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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问题、方法与使命
∗

周　 亚　 肖希明

摘　 要　 文章借鉴比较教育学等学科理论，探讨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问题、方法与使命等基本理论问

题。 在研究对象与问题方面，需要丰富比较国家选取的多样性，拓展比较的范畴和问题域，从现实困境中寻找研

究课题，强化图书馆学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关注中外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共性问题、关涉“人”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

与资料方面，除使用通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外，亟待采用新方法，注重借鉴其他比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强社

会与文化层面的考察，以及对于档案等原始资料和一手数据的使用。 在研究使命与取向上，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

较研究的主要使命在于探索图书馆学教育中外融合的路径，因此要坚持本土关照的研究取向，将反思与“互鉴”

贯穿其中，创新和丰富研究模式，从经验借鉴走向理论生成，以期获得对学科教育发展路径的深层认知，为探寻学

科教育未来走向提供行动知识，从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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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ｕ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５７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０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大环境的变化，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数据科学

等相关学科的大量增设，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

学教育正面临转型与深刻变革，推动了学界对

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其中便包括中外的比较

研究。 作为比较图书馆学的重要领域，中外图

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可以为探寻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未来走向提供借鉴与参考，促进学科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完善比较图书馆

学的理论与方法，丰富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综而论之，当前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

究的主要成果包括：①研究异同或平行研究，以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状况的异同比较为主，
兼及部分专门的图书馆学教育史平行比较。 例

如，Ｌｉｕ［１］ 、Ｊｉｎ［２］ 、陈传夫［３］ 、王知津［４］ 、曾果果［５］

等对中美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状况、课程、师

资、研究生教育、早期历史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李常庆［６］ 、任家乐［７］ 等对中日近代图书馆学教

育史异同进行了研究。 ②借鉴研究，侧重于在

引介、评析他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或教育史研

究的基础上，探讨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与参考

价值。 此类研究虽然并不直接注明是中外比

较，但在探讨国外教育时往往预设了一个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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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对象，即我国。 例如，冷伏海［８］ 、 邹永

利［９］ 等在考察英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日
本教育改革项目 ＬＩＰＥＲ 的基础上，指出其对于

我国的借鉴价值；周亚在对 １８８７—１９５５ 年美国

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考察的基础

上，提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要在整体上获得人

文性、科学性、技术性的平衡等观点［１０］ 。 ③影响

研究，尤重于探讨他国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及其

思想、制度等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人

的影响。 王子舟［１１］ 、彭敏惠［１２］ 、张书美、刘劲

松［１３］ 、李刚［１４］ 、龚蛟腾［１５］ 等讨论了民国图书馆

学教育在课程框架设计、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

方面受美国的影响；程焕文［１６］ 、吴稌年、顾烨

青［１７］ 、郑锦怀［１８］ 、郑丽芬［１９］ 、韦庆媛［２０］ 等探讨

了美式教育对沈祖荣、杨昭悊、杜定友、李小缘、
洪有丰等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教育家的影响；
林梦笑［２１－２２］ 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学内容等

方面，梳理了苏联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在中国的

传播及其影响。 ④其他相关研究，近年间，学界

在国际图书馆事业、国外图书情报学教育、中国

图书馆史、外国图书馆史、中外图书馆交流史等

相关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周文骏与王红元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 （２０１１）、韩永进主编

《中国图书馆史》 （２０１７）等，丰富了中外图书馆

学教育比较的研究基础。
当前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定进展，既有现实层面的比较，又有历史层

面的比较，或兼有历史与现实双重层面的综合

比较研究；比较主题涉及发展变革、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研究生教育、教育机构、教育资格认

证等；所涉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前苏

联等，以美国居多。 然而，研究方法仍然相对单

一，以文献研究居多，方法体系、研究视角、分析

框架及规范性亟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当前对

于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等理论

问题的探讨极为不足，这严重制约了其规范性

发展和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实际应用价值。
由此，本文借鉴比较教育学等学科理论，尝试对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与问

题、研究方法与资料、研究使命与取向等基本理

论问题作以探讨，研究视域涵盖历史层面、现实

层面与综合层面的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

研究。

１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对象与
问题确立

比较对象与研究问题是开展中外图书馆学

教育比较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那么，应
当如何确立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与问题，避免

