表的“交流说[2] 冶, 以黄宗忠为

代表的“矛盾说[3] 冶,以蒋永福、范并思为代表的

“制度说冶,以徐引篪、霍国庆为代表的 “资源

说[4] 冶,以及梁灿兴的 “获得说[5] 冶,王子舟的

“集合说[6] 冶等。 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阐释了

“图书馆冶并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美

国图书馆学家谢拉(1903 - 1982)的“社会认识

论冶和巴特勒( Picrce Butler,1986 - 1953)的“社
会记忆学说冶以及芝加哥学派“关于社会阅读的

研究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1摇 如何认识图书馆

1. 1摇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

为了科学地认识图书馆,芝加哥学派早期

代表人物道格拉斯·韦普尔斯(Douglas Wapls,
1893 - 1978) 采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

从社会阅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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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功能就是通过“社会的、文化的交换冶
向一些个人主体提供系统化、固定化、物质化了

的“人类记忆冶,也就是把文献中所包含的“社会

的知识冶通过“阅读冶转移到“个人的知识冶的过

程。 当这个“交换冶过程发展到系统化、规模庞

大、复杂的“知识转移冶的阶段时,社会就需要

“图书馆冶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机构冶来促

进这种交换的完成[7] 。 在此他们提出了“图书

馆冶是“物化知识冶向“主体(读者)冶通过“社会

的、文化的交换冶进行“转移冶的“社会机构冶。
尽管其阐述尚有偏差,但已蕴涵着主观知识与

客观知识进行交换的思想以及“图书馆冶作为交

换过程的“社会化机构冶的观点,将其归结为以

下 3 个要点: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机构;图书馆具

有知识转移功能;图书馆能够进行主观知识与

客观知识交换。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进行了大量

的社会调查,取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但当时他

们只能从宏观的角度进行阐述,缺乏足够的科

学依据,因此也只能成为一种理论设想,“交换冶
其本意也只能作为“交流冶来理解。 正如谢拉所

说:“(他们)除了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和为一种新

的学科(社会认识论)奠定了基础之外,没有取

得其他成果。冶 [8]

1. 2摇 巴特勒与谢拉的观点

巴特勒和谢拉是图书馆学史上两个极为重

要的代表人物。 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社

会记忆,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

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冶。[9] 巴特勒

的观点也包含着 3 个要点:淤图书馆系社会记

忆(内容);于图书馆是一种装置(形式);盂图书

馆具有“移植冶功能(功能)。 这种观点由于缺乏

相关成果支持当时也只能视为一种科学假说。
1952 年,谢拉和伊根(M. Egan)共同发表《书目

理论之基础》并就此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的思想。
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认为,图书馆学应该研究社

会对知识的影响和知识对社会的影响,图书馆

在社会文化交流系统中的作用在于消除认识主

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分离性和隔离状态。 当主

体力求通过概念范畴体系、语言符号等观念的

方式掌握和再现客观现实的社会存在,由于异

质分离性的存在,就产生了具有保存和传递文

化的中介———图书馆。 谢拉认为“图书馆冶与人

类的“社会认识体系冶具有某种天然的血缘关

系,有关“图书馆冶本质的表述离不开对于人类

“社会认识体系冶的阐述,“‘社会认识论爷这一

术语, …… 是关于知识本身的一个知 识 总

体冶 [10] 。 “社会认识论冶是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

的一种理论体系,且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被
视之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谢拉理论的精髓

在于他试图阐述人类思维的产物———“知识冶的
存在及其原理,并由此找到“图书馆冶存在的理

由和功用。 谢拉无疑找到了认识图书馆本质的

逻辑起点,而当时的状况却使他无法找到合适

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所提出的

“人类知识运动冶即是以“知识冶为研究对象的一

种理论体系,它依据能量学原理,选取微观角度

对于“知识的客观存在和运动方式冶予以探讨,
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包括图书馆客观知识及与其

相关的主观知识内容及其运动原理。

2摇 人类的知识运动

2. 1摇 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

目前,有关知识、信息存在形式有以下一些

观点:“按照传统的纯形式化和纯客观化观念,
把信息过程当作纯粹的形式化过程进行研究,
于是只有关于信息的形式的理论,完全不涉及

信息的内容和价值,认为信息的内容和价值是

主观范畴的东西;基于同样的原因,知识的理论

一直没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冶 [11] “本体论信息

存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信息的客观性一点也不亚于它所显示

的客观事物本身的客观性。冶 [12] “知识的信息观

认为,知识是人类通过信息对自然界、生物界、
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概括,是人的大脑

