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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

吴　 丹　 陆柳杏　 董　 晶　 樊　 舒　 徐　 爽　 李秀园

摘　 要　 本文在对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文献调查的基础上ꎬ采用内容分析法ꎬ对文献中的理论进行分析ꎬ探

讨其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ꎬ进一步分析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ꎬ

以及国内外相关的基础性问题有何异同ꎮ 研究发现ꎬ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支撑图书馆学研究且

对图书馆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ꎻ国内外均关注的基础性问题包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相关概念的再思

考ꎬ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ꎬ人性化与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和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等ꎻ面向中国现实

的基础性问题有图书馆服务均等化ꎬ图书馆法的制定与执行ꎬ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等ꎻ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可以用五个“Ｗ－Ｈｏｗ”来概括ꎮ 针对现有研究的特点ꎬ未来相关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有向以下

内容加强的趋势:大数据时代资源组织关联与管理的问题ꎬ智慧服务和均等化服务的问题ꎬ图书馆相关制度的建

设与推进问题ꎬ新时代的图书馆学教育问题ꎮ 图 １ꎮ 参考文献 ８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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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１ ｆｉｇ. ８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０　 引言

基础理论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母体及重要

根源[１] ꎬ是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作

用在于可以深刻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ꎬ反映事

物发展的客观规律ꎮ 从内容上看ꎬ理论研究的

任务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ꎬ
即基础性研究ꎻ二是对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及

具体问题的研究[２] ꎮ 其中ꎬ基础性研究是为人

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方法的科学研

究ꎬ是学科发展的起点[３] ꎮ 对于图书馆学而言ꎬ
理论研究既是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１] ꎬ又
是图书馆事业和实践发展的根基ꎮ 在图书馆学

理论研究中ꎬ对基础性问题的探讨是基础性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深入探究图书馆学的基础

性问题对于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ꎮ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

的产物ꎮ 自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国人接触到西

方图书馆观念以来ꎬ就一直对图书馆学本土化

及其发展进行不懈探索ꎬ以“建立中国图书馆

学”ꎬ从而“使斯学(图书馆学) 普及成一

‘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ꎬ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

值缘而增重” [４] ꎮ 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漫长而

艰难的发展过程[５] ꎬ其间至少经历了四次中外

图书馆学理论关系和理论互动主要对象的调

整、重构和变化[６] ꎬ“中国特色”愈发鲜明ꎮ 对中

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细致

分析ꎬ可以从中发现中外相关研究的异同ꎬ探究

“国内外关注的一般化问题”和“中国原创问题”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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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以深刻揭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中的贡

献ꎬ加强学者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价值的认识ꎮ
基于此ꎬ本文对近十年中外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与揭示ꎮ 在文献

调研的基础上ꎬ采用内容分析法ꎬ从文献所涉及

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理论模型等角度进行探

究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

基础性问题是什么ꎬ中外图书馆学理论有何

异同ꎮ

１　 研究现状

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存在着“重实证、轻理

论”的现象ꎬ且该现象存在已久ꎮ 据 Ｋｉｍ 等人统

计ꎬ１９８４ 年 ９１ 种英文期刊所发表的图书情报相

关文章中有 １３％属于理论研究ꎻ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

和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的样本中均有 １８ ３％的文章为

理论研究ꎻ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这一

比例分别是 ２８％和 ３４ １％ [７] 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图书

情报领域逐渐关注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ꎬ且在

研究中使用理论的文章比例增多[７] ꎮ Ｊｕｌｉｅｎ
等[８] 分析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共计 ７４９ 篇论文的理

论研究和运用情况ꎬ强调跨学科研究和理论研

究对于解决图书情报领域研究问题的价值与重

要性ꎮ Ｋｕｍａｓｉ 等[９] 分析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七

本图书情报领域期刊的理论研究文献ꎬ探索理

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如何被使用和呈现ꎬ按照

理论使用程度由浅到深归纳出三种理论使用方

式ꎬ分别为理论放置、理论对话和理论生成ꎮ 吴

丹等[１０] 以我国七本图书情报学术期刊为样本ꎬ
识别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图书馆学研究中高频使用的

理论ꎬ以揭示图书情报领域相关研究中理论运

用的情况ꎮ 从时间跨度上看ꎬ国外对相关文献

回顾的时间跨度主要集中在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年ꎬ国
内虽然有对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回顾ꎬ
但其着重于对国内学术期刊的揭示ꎬ缺乏对国

外理论研究现状的揭示与比较ꎮ 近十年来ꎬ社
会持续发展ꎬ技术加速更新ꎬ促进了国内外图书

情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进展ꎮ 因此ꎬ把握

近十年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理论研究的宏观进

展情况ꎬ厘清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ꎬ
可为后续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

借鉴ꎮ
从内容上看ꎬ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百

花齐放ꎬ研究者从不同侧面观察和研究图书馆

学ꎬ从哲学视角、信息知识视角、文化视角、社会

视角、管理学视角和多元学说、层次理论、宏观

科学、其他理论的综合视角出发ꎬ探索图书馆学

的理论基础[１] ꎮ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探讨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
研究内容、 体系结构、 研究方法和相关学科

等[１１] ꎻ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直接推动下对不

同时期的前沿问题进行全面探索[５] ꎻ图书馆学

在信息资源存取、信息组织与描述、信息检索与

信息行为、信息素养、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理论研究[１０] ꎮ 这些研究

既为整体把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与

现状提供了思路ꎬ也为探索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中的基础性问题奠定了基础ꎮ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同于基础性问

题的探讨ꎬ前者主要是从理论上对现代图书馆

的理念及其职业价值、使命与社会责任、图书馆

学理论创新方法论、图书馆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等问题进行探

讨[１２] ꎬ简言之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关注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哲学理论、学科

建设等方面[１０ꎬ１１] ꎮ 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

础性问题既与基础理论研究有关联ꎬ又与具体

研究主题相关ꎬ即基础性问题关注的范围更广

泛ꎬ对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的目的之一是能指

导后续实践ꎬ然而当前研究较少有对该类问题

进行系统揭示ꎮ

２　 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２ １　 概念界定

“理论”ꎬ又指概念、范畴体系ꎬ是人们从实

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的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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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结论ꎬ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１３] ꎮ 在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中ꎬ理论被认为是广义上对事物本

