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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

周　 亚

摘　 要　 在 １９５２—１９７０ 年担任西储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期间，谢拉积极探索文献工作教育：在学科理论方面，进

行文献工作学科理论建设；在学术研究方面，设立美国图书馆学院第一个专门的文献工作研究中心“文献工作与

交流研究中心”；在教学活动方面，在图书馆学教育项目中引入文献工作相关课程，强化以文献工作为重点的专

业图书馆人才培养。 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是对传统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造，适应了图书馆学教育专门化的发展趋

势，其立足点是以文献工作提升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价值，服务于图书馆人才培养，体现出明显的图书馆本位立场。

谢拉领导下的西储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文献工作教育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早期情报学教育，促进了 ２０ 世纪美国图书

馆学教育向图书情报学教育格局的转型。 参考文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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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６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　 引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后，美国图书馆事业进入

以专业图书馆和文献工作（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为重

要表征的“新图书馆事业” ［１］ （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ｒａｒｉ⁃
ａｎｓｈｉｐ）时代，对图书馆学教育尤其是文献工作

与专业图书馆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杰

西·谢拉（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１９０３—１９８２）在西储

大学的文献工作教育探索便回应了这一历史需

求。 １９５２ 年，谢拉离开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

究生院（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ＬＳ），转任西

储大学图书馆学院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ＬＳ）院长。 １９５２—１９７０ 年，谢拉积极进行文献

工作的学科理论建设，强化文献工作研究与教

学，使 ＳＬＳ 的文献工作教育领跑全美图书馆学

教育界，推动了情报学教育在图书馆学院的发

展。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

变革期，谢拉及 ＳＬＳ 的文献工作教育促进了美

国图书馆学教育向图书情报学教育格局的

转型。
在图书情报事业和图书情报学教育面临变

革的今天，重新回顾谢拉在历史转型时期的教

育思想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在有关谢拉的研

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他在社会认识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方面的贡献， 如范并思［２］ 、 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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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３］ 、陈传夫［４］ 、刘炜［５］ 、罗志勇［６］ 、谷秀洁［７］ 等

学者都曾谈及谢拉对社会认识论的理论建设及

其局限性。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对其文献工作

教育活动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由此，笔者将

借助于谢拉论著、凯斯西储大学所藏相关档案

资料，采用史料分析方法，从学科理论、学术研

究、教学活动等三个方面，试对谢拉任 ＳＬＳ 院长

时期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以系统考

察。 鉴于谢拉及 ＳＬＳ 的文献工作教育是 ２０ 世纪

五六十年代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一个缩影，
笔者也希望能够借此个案窥见美国图书情报学

教育转型时期的大致面貌。

１　 学科理论：谢拉对文献工作理论的建设

１．１　 文献工作的理论基础———社会认识论

１９５０ 年代初，谢拉即和玛格丽特 · 伊根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 Ｅｇａｎ，１９０５—１９５９）初步创立了社会

认识论。 事实上，“社会认识论”一词即是出于

伊根［８］８５ 。 伊根先后执教于 ＧＬＳ 和 ＳＬＳ，是谢拉

的校友、同事和好友。 １９５１ 年，在《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５ 日美国图书馆协会研究计划备忘录》中，伊根

与谢拉写道：

必须要创立一门新的学问，从而

为有效研究社会的知识过程这一复杂

问题提供框架……因缺乏更为准确的

描述性术语，而将这门学问命名为‘社

会认识论’，意思是研究那些社会整体

寻求获得与整个环境 （物理的、心理

的、智 力 的） 相 关 的 感 知 或 理 解 的

过程［９］ 。

１９５２ 年，谢拉和伊根发表了《书目工作的理

论基础》 ［１０］ ，使社会认识论的概念为学界所熟

知。 １９５９ 年伊根病逝后，谢拉在《社会认识论、
普通语义学与图书馆事业》 ［１１］ 、《图书馆事业的

社会学基础》 ［８］ 、《图书馆学引论》 ［１２］ 等一系列

论著中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了社会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社会如何认知的知识，
“关注整个人类与社会以及他们思考、了解、感
知、行动和交流的全部方式” ［１３］１３３ ，是“一套关于