通过思维重新集成整合的系统化信息,知识是

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是说信息是产生知

识的原材料, 知识是信息加工的抽象化产

物。冶 [11]这些研究表明,知识作为人类思维的产

物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是客观知识的客观性

已得到学界共识。 知识属于信息的范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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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意义的信息,也可以叫做“认知信息冶,它
完全可以离开它所表述的事物 (不是脱离载

体) 而独立存在。 既然有本体意义的信息存在,
也就有本体意义的知识存在,因此“知识冶是一

种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应属于“认
知信息本体冶的范畴。

2. 2摇 知识具有运动的属性

“在人们的认识和思维过程中,信息具有客

观性、抽象性、动态性、传递性等特点。冶 [13] “现代

的知识观强调知识的个体性、变易性、情境性,知
识是不确定的,处在开放的不断变 化 的 状

态[14]。冶“信息转换规律包括由本体论信息向认

识论信息的转换 (信息获取) 、由认识论信息向

知识的转换 (信息认知) 、由知识向智能策略的

转换 (信息决策) 、由智能策略向智能行为的转

换 (信息执行)。冶 [11] “事物泛指一切可能的对

象,包括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运动包

括物质世界一切层次和形式的变化,包括理化运

动、机械运动、生命运动、思维运动等。冶 [15] 知识

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必然对人的思维运动有所

体现,而诸多研究表明“知识冶是不断变化的,知
识的空间态势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是事物

运动的典型特征,由此可以得知“知识冶具有运动

的属性,此结论从能量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解

释。 能量学的本质定义为:“运动的本质是运动

主体的能量的活动现象,能量活动是指运动主体

的能量的得失,也就是能量元的转移或者转化活

动。冶 [16]知识的转化既有状态的变化也有能量的

得失,事实表明不仅知识的运载需要消耗能量,
而知识本身的运动过程也伴随着能量元的转化:
量子跃迁的目的就是一步步降低隐性知识的动

态性和不确定性,以实现动态隐性知识和静态显

性知识之间的对接[17]。 “量子跃迁冶是指原子在

光的照射下从高(低)能态跳到低(高)能态发射

(吸收)光子的过程[18],这是一个典型的能量变

化过程。 同样,知识状态变化也伴随着能量的变

化,邵昶等人的研究从高能物理学角度揭示了

“知识冶具有运动的属性。 因此“知识冶既不是完

全虚幻的影象也不是绝对静止的事物,而是一种

处于运动的状态的客观事物。

3摇 知识运动的基本方式

3. 1摇 知识的状态变化

《现代汉语词典》中“形态冶指事物的形状

或表现;“状态冶指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
以上释义表明“形态冶与“状态冶基本为同义语。
知识的存在有很多种状态,仅仅关于人脑内化

知识,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 Polanyi)就将其分

为两类:有形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 和无形

知识(Tacit knowledge)。 日本管理学家野中郁

次郎也有类似的划分,其阐述更加具体,他将

知识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即显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 显性知识是指那些可以用规范化和系统

化语言进行表达与传播的知识;隐性知识是一

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是高度

个人化、难以规范和明确表达的知识。 显性知

识通常可以通过编码处理后以公式、定理等形

式表述出来;而隐性知识由于尚未编码和格式

化而以诀窍、习惯等形式呈现出来。 显性知识

由于内涵明确稳定,容易存储、传播和分享;而
隐性知识却难以存储、传播、分享[19] 。 显性知

识与隐性知识是两种状态不同的知识。 也有学

者将知识划分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主观

知识是指存在于人的大脑的知识……它与客

观知识共同构成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客观知识

是主观知识客观化、外化、物化、社会化的产物

的一种知识形态。冶 [20] 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也

是两种不同状态的知识。 “运动状态冶是指事

物运动在空间上所展示的形状和态势,事物的

运动其实是事物在时间上相对于空间某一状

态的改变,知识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改

变可视为知识运动的一种基本方式。 从隐性知

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是知识状态的一种改变;
从主观知识到客观知识的转化也是知识状态

的一种改变,反之亦是,这两种改变都属于知

识的基本运动方式。 图书馆活动涉及的“知识

运动冶的层面基本限于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之

间的转换,而认识“图书馆冶 的本质则必须对

“知识运动冶进行更深层面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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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知识的传递与交换