陷入“为比较而比较”的窠臼，则是需要思考的

首要问题。
第一，丰富比较国家选取的多样性。 在现

有研究中，多数成果仍以美国作为主要的比较

国家。 然而，如果比较研究的对象过于集中于

一国或个别国家，则有可能造成学科发展的路

径依赖，忽视图书馆学教育作为文化事业的多

样性与学科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从而导致教育

模式的单一性。 苏联曾经对我国的图书馆学教

育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当前对于中苏图书馆学

教育史的比较研究仍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重要问

题。 同样，针对英国、芬兰、丹麦等欧洲国家，日
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亚洲

国家，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
需要开展进一步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通过比

较研究揭示和探索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多元路

径与多重可能性。 例如，Ｎｏｈ 等人认为，对于韩

国图书情报学课程的调查研究，可以为教育环

境相似的中国、日本的课程研究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并且期待“在不同的国家开展类似的研

究” ［２３］ ，显示出国际比较研究的迫切性。 在与

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有不同的侧重

点，或重在历史比较，或重在现实考察，或整体

视角的比较，或聚焦于个案研究，等等。
第二，拓展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的范畴

和问题域。 在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中，
有诸多方面可以开展比较研究，如课程体系、具
体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学生、就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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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认证制度、教育机构、相关专业组织、教
育模式、教育改革、教育体系、教育理论与思想、
学科教育研究，等等。 上述方面，有些已经有了

较多的比较研究，如课程体系、师资、教育认证

制度、研究生教育、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等教育机构。 不过，
仍有诸多可以进一步比较研究的主题，如教育

理论与思想、专业组织、实践实验教学、继续教

育、学科教育研究等方面。 试举两例说明：①中

外图书馆学继续教育比较研究。 将各国图书馆

学继续教育纳入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

视野，有助于拓展研究范畴，并促进图书馆学教

育界与实践界的互动与联系。 Ｒａｆｉｑ 等人的研究

发现，图书情报学院在巴基斯坦图书情报专业

人员的继续教育中，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２４］ 。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进步与信息技术的

发展、图书情报学知识体系更新速度的加快以

及图书馆员职业化水平的提升，未来的图书馆

与信息职业从业者将对继续教育提出更为迫切

的需求，并激发图书馆学教育的活力。 ②中外

图书馆学教育研究的比较研究。 美国等国的图

书馆学界重视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调查与研

究。 在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诸

如《威廉姆森报告》、ＫＡＬＩＰＥＲ 等大量的图书馆

学教育调查、教育改革与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并
创办了专门杂志《图书情报学教育杂志》，塑造

了其偏重学科教育研究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

究特色。 因此，对于中外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成

果及其学术史的比较研究，既可以从中汲取图

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养分”，又有助于梳理中外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史，增进本学科

的学术积累。
第三，从现实困境中寻找比较研究的课题。

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学生实践能力与

专业认同感不足、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文化事

业发展［２５］ 、图书馆员去职业化［２６］ 等现实问题与

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

出现了稳中趋降的局面，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２７］ 。 同时，国际图书

馆学教育也面临着某些困境。 例如，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澳大利亚图书情报学师资的整体数

量和年轻教师的教职数量便呈现下降趋势［２８］ ；
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图书情报学科以研究生

教育为主。 在此情况下，更多的中外图书馆学

教育比较研究需要从现实困境中找寻比较的基

点与研究课题，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并在规

范的研究方法指引之下探索问题的历史归因、
应对路径与解决方案。 那么，我国未来的图书

馆学本科教育将如何发展？ 如何处理本科教育

与研究生教育及其他层次图书馆学教育的关

系？ 不同的现实情况往往植根于不同的历史因

素与社会环境。 因此，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

回到中外图书馆学学制设置与改革的历史场景

与现实环境之中，通过对中外图书馆学学位制

度和教育体系形成的社会环境、历史过程等综

合因素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选择适合我

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发展的路径。
第四，强化图书馆学教育史的比较研究。

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往往带有明显的“今史

观”特征［２９］ 。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史的比较研究

是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纵向深化，不仅有

助于理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复杂历程、现状

与当代命运，同时也有益于廓清对于他国图书

馆学教育发展历程的模糊甚至错误的历史认

知，进而提升比较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我国民

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创始及早期发展，受到

来自欧美图书馆学界的重要影响。 因此，加强

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从历史的

源头深入探究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

发展脉络。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自新中国成

立后，尤其是 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在课程体系、师资建设、教育模式、教育与

学术的双向互动等方面经历了重大变化。 今日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已大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境

况———从早期带有浓厚培训色彩的人才培养手

段发展成为具有多层次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
成为整个社会科学学科群之一员的现代学科。
因此，加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１９７０ 年代