质的描述或解释[１４] ꎬ是一系列基本定律ꎬ通常是

基于持续观察的经验规律[１５] ꎬ也是关于信息系

统效率、用户行为、不同搜索代理(如描述符、标
题等)功能的理论解释[１６] ꎮ 对于图书馆与信息

科学的具体研究而言ꎬ“理论”的概念又与具体

学科相关ꎬ并且与模型和框架具有密切联系ꎬ如
在信息行为研究中ꎬ模型可以描述为思考问题

的框架ꎬ并且可以演变成对理论命题之间关系

的陈述[１７] ꎮ 从前人的研究与论述可知ꎬ“理论”
既可以在广义上指关于现象之间关系的概括、
总结、解释、命题、框架等ꎬ又可以与具体学科相

关ꎬ用来解释具体学科现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

关系ꎮ 基于此ꎬ在本研究中ꎬ“理论”被认为是与

图书馆学相关的、用于解释图书馆学中各种现

象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概念、框架、模型、定
理等ꎮ

“理论研究”ꎬ是指对事物现象及其内在联

系和规律的研究ꎬ是通过理性探讨ꎬ了解和把握

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的认识活动[１８] ꎬ主要包

括对理论本身的研究ꎬ以及对理论运用于实际

工作及具体问题的研究[２] ꎮ 不同于实证研究注

重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对假设的检验ꎬ理
论研究更关注于对事物现象和本质的解释与思

辨ꎬ其对数据的依赖性小于实证研究ꎮ 换言之ꎬ
对数据的呈现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特征ꎬ而对现

象及其本质的解释是理论研究的特点ꎮ 基于

此ꎬ本文将“理论研究”限定为对事物现象和本

质进行阐释的研究ꎬ该类研究不涉及对数据的

收集和分析ꎮ
“基础性问题”在众多学科领域中均存在ꎬ

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与学科相关的基础性

问题均有探讨ꎬ然而对于“基础性问题”的基本

概念ꎬ即“什么是基础性问题”没有较为明确的

界定ꎮ 以图书馆立法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为例ꎬ
江向东[１９] 提出了图书馆立法基础性研究的主要

内容ꎬ毛赣鸣和李黛君[２０] 则从中国图书馆法制

史出发ꎬ对中国图书馆立法问题给予评价ꎬ论证

了图书馆法权和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历史及现实

的关系ꎬ从而论述当代中国图书馆立法的必要

性ꎮ 此外ꎬ梅绍祖[２１]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

问题进行了研究ꎬ辨析了隐私、个人数据和个人

信息三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ꎬ探讨了个人信息

保护和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ꎬ进而提出了个

人信息保护应当注意的问题ꎮ 从前人的研究中

可以得知ꎬ“基础性问题”与具体学科相关ꎬ且多

见于理论研究中ꎬ起到的作用是支撑学科的发

展ꎬ也为实践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ꎮ 此类研究

关注的问题较为宽泛ꎬ一般包括与具体研究相

关的学科哲学或思想、标准、概念内涵、概念间

的关系、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意义与价值、未
来发展方向等ꎬ可以归纳为在理论上回答与学

科或研究相关的“是什么” “为什么” 和“怎么

做”的问题ꎮ

２ ２　 文献获取方式

将研究限定在“图书馆学”的范围内是探究

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的前

提ꎮ 本研究通过限定文献获取的来源以确保所

获取的文献均属于“图书馆学”研究范畴ꎮ
学术期刊是刊载学术文献、促进学术交流

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ꎬ是学者交流学术思想

和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ꎬ因此本研究以国内外

图书馆学的学术期刊作为文献获取的来源ꎮ 在

选择外文学术期刊时ꎬ以三个图书情报期刊推

荐列表[２２](即来自图书情报院长的期刊推荐列

表、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列表、图书情报领

域五位权威专家推荐列表)提及次数排名前十

的期刊作为选择依据ꎬ最终确定五本国际图书

馆学领域普遍认可的图书馆学同行评议学术期

刊作为外文文献的来源ꎬ分别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ꎮ 在选择中文学术期刊时ꎬ以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最新版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目录[２３] 为基础ꎬ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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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留图书馆学学科专属度较高的学术期刊基

础上ꎬ选择了近十年在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目录中

均出现的、复合影响因子排名前九且可以涵盖

图书馆学大部分研究主题的中文学术期刊为文

献来源ꎬ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与情

报»«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馆

论坛»«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建设» «国家图书

馆学刊»和«大学图书馆学报»ꎮ
为了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在所选期刊中筛

选出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文献ꎬ笔者参

考了前人对“理论”的定义及用词来确定本研究

的检索式ꎬ如在外文学术论文中ꎬ理论研究常使

用的词语包括“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包括其变体ꎬ如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ｍｏｄｅｌ” “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 等[２４] ꎬ而在理论研究的中文文

章中ꎬ理论与学说、事实、基础、观点、模型、概

念、框架等词语没有明显的区别[２５] ꎮ 基于此ꎬ本
文的英文检索式最终确定为“主题 ＝ ( ｔｈｅｏｒ ∗
Ｏ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ＯＲ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ＯＲ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Ｒ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出版物

名称为上述限定的五本外文学术期刊ꎬ文献类

型为“ａｒｔｉｃｌｅ”ꎻ中文检索式确定为“主题 ＝ (‘理

论’ＯＲ‘概念’ＯＲ‘原理’ ＯＲ‘基础’ ＯＲ‘定理’
ＯＲ‘定律’ＯＲ‘框架’ ＯＲ‘模型’ ＯＲ‘学说’)”ꎬ
文献来源为上述限定的九本中文学术期刊ꎬ检
索年限均限定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ꎬ最终获取了外

文文献 １ １４３ 篇ꎬ中文文献 ２ １１１ 篇ꎮ 所有文章

的题录信息(包括题名、作者、出处等)均被记录

在 ｅｘｃｅｌ 文档中ꎬ并被赋予了唯一的序号ꎬ以方

便后续分析ꎮ

２ ３　 文献分析方式

内容分析法是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文献分析

方法ꎮ 内容分析法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深

入分析的方法ꎬ该方法的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

含的信息进行分析[２６] ꎮ 围绕具体的研究问题来

对文献内容进行抽取、编码和检验是使用内容

分析法的基本步骤ꎬ而编码在此过程中发挥着

基础但关键的作用ꎮ

２ ３ １　 理论的识别与编码方法

对理论进行科学有效地识别是编码过程的

基础ꎮ 本研究参考王芳[２７] 等人的识别理论原

则ꎬ将所获文献中的理论进行识别ꎬ优先将文献

中以“概念”“框架” “模型” “理论”等词的中英

文表述及其近义词所描述的理念、观点或关系

识别为理论ꎬ并辅以“基于” “根据”
“依据”等常与理论一起出现的词汇来识别

文中的理论ꎮ 特别地ꎬ依据论文的特征ꎬ若文中

某个名词或短语与“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概念”
等词共同出现ꎬ或某个名词或短语后接“是(指)
”等类似的语句ꎬ本文将该类名词或短语识

