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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缺失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

刘摇 宇摇 叶继元摇 袁曦临

摘摇 要摇 图书馆学的实践性决定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实证研究,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

范式是经验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 通过对我国图书馆学学术期刊的分析,得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严重的实

证研究缺失现象;而且,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对实证研究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对社会现状的调查就是实证研

究冶、“只有定量研究才是实证研究冶。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学术分工,由学术科研团队承担实证研究的重任,
并在科研评价系统中对原始数据的创新给予重视和肯定等方式,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发展。 图 1。
表 1。 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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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practical property of library science determined that its main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empirical
method. However熏 in China熏 the main pattern of library research are experiential research and normative research. By the
analysis on Chinese scholarly journals of library science熏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serious problems of empirical
research lack. Further more熏 lots of scholars of library science also have some mistaken cognitions on empirical research熏
such as 薹the survey on social status is empirical research薰 and 薹only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empirical research薰. The
author mak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best way of empirical research is to conduct extensive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熏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data from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1 tab. 1 fig. 18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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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实证主义和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发端于 19 世

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冶;作为一种规

范性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产生于培根的经验

哲学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1] 。 法国哲学家

孔多塞、圣西门、孔德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

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

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
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

水平。
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可证实原

则,即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它强调知

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

经验观察得到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等手段来揭示

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

有可证实性。 根据可证实原则,实证性研究方

法可以概括为两种: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2] 。

直接证实指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

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

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间接证实就是在

直接证实的基础上,根据他人直接证实的素材

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

实证主义思潮和实证研究范式的兴起不仅

起源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更根源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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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 19 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获得巨

大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西方社会

的生产力。 物质世界的剧变深刻地冲击着人们

的思想观念,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19 世纪

的社会科学家大多为一种寻求法则的热情所支

配,这种法则可与他们所设想由自然科学家发

现的法则相比照。冶 [3]17 为了探寻像自然科学一

样具有普适性的“法则冶,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

纷纷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其运用到社

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由此而掀起了所谓“社
会科学科学化冶的研究思潮。 实证研究范式从

自然科学领域扩张、深入到社会科学领域。 时

至今日,实证研究已经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的

各个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且
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实证研究范式。 该范式业已

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摇 图书馆学的实践性与实证研究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是

由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无论是

传统的“整理总和说、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事

业说冶,还是新近的“知识交流说、信息资源说、
知识组织说冶 [4]72 - 84,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始终

围绕着图书馆这一物质实体,只不过侧重点各

有所不同。 “整理总和说、图书馆管理说、信息

资源说、知识组织说冶主要是将自己的关注焦点

集中于实务研究层面,“图书馆事业说冶着重于

研究机构或事业的正常运作和科学发展,“知识

交流说冶聚焦在机构的社会功能。 研究对象的

客观实在性决定了图书馆学研究命题必须来源

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图书馆学研究的各种

问题必须采用实证研究,否则就会陷入阐释学

的主观误区,丧失物质实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在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判别问题上,国外

图书馆学界流行两种观点:一种以前苏联图书

馆学家丘巴梁为代表,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社会

科学;一种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家谢

拉为代表,认为图书馆学属于人文科学。 虽然

国内关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争论此起彼伏、
观点纷呈,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综合科学、

应用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观点都受到不

同学者的支持和肯定,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的

主流 观 念 认 为, 图 书 馆 学 是 一 门 社 会 科

学[4]210 - 222,符合米尔斯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

的归纳,即:“淤关注的重点是具体的人类行为;
于不是单独研究人类事务的某一方面,而是把

它同其它部分联系起来;盂研究偏重于重复出

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问题;榆研究重

点更多地落在了当代,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

件。冶 [3]65 - 66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它在阐述问

题和解决问题时必须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即
在理论的指导下,大量地收集有关社会事实的

原始资料,进行规律性的抽象和归纳,并将自己

的研究结论反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加以检

验。 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了图书馆学

的主流研究方式必须是社会科学的,即实证

研究。

3摇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实证研究

的缺失

从收集研究资料的技术划分,我们可以将

实证研究划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类型:定量研

究包括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内容分析、二次分

析(对现有统计资料的再分析),定性研究包括

实地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5]29。 从研究的性质

划分,我们可以将已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范式划分为经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

究、思辨性研究四种类型。 其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典型范式

经验性研究是对现实人类活动作经验性描

述的研究,是对现实实践或活动状态的文字性

总结和数据性调查;规范性研究是试图勾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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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人类活动的愿景;实证性研究是根据某种

理论从人类现实活动中抽象出普适性的研究假

设,并将这一假设运用于特定情境下加以检验,
以得到验证的结论对人类的活动进行指导;思
辨性研究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对人类活动的价值