后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是考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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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形成的重要路径。 在

图书馆学教育史比较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探究

的重要课题是，为什么有些图书馆学院系或教

育项目被关闭？ 在这方面，已有 Ｐａｒｉｓ［３０］ 、Ｍｕｌｌｉ⁃
ｇａｎ［３１］ 等人的相关研究，但多是针对美国或其他

单一国家，较少进行国际之间的比较研究。 因

此，如能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消失的图

书馆学教育项目进行比较研究，或能得到对于

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

究结论。
第五，关注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中的共

性问题。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美

国、前苏联、日本等具有密切联系，在诸多方面

存在相同或相近的共性问题。 例如，信息技术

等领域的技术革新是各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

共同挑战，如何处理信息技术与整体教学内容

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改

革的重要关切点。 加强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共性

问题的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国家图书馆学教育

问题解决路径的异同，既有助于归纳图书馆学

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性化经验，同时也可

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提供另一条路径。 例

如，通过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著等途径建构和

调整图书馆学内容体系，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

发展史中的常见现象，如 １９８０ 年代北大和武大

合作编写《图书馆学基础》。 同样，这一点在外

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也并不罕见，如 １９ 世纪后

期杜威通过图书馆学教学内容的调整确立了以

图书馆经营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

系［３２］ 。 因此，对于中外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教材

等的调整个案或宏观历史演变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展现不同国家对于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与知

识体系等基础理论建设所作的努力，在比较研

究的基础上发掘图书馆学的理论遗产。
第六，关注中外图书馆学教育中关涉“人”

的问题。 １８１７ 年，法国“比较教育之父”、教育家

朱利安（Ｍａｒｃ⁃Ａｎｔｏｉｎｅ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７７５—１８４８）在《比
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一书中阐述了

其致力于人道主义的教育理想［３３］ 。 作为社会科

学的一部分，图书馆学本质上是关注人的需求

的学科。 与此相适应，图书馆学教育应带有鲜

明的社会性特点与人文关怀，应富有人道主义

的教育色彩，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在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图书馆学院

系是如何逐渐将图书馆实践中所形成的职业精

神融入课程之中的？ 如何通过图书馆学教育来

传播与培育准图书馆员的职业伦理、职业规范

的？ 对于上述问题，中外图书馆学教育界又采

取了哪些解决方式和行动路径？ 产生了怎样的

历史效果与影响？ 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外图书

馆学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又
是如何传播与体现职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以
及有何发展趋势？ 等等。 这些问题都值得开展

相应的比较研究。 上述关涉“人”的研究多是集

中于教育培养的对象———作为准图书馆员的学

生及其人文精神，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对于图

书馆学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中外比较，并评

估其对于当代图书馆学教育的现实价值。

２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与
资料拓新

钟守真曾言：“比较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要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主要取决于研

究者对图书馆现象研究的科学方法。” ［３４］ 图书

馆学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 要促进中外图

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须拓展和

完善其研究方法，形成规范的方法体系。
第一，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既需要

通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又亟待采用新的方

法。 哲学方法、历史研究法、问卷调查、网络调

查、案例研究、内容分析、归纳法、演绎法、统计

分析、分析与综合等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是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同样

适用于中外图书馆学教育的比较研究。 比如，
陈传夫对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院的名称、招生

规模、授予学位的数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３５］ 。
又如，在对图书馆与资讯学科线上教育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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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时，王梅玲采用了网络内容分析的方

法［３６］ 。 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比较教育学等学

科的研究范式也在发生变化。 以比较教育研究

而论，正在从过去更多的文献研究逐渐转向质

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合，尤其是国际教育成

就评 价 协 会 （ ＩＥＡ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ＯＥＣＤ） 开 展 的 “ 国 际 学 生 评 估 项 目 测 试

（ＰＩＳＡ）”等跨国跨地区的学业测评，促进了比较

教育 研 究 范 式 及 方 法 论 体 系 的 转 变 与 革

新［３７－３８］ 。 对于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来

说，在新的教育环境、技术环境、数据环境下，亟
待实现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视角、研究数

据等方面的创新。
第二，注重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比较教育

学、比较文学、比较政治学、比较史学、比较美学

等比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Ｌｏｒ 在回顾国外比

较图书馆学学术史的基础上发现，大部分图书

情报学的比较研究都是非理论性的，大都建立

在“天真的经验主义” （ ｎａｉ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的假设

之上，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同行研究相比

较，也很少利用到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理论，因
此也难以建立起理论主体，由此他提出要借助