别为基本概念ꎻ若文中出现了“ ｔｈｅｏｒｙ” “ 论

(说)”“理论”等字样及其相似和单复数形

式ꎬ则一般是作者在文中运用了相应的理论ꎬ因
此本文将带有该字样的表述识别为基础理论ꎻ
此外ꎬ若文中出现了“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ｍｏｄｅｌ” “ 
模型”“框架”等字样ꎬ或运用了经典的理论

模型ꎬ本文将其识别为理论模型ꎮ
在识别理论名称时ꎬ若原文出现了理论ꎬ则

先将理论名称按照其在原文中出现的形式提取

出来ꎬ若存在同一理论但有不同表述的情况(如

全称、简称、英文形式等)ꎬ则根据上下文来建立

理论对应表ꎬ将同一理论的不同表述形式(包括

中英文形式、全称简称形式)对应起来ꎬ如“社会

认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和“ＳＥ”对应ꎮ
２ ３ ２　 理论识别过程与检验

英文和中文论文的理论识别采用相同的方

法ꎮ 理论识别过程主要有四名具有定性研究和

编码经验的编码人员参与ꎬ其中两名负责对英

文论文的理论进行识别与编码ꎬ另外两名负责

对中文论文进行编码ꎮ 所有编码人员均进行了

编码培训ꎮ
由于需要编码的文献量较大ꎬ为了更好地

保证编码一致性ꎬ本研究先从所获得的中英文

文献中按照 １０％的比例随机抽取文献进行预编

码ꎬ其中英文文献抽取了 １２０ 篇ꎬ中文文献抽取

了 ２００ 篇ꎬ预编码的文章通过 ｅｘｃｅｌ 生成的随机

数来筛选ꎮ 所有的编码人员均独立完成编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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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完成后ꎬ编码人员交流编码结果ꎬ并对意见

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ꎬ以完善编码标准ꎬ保证

编码信度ꎮ
本研究借助 Ｋａｐｐａ 系数来对编码一致性进

行检验ꎮ Ｋａｐｐａ 系数是衡量两个编码人员编码

一致性程度的重要指标[２８] ꎬＫａｐｐａ 值取值范围

在 ０ 与 １ 之间ꎬ值越高代表编码一致性程度越

高ꎮ 最终ꎬ在对研究主题的编码中ꎬ英文和中文

文献的编码一致性分别为 ０ ９１ 和 ０ ７７ꎮ 所有

Ｋａｐｐａ 值均大于 ０ ７５ꎬ说明编码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ꎮ 本研究最终识别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

论模型的原始数据分别为 ５７、１ ６３７ 和 １ ０９０ 条ꎬ
清洗(包括去重和合并)后共获得的数据分别为

２５、１ ０５９ 和 ９６６ 条ꎮ 本文主要对识别的基本概

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进行归纳与分析ꎮ

３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学科

核心知识的重要体现ꎬ是该学科有别于其他学

科的显著标志ꎮ 虽然图书馆学研究所关注的内

容多种多样ꎬ但是作为学科支撑的图书馆学ꎬ也
有着所有研究内容共有的、能反映该学科本质

特征的核心知识和基础问题ꎮ 在对核心知识和

基础问题进行研究时ꎬ研究者会使用相关的基

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ꎬ换言之ꎬ基本概

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基础

性问题的反映ꎮ

３ １　 基本概念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大体

可以分为理论内涵层面的概念和实践外延层面

的概念ꎬ其中理论内涵层面的概念又可以划分

为宏观概念和具体概念ꎮ
３ １ １　 “信息”及其相关概念:理论内涵层面的

宏观概念辨析

“信息”被认为是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的核心

概念之一ꎬ在学科的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２９ꎬ３０] 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就有研究者尝试对“信

息”进行概念化和术语化ꎬ然而这一概念在领域

内至今仍未有一致的定义ꎬ其中一个原因在于

“信息”无处不在且并不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

域的专有属性[２９] ꎮ 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 “信

息”这一核心概念ꎬ并借助其他相关概念来对

“信息”进行阐释ꎬ讨论较多的概念有信息(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数据 ( ｄａｔａ)、 知识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文档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智慧(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等[２９ꎬ３１] ꎮ
在通过演绎法来重新定义信息、图书馆和

信息科学的相关概念时ꎬ“数据”被认为是通过

合成过程形成的一组单词、数字、符号、声音、图
片和 / 或其他通信代码ꎬ“信息”被认为是有意义

的数据ꎬ“知识”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信息ꎬ“文档”
被认为是信息和媒介的组合品ꎬ这也表明了图

书馆和信息科学的使命是确保信息被最大程度

地发现和利用[２９] ꎬ而“智慧” 是“数据—信息—
知识—智慧”连续统一体中的最高逻辑层次的

概念ꎬ是收集、加工、传播和应用信息的能力[３１] ꎮ
由于“知识”是与“信息”相关的概念ꎬ因此可以

从哲学认知论的角度来解释“信息”ꎮ 理性主义

认为信息即知识ꎬ信息是认识个人的主观建构ꎻ
经验主义认为信息即事物ꎬ是独立于知识的存

在ꎻ现实主义认为信息即过程ꎬ既与外部现实相

关ꎬ又与知识主体的内在结构相关[３０] ꎮ
大数据环境促进了研究者对“信息”与“数

据”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ꎮ 当前二者关系存在

着四种代表性观点ꎬ即“数据大于信息” “信息大

于数据”“数据等于信息”和“数据与信息是相对

的”ꎮ “数据大于信息”是以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

为代表ꎬ将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分成四级金

字塔形ꎬ从底层“数据”到顶层“智慧”ꎬ内涵逐渐

增加ꎬ外延逐渐减小ꎮ “信息大于数据”是将数

据作为信息的一部分ꎬ认为信息是用数据、符

号、文字、声音等多种形式来表现的事物的总

称ꎬ该观点的影响力在四种代表性观点中最大ꎮ
“数据等于信息” 则认为“数据是信息的代名

词”ꎬ而“数据与信息相对”的观点认为有时信息

大于数据ꎬ有时数据大于信息[３２] ꎮ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来定义与解释“信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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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ꎬ其目的不仅仅是去理解“信息”本身ꎬ更
多的是对“信息”进行审视或再思考ꎬ使其反映

