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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智识、智见:智慧图书馆之特征解析

张　 慧　 叶　 鹰

摘　 要　 在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数智跨越”过程中,需要探讨并明晰智慧图书馆的主要特征。 本文以

元分析思维方式整合智慧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探索,提出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的三个特征:“智能” 特

征体现为技术资源“硬智能”和人力资源“软智能”的集成;“智识”特征体现在对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的认识,

以及通过智慧图书馆的“软智能”与用户达成共识;“智见”特征体现于结合人工智能( AI) 应用的数字人文和

虚实互补的元宇宙取向。 智慧图书馆作为连通数字人文和图书馆元宇宙的 AI 实体形态,将会成为闪耀在未来

智慧世界中的明珠。 图 2。 表 1。 参考文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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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digital
 

libraries the
 

smart
 

library
 

not
 

only
 

changes
 

its
 

name
 

but
 

also
 

has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ed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digital-smart
 

leaps 
 

from
 

the
 

digital
 

library
 

to
 

the
 

smart
 

library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and
 

clarify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we
 

integra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mart
 

library
 

in
 

the
 

way
 

of
 

meta-analysis and
 

characterize
 

the
 

features
 

of
 

the
 

smart
 

library
 

as
 

intelligence cognition insight .
The

 

intelligence 
 

is
 

embodi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resources
 

as
 

hard
 

intelligence 
 

and
 

human
 

resources
 

as
 

soft
 

intelligence .
 

The
 

hard
 

intelligence 
 

supports
 

the
 

intellig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the
 

soft
 

intelligence 
 

assists
 

the
 

smart
 

library
 

to
 

provide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
 

The
 

cognition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cognitive
 

tendency
 

of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the
 

library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resources
 

to
 

value-added
 

services the
 

other
 

is
 

that
 

the
 

smart
 

library
 

should
 

reach
 

the
 

consensus
 

with
 

users
 

through
 

the
 

soft
 

intelligence 
 

and
 

build
 

the
 

intelligent
 

body
 

of
 

the
 

library.
 

The
 

insight 
 

joints
 

with
 

the
 

AI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imaginal-real
 

complemental
 

metaverse.
 

This
 

feature
 

reflects
 

both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professional
 

wisdom.
 

As
 

a
 

AI
 

reality
 

state
 

linking
 

digital
 

humanities
 

and
 

library
 

metaverse the
 

smart
 

library
 

may
 

become
 

a
 

pearl
 

shinning
 

in
 

the
 

future
 

smart
 

worl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rt
 

librar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construction such
 

as 1  it
 

needs
 

not
 

only
 

techn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concept
 

innovation 2  its
 

content
 

construction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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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 e. g.
 

smart
 

librarians
 

and
 

users   3  
 

it
 

can
 

be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humanities
 

and
 

library
 

metaverse.
 

2
 

figs.
 

1
 

tab.
 

3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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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

挑战与机遇,智慧地球、智慧社会、智慧城市、智
慧校园等一系列“智慧化”理念的涌现,进一步

引导图书馆发展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

重大转型[1] 。 智慧图书馆是继数字图书馆后在

图书馆界兴起的又一重要概念和发展模式,相
关理念提出已有二十年并不断发展。 如芬兰奥

卢大学图书馆的 Aittola 等在 2003 年提出智慧

图书馆(Smart
 

library)是不受时空限制,能够感

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可通过无线互联网帮助

用户查找图书及相关资料[2] ;Cox 等以数字图书

馆为基础界定智能图书馆 ( Intelligent
 

librar-
y) [3] 。 在数字人文、图书馆元宇宙等新兴概念

不断涌现的情景下,厘清智慧图书馆概念及其

定位对图书馆发展有指导意义。
对此,国内学者已有认识和关注。 王世伟

自 2011 年论述了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的新

模式后[4] ,接连更新了对智慧图书馆核心研究

问题的思考,包括智慧图书馆的主要特征、本质

追求和特点[5-6] ,图书馆智慧体与图书馆有机体

的区别与联系[7] 。 与此同时,从数字图书馆向

智慧图书馆转型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被关

注。 李玉海等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在数字图书馆

的基础上提出和产生的,是数字图书馆的转型

和升级、递进和发展[8] ;初景利等分别从技术、
目标、需求和服务四个方面概述二者之间的区

别,认为智慧图书馆不是数字图书馆的延伸,更
不是等同,重点强调了图书馆员的智慧在智慧

图书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 ;吴建中指出智

慧图书馆的建设应吸取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经

验教训,不能成为数字图书馆的翻版,应走出一

条创新之路[10] 。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公布,从国家战略层面促

进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同年 6 月,文化和旅游

部印发《“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进一步推动智慧图书馆进入实质性推进阶

段。 智慧图书馆虽完成起步,但迄今为止仍没

有一致公认的定义,也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参

照[10] 。 吴建中把智慧图书馆概括为一个系统工

程并阐述了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全媒体、平台化、
新业态三个核心问题,认为智慧图书馆其实是