本学科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构建比较图书馆

学的中层理论［３９］ 。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

带有跨学科的特征，既属于比较图书馆学的研

究范畴，又与教育学尤其是比较教育学具有紧

密的关联性。 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善于

从其他学科选择和吸收新理论，包括自然科学、
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世界体系等理论，
不断提高对于教育问题的研究能力［４０］ 。 对于中

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而言，借鉴其他学科

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完善自身方法体系的重要路

径。 例如，可比性是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

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且这些

比较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可比性理论的探索

已有一定的积累，如在比较史学的范畴中，历史

可比性原则是指社会发展方面大体上处于同一

阶段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４１］ 。 可比性理论及

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对于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

较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为比较对象的选

取、历史比较中的时间区间划分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原则和基础。 又如，近年间比较教育学研

究较多地采用了民族志、扎根理论［４２］ 、叙事研

究［４３］ 、后现代历史研究法［４４］ 以及多元的研究方

法［４５］ ，这些为拓展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方

法体系也提供了参照。
第三，加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考察，提升比

较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在对中外图书馆学教育

进行比较研究时，不能仅停留在异同对比的层

面，还需要进一步结合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
深化分析的角度与层次。 Ｄｉｓｏ 和 Ｎｊｏｋｕ 在研究

尼日利亚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时说道：“只有结合

教育所在的整体环境和它所处的文化氛围，图
书情报学教育才能得到有意义的讨论。” ［４６］ 在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
政治、教育等社会环境与图书馆学教育存在着

互动关系，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制约或促进了

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教
育规模、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内容都产生

了多方面的影响［４７］ 。 因此，中外图书馆学教育

的比较研究，除着眼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
学方法、教材建设、教育体系等图书馆学教育本

身的不同维度之外，还需要跳出图书馆学教育

本身，从社会层面考察不同国家图书馆学教育

事业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分析二者互动关

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状态。 尤其是，重在考

察图书馆学教育如何适应和积极地利用社会环

境的变化，如何处理好学科自身独立性与依存

性的关系、学科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

系、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变”与“不变”的关系、
图书馆学教育与相关学科及其他行业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探索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环境的良

性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
需要加强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 顾明远指出，
比较教育研究需要重视文化研究，“离开民族文

化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政策。 最好能到

该国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他们的民风民俗及其

与教育的关系，如他们对教育价值观的理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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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期望等文化观念形态” ［４８］ 。 图书馆事业

与图书馆学教育归根到底是文化事业，深植于

各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

虽受到美国、前苏联等国的外来影响，但与此同

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发展历程与现状更是社

会文化发展模式、文化心理、教育观念等内在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在对中外图书馆学

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结

合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加强对于文化因

素的研究，从文化根源上探求图书馆学教育实

践的不同表现形式。
第四，在研究资料上，加强对档案等原始资

料和一手数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 资料问题

也是方法问题———研究资料既能够推动新的研

究方法的采用，同时，对于研究资料本身的考

证、辨伪、阐释等也是比较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方

法。 原始资料是影响比较教育学、比较文学、比
较政治学、比较图书馆学等比较学科发展的重

要因素。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会使用到

大量原始资料与数据，尤其是图书馆学教育史

和教育改革的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欠缺、实地

考察条件限制、网站更新滞后等因素，早期的比

较研究容易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资料与

数据的不准确性，近些年这一问题正在逐渐得

到改善。 国际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日益频

繁，为获取图书馆学教育一手资料、解决研究数

据的不准确性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原始档

案方面，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哥伦比亚大学

等机构藏有大量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档

案，如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协会与美国图书馆

协会档案［４９］ 、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档案［５０］ 等，
并以较为开放的态度提供利用。 同时，数字科

研环境与档案数字化的建设，为国外图书馆学

教育一手数据与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使用

提供了便利。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研究

者可以充分利用各类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开
展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获取比较研究所需的

原始档案等一手资料与数据；如条件受限，也可

利用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与数字科研环境，在外

文资料收集、研究数据采集等方面寻求与外国

研究人员、海外中国学生学者的科研合作，从而

为开展深入的中外比较研究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料与数据。

３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使命与
取向

第一，探索图书馆学教育中外融合路径的

当代使命。 陈伟在回顾中国比较美学的百年历

程时说：“比较美学对中西美学思想进行多角度

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美学的文化精神，使我们

更深刻地把握了双方的特点和规律，为建立一

种立足于本土语境并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优秀

文化精华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作了必要准

备。” ［５１］ 与此相近，在当代教育国际化的大潮

中，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使命在

于探索图书馆学教育中外融合的路径，融中外

各国之所长，促进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 一方面，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相互引介、
沟通和交流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各自的经验与教