传统的关于知识转换的描述基本限于“知
识传递冶,而“传递冶的方式一般仅能使事物发生

量变而很难使其产生质变,事实上知识创新的

结果的确使得知识发生了质变,质变的意义是

人类对于客体误差描述记录的修正从而更加逼

近被描述客体的即时真实性;本体论的知识质

变如知识创新产生的新知识对于客观世界具有

建构和改造的功能,从本质意义上改变了客观

世界。 很明显这种“创新知识冶与仅能够描述原

始客观世界的“原性知识冶相比发生了质的变

化。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有区别,但它们并非

毫无联系。 相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联系

非常紧密,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

化,知识传播及创新活动才得以发生。冶 [21] “隐
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冶可以理解

为知识之间所进行的交换。 因为没有交换就没

有质变,知识的质变证明了“知识交换冶现象的

存在。 大量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通过一

定的载体和方式可以发生交换,因此知识交换

也是人类知识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 知识创新

一定包含知识交换,而知识交换不一定产生知

识创新。 其基本机理是存在于文献之中的静态

知识(物理形态)在人的智能(神经脉冲及一系

列的复杂的智能活动)作用下活化成为动态知

识(智能形态)再与人脑中的动态知识交换而产

生知识创新;创新之后的新知识经文字(符号)
表达而外化为文献,由智能形态的动态知识再

次转化为物理形态的静态知识。 知识交换的第

一个过程即是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交换的过

程,第二个过程是知识进入人脑载体成为内化

知识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进行交换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为智能系统与文献系统的知识交

换,在图书馆等文献机构中文献载体上展开并

进行的,第二个过程是在人脑智能载体上展开

并进行的[22] 。 “在知识网络环境下,知识传递

的过程不再是单纯地由隐性向显性知识转换的

过程,而是显性与隐性知识之间的动态的持续

的互动过程[23] 冶,这个“持续互动冶的过程即可

以理解为“知识交换冶的过程。

3. 3摇 知识交换与工作记忆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内化知识中无形知

识和有形知识的交换,还是外化知识中客观知

识与主观知识的交换,都是建立在人类记忆的

基础之上的。 知识网络理论阐述的是某一组织

内知识传递(交换)的知识共享机制,显然这里

一定包含着知识传递与交换过程,可描述为:知
识网络 =组织记忆 + 传递记忆,组织记忆存储

的知识也被称为一阶知识,传递记忆存储的知

识也被称为二阶知识[23] ,可见知识的传递与转

换与“记忆机制冶密不可分。 心理学认为短时记

忆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记忆,即输入

的信息没有经过进一步加工;另一个是工作记

忆,即输入信息经过了再编码。 英国心理学家

巴德利(Baddeley)等人于 1974 年提出的一个记

忆模型认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是指

在解决认知任务的过程中,人的智能系统中用

于信息加工并同时保持与当前任务相关的信息

的系统或机制[24 - 26] 。 “人作为一种信息加工系

统把接受到的外界信息,经过模式识别加工处

理而放入长时记忆,此后人在进行认知活动时,
由于需要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而处于一种活动的

状态机制叫工作记忆[27] 冶,它在表象、言语、学
习、推理、思维、问题解决和决策等认知活动中

起着重要作用[28 - 31] 。 显然,“工作记忆冶与“知
识交换冶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其中“把输

入信息进行再编码,把接收到的外界信息经过

模式识别加工处理而放入长时记忆冶的机能与

“图书馆冶信息加工功能类似;智能系统的“需要

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而处于一种活动的状态冶也

可以理解为因知识交换的需要而处于的工作状

态;而图书馆系统的知识被冠以地址编码及查

找索引(馆员的劳动)后也随时处于准备提取状

态。 人的“工作记忆冶机能和“图书馆冶功能均体

现了知识交换与记忆机制的密切关系。

3. 4摇 记忆机制的认知学解释

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 J. R. Anderson) 认

为,个体的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述性知

识,另一类为程序性知识。 前者主要以命题网

络或图式表征,后者以产生式和产生式系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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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两类知识学习的各个阶段并不是相互独

立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

进。冶 [32]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以工作记忆

作为中介。 陈述性知识进出工作记忆的过程分

别是提取和存储;程序性知识进出工作记忆的

过程分别是匹配和执行。 陈述性知识在头脑中

并不是静止地存储着的,还要发生重建与改组,
而促进重建与改组过程很大程度依靠程序性知

识的作用,由陈述性知识转化而来的程序性知

识反过来为陈述性知识服务。 安德森学说给我

们以下启示:第一,再次证明了知识之间存在着

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次阐述了记忆机制在人类

认知活动中的功能,它其中的一个功能是对于

编码的陈述性知识进行有效存储及对目标知识

的提取。 这里揭示的个体的记忆机理有两层含

义:淤记忆机制对于某种知识具有存储与提取

的功能;于记忆机制具有与外部知识进行交换

的功能。 而这两种功能都直接指向图书馆功

能。 安德森阐述的是人的个体记忆机制的机

理,而个体是人类社会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能量学与哲学》中揭示了一个能量学的“同构