一个体系或者理念,强调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

段提高图书馆工作的效能和个性化的应用,其
建设涉及诸如政策、技术、服务、人员等一系列

问题[10] 。
顺此思路,本文在进一步厘清数字图书馆

与智慧图书馆异同的基础上,力求阐明从“数字

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 的“数智跨越” 特征,
侧重以元分析方式讨论若干理念。

1　 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书馆之智能

无论是叫智慧图书馆还是智能图书馆,关
键是要有新内容、解决新问题。 在国内外主要

文献数据库中以“智慧图书馆”或“智能图书馆”
进行主题检索,得到各数据库 2000—2020 年收

录论文数量如表 1 所示。
在术语使用上,智能图书馆是智慧图书馆

的基础,智慧图书馆是智能图书馆的发展目

标[11] 。 由表 1 可知有关智慧图书馆研究的国内

发文比国际发文多十倍以上,且较多使用“智慧

图书馆”,所以本文遵从国内学界习惯,也采用

该术语。

068



张　 慧　 叶　 鹰:智能、智识、智见:智慧图书馆之特征解析
Helena

 

H.
 

ZHANG,Fred
 

Y.
 

YE:Intelligence,Cognition
 

and
 

Insight:Characterizing
 

Smart
 

Library

2023 年 5 月　 May,2023

表 1　 2000—2020 年国内外智慧 /智能图书馆相关论文数量

统计项
国外数据库 国内数据库

WoS 核心合集 Scopus CNKI 万方

Smart
 

library 智慧图书馆 109 119 1
 

960 2
 

368

Intelligent
 

library 智能图书馆 55 67 419 447

　 　 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不仅是名称

上的改变,而且在资源建设、整合服务等方面也

存在实质差异。 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书馆,
首先需要有超越数字图书馆之智能。

数字图书馆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图书

馆的实际应用[9] ,智慧图书馆则是将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图书馆中[11] ,二者都属于技

术型图书馆[4] 。 新兴技术不断快速发展,推动图

书馆实现了从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的第一

次重大转型,如今又通过“智能”,为数字图书馆

向智慧图书馆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

遇[9,12] 。 而智能的体现,除依靠智能技术作为

“硬智能”外,图书馆本身的“软智能”也很重要,
它们分别物化为图书馆的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

1. 1　 智慧图书馆“硬智能”———技术资源

智慧图书馆作为一项高度智能化、数字化

的重点项目,离不开各种新兴技术的推动与支

持[10] 。 围绕智慧图书馆智能化的探讨集中在两

个角度:一是从智慧图书馆建设角度出发,关于

其应具备的特点、特征、核心要素以及与数字图

书馆的异同[4-6,10-11] 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处处体

现着智慧图书馆建设离不开智能技术支持的特

点;二是从新兴技术角度出发,探讨这些技术在

智慧图书馆建设中可发挥的作用或应用场景,
如刘炜等基于 5G 技术的三大基本设计场景,结
合图书馆服务、管理和业务提出了 5G 技术在图

书馆中的十大应用场景[13] ,魏大威等提出引入

区块链技术进行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全流程管

理的构想[14] 。 在技术资源方面,以互联网为基

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以及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正在促进数字图书馆数字技术平台

向智慧图书馆智能平台转型和升级,并跨越

Web
 

1. 0 单向传播式、Web
 

2. 0 双向交互式向

Web
 

3. 0 用户参与式扩展,使图书馆通过其门户

网站转型成为用户互动、分享并参与建设的智

慧图书馆。 这样,智慧图书馆不仅提供了资源,
而且通过用户参与建设增加了价值,这正是智

慧图书馆有别于数字图书馆的“硬智能”技术特

征。 智慧图书馆促使图书馆从门户网站向智慧

平台转化,从“网络之上”成为“网络的一部分”,
将发展成为面向信息交流和增值的开放平台,
而这一跨越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革新,也需要