知识的新知识体系” ［１３］１１１ 。 它将认识论从个人

知识生活层面提升到社会、国家或文化的层面，
目标在于能够为有效研究社会的知识过程这一

复杂问题提供研究框架。 它关注知识与社会活

动的交互作用，其核心研究领域是整个社会知

识产品的生产、分配、利用的过程［９，１４］ 。 在此过

程中，书目等书面交流则提供了“客观证据” ［９］ ，
而图书馆是参与书面交流的重要机构（但并非

唯一机构），属于社会知识链条和交流过程的组

成部分，服务于社会知识的生产、分配与传播利

用。 这种交流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不变的过程。
因此，要在考察不同社会结构中图书馆参与书

面记录的生产、流动、消费的过程中去发展图书

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的目的在于最

大限度地促进书面记录的社会利用，” ［１１］ “只有

通过考察图书馆与社会创造、传播知识所依赖

的整个交流过程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理解图

书馆事业。” ［１５］

谢拉并不希冀社会认识论成为空泛的抽象

理论，而期望能够建立“一门非常讲求应用的学

科” ［１４］ ，成为一套兼具理论知识与工具理性的

致用之学。 谢拉曾如此论述：“社会认识论一个

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图书馆事业，因为它与

图书馆事业之间有着重要的连接关系。 不管其

从业者是否已经认识到，图书馆事业建立在认

识论基础之上，因为它关涉的是知识的本性以

及个人和群体对于知识的利用。” ［８］８８可见，他希

望社会认识论能够成为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

础，但并不止于图书馆学。 正如有学者所称“谢

拉与伊根的社会认识论理论将目录学、图书馆

学和文献工作连接在了一起” ［１６］ 。 谢拉将社会

认识论定位为一门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

学、心理学、数学、信息论等学科的跨专业和具

有广泛应用性的学术领域［８］８８－８９ ，他甚至声称：
“（社会认识论）已经渗入到整个学术界的每一

处纤维和筋骨。” ［１４］ 虽然巴德（Ｊｏｈｎ Ｍ． Ｂｕｄ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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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亚：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
ＺＨＯＵ Ｙａ：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为谢拉在不同时期并没有就社会认识论给出完

全清晰一致的表述［１７］ ，不过，由于谢拉将文献工

作视为一种专门化的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

的分支［１８－１９］ ，加之他对社会认识论跨专业和广

泛应用性的定位，因此，其文献工作教育活动也

受到社会认识论的影响，二者具有相互融通的

内在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谢拉主要是从社会而非个体的层面

去探讨知识的生产、交流与利用等相关问题。
“（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经常考虑的是个体的知

识过程。 心理学家将哲学家的推测搬进实验

室，并在个人的心智能力与行为方面取得了一

些进展。 但是，无论是知识学家还是心理学家，
都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关复杂社会结构内知识差

异与整合的有序全面的知识体系。” ［１４］ 与传统

认识论不同，从社会层面去探讨知识过程的相

关问题，使得谢拉能以宏观的视角去考察工商

业、科技等社会各领域广泛存在的专家群体的

知识交流问题与文献工作。 从这个视角出发，
图书馆及其文献工作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知识

交流过程的一部分，是形成复杂社会结构的一

股知识力量，从而将文献工作置于更广阔的社

会背景之中。 因此，谢拉能够适时地将当时社

会广泛存在的文献工作引入到图书馆学院，从
而为作为社会知识交流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