进行理论演绎,以影响、改变人们的观念及对世

界的看法。
虽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决定

“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

力冶,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有如下两

种:淤对现实存在的图书馆活动作经验性表述

和说明的描述性研究(即经验性研究);于试图

勾画理想的图书馆,从而为现实图书馆活动提

供借鉴的规范性研究(即规范性研究) [6] 。 在这

两种研究范式中,又以规范性研究为我国图书

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如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

学研究的热点,无论是人文层面的图书馆精神、
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制度,还是比较偏重技

术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乃至最新的图书

馆 2. 0 研究,其实都属于规范性研究,都是依据

某种观念或技术着力于理想图书馆的塑造[6] 。
由于图书馆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弱势地

位,图书馆嬗变的直接动力又主要来自学科外

部,加之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世界图书馆事业中

的相对落后地位,导致中国的图书馆学主要依

靠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技术方法,并借鉴

发达国家图书馆已有的经验。 这种研究模式致

使我国图书馆学的经验性研究缺乏理论深度,
规范性研究又严重脱离我国图书馆实际,正如

我国一些学者一致坚持论证的“图书馆学是一

门前科学冶 [7 - 8] 。
然而,对于“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冶这样

一个论断,有待证明。 因此,笔者对现阶段图书

馆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文献调查。
笔者决定以期刊论文作为考察对象,学术

期刊是一个学科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也
是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的核心领域。 因

此,通过对图书馆学学术期刊中发表的学术论

文进行调研,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图书馆学的研

究热点和主流研究方法,进而间接判断出该学

科的发展态势和研究范式。

在数据来源的选定上,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技

术。 首先,我们采用立意抽样 ( Purposive Sam鄄
pling,又称判断抽样)选取 2008 年出版的《中国

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

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情报资料工

作》和《图书馆建设》共 7 份刊物作为论文的抽样

源。 之所以选取这 7 种刊物作为样本来源,原因

有二:淤这 7 份期刊是在 CSSCI 来源期刊(2008 -
2009)中图书馆学学科从高到低依次排名前10 位

的期刊,能代表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整体水

平。 于选择 2008 年的刊物作为样本,时间较近,
最能代表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现状。 然

后,我们采用随机抽样技术选取这 7 种刊物某一

期的全部论文作为样本进行数据统计。
根据纽曼对收集研究资料的技术划分,我

们将图书馆学现行主要研究方法归纳为 7 大类:
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二次分析法、历史

比较法、案例分析法和文献法。 笔者在研究方

法中自行添加了“文献法冶,这一类名虽然有较

强的模糊性,甚至和前 6 种研究方法中某些方法

有一定重合;但是由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具有较强的“从文献到文献冶的传统,姑且用“文
献法冶来表示无法归入其他 6 类的研究方法,以
此组成一个具有互斥性的研究方法全集。 笔者

通过直接阅读,判断每篇论文的研究性质和研

究方法。 虽然这种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地介入了

研究人员的主观性判断,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

状来看,它是最为可行的能够得到我国图书馆

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分布的有效手段。 调研

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目前

我国图书馆学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

究,占样本的 84. 04% ;相对于定量研究,具有方

法论上的绝对优势。 其中,历史比较法占有较

大优势(43. 19% ),它本身也是我国图书学研究

人员使用最多的方法。 这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笼罩了浓厚的史学氛围冶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图

书馆学提升自己学术地位的内在理路是模拟

“历史学冶的路径,进行“历史学化冶 [9] 。 定量研

究仅占样本的 15. 96% ,进一步细分可见,绝大

多数属于调查法(15.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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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研究方法调查频次比例分布表

研究方法
研究性质

规范研究 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 思辨研究
总计 比例(% )

定量

实验法 - - - - 0 0

调查法 - 28 5 - 33 15. 49

文本分析法 - 1 - - 1 0. 47

二次分析法 - - - - 0 0

15. 96

定性

历史比较法 22 61 - 9 92 43. 19

案例分析法 - 16 8 - 24 11. 27

文献法 45 10 - 8 63 29. 58

84. 04

总计 67 116 13 17 N = 213

比例(% ) 31. 46 54. 46 6. 10 7. 98 100. 00

摇 摇 从研究性质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图书馆学

研究的主流范式属于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两
者共占样本的 85. 92% ,这一数据分布特征验证