理念创新[10] 。

1. 2　 智慧图书馆“软智能”———人力资源

智慧图书馆建设除依靠技术资源外,还需

“软智能”支持,这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即智慧

图书馆需要对图书馆馆员进行升级,使之成为

智慧馆员,协助智慧图书馆利用全媒体资源开

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知识服务。 初景利等认为智

慧图书馆的核心是“人的智慧” +“物的智能”,
其“智慧”体现在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能力,其目的是为用户提供智慧服

务[1,9,11] 。 这里“人的智慧”即为智慧馆员所具

备的能力。 “硬智能”技术资源支撑智慧图书馆

的平台化建设,随即而来的是智慧图书馆对智

慧馆员提出新的要求,如智慧馆员需具备应用

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的能力、一定的学科专长、
信息分析能力、综合运维能力等[11,15] 。 王世伟

基于“图书馆学五定律”中的“图书馆有机体”提

出了“图书馆智慧体”,其中作为万物智联核心

的图书馆人力资源为其关键要素,图书馆智慧

体促使图书馆员在掌握智慧技能、提供智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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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同时关注人文关怀和科技伦理以及人机一

体的融合[7] 。 因此,智慧馆员在智慧图书馆建

设中至关重要,只有智慧馆员为智慧图书馆提

供“软智能”支持,智慧图书馆才能流畅地运转。
“硬智能”与“软智能”相结合的智慧图书馆

智能特征如图 1 所示。

B#D� ��D�
����N
��K�

D�6

-�6

图 1　 智慧图书馆之智能特征

　 　 技术资源作为“硬智能”,人力资源作为“软

智能”,与输入智慧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集成,形
成智慧化创新服务输出,这正是智慧图书馆之

智能体现或技术特征呈现。

2　 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书馆之智识

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书馆的另一特征体

现在内容方面。 在数字图书馆已把大规模资源

数字化的基础上,智慧图书馆将系统地展开内

容建设及选择工作,这就需要智识。 智慧图书

馆的智识特征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智慧图

书馆内容建设的认识;二是通过智慧图书馆的

“软智能”与用户达成共识。 对此,源起于 2002
 

年“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 (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的“全球知识库” ( Global
 

knowledge
 

commons) [16] 提供了内容建设的智识

雏形。 哈佛大学图书馆和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合作,倡导“全球知识库”,开展实体资源(如印

本书刊)、数字化实体资源、原生数字资源、创新

型数字资源“四位一体” 的内容建设[17] 。 与数

字图书馆主要关注实体资源和数字化实体资源

不同,智慧图书馆增加了对原生数字资源和创

新型数字资源的关注,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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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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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之智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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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一体”的内容建设战略与对智慧图书

馆的认识一致,体现出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超

越数字图书馆之智识特征。 数字图书馆建设内

容为智慧图书馆的基础,在此之上智慧图书馆

更注重原生数字资源和创新型数字资源的建

设,原生数字资源如学校师生每时每刻产生的

原创型实验数据、课程数据等,创新型数字资源

如科学研究和研讨中产生的创新型知识、思想

等[10] 。 智慧图书馆不仅要为用户提供知识和服

务,还将为用户提供互动、分享的平台,使其参

与到内容建设中来,并增加其价值。 要实现这

点可谓艰难,不仅需要智慧图书馆“软智能”的

支持,更需要用户认可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的

理念和范围,自觉参与其中,实现自我增值,为
智慧图书馆建设贡献一己之力,进而为图书馆

智慧体增添智慧,并提供更好的智慧服务,形成

良性循环。
同时,过去实体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都把

资源收藏作为重要目标,而智慧图书馆则把资

源的服务增值作为主要目的,体现了智识差异。
互联网上运行的数字图书馆或传统图书馆的网

络服务通常表现为资源和服务的 Web 门户,其
用户服务特征强调推送资源、推送服务,用户只

能被动接受。 而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则更多表

现为拉动用户,可以把有相同目标和志趣的用

户汇聚到一起,为他们提供创造价值的平台或

空间。 从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发展需跨

越 Web
 

1. 0、Web
 

2. 0 向 Web
 

3. 0 扩展,使图书

馆通过其门户网站转型成为用户互动、分享并

参与建设的智慧平台,这正是发挥智慧图书馆

之智识的方式方法。 在图书馆“硬智能”的支持

下,通过智慧图书馆的“软智能”与用户达成共

识,才能从理念创新层面助力智慧图书馆建设

走向成功。

3　 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书馆之智见

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书馆的另一根本见

识,可称为智见。 鉴于传统图书馆与现代图书

馆最大的区别是人在图书馆的位置,而智能技

术为书与书、人与书、人与人、馆与馆之间的交

互连通奠定了基础,故而智慧图书馆将通过智

能化的连接和增值服务,建立起互联互通、开放

共享的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 智慧图书馆之智

见,即在日新月异发展的新兴技术驱动下建立

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融合的图书馆服务体

系,此为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重要一环[10] 。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文的理论与技术[18]