培养专业人才。
第二，与个人内在的主观知识、隐性知识相

比，谢拉更为关注被他称为书面记录、记录型知

识或记录型资料的外在客观知识信息，以通过

这些记录型信息促进社会的书面交流。 谢拉曾

言：“如果缺少书面交流、记录型知识以及（书面

交流和记录型知识的）中介专家，现代各项事业

将会逊色不少。” ［１４］ 因此，他的文献工作教育思

想与实践，主要关注专家群体对于各学科期刊、
报告、图书等记录型资料信息的获取、利用及其

他问题，如加强对记录型信息组织等相关问题

的研究［２０］ ，从而使图书馆事业能够最大限度地

促进书面记录的社会利用。 可以说，以社会外

在客观知识的利用为连接点，文献工作为社会

认识论提供了具体应用领域。 不过，需要指出

的是，谢拉在关注书面记录与记录型知识的同

时，并不否认或低估口头交流的重要性。 事实

上，他认为口头直接交流与书面间接交流对于

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来说都必不可少［１１］ 。
第三，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关注“由专家研究

团队贡献的多样化专业知识” ［１４］ 。 在这一点

上，社会认识论与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也是相

通的。 二战前后，社会各领域专业知识的生产、
传播与利用的速度增加，尤其是在工商业和学

术界。 这些领域汇聚了在物理、化学、工程、经
济、法学、社会、管理等方面各有分工的专家群

体。 如何有效地获取、组织、检索、利用、传播

由这些专家群体产生的“多样化专业知识” ，并
促进专家群体之间的知识交流，成为图书馆尤

其是专业图书馆文献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

是与社会认识论所关注的社会知识过程相关

的问题。 因此，为专业图书馆培养文献工作人

才成为谢拉与西储大学文献工作教育的重点

目标。
第四，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与文献工作教育

均重视技术与机器的应用。 谢拉并非一位纯粹

的理论家，他对图书馆技术应用的预见性与实

践探索均领先于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同行。 谢拉

社会认识论的思想体系对于机器的使用给予极

大的关注：“通过对能够增强人类心智力量的机

器的使用，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

代可能会为我们带来许多闻所未闻的更有效的

知识交流手段。” ［１４］ “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这

些机器的技术，利用其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并
逐步学会如何与它们相处。 因此，我们或许要

期待社会认识论‘适应机器文化’。” ［１１］ 他在担

任《美国文献工作》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主

编期间（ １９５３—１９６０），加强了对文献工作新技

术、新方法的引介，发表了许多诸如专利搜索的

机器方法、录音机在文摘索引编制中的使用等

不同于传统图书馆文献工作的文章［２１－２２］ 。 同

样，在谢拉与 ＳＬＳ 的文献工作教育中，探索新兴

技术在文献工作方面的应用是其研究与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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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