事物的本质并为用户提供更多帮助ꎮ 例如从认

识论的角度去揭示“信息”可以发现ꎬ图书馆和

信息科学的大多数科学理论均是建立在经验主

义和理性主义之上的ꎬ这两种认识论或高估或

低估感官知觉的作用ꎬ这使得在感官知觉上存

在障碍的视障用户不受重视ꎬ因此可以公平反

映信息及感官知觉关系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种能

为视障用户提供信息的认识论[３０] ꎮ
３ １ ２　 “信息”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论内涵

层面的具体概念辨析

对数据、信息、知识、文档与图书馆学专业

使命之间关系的探讨ꎬ延伸出了理论内涵层面

具体概念的辨析ꎮ 具体而言ꎬ不管是传统检索

工具(如图书馆目录、书目、索引等)或网络搜索

引擎及语义网的发展ꎬ还是图书馆的物理馆藏、
网络虚拟平台与相关服务的开发ꎬ都属于图书

馆学专业使命的范围内ꎬ即最大程度地提高信

息的可发现性ꎬ从而提高信息搜索的效率和有

效性[２９] ꎮ 图书馆、用户和服务是图书馆学践行

其使命时需要密切关注和统筹的三个部分ꎬ而
数据、信息、知识、文档是连接图书馆、用户和服

务的通信系统、桥梁及纽带ꎬ因此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也关注了不同部分及其桥梁纽带之间的关

系ꎬ辨析了由此产生的具体概念ꎬ如信息检索、
信息组织、信息传播[２９] 、相关性[３３] 、边界[３４] 、数
据监管[３５ꎬ３６] 等ꎮ

除了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信息传播等较为

常见的概念外[２９] ꎬ研究者所辨析的具体概念更

“小而精”ꎬ在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时也往往结

合了时代背景或特定情境ꎮ 例如ꎬ “ 相关性”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是信息检索中的一个概念ꎬ提高检索

结果的相关性对于满足用户信息需求而言有重

要作用ꎮ 在移动设备飞速发展的背景下ꎬ对“相

关性”这一概念进行辨析ꎬ可以改进与扩展前人

的模型ꎬ提出更完整准确并符合移动环境的新

框架[３３] ꎬ为移动环境中的信息检索实践提供理

论指导ꎮ 此外ꎬ由于数字信息呈指数增长ꎬ数字

环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多ꎬ“边

界”的概念必然得超越已有的知识范围来覆盖

虚拟环境ꎬ从而为交互式和沉浸式虚拟环境的

设计提供重要启示[３４] ꎮ 关于维护和增加数字信

息主体价值活动的“数据监管” (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ꎬ
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也发挥着积极的管理和

评估作用[３５ꎬ３６] ꎮ
理论内涵层面的具体概念辨析ꎬ是学者对

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思考ꎬ对这些概念往往结

合了时代背景或具体情境而进行辨析ꎬ反映出

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进步

而发展和创新ꎬ以实现更好地指导新环境下图

书馆实践的目标ꎮ
３ １ ３　 文化机构的价值:实践外延层面的概念

辨析

数字化和数字人文的发展以及现代社会人

类文明建设的需要ꎬ使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明显ꎬ
因此从理论上重新审视公共文化机构的价值受

到了研究者的重视ꎮ 以“博物馆”为例ꎬ由于博

物馆与档案馆、图书馆在藏品选择上存在不同ꎬ
因此研究者[３７] 对博物馆及其价值进行了辨析与

阐释ꎬ认为博物馆的价值始终是相对的而不是

绝对的ꎬ这些不可计量的价值存在于博物馆的

日常收藏和文献工作中ꎮ
文化机构的价值辨析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从关注概念本身走向关注实践开展的体现之

一ꎮ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不是为了辨析概念而

存在ꎬ更多的是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发现来使事

物更好地为人所用ꎬ以促进社会进步ꎮ

３ ２　 基础理论

３ ２ １　 从“社会”出发解释现象的理论

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离不开用户和社

会环境ꎬ因此社会学中的观点与理论可以从宏

观和微观层面帮助解释图书馆学的研究问题ꎮ
宏观层面上ꎬ社会认识论和社会契约论等理论

可以用于探讨图书馆学相关概念及其发展历

程ꎮ 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社会作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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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认知”过程ꎬ是整个人类和社会及其思考、
了解、感知和交流的全部方式[３８ꎬ３９] ꎮ 社会认识

论认为ꎬ知识是由社会生产出来的ꎬ因此需要建

立知识生产制度来管理知识[４０] ꎬ有助于对各类

知识和信息结构的组织[３８] ꎮ 社会认识论为图书

馆文献工作和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３９] ꎮ 此外ꎬ
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需要通过集体契约来弥补

社会不平等现象ꎬ这一角度可以为图书馆概念

和功能的思考提供思路ꎬ即可以根据限制行为

的法律法规来分析图书馆ꎬ以了解图书馆作为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潜在力量[４１] ꎮ
微观层面与图书馆学的具体研究相关ꎬ社

会判断理论、社会行动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
会性别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也在图书馆学理

论研究中被运用ꎮ 社会判断理论认为ꎬ人在获

取新信息时会利用自身想法和态度对其进行感

知与评价ꎬ这一理论可以阐明信息搜寻者的判

断如何影响其信息选择ꎬ分析信息搜寻策略和

用户对所获信息的评估[４２] ꎮ 社会行动理论被运

用于阅读引导策略的研究ꎬ该理论认为社会的

各种现象是由人的社会行动构成ꎬ行动者会为

自身行动赋予一定意义ꎬ并以他人行动为取向ꎮ
因此图书馆在阅读引导中ꎬ应充分考虑读者(即

行动者)、规范、所处情境和目标的相互作用ꎬ以
帮助阅读引导的有效实现[４３] ꎮ 社会学习理论探

讨了个人认知、行为和环境的内涵及三者交互

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ꎬ可以为缩小代际人群

的“数字鸿沟” 提供理论基础[４４] ꎮ 社会性别理

论在肯定男女两性生物性别的基础上ꎬ强调两

性的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的产物ꎬ男女性别角

色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ꎮ 该理论的基

本概念和观点为分析图书馆员性别比例失衡现

象提供理论基础ꎬ以帮助多角度解读图书馆员

这一社会角色[４５] ꎮ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ꎬ社会资

本是嵌套在由个人或组织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现

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ꎬ具有结构、关系和认知三

个维度的相互关联关系ꎬ而从这三个维度出发

可以分析网络社区中影响成员知识共享的主要

因素ꎬ以促进网络社群的知识共享[４６] ꎮ

３ ２ ２　 知识交流:实现知识创造与传播最大化

的理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学者宓浩提出的知识交

流论ꎬ从图书馆与社会关系角度构建图书馆学的

理论体系ꎬ包括三个层次ꎬ即知识交流基本原理、
知识交流过程与社会交流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
图书馆实现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理[３８] ꎮ
为了促进知识创造和更大范围的知识传播ꎬ图书