已经催生了与智慧图书馆目标指向一致的实际

应用[19] ,对此已有较多研究成果, 本文不作

展开。
近年,元宇宙[20] 和人工智能正在大力推进

智慧图书馆建设,产生了人工智能支持下智慧

图书馆发展的元宇宙取向,进而让智慧图书馆

之智见在虚实之间获得现实与想象的最佳结合

和最大效益。 已有学者探索了元宇宙与图书馆

的结合[21-27] ,元宇宙视角下智慧图书馆建设涉

及的诸如服务模式、场景实现等问题已进入理

论探讨阶段[28-29] 。 在图书馆元宇宙中,智慧图

书馆构造正好符合书理学原理[30] :“书”扩展出

信息资源空间再造,“人”扩展出数智人与生物

人的集成,“用”则转化出交互创造向社会赋能。
书理学三原则“书是基础” “人是关键” “用是目

的”,与智慧图书馆之智见兼容。
最近,伴随 ChatGPT 应用和 GPT-4 技术等

生成式 AI 的迅猛发展[31] ,GPT 技术革命席卷知

识世界,为智慧图书馆建设注入了新活力,可望

成为智慧图书馆“硬智能” 和“软智能” 的粘合

剂,进而增进智慧图书馆之智见。
因此,结合 AI 应用的数字人文和虚实互补

的元宇宙取向可以作为智慧图书馆超越数字图

书馆之智见特征,既看见了现实,也洞见了未

来。 在此过程中,生成式 AI 和 GPT 技术可望驱

动智慧图书馆不断创新。

4　 讨论与建议

智慧图书馆最终将是面向互联互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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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知识服务创新,智能、智识、智见三特征

将贯穿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数

智跨越”过程。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过程中仍有

很多难题需要解决,我们在吴建中的三条建

议[10]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智慧图书馆是超越数字图书馆的智

识创新,首先要具备超越数字图书馆之智能,其
中技术资源作为“硬智能”,人力资源作为“软智

能”,与输入智慧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集成之后产

生增益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和文化。 这一过程的

跨越离不开技术层面的革新,但更重要的是理

念创新。
第二,智慧图书馆建设应有超越数字图书

馆的战略规划和可行的实现途径。 作为智能化

知识服务平台,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在智能资

源支持下还需相关人员的“智识”。 这体现在两

方面:一是对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的认识,在数

字图书馆内容建设基础上,智慧图书馆更注重

原生数字资源和创新型数字资源的建设;二是

通过智慧图书馆的“软智能”与用户达成共识,
促使用户自觉参与到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来,实
现自我增值,从而为图书馆智慧集成体系贡献

智慧,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智慧图书馆是连结数字人文和图书

馆元宇宙等新兴概念的本体观念,可与数字人

文和图书馆元宇宙整合发展,既体现知识融通,
也体现专业智见。 智慧图书馆建设已在数字人

文中发挥实际作用,也将借助人工智能、元宇宙

等新兴技术建立线上线下、虚实互补的图书馆

服务体系。 同时,在图书馆元宇宙中运用与智

慧图书馆之智见兼容的书理学三原则“书是基

础”“人是关键”“用是目的”,以助力其建设。

5　 小结

综上所述,在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

数智跨越过程中,综融智能、智识、智见非常必

要和重要。 智慧图书馆将超越数字图书馆成为

图书馆建设的新阶段,并成为通达未来图书馆

的新业态和图书馆元宇宙的路标。 同时,以智

慧图书馆为新的研究支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

界可以携手合作,共同开创学以致用的智慧图

书馆学。
在未来图书馆业态中,智慧图书馆可望成

为 AI 时代连结数字人文和图书馆元宇宙的桥

梁,以独特的智能、智识、智见实现“数智跨越”,
在技术集成、人员素养、服务创新等方面展现出

超越数字图书馆之特征。 智慧图书馆作为连通

数字人文和图书馆元宇宙的 AI 实体形态,将会

成为闪耀在未来智慧世界中的明珠。

致谢: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人文社科学术论文

的量化关联特征研究”(编号:2021ETQ0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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