１．２　 文献工作的概念、范围及其与图书馆的

关系

　 　 谢拉曾长期在迈阿密大学、国会图书馆和

芝加哥大学从事专题书目编纂、索引编制、参考

咨询等工作［２１，２３］ ，为其探索文献工作教育奠定

了实践基础。 １９５０ 年代，谢拉即尝试对文献工

作进行理论建构，丰富了文献工作的学科理论

体系。
第一，文献工作的概念、范围与学科特征。

①概念界定。 １９５０ 年，谢拉将文献工作定义为

书面记录资料的收集以及提供这些资料利用指

南的工作，其中所指资料包括各类型图书馆和

各类型档案馆的馆藏［２４］ 。 在这里，谢拉将文献

工作限定在图书馆等机构范围内，并未从宽广

的社会交流层面对其进行理论阐发。 谢拉与伊

根创立社会认识论后，开始从社会交流层面分

析文献工作。 １９５１ 年，谢拉进一步将其界定为

“为了尽可能有效地获取工作所需数据，促进专

家群体内部或者群体之间进行资料的间接交流

而进行的书目组织工作” ［２５］ 。 该概念将文献工

作置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之中，突出了它所肩

负的促进书面间接交流的使命。 ②内容范围。
１９５２ 年，谢拉认为文献工作包括获取、组织（包

括识别、整理、分析）、传播（包括控制）、准备与

出版等主要活动。 其中，整理包括分类等方面，
分析包括主题编目、索引编制、文摘编制、专题

书目编纂等，准备与出版主要指原始资料的编

纂、准备与出版［２６］ 。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谢拉

又强调了新技术与新方法在文献工作领域的应

用［２１－２２］ 。 ③跨学科特征。 １９５０ 年代的谢拉已

经认识到文献工作的跨学科特征：“文献工作者

不能孤立存在，不夸张地说，他必须从诸多学科

和相关领域群的技术发展中吸取原料。 因此，
必须认真探索那些能为文献工作做出贡献的信

息论、符号逻辑、交换理论、运筹学、传播理论等

领域。” ［２７］

第二，文献工作与图书馆的关系。 谢拉从

图书馆事业的整体视角出发，指出文献工作并

不会“推翻图书馆员”，而是要为图书馆职业提

供新的视角、工具与方法，从而提升图书馆事业

的效率，使其做出更大贡献并提升图书馆职业

的社会价值［２８］ 。 谢拉在 １９５６ 年写道：

文献工作关注图书馆事业中专家

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书面交流的问

题。 它只限于图书馆事业中为学术研

究资料和需求服务的那部分工作，因

此，它关注书目、索引和摘要等学术研

究的工具。 尽管图书馆工作的其他方

面也可能利用到文献工作者的方法与

经验，不过，文献工作者并不关注图书

馆事业的大众需求、娱乐或外行的兴

趣…… ［１８］

这一表述是谢拉对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关系的代

表性论述。 在他看来，与关注所有用户及其多

层次需求的一般图书馆工作相比，文献工作主

要关注专家群体对专业文献信息的需求，是专

门化的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快速兴起的

一个分支” ［１９］ 。
第三，文献工作与专业图书馆的关系。 文

献工作与专业图书馆关系密切。 二战后，美国

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动了专业图书馆以

及面向专门学科领域的专题书目、索引、摘要、
文献复制与翻译等文献工作的发展［２９］ 。 同时，
工商业等领域对文献工作与图书馆技术革新提

出了更高要求，正如谢拉所说：“工业研究时代

的开启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献搜索在尽可能

减少实验室时间浪费中的重要性。” ［３０］ １９５２ 年，
谢拉从文献工作的四个主要工作领域（获取、组
织、传播、准备与出版）分析了它与专业图书馆

的相似之处。 文献获取、组织、传播、准备与出

版这四个方面同为文献工作和专业图书馆的核

心工作内容。 以索引和文摘编制等文献组织工

作为例，“虽然很多公共图书馆确实伴随着特定

资料的参考咨询工作做一些索引甚至文摘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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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很多学院和大学图书馆，尤其是在学科

院系层面，也会编制一些专题书目和目录。 但

是，总体来说，专业图书馆员和文献工作者会更

加普遍地做这些工作，并且会更加紧密地将这

些工作整合进他们的基本业务中。” ［２６］ 在他看

来，文献工作与专业图书馆都植根于普通图书

馆事业这一母体［２６］ 。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专业图书馆工作就是关于某一思想的文献

工作” ［２６］ ，文献工作是专业图书馆的“内核”，而
专业图书馆则是文献工作的“外壳”。

综上所述，谢拉认为文献工作是一种面向

特定学科领域和特定群体的文献资料的获取、
组织、传播、发布等工作，其目的旨在促进书面

记录型资料的有效获取与使用，从而促进社会

专家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间接交流，带有跨

学科的特征。 谢拉将文献工作主要限定在图

书馆尤其是专业图书馆面向专业学科和专家

群体的学术研究服务方面，期待其能够有力提

升图书馆工作效率和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价值。
谢拉对文献工作进行的学科理论建构，是其文

献工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影响着其教育

实践。

１．３　 谢拉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项目

１９５３ 年，谢拉直陈图书馆学教育的弊病：第
一，未能明确区分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部分和