馆学界积极探索相关的知识交流理论ꎬ这些理论

涉及知识发现、组织和交流的整个过程ꎮ
在知识发现中ꎬ根据知识创造理论ꎬ知识被

认为是被验证的真实信念ꎬ并且与承诺、视角、
目的和行动有关ꎬ具有动态性、人文性、行动性

和主观性[４７] ꎮ 知识的来源是多样的ꎬ既可以是

文献(包括纸质文献、视听文献、数字文献等)ꎬ
又可以是数据库、网页等[４８－５０] ꎮ 文献知识发现

理论和文献发现理论是与知识发现相关的且被

图书馆学所关注的理论ꎮ 与文献发现理论不同

的是ꎬ文献知识发现理论用于对两组具有潜在

关联关系的文献进行科学知识的挖掘[４８] ꎬ而文

献发现理论被认为能推动图书馆馆藏建设理论

和职能理论的研究发展ꎬ是指在大量复杂的信

息载体(如图书、网页、行业数据等)中运用科学

的方法来寻找所需的某类文献的理论ꎬ其发现

的是“文献”ꎬ而非“知识”或“数据” [４９] ꎮ
在知识组织中ꎬ运用生态学理论ꎬ将生物与

环境的生态系统对应到知识组织系统与文献信

息环境ꎬ可以为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５１] ꎮ 语义网络、理论和图式是知识

在人的思维中进行组织的三种结构模式ꎬ知识

结构理论认为新知识必须与学习者已有的认知

结构进行实质性的联系才有意义ꎬ而知识结构

理论是图书馆知识组织与服务的主导因素ꎬ因
此可以为图书馆知识组织与服务提供出发

点[５２] ꎮ 随着在知识组织中的合作现象越来越

多ꎬ知识协同理论也受到了研究者[５３] 的关注ꎮ
企业间的知识协同被认为是同一产业或相关产

业的关联组织在集群的协同化环境下ꎬ以知识

创新为协同目标ꎬ融合多项知识资源和协同能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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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共同参与的知识活动过程ꎬ这一过程能促

使不同个体的知识组织在一起ꎬ有利于协同目

标的实现[５３] ꎮ
在知识交流中ꎬ阅读是读者自身接受信息

和知识的过程[５４] ꎬ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知识交

流ꎮ 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ꎬ目的在

于解决读者在阅读中存在的问题ꎬ帮助读者喜

欢阅读和学会阅读[５４ꎬ５５] ꎮ 阅读推广理论包括阅

读推广的定义、阅读推广与图书馆服务和图书

馆核心价值的关系等ꎬ涵盖了阅读推广活动组

织策划、宣传、绩效测评、环境设计、馆员培训、
用户心理与需求等方面的理论[５５ꎬ５６] ꎮ 为了促进

知识流动以达到知识交流的目的ꎬ关系强度理

论[５７] 被运用其中ꎮ 该理论将“关系力量” 划分

为强关系与弱关系ꎬ不同的关系强度影响着知

识流动:强关系传递的复杂知识有利于隐性知

识流动ꎻ弱关系提供的异质性信息有利于显性

知识流动[５７] ꎬ因此需要动态平衡强弱关系以促

进知识更好地流动ꎮ
３ ２ ３　 权利平等与保护:保障合法权利的理论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不仅关注读者权利如隐

私权和借阅权的保护ꎬ还关注与信息资源和图

书馆相关的权利保护ꎬ如版权和“图书馆自由”ꎮ
读者是图书馆服务的对象ꎬ每个读者无论

其性别、肤色、身体状况如何ꎬ都应享受平等的

权利ꎮ 隐私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利ꎬ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借助信息生态理论[５８] 和凯泽的隐私

理论[５９] 来对读者隐私权保护进行探讨ꎮ 信息生

态理论强调信息环境和信息人之间的关系ꎬ主
张正常发挥信息生态系统的功能ꎬ该理论可以

为个人数据的保护提供理论指导[５８] ꎮ 凯泽的隐

私理论( Ｋｅｉｚ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认为隐私

权的保护不区分线上或线下ꎬ也包括在特定情

况下个人进行自我调节的权利ꎮ 该理论可以帮

助研究者在大数据和关联数据时代重新审视图

书馆的核心价值ꎬ以促进图书馆对不同用户群

体隐私权的保护[５９] ꎮ 借阅权也是读者在图书馆

中应享受到的权利ꎮ 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可以分

析读者借阅权利的保障机制ꎬ该理论认为读者

借阅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相互联系的几个

方面:读者文献借阅权、图书馆使用规则的规范

性质和保护规范性质、读者的权益保障[６０] ꎮ 此

外ꎬ酷儿理论(Ｑｕｅ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５９] 和批判种族理论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６１] 等对不同性别和种族

群体追求平等权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在信息资源和图书馆相关的权利保护方

面ꎬ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版权利益

平衡理论[６２] 、“图书馆自由”理论[６３] 为图书馆学

研究信息资源和图书馆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政府应该以社会价值和公

共利益为重ꎬ强调服务、公共利益、民主和公民ꎻ
公共产品理论强调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