训，从而成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桥梁；另一

方面，在交流的过程中，比较研究可以起到“筛

子”和质量控制的作用———将他国的教育模式

加以过滤或改造，将其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实

践和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使其在比较、评价、
筛选、改造与融合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实现其当

代价值与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比较研究成为

介于机械的“拿来主义”与本土独创之间的另一

条道路。 在探索图书馆学教育中外融合的路径

这一使命指引之下，该领域研究遵循着一定的

研究取向。
第二，坚持本土关照的研究取向，将反思与

“互鉴”贯穿其中。 教育学者高原称：“对于我国

的比较教育来说，无论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

什么样的具体的历史问题，本土关照始终都是

一个永恒不变的共时性的问题，尤其是当现代

性畸变成一种文化问题的时候，这种本土观念

的觉醒显得更为重要。” ［５２］ 同样，中外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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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比较研究，也并非无的放矢的随意比较，
而应植根于中国本土和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历

史与现实，“我们只有将中国经验纳入和其他国

家的比较的视野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和解释

中国现象” ［５３］ ，其落脚点在于建设“中国的图书

馆学”。 国际比较为反思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历程提供了参照系和切入点。 一方面，对于历

史层面的比较研究而言，需要在国际宏观视野

之下着力考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复杂历

程，反思其遭遇的历史挫折与教训，探寻现实困

境的历史根源，从而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

的。 另一方面，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也

应改变单向的学习和借鉴式的研究范式，从单

向学习走向双向“互鉴”，深入挖掘我国图书馆

学教育中有价值的教育理论与思想、教育传统、
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等。 进而，在国际比较中

阐发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独特之处，在“互鉴”
与双向比较中探寻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多样化

模式。 因此，本土关照的研究取向，并不意味着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只对我国具有实际

的致用性，对于“互鉴”的追求也赋予了它促进

国际图书馆界了解“中国的图书馆学”的使命。
第三，创新与丰富比较研究模式。 比较图

书馆学的研究模式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

科研究等类型［５４］ 。 当前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

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或异同

研究等研究成果。 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存在着

比较的随意性、研究结论简单化等问题，例如，
将别国的不同之处直接拿来借鉴，却较少考虑

差异的复杂成因及其适用性。 这些问题的出

现，与现有比较研究模式的匮乏有一定的关系。
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除了继续开展异同研究

等比较研究外，也需要探索比较研究模式的创

新与转型，修正、补充和丰富现有的比较研究模

式。 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变异学提供了可资参

考的模式。 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

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

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

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

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
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５５］ 。 在以

往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影响研究侧重强调同源

性与联系，平行研究侧重不同国家的作家、作

品、文学现象的类同比较，而变异学研究则更为

强调东西方文学的异质性和变异性，这有助于

弥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关注同源性和类同性

而忽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缺憾［５６］ 。 从变异学的

角度对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开展比较研究，有助

于发现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异质性特点，以
及在外来影响之下所呈现出的新的变异性特

征。 这些变异性特征既不同于一国固有之传

统，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来源国家的教育实践，并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新的图书馆学教育传统，
如在美国和苏联影响之下的分类法与目录学教

育。 此外，变异学理论也有助于解释同样教育

框架之下的不同教育发展路径。 例如，西班牙

和意大利的图书情报学具有共同的历史根基和

相似传统，然而，同在博洛尼亚进程（ ｔｈｅ Ｂｏｌｏｇ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Ｐ）教育框架之下的帕尔马和巴塞罗

那，其图书情报学教育项目的研究与教学却表

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５７］ 。 因此，在中外图书馆

学教育比较研究中引入变异学等研究模式，有
助于深层次、多角度地理解我国图书馆学的学

科特质。
第四，从经验借鉴走向理论生成。 比较研

究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

的比较研究，可以为完善和创新比较图书馆学

的理论与方法、促进该领域向纵深化发展，以及

推动图书馆学理论建设提供适当的切入点。 通

过中外图书馆学教育的比较研究，能够总结、吸
收与借鉴外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

训，但不应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 事实上，图书

馆学教育活动本身与图书馆学理论之间便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
科技、教育、文化以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背

景之下，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呈现出各自不同的

发展路径，反映、塑造着各异的图书馆事业与图

书馆学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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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研究素材。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尤其是比