技术部分，使课程充满了过多的技术细节内容；
第二，未能理解书面记录在社会中的用处和图

书馆在书面记录使用过程中的角色；第三，未能

处理好图书馆学教育一般化和专门化的关系，
忽视了专家群体的图书馆服务；第四，没能认识

到图书馆工作的完整性和保持这种完整性的重

要性，将图书馆事业离析为各个要素；第五，没
能认识到真正重要的研究问题［３１］ 。

面对这些问题，为了探索适合事业发展的

图书馆学教育模式，谢拉于 １９５３ 年发起一项系

统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项目，包括图书馆事业

组成要素、图书馆员需要的基础知识与技能、涵
盖核心课程与高阶知识及技能的课程体系、长

期研究项目的规划等方面内容。 他希望通过该

研究重新确立图书馆学教育的方向和新的课程

体系。 该项目有两大研究目标：第一，建立一个

既能满足图书馆事业现实需要又能适应未来发

展的示范性课程体系。 第二，通过研究成果和

课程大纲影响全国的图书馆学教育［３１］ 。 １９５６
年，谢拉从卡内基公司获得一笔 ５ 万美元的资

助，为该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３２－３３］ 。 谢拉最初

预计用三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研究，不过，后来

的进度却远远超出他的计划（直到谢拉卸任院

长之后的 １９７２ 年，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图书

馆学教育基础》才正式出版）。
１９５４ 年，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整合方法》

一文中总结了图书馆职业的新变化，如记录型

信息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期刊成为重要的交

流媒介、科研合作趋势加强、各级政府和企业对

科学研究的重视。 在此基础上，谢拉重申了图

书馆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进而，他呼吁教育机

构要加强文献工作人才培养［３４］ 。 谢拉的教育研

究项目以及他在一系列论著中的教育思想，尤
其是对图书馆学教育专门化趋势的洞见和对文

献工作教育的宣传推广，连同对社会认识论与

文献工作学科理论的建设，为谢拉的文献工作

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

２　 学术研究：文献工作与交流研究中心
（ＣＤＣＲ）的创设与活动

２．１　 ＣＤＣＲ 的成立与定位

为了推动图书馆学院对文献工作的教学研

究，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在学院和校方的支持下，谢拉引

进美国情报学先驱詹姆斯·佩里 （ Ｊａｍｅｓ Ｗ
Ｐｅｒｒｙ，１９０７—１９７１） 和艾伦·肯特 （ Ａｌｌｅｎ Ｋｅｎｔ，
１９２１—２０１４）等人建立了文献工作与交流研究中

心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ＤＣＲ）。 在此之前，佩里先后在麻省

理工学院、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技术

资料的信息系统研发工作，而肯特则先后在这

两个机构担任佩里的研究助理［２３］［３５］６６－６７ 。 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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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 １２ 日，谢拉在给西储大学图书馆学院院

友的公开信中宣布：

我们怀着喜悦而自豪的心情宣

布，西储大学董事会刚刚批准在图书

馆学院设立文献工作与交流研究中

心，这将巩固您的母院在图书馆学教

育界的领导地位。
该中心是第一个设在图书馆学院

的该类研究中心，因此，它将成为探索

图书馆学教育新领域的特有资源［２０］ 。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家、曾任芝加哥大学 ＧＬＳ 院

长的路易斯·威尔逊（ Ｌｏｕｉｓ Ｒ． Ｗｉｌｓｏｎ，１８７６—
１９７９）对谢拉此举表示赞赏：“您的教育研究项

目，以及您引进文献工作研究人员的举措，让您

站在 了 所 有 正 在 思 考 图 书 馆 职 业 的 人 们

前面。” ［３２］

根据谢拉的设计，ＣＤＣＲ 承担着三方面的功

能———科学研究、交流纽带与服务教学。 第一，
科学研究。 研究记录型信息的组织、检索、利用

等方面问题，如新兴的信息存储与检索方法，从
而促进记录型信息的传播，提高信息的可获得

性，促进商人、专业人员、科学家、学者、管理者

和技术专家对这些信息的有效利用［２８，３６］ 。 第

二，交流纽带。 沟通图书馆学理论界与实践界，
促进工业界、政府、教育组织之间的交流［２０，２８］ 。
主要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论著等形式来