的作用ꎻ版权利益平衡理论强调私权利益与公

众利益的平衡ꎬ这些理论为我国公共文化机构

数字资源建设的版权策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

础[６２] ꎮ 而对于图书馆而言ꎬ图书馆立法一直被

图书馆界所呼吁ꎬ如研究者系统研究日本“图书

馆自由”理论来思考图书馆权利的理论与现实问

题ꎬ为推动我国图书馆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６３] ꎮ

３ ３　 理论模型

图书馆学研究所探讨或构建的理论模型按

照作用可划分为两类ꎮ 第一类是总体的研究框

架ꎬ其发挥的作用是在宏观上指导某类型的研

究ꎬ为未来研究指明发展方向ꎬ如基于科技文献

的研究设计指纹描述框架[６４] 和知识网络演化模

型研究框架[６５] ꎮ 这类型的理论模型大多是在梳

理与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将前人研究所揭

示的特点与作者自身的见解相结合而构建的ꎮ
第二类理论模型与具体的研究相关ꎬ且多见于

信息组织与描述、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图书馆

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中ꎮ
３ ３ １　 与信息组织与描述相关的模型

信息组织与描述中的理论模型与知识组

织、语义互操作和关联数据的关系密切ꎮ 语义

网的发展使得资源最大程度的开放共享与互联

成为可能[６６] ꎬ资源在语义上实现最大化的关联

并且能被机器理解与交换ꎬ需要对同义异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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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进行规范表示ꎮ 在此过程中ꎬ研究者尝试对

多种资源进行规范化表示和语义关联ꎬ并建立

了相关的模型或框架ꎬ如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

语义模型[６６] 可以将机构名称属性及实体间的关

系进行有机关联ꎻ图书馆资源底层通用的整体

数据关联模型[６７] 可以增强馆藏资源数据关联网

络的整体流通性ꎻ图书馆行业条码数据模型标

准化方案[６８] 可以为开启行业条码应用的二维码

新时代提供支撑ꎬ以促进全球图书馆馆藏信息

的交流ꎻ科研过程知识产出语义关联组织模

型[６９] 可以为科研数字仓储构建揭示科研过程知

识产出关联关系的语义层提供依据ꎮ
在对资源进行描述时ꎬＦＲＢＲ(书目记录的

功能需求)模型、ＦＲＡＤ(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
和 ＦＲＳＡＤ(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是用户对

网络化存取资源需求加大和书目数据处理环境

发生变化的产物ꎮ ＦＲＢＲ 与其他概念模型相结

合ꎬ可以为多种信息描述、集成与交换提供帮

助ꎬ如 ＦＲＢＲ 模型和 ＣＩＤＯＣ 概念模型(基于事件

的、专门为博物馆文化遗产相关文献而设计的

模型)相协调产生的 ＦＲＢＲｏｏ 动态模型ꎬ可以抓

取和表达书目信息的潜在语义ꎬ方便书目和博

物馆信息的集成与交换[７０] ꎻＦＲＣＩ(社区信息的

功能需求) 模型是基于 ＦＲＢＲ 所采用的实体—
关系方法而建立ꎬ可以定义对社区资源发现、标
识和访问所需的元素ꎬ且更好地支持了关联数

据[７１] ꎮ 为了使更多资源能够被关联与发现ꎬ遵
从关联数据原则与机制的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模型也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ꎮ 该模型在对资源进行分类、
描述和关联的基础上ꎬ形成了自己的元数据方

案ꎬ力图使图书馆技术环境更容易被非图书馆

学专业人员所理解[７０] ꎮ
３ ３ ２　 与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相关的模型

信息检索和信息行为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ꎮ 信息检索过程的生动性和用户认知

的复杂性ꎬ使得信息检索和信息行为方面的理

论模型多种多样ꎮ 图书馆学研究者使用或构建

了相关的理论模型ꎬ以期能简明生动地揭示信

息检索和信息行为的特征ꎬ包括检索过程、用户

心理特征、特定情境中的用户行为特征等ꎬ为后

续用户服务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ꎮ
经典的信息检索模型是这部分理论研究的

基础ꎬ如 Ｗｉｌｓｏｎ 的信息行为模型、Ｋｕｈｌｔｈａｕ 的信

息搜寻过程模型、Ｂａｔｅｓ 的采莓模型等ꎮ 在前人

提出的经典理论模型的基础上ꎬ研究者探讨了

多种信息(如音乐信息、健康信息)、群体(如历

史学家、留学生、糖尿病患者)、情境(如移动环

境、检索课程、阅读)、方式(如社会化搜索、协同

搜索、信息偶遇)、用户主观特征(如需求、情感、
认知)及其组合的多方面信息检索和行为ꎬ并且

应用或生成多种理论模型ꎬ来支持具体实践ꎮ
例如ꎬ针对特定类型的信息行为ꎬ如健康信

息行为ꎬ研究者提出了与身体相关的信息行为

模型来揭示用户自身的健康信息需求、搜寻、管
理和使用之间的关系ꎬ以及用户自身与他人的

健康信息分享的关系[７２] ꎮ 此外ꎬ特定群体的信

息检索与信息行为可能与一般用户存在差异ꎬ
对特定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揭示可以有效改进

相关的信息系统和服务ꎬ以支持该人群的信息

行为ꎬ如历史学家信息搜寻行为模型[７３] 可以为

相关研究提供支撑ꎬ而情境感知模型[７４] 可以为

情境相关的检索与行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ꎮ 信

息偶遇作为被动的信息获取方式之一ꎬ有信息

偶遇过程模型、感知模型和特征模型[７５] 来指导

后续的实践ꎮ 而在用户主观特征中ꎬ情感维度

和信息搜寻活动的模型[７６] 可以为了解信息搜寻

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提供基础ꎮ
３ ３ ３　 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的

模型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图书馆建设、服务和

绩效评价等多方面的理论支撑ꎮ 在图书馆建设

中ꎬ由数字图书馆从量变到质变发展而来的智慧

图书馆是近年来图书馆发展的方向ꎮ 智慧图书

馆的智慧服务是建立在当前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的基础上ꎬ是以自动化、个性化、交互式的方式向

读者提供所需的资源或服务[７７] ꎮ 对海量的图书

馆资源进行管理并能随时随地给用户提供满足

其需求的服务ꎬ给数字图书馆的存储、图书馆管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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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安全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带来挑战ꎮ 为

了应对挑战ꎬ图书馆学人应用或构建了面向大数

据的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缓存模型[７８] 、图书馆管理

系统的访问控制模型[７９] 和基于业务流程重组的

图书馆管理系统模型[８０] 等ꎬ构建了智慧图书馆体

系结构参考模型和标准规范体系框架ꎬ将智慧产

品、智慧服务、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和智能楼宇

系统认为是智慧图书馆的核心ꎬ业务、数据、服务

和产品是相应的标准规范[７７] ꎬ利用或生成高校图

书馆学习支持服务模型[８１] 和服务质量评价模型

来对图书馆服务进行指导和评价ꎬ并且借助“３Ｅ
模型” (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ꎬ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和“ ＩＯＯ
模型” ( ＩｎｐｕｔꎬＯｕｔｐｕｔꎬＯｕｔｃｏｍｅ)来构建图书馆绩