原理冶,即“等比例的相同的能量载体和相同的

能量分布结构,在相同的环境下具有相同的功

能冶 [33] ,由此推断人类一定具有与个体极为相

似的共同记忆机制。 这同时也得到了神经生理

学和认知心理学成果的支持:“当讯息由短期记

忆过渡到长期记忆时,过渡的历程就是进行编

码的工作,讯息储存于长期记忆后能按码检

索冶 [34] ,而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将图书馆定

义为“记忆机制冶。

4摇 从知识运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

4. 1摇 图书馆的运动机理

人类所有记忆几乎全部存入了图书馆,成为

静态知识并被赋予唯一的编码地址,在需要时被

提取出来成为动态知识并与人脑的内化知识作

用而产生知识创新,其新知识被用于新的生产生

活实践,然后经过外化又一次成为静态知识再度

存入图书馆,作为新的社会记忆等待下一轮的提

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以上的每次循环都包含

着主客观知识的交换,“读者冶与“图书馆冶进行知

识交换的每一次循环的运动形式都是螺旋式上

升的,运动的结果是知识增长与社会进步。 图书

馆的运动机理从阅读的角度也可以得到揭示: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

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35] 冶;“阅
读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36] 冶,这种智力技能是

获取知识和进行创造的先决条件。 本研究表明,
图书馆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基本抛开了文献表

象而仅注意其知识内容,读者阅读的有效行为即

是其头脑中的知识与文献中的知识交互作用的

过程,是人类的即时思维与历时思维、我处思维

与他处思维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行为最典型的

外在表征是读者的智能系统与文献的物理系统

通过“图书馆冶这种介质进行知识交换(作用)。
在这个知识运动过程中,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发

生了知识交换,即时目标知识被读者智能激活

(发生能级跃迁)成为动态知识,该动态知识进入

读者大脑成为其内化知识中的“有形知识冶与人

脑里的“无形知识冶发生了“知识交换冶从而产生

了知识创新。 创新知识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

一种创造力和建构力而从人类的智能体系输出

并由此发生了能量的转移。 “知识转化过程其实

是知识量子跃迁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通常所认为

的连续函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动态的隐性知

识不能和静态的显性知识直接对接,而是要按照

隐性知识转化的三个阶段,逐步降低自身的动态

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双重剥离爷和‘双重近似爷,
以最终达到知识转化的目的和效果冶 [17];其中从

主观知识到客观知识的转化可以视为知识的动

能转变为势能的过程(见图 1)。 “决定知识势能

的要素有三个,分别是知识的数量、知识的质量

以及知识的结构。冶 [37] 我们知道图书馆保存的是

“字符组合冶而不是字符本身,是所谓“有意义组

码冶而不是“非意义组码冶,在这里组码的“意义冶
包含着知识的质量和结构,也即包含着知识生产

者智力劳动级别(能量级别)的高低,由此说来

“图书馆—知识冶不仅具有势能且不同的知识单

元(集合)尚有能级高低的区分。 图书馆的运动

机理进一步证明了它就是人类的社会记忆机制,
宏观上负责“知识接收、登记、编码、存储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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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冶;微观上它是在与外部进行“知识交换冶,与人

的智能性记忆机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正如谢

拉将人类的认识运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图
书馆冶这个“社会记忆冶是人类个体记忆的社会性

延拓及补充,它的两端与读者智能系统(大脑)相
连构成了人类知识运动的社会性链条,使得人类

知识运动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

图 1摇 图书馆(与读者智能系统相连)的运动机理

4. 2摇 图书馆的核心能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就图书馆

的核心能力的研究形成了四大主流观点,其中

以范并思[38] 、蒋永福[39] 为代表的 “社会制度

观冶,认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就在于图书馆代表

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分配以实现社会知

识保障的制度;以张晓林[40] 、党跃武[41] 为代表

的“知识服务观冶认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是专业

化个性化的服务;以徐引篪[42] 、王宗义[43] 为代

表的“社会功能观冶认为信息资源的集藏与整序

能力是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以罗玲[44] 为代表的

“系统整合观冶则认为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

其独特构成要素基于相互作用的整合性或综合

优势的表现等。 以上阐述各有道理,然而不可

否认的是我们遭遇了理论的瓶颈,按传统方法

研究似乎很难给出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图书馆

的核心能力是由其运动机理所决定的。 知识是

图书馆的内容本体,然而仅内容是否能够使其

拥有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呢? 换言之,我们随

时需要图书馆的全部内容吗? 回答是不确定

的。 我们需要的是对于某项“内容冶的即时“存
取冶,这种“基于内容的即时存取冶才是图书馆最

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说图书馆所具有的特殊机

能才是它的核心能力。 经典图书馆的所有活动

环节和工作流程都体现为对于知识的“存取冶;
所有形式和类型的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均指向