较图书馆学理论建设这一任务的指引之下，中
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可以为图书馆学理论

尤其是本土化理论的生成与创新提供另一路

径。 例如，我国的文华图专、日本的庆应义塾大

学图书馆学科、法国的巴黎图书馆学校（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图书

馆学教育的影响，为探求他国图书馆学教育模

式与本土相适应的机制提供了典型案例。 通过

考察这些图书馆学教育项目的异同及其历史演

变，并对其创办者或重要参与者韦棣华（ Ｍａｒｙ Ｅ⁃
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ｏｏｄ， １８６１—１９３１）、罗伯特·格特勒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Ｇｉｔｌｅｒ，１９０９—２００４）、莎拉·博格尔

（Ｓａｒａｈ Ｃ．Ｎ． Ｂｏｇｌｅ， １８７０—１９３２） 等教育家思想

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对

于图书馆学教育的不同影响，总结学科发展的多

元模式，并探索图书馆学理论本土化的规律。
第五，获得学科教育发展路径的深层认知。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自肇始之初，便带有鲜明的

美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印迹。 新中国成立后，转
而受到苏联图书馆学教育的深刻影响，乃至于

今日，我国学界仍密切关注国际图书情报学教

育的最新动向。 在百年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史

中，大批接受外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学人更是直

接将其所学用于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与图

书馆实践。 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对中外图书馆

学教育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研究，梳理不同国

家图书馆学教育在发展阶段、教育体系、教育制

度、教育模式、课程体系、教材内容、教学方法、
师资结构、学术研究、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历史演

变及其相互关系、异同之处，剖析他国对于我国

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深层次与多方位的影响。
唯其如此，方能更为清晰地认识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发展的来龙去脉，辨明其中的外来因素与

本土特色，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历史贡献与经验。 同时，比较也是发现

问题的有效路径。 借助于比较研究和“他者”的

视角，也有助于发现不同国家图书馆学教育、图
书馆实践、图书馆学理论等研究中的新问题，推

动相关学术领域的演进。
第六，为探寻学科教育未来走向提供行动

知识，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图

书馆事业与学科教育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我

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将如何发展？ 如何进行改革

以使其葆有新的活力和生机？ 在个体层面，图
书馆学教育者如何改进、革新其教学内容与方

法？ 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聚焦于本国的图书

馆学教育研究固然有助于提供某些答案。 然

而，如果能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国际图书馆学

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变革方向，在比较研究

的基础上总结和揭示图书馆学科发展的普适性

路径和规律，则可进一步为探寻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未来道路提供可供参考的行动知识、解
决方案与实践指南。 又如，我们应如何认识国际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 对于国际图书情报学教育界的最

新进展和动向，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界应采取怎样

的行动？ 是否可以照搬？ 对于此类问题，只有将

其放置于具体历史和国际比较的情景之中，对其

兴起的历史背景、驱动因素、直接影响与长远影

响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将其与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实境况、社会环境等进

行比较分析，方能得出客观的回答，并为制定我

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方案提供参考。 以上都对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提出了要求。

４　 结语

作为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外

图书馆学教育的比较研究服务于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与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借鉴比

较教育学等学科理论，对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

较研究的研究对象与问题、研究方法与资料、研
究使命与取向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探

讨。 首先，在研究对象与问题方面，丰富比较国

家选取的多样性，拓展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

的范畴和问题域，从现实困境中寻找比较研究

的课题，强化图书馆学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关注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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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图书馆学教育中关涉“人”的问题；其次，在研

究方法与资料方面，除使用通用的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外，亟待采用新的方法，注重借鉴其他比

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

考察，加强对档案等原始资料和一手数据的搜

集、整理与使用，以期形成规范的研究方法体

系；再次，在研究使命与取向上，其主要使命在

于探索图书馆学教育中外融合的路径，要坚持

本土关照的研究取向，将反思与“互鉴”贯穿其

中，创新与丰富比较研究模式，从经验借鉴走向

理论生成，获得学科教育发展路径的深层认知，

为探寻学科教育未来走向提供行动知识，从而

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问题的

解决，将有助于提升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

究的规范性，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建设与不断发

展，从而提升其对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

现实应用价值。 然而，该领域仍有诸多问题值

得深入研究，尤其是亟待形成成熟完善的研究

方法体系，以及建立在科学理论与规范方法之

上的应用研究范例。 唯有理论、方法、应用三者

协同共进，方能推动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

究乃至比较图书馆学的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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