实现。 第三，服务教学。 ＣＤＣＲ 要参与 ＳＬＳ 的教

学与人才培养，其研究与学术交流服务于图书

馆学教学，从而为图书馆职业提供更多“做好充

分准备的图书馆员” ［１８］ 。 谢拉着眼于图书馆职

业的未来需求去拓展教育的新领域，希望 ＣＤＣＲ
能够“响应现代社会快速精确获取关键信息的

需要” ［１８］ 。 可以说，ＣＤＣＲ 的成立正是作为教育

改革者的谢拉对传统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造。

２．２　 ＣＤＣＲ 的主要活动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年，佩里和肯特分别担任 ＣＤＣＲ

的首任主任和副主任。 ＣＤＣＲ 在信息存储与检

索等文献工作相关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
括美国金属学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的项目［３６］ 。 ＣＤＣＲ 还频繁

地组织学术会议，如“记录型知识的有效利用会

议” （１９５６）、“信息检索系统论坛” （１９５７）、“机

器检索与翻译通用语言标准国际会议” （ １９５９）
等，推动了不同领域在文献工作研究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３６－３７］ 。 此外，ＳＬＳ 出版了一系列文献

工作研究著作，如佩里等著 《机器文献检索》
（１９５６）、 佩里与肯特著 《 文献与信息检索》
（１９５７）等［３６］ 。

随着时间推移，佩里与谢拉逐渐在 ＣＤＣＲ
的定位上产生了分歧，并导致了人事变动。 在

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之外，谢拉也同时强调

ＣＤＣＲ 的服务教学功能。 不过，在佩里担任主任

期间， 这一点未能充分实现。 在谢拉看来，
ＣＤＣＲ 并非独立于 ＳＬＳ 之外的机构，其学术研究

要服务于学院教学与图书馆事业。 然而，对于

佩里而言，ＣＤＣＲ 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其研究成果能否服务于图书馆学教学和职业实

践并非其优先考虑的内容［３８－３９］ 。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佩里从 ＣＤＣＲ 辞职，转赴亚利桑那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４０－４１］ 。
１９６０—１９７１ 年， 谢 拉 担 任 ＣＤＣＲ 主 任。

１９６２ 年，阿尔文·高德温（ Ａｌｖｉｎ Ｊ． Ｇｏｌｄｗｙｎ） 开

始担任副主任［４２］ 。 谢拉加强了 ＣＤＣＲ 与图书馆

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的关系。 这期间的主要活

动有：①学术研究。 该中心除了继续开展信息

检索和自动化等技术研究工作，还及时将情报

学理论、信息检索的数学基础等纳入研究范

畴［４３］ ，同时更加着力于探索与社会问题相关的

图书馆服务研究，如内城区的图书馆服务、弱势

群体服务等［４２，４４］ 。 ６０ 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主导

的信息系统项目发展迅速。 该时期 ＣＤＣＲ 的一

个重要成果是在美国教育办公室的资助下、在
肯特领导之下，成功研发出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ＲＩＣ）
的试验系统，为教育信息资源的机器存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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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检索与服务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４５］ 。 此

外，在詹姆斯·琼斯（ Ｊａｍｅｓ Ｖ． Ｊｏｎｅｓ）担任西储

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ＣＤＣＲ 也加强了与图书馆

在图书馆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合作［４６］ 。 ②学术

交流。 １９６４ 年， ＣＤＣＲ 召开 “科学信息人才培

养”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图书馆学院、联邦政府

机构、工业界、专业学会等多方代表，专门讨论

科技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涉及课程规划、
情报专家的工作性质及其与传统图书馆工作的

比较、自动化的进展等主题［４７］ ，促进了各界在文

献工作教育方面的沟通交流，反映了情报学教

育兴盛之前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界的探索与争

鸣。 ③教学方面。 ＣＤＣＲ 更加密切地参与到

ＳＬＳ 教学工作尤其是博士教育项目中。 １９６４
年，ＣＤＣＲ 开设图书馆工作流程自动化课程［４８］ 。
此外，该中心还为学生讲授“机械化文献检索”
“计算机在图书馆问题与方法中的应用” “专业