“(基于内容的)存取冶。 无论从图书馆活动实践

进行归纳还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得到的结

果均表明巴特勒所言的“图书馆冶是一个“存取

装置冶。 然而为什么一定是“存取冶而不是其他

什么别的装置呢?其实“存取冶不过是它的一种

外在表征,其内在机理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

它似一个物理系统(智能 - 物理复合系统)在

图 2摇 图书馆核心能力(人类社会知识运动链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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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冶、“取冶两个端口处与读者智能系统相连接,
如此使得图书馆的其他功能相对淡化,而“存
取冶作为一个系统与另一个系统的接口端口,其
功能较为强烈地凸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看,
“图书馆冶是在与系统外部进行知识交换,而由

知识交换机理所体现的端口表征则必然表现为

“(知识)存取冶。 由此我们得知图书馆的核心能

力即是:进行人类主客观知识的(社会性职业

化)交换 (如图 2 所示)。

4. 3摇 图书馆的本质特征

“图书馆冶与其他的社会机构相比到底有何

不同? 选取学校、书店、博物馆、媒体、情报所、
档案馆等与图书馆进行比较(选取样本原因基

于图书馆学、新闻学、广播学、电视学、档案学、
情报学、图书发行学属于同位或相邻学科[45] )。
通过样本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学校(教育)
的知识信息运动方式基本是由信源到信宿的单

向运动,属于扩散式的知识信息运动,运动过程

中信宿和信源是不可换位的,即此过程中知识

信息运动是不可逆的;即使具有知识交换过程,
相比于图书馆其周期也十分漫长,且该知识的

运动范畴是体制维度的。 而媒体的信息传播形

式基本也是由信源到信宿的单向运动;书店的

知识运动也是单向的,其范畴是一种体制(企
业)维度;博物馆的传播功能也是信息的一种单

向运动,等等。 比较特殊的是情报与档案机构,
它们与图书馆具有同源同构的特点,应属于多

位一体的社会事物。 广义图书馆可以涵盖所有

客观知识,而广义的情报与档案机构只能涵盖

其某一部分,因此后两者都应包含在前者之内。
在此图书馆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图书馆冶的知

识运动是在信源和信宿之间的双向运动,是信

息的一种交互作用方式(网络图书馆体现得尤

为突出)。 图书馆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区别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淤运动方式;于运动维

度;盂运动形式(如表 1 所示)。 从宏观角度讲,
“图书馆冶的本质特征可以初步归结为“基于内

容的存取冶 [46] 。 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由其知识

独特的运动方式所决定的,本研究为学界提供

一种思考的方式:对于“图书馆冶特质清晰的界

定可以从“知识不同方式的运动特点冶这一角度

进行研究。

表 1摇 “图书馆冶知识运动的特点与其它社会机构的比较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社会机构

知识功能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图书馆 学校 书店 博物馆 媒体 情报所 档案馆

主—主观知识交换 / 体制 / 传播 — 姨 — — — — —

主—主观知识交换 / 体制 / 其他 — 姨 —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 / 体制 / 传播 — 姨 姨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 / 体制 / 其他 — 姨 姨 — — — —

主—客观知识交换 / 社会 / 传播 姨 — — 姨 姨 姨 —

主—客观知识交换 / 社会 / 其他 姨 — — 姨 姨 姨 姨

主—客观知识交换 / 社会 / 存取 姨 — — — — 姨 姨

主—客观知识交换 / 社会 / 存取

(完全客观知识 / 专职存取)
姨 — — — — — —

摇 摇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图书馆的本体意义为:
图书馆系人类的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进行交换

的社会化介质,这个介质的性质是人类的社会

记忆机制,其端口功能表现为基于内容的“存

取冶;其存取功能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科学化、
完整化的特点;图书馆的运动维度是以社会为

取向的。 “图书馆中介性的深层意义即是由精

神、物质和社会本质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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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冶 [47]精神因素可以解释为“人类知识运动冶;
物质因素即“物化作用机制冶;社会因素为“事物

运动维度冶。 从“知识运动冶的角度认识图书馆,
可以使我们从微观视角观察和理解图书馆并有

助于对其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而“当思维从具

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 它不是离

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冶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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