效[８２] 和技术绩效[８３] 评价模型ꎬ对图书馆多方面

的绩效进行评价ꎮ
在图书馆学教育中ꎬ如何促进教育与时俱

进并发挥其最大价值是图书馆学教育关注的问

题之一ꎮ 针对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设计、图书

情报专业培训、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

设计等方面ꎬ研究者结合 ｉＳｃｈｏｏｌ 教育理念、图书

馆学专业人才就业市场需求和 Ｄｒｅｙｆｕｓ 技能获

取模型相关的内容[８４ꎬ８５] ꎬ探讨了图书馆学教育

问题ꎬ提出了促进教育发展的理论模型ꎬ如结合

信息、人和技术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模型(即

ＩＰＴ 模型) [８４] ꎮ

４　 国内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
题异同

国内外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均存在共性和

个性的基础性问题ꎬ即既有国内外均关注的一

般性问题ꎬ又有面向中国现实的问题ꎮ 在对基

础问题进行探讨时ꎬ不同的理论和模型被应用

其中ꎬ包括来源于国外的理论、借鉴国外并加以

改进的理论和中国原创的理论ꎮ

４ １　 国内外关注的一般性问题

(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相关概念的再思

考ꎮ “什么是图书馆” “什么是图书馆学”ꎬ这类

问题自图书馆学确立以来一直被学界探讨ꎬ且
常借助于国外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理论来

辅助辨析ꎬ如社会认识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等ꎮ 时代的发展为图书馆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和挑战ꎬ机遇在于大数据和科技的进步为图书

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鲜血液ꎬ引发了研究者对

数据、信息、知识、图书馆等概念的本质及其联

系进行再思考ꎬ重新审视图书馆学在新时代的

使命ꎻ挑战在于如何在时代变化中保持图书馆

学的“不变”ꎬ并且合理利用新技术与方法来推

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ꎬ即一切发展的前提是认

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价值和基本

目标ꎬ这是图书馆学存在的保障ꎮ
(２)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ꎮ

每个国家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均有其历史发展

进程ꎬ这使得该问题成为了国内外图书馆学界

均关注的问题ꎮ 近十年来ꎬ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对该问题的探讨并不是对历史发展的简单回

顾ꎬ而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图书馆和图

书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ꎬ以及图书馆学家对图

书馆学本土化所做的努力ꎬ展望图书馆学的未

来并指明发展方向ꎮ
(３)人性化与智能化的信息服务ꎮ “如何为

用户提供所需的服务”是国内外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ꎬ也是图书馆服务实践

开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ꎬ服务的形式和内

容也结合了时代和图书馆服务实践而发展ꎮ 人

性化和智能化是信息服务的重要发展趋势ꎬ这
不仅体现在服务形式和内容中ꎬ也体现在对用

户需求和用户行为的采集与分析中ꎮ 在理论研

究中ꎬ对信息资源进行规范且科学地揭示(如语

义描述和关联更多的资源)、对用户需求进行有

效识别并为其提供检索或推荐服务ꎬ是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对人性化与智能化信息服务进行探

索的主要方面ꎮ 在对信息资源进行揭示时ꎬ来
自国外的“ ＦＲ 家族” 模型(如 ＦＲＢＲ、 ＦＲＡＤ 和

ＦＲＳＡＤ)以及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模型是基础ꎮ 我国学

者结合我国信息资源和图书馆现状ꎬ提出了众

多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模型ꎬ如可以规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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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的“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语义模型”ꎬ可以

增强图书馆信息资源关联性和流通性的“图书

馆资源底层通用的整体数据关联模型” 等ꎮ 在

对用户需求进行识别并为其提供服务时ꎬ理论

大多来源于国外ꎬ如信息检索中的经典模型(如

信息搜寻过程模型、采莓模型)为相关研究提供

基础ꎬ后续研究也在此基础上纳入了情境、情

感、用户认知等因素ꎬ使理论更贴近时代发展的

特征ꎬ以指导后续实践ꎮ
(４)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ꎮ “如何促进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所关注的

基础性问题ꎮ 图书馆学的发展带动了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ꎬ反之亦然ꎮ 数字图书馆、融合图书馆

和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模式ꎮ 三种模式

的侧重点不同ꎬ且对图书馆智能化的要求逐步提

升ꎬ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也在积极探索各发展模

式的理论ꎬ以期指导实践ꎮ 图书馆事业涉及与图

书馆相关的多方面ꎬ如馆藏资源、馆员、服务、馆
舍空间等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多方面的整

体提升ꎮ 在对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进行理论探

索时ꎬ大多数理论虽起源于国外ꎬ如“融合图书

馆”的理念源于美国高等院校图书馆界ꎬ我国研

究者继承与发展了这些理念ꎬ引入国内ꎬ并结合

中国实际对理论进行了发展ꎬ构建了“融合图书

馆的理论模型” “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模型”和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ꎮ

４ ２　 面向中国现实的基础性问题

(１)图书馆服务均等化问题ꎬ包括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阅读推广均等化等ꎮ 国务院发布

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

确提出要 “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工

作”、要“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

馆制”等ꎬ这些内容促进了学界对于“图书馆如

何提供均等化服务ꎬ以促进公共文化均等化”这

类面向中国现实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ꎮ 针对该

问题ꎬ对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推进的障碍和对策

进行分析ꎬ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ꎬ加强阅读

推广供给、过程、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ꎬ加快数

字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建设等ꎬ都是我国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ꎮ 虽然目前图书馆

均等化服务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ꎬ但
我国学者在开展调查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ꎬ分
析、归纳与总结了相应的模式ꎬ进一步发展了图