信息中心” “语言工程”等课程［１９］ ，使学生能够

及时了解文献工作的最新动态。 ＣＤＣＲ 的文献

工作研究与教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扩
大了 ＳＬＳ 在图书馆学教育界的影响，提升了西

储大学在全美和国际上的声誉，不断有美国和

国外的来访者考察 ＳＬＳ 和 ＣＤＣＲ，以寻求图书馆

和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ＳＬＳ 的国际学生数量

也不断增加。 另外，谢拉等教师间或受邀参加

政府听证会或提供决策建议，以其研究工作影

响国家信息政策的制定［２３，４８］ 。

３　 教学活动：以文献工作为重点的专业
图书馆人才培养

在文献工作教学方面，最直接的反映就是

ＳＬＳ 的专业图书馆人才培养。 在谢拉的专业图

书馆员教育思想与实践中，培养学生掌握文献

工作理论与方法是其重要内容。 谢拉的文献工

作教育旨在为图书馆尤其是专业图书馆文献工

作培养人才。 可以说，专业图书馆人才培养为

谢拉的文献工作学科理论建设与 ＣＤＣＲ 提供了

落脚点。

３．１　 以文献工作为重点的专业图书馆员教育

思想

　 　 谢拉认为，要成为合格的专业图书馆员和

“技术情报专家” ［４９］ ，除接受良好的一般教育之

外，还需要专业学科知识的教育，以及图书馆学

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后两者不可偏废。
一方面，谢拉十分强调学科知识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专业图书馆员不仅仅是单纯的图书

馆员， 而是 “ 某事物的图书馆员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５０］ 。 在这里，“某事物”即是指专门

的学科领域。 １９３７ 年，谢拉就呼吁图书馆学院

与其他学科联合培养专业馆员：“专业图书馆员

教育，不只是要改变或延伸图书馆学院的基本

课程，而是在其他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增

加一个缩略的图书馆学教育项目。” ［５１］ 在谢拉

看来，“化学图书馆员必须既是化学师，又是图

书馆员。 如果缺少其中一项，他很可能做不好

工作。” ［３０］ 那么，对于一个专业图书馆员来说，
是否意味着他一定要成为某个学科造诣精深的

学者呢？ 其实不然。 谢拉指出，专业基础理论、
学科发展中的重大事件、研究进展、学科文献体

系以及专业文献的利用方式，这些学科知识对

于专业馆员来说尤为重要［２９］ 。
另一方面，谢拉还强调图书馆学尤其是文

献工作教育对于专业图书馆员培养的重要性。
１９５５ 年，谢拉指出专业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学专

业训练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３０］ ：①核心课程：
社会认识论。 谢拉认为：“文献工作者需要接受

和图书馆员同样类型的理论训练。 同样，他也

需要认识到他和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共同社会责

任。” ［５２］ 这里所称“同样类型的理论训练” 即是

指社会认识论，包括对知识是如何生产、使用、
传播等的认识，以及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书面交

流中的作用和图书馆员的角色。 可见，无论是

对于普通图书馆员来说，还是对于“文献工作

者”来说，社会认识论都是其所要学习的基础理

论，于此可见社会认识论对于谢拉文献工作教

育活动的影响。 ②学科专门课程：首先是适当

资料的获取方法。 谢拉 １９５２ 年曾做过如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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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适当与否因学科领域的不同而不同，也因