了邱五芳研究员的观点。 而且,经验研究为我

国图 书 馆 学 研 究 的 主 要 范 式, 占 样 本 的

54. 36% ,这验证了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学

科属 性。 实 证 研 究 和 思 辨 研 究 占 样 本 的

14. 08% ,且实证研究仅占样本 6. 10% ,是四种

研究范式中最少的一种。 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

的缺乏,是导致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比较低的原

因之一。 “长期以来,图书情报学在中国的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被学术主

流视为‘小儿科爷冶 [10] ,一些学者认为图书馆学

带有较强的“前科学冶色彩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

的。 总体来说,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现状是缺

乏实证研究,处于一种实证研究严重缺失的

状态。

4摇 中国图书馆学人的实证研究努力

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缺乏实证性研究,但是

近年来一些敏锐的图书馆学人注意到这种研究

现状,纷纷开始了实证研究的探索。 如王子舟

教授等人对 5 省 10 县图书馆的调查[11] ,徐建华

教授等人开展的对图书馆员“离职倾向冶与“消
极心理体验冶的实证研究[12] 。 此外,我国图书

馆学一些重大的项目课题也开始以实证研究为

研究取向,努力用“数据说话冶。 如近期王子舟

教授主持的对北京、武汉、深圳农民工知识能力

及对图书馆需求的社会调查[13 - 15] ,福建和内蒙

古村民的知识能力与对图书馆需求的社会调

查[16 - 17] 。 再如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攻关项目“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

体系研究冶之子课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合理布局研究冶。 该研究统计分析得到:2005
年中国内地具有 CN 号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

共有 4500 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相对

准确的数据为 2770 种[18] ,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量的认定。 对于期刊

界、学术界对期刊整顿的呼吁,该研究从学术发

展的实际出发,以我国学术人口、学术经费等客

观条件为切入点,统计分析了我国学术期刊的

学科、地区分布、出版周期、创刊时间、责任者、
学术质量等级、载体、语种和文献级别等结构特

征,用结构化的特征去解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的现状。 在比较国外有关数据的基础

上,项目组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总

量仍有发展空间,主要问题是各类期刊中品种

重复与缺漏同时存在;应以期刊质量评价为突

破口,调整期刊结构;在调整中注重信息技术应

用,尤其注重新兴学术交流方式,诸如大力创办

数字期刊、发展开放存取(OA)期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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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文献调研中发现,我
国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对实证研究在认识上存在

两种误区:淤认为对社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就

属于实证研究。 这类调查通常通过统计大量的

调查问卷,获得数据分布的各种特征,以此来推

论某种社会现状。 这类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支

持,缺乏必要的样本信度和效度分析,与实证研

究有着较大区别。 于认为只有定量研究才属于

实证研究范畴。 这种观念使研究人员陷入惟数

据论的误区。 “虽然实证主义研究者比较喜欢

精确的定量资料,而且时常使用实验法、调查法

以及统计分析法冶,但是,“实证主义有许多类

型,诸如逻辑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覆
盖律 模 型 ( Covering Law Model ) 和 行 为 主

义。冶 [5]90 - 91特别是一些学者采用扎根理论对某

些个案进行深入分析的实地研究,无疑也属于

实证研究的范畴。

5摇 探索中国图书馆学的实证研究之路

从国内外的经典实证研究范例来看,他们

所强调的是所有的研究都要从社会的客观实际

或实践出发,立足于现实的素材,使研究具有现

实性和客观性。 所以,图书馆学的实证研究也

概莫能外。
如何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弘扬实证研

究,邱五芳研究员提出了四点建议:淤始终坚持

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于切忌只有自上而下的

单一视角;盂客观认识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和社

会责任;榆避免陷入伪实证研究的泥沼[6] 。 在

具体开展实证研究时,我们在坚持这些基本的

研究原则的同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实证研究

的基础是占有大量的能反映社会现实和实践的

原始资料和数据。 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收集

一般都是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或进

行精确设计的实验所得,个体研究者受到研究

条件的制约,开展的社会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有

限,对实验的作用条件的控制能力也有限。 这

会导致学术评价人员质疑个体研究者所得数据

的代表性和准确性,进而导致人们质疑在数据

基础上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中国图书馆学弘扬实证

研究的进程中应该贯彻两点:淤实证研究的推行

主体应该是学术团队或研究团体;中国图书馆学

要进一步弘扬实证研究,必须要走研究分工之

路。 一些有项目资助的研究团体,应主动承担学

术共同体所赋予的学术责任,敢于啃硬骨头,承
担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收集与创新的学术责任,即
进行所谓的直接性实证研究;对于大多数零散的

处于自发状态的研究个体来说,应将自己的研究

立足于中国图书馆的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思考问题,运用研究团体所收集的原始资料和数

据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播一家之言,即开展所

谓的间接性实证研究。 于作为具有重要导向作

用的科研评价系统,应对原始数据的创新给予积

极的重视和肯定。 这样,才能鼓励研究人员花费

精力进行原始数据的积累。 准确的原始数据是

实证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如果原始数据不能真

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何来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证研

究? 何来理论的创新?
在学科细化、学科融合的学术背景下,中国

图书馆学人只有通过学术分工、各司其责,在学

术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广泛深入的合作,才能打破

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突破图书馆学的“前
科学冶地位。 在此基础上,中国图书馆学人才能

在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实证研究之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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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从而形成人工辅助下的更具实际应用价

值的知识发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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