书馆服务均等化的理论ꎬ可以更好地指导后续

实践ꎮ
(２)我国图书馆法的制定与执行ꎬ包括图书

馆总分馆制的落地、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制度

的推进等问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图书馆法治进入了

新时代ꎮ 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治体

系过程中ꎬ我国图书馆界在曲折中前进ꎬ在学习

国外图书馆立法经验的基础上ꎬ从地方立法实

践到国家层面的图书馆法治建设ꎬ逐步探索和

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法制框架的

建设ꎮ 近十年来ꎬ图书馆学界对国家层面制定

图书馆法进行了理论探索ꎬ论证了图书馆法治

的必要性与迫切性ꎮ 在国家出台了公共图书馆

法之后ꎬ图书馆界就其中的政策该如何落地(例

如如何促进图书馆总分馆制度的落地)ꎬ如何推

进图书馆法人治理、建立理事会制度ꎬ以及如何

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标准化政策体系等一系

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究ꎬ为后

续图书馆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了理论

基础ꎮ
(３)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ꎮ 中国图书

馆学会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新时代图书馆学教

育行动倡议书»ꎬ为新时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近十年来ꎬ面对就业环境和

学科环境的变化ꎬ如何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如何

培养我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ꎬ使其能满足学科、
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ꎬ这些问题备受关注ꎮ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支

撑ꎬ在批判继承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的基础上ꎬ我
国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需求ꎬ发展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理论ꎬ为我国

图书馆学教育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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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５ １　 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

题总结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ꎬ是不

可回避的、支撑图书馆学研究且对图书馆实践

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ꎮ 基于上述内容ꎬ本
文将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

归纳为五类ꎬ并且可以用五个“Ｗ－Ｈｏｗ”来概括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这五个“ Ｗ－Ｈｏｗ”相互联结ꎬ构成

了支撑图书馆学发展的五类基础性问题ꎮ

图 １　 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基础性问题的“Ｗ－Ｈｏｗ”

　 　 第一类基础性问题可以用“ Ｗｈａｔ －Ｈｏｗ”表

示ꎬ即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依然关注图书馆

学本身及其相关的概念ꎬ并且深刻阐释了什么是

图书馆学、如何理解图书馆学等这类问题ꎮ 以

“Ｗｈａｔ －Ｈｏｗ” 为中心ꎬ延伸出了另外四个“ Ｗ－
Ｈｏｗ”ꎬ即“Ｗｈｙ－Ｈｏｗ” “Ｗｈｏ－Ｈｏｗ” “Ｗｈｅｒｅ－Ｈｏｗ”
和“Ｗｈｅｎ－Ｈｏｗ”ꎬ代表了另外四类基础性问题ꎮ

第二类基础性问题是“Ｗｈｙ－Ｈｏｗ”ꎮ 对图书

馆学进行研究ꎬ就图书馆服务对象而言ꎬ是为了

给用户提供服务ꎻ就图书馆自身可持续发展而

言ꎬ是为了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ꎮ 近十年来ꎬ
图书馆学界就如何为用户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

的服务ꎬ以及如何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开展

了一系列理论研究ꎬ从理论上探索了用户行为

规律、影响用户行为和图书馆发展的因素、与图

书馆相关的各项法律、政策和制度等内容ꎬ产生

的系列研究成果也为后续实践提供了重要的

帮助ꎮ
第三类基础性问题是“ Ｗｈｏ－Ｈｏｗ”ꎮ 用户、

图书馆员、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是图书馆学研究

中所涉及的三类重要人员ꎮ 如何准确识别用户

需求ꎬ如何提升图书馆员自身素养ꎬ如何培养图

书馆学专业人才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等ꎬ是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常见的问题ꎬ也是图书馆

学学科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第四类基础性问题是“ Ｗｈｅｒｅ－Ｈｏｗ”ꎮ 实体

空间(如图书馆和其他相关的文化或信息服务

机构)和虚拟空间(如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学

研究离不开的“场所”ꎮ 如何合理利用馆舍空

间ꎬ如何有效利用馆藏资源ꎬ如何构建虚拟空间

来为用户提供服务等ꎬ是图书馆实践开展前所

要探讨的理论问题ꎮ
第五类基础性问题是“Ｗｈｅｎ－Ｈｏｗ”ꎬ这类型

的问题与图书馆学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相关ꎬ
与图书馆学的“不变”与“变”相关ꎮ 图书馆学的

发展需要“不变”ꎬ即需要历史的积淀ꎬ也需要

“变”ꎬ即在理论上对其未来发展的引导ꎮ 回顾

历史ꎬ为展望未来提供了基础ꎻ展望未来ꎬ为图

书馆学如何发展与谱写其历史提供了动力ꎮ

５ ２　 图书馆学基础性问题的理论研究趋势

(１)大数据时代资源组织、关联与管理的问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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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这类问题主要与“ Ｗｈｅｒｅ－Ｈｏｗ” 相关ꎮ 大数

据时代将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馆藏

实体与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关联与揭示ꎬ是
对图书馆馆藏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ꎮ 基于此ꎬ
图书馆学应从理论上探索资源组织与关联规

范ꎬ对资源标准化描述与揭示进行研究ꎬ借助相

关理论如信息生命周期理论来对信息资源的有

效管理进行探索ꎬ以最大程度地促进馆藏资源

的发现、利用与管理ꎮ
(２)智慧服务和均等化服务的问题ꎬ这类问

题主要与“ Ｗｈｙ－Ｈｏｗ”和“ Ｗｈｏ－Ｈｏｗ” 相关ꎮ 用

户服务是图书馆学研究常谈常新的话题ꎬ且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ꎮ 新时代的图书馆服务朝

着智慧服务方向发展ꎬ未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应着重探索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和手段为用户

提供智能化的信息服务ꎬ在服务过程中如何展示

图书馆的知识性、智慧性和便捷性ꎬ图书馆员如

何为不同用户提供均等化的智慧服务ꎬ如何贯彻

实施法律政策以实现均等化服务的目标等ꎮ

(３)图书馆相关制度的建设与推进问题ꎬ这
类问题主要与“ Ｗｈｙ－Ｈｏｗ”相关ꎬ且该研究趋势

在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较为明显ꎮ 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与图书馆学研究具有相互促进的作

用ꎮ 如何促进图书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实行ꎬ是研究者们密切关注的问题ꎮ 未来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存在着如下研究趋势:探索图书

馆总分馆制的相关内容ꎬ分析图书馆总分馆制

推进过程中的障碍和措施ꎻ研究图书馆章程在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内容ꎬ以
充分发挥图书馆相关法律、规章和政策的作用ꎬ
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ꎮ

(４)新时代的图书馆学教育问题ꎬ这类问题

主要与“Ｗｈｏ－Ｈｏｗ”相关ꎮ 图书馆学的发展离不

开图书馆学专业人才ꎬ也离不开图书馆学教育ꎮ
时代的发展为图书馆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ꎬ
如何开展图书馆学教育ꎬ使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满足社会需要ꎬ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ꎬ是图书馆

学理论研究应着重探讨的基础性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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