情况的不同而变化。” ［５２］ 其次是资料的组织和

检索方法。 再次是对于获取和组织后的资料的

利用。 上述三方面课程都是文献工作所需的核

心技能，带有明显的情报服务特征。 另外，“文

献检索、索引和摘要高级课程” “专门分类系统

的发展与评估”“机器方法的应用”“专业图书馆

管理” 等可以作为专业图书馆员培养的选修

课程［３０］ 。
综上所述，在谢拉的专业图书馆员教育思

想体系中，核心内容是文献工作教育。 具体而

言，又分为文献工作理论与应用两大部分，其

中，社会认识论是其文献工作的理论基础，而资

料的获取、组织、检索、利用、机器方法应用等具

体方法则是文献工作的应用部分。

３．２　 以文献工作为重点的专业图书馆人才培养

实践

　 　 在谢拉任上，ＳＬＳ 以文献工作为重点的专业

图书馆人才培养实践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将文献工作课程融入图书馆学硕士

教育项目核心课程体系。 ＳＬＳ 早期的人才培养

方向主要是公共图书馆［４４］ 。 １９４８ 年以后，ＳＬＳ
取消了图书馆学的学士学位，开始以硕士研究

生教育为主［５３］ ，为专业图书馆培养人才是其重

要目标。 在谢拉担任院长期间，大力推动将文

献工作课程融入硕士教育，拓宽了传统的图书

馆学课程体系。 到 １９６５ 年，在 ＳＬＳ 图书馆学硕

士教育项目中，有 １０ 门课程都是文献工作方面

的，分别为“文献工作”“信息检索系统（ Ｉ）” “信

息检索系统（ＩＩ）”“计算机信息处理” “信息检索

理论概论”“自动语言处理” “分类理论” “专业

信息中心与服务” “图书馆业务流程自动化”和

“文献工作专题研究”。 其中，“文献工作”是概

论性质的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这一领域的性

质、内容范围、主要著作及研究者、发展趋势等

内容；“信息检索系统（ Ｉ）” 介绍自动索引与分

类、信息检索系统的测试与评估、文件组织结

构、标引语言、用户需求等内容；“信息检索系统

（ＩＩ）”是信息检索系统的实验课程，要求学生利

用标引语言为一系列文件编制索引、开展检索

实验等。 这些课程还为学生指定了阅读书目，
包括 范 内 瓦 · 布 什 （ Ｖａｎｎｅｖａｒ Ｂｕｓｈ， １８９０—
１９７４） 的 《诚如所思》、卢恩 （ Ｈａｎｓ Ｐｅｔｅｒ Ｌｕｈｎ，
１８９６—１９６４）的《文献摘要的自动生成》、巴希勒

（Ｙｅｈｏｓｈｕａ Ｂａｒ⁃Ｈｉｌｌｅｌ，１９１５—１９７５）的《信息检索

遇到危机了吗》等等［５４］ 。
第二，以文献工作为核心的医学图书馆学

硕士教育项目。 医学图书馆尤为重视文献工

作。 １９６５ 年，《医学图书馆援助法案》规定要加

强对健康科学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支持［５５］ 。 １９６７
年，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资金支持下，ＳＬＳ
与克利夫兰健康科学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建立了医学图书馆学硕士教育项目。 该项

目师资除了 ＳＬＳ 教师，还有来自于医学图书馆、
医学院、医院和其他实践领域的人员［４２，４４］ 。 该

项目 的 教 学 内 容 包 括 “ 技 术 服 务 研 讨 ”
“ＭＥＤＬＡＲＳ 系统与《医学索引》” “图书馆数据

处理”“区域医学图书馆”和“ ＭＥＤＬＡＲＳ 系统的

分散式检索”等等［５６］ 。 可见，文献工作是 ＳＬＳ 医

学图书馆学教育项目的核心内容。
第三，借助于其他学科及 ＣＤＣＲ 的图书馆

学博士教育项目。 １９５４ 年，在谢拉和西储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卡尔·威特基 （ Ｃａｒｌ Ｆ． Ｗｉｔｔｋｅ，
１８９２—１９７１）的努力下，ＳＬＳ 建立了全美第五个

图书馆学博士教育项目。 该项目要求博士生一

半时间在图书馆学院学习，另外一半时间在研

究生院的具体学科院系学习，“允许博士生同时

学习图书馆学和他自己选定的一个学科领域

（或者是一组相关领域）。 博士论文要结合图书

馆学和具体学科专业撰写而成，学位由研究生

院颁发。 这让把图书馆员培养成真正的学科书

目专家成为可能” ［２８］ ，“它的目标不只是要培养

能做研究的图书馆员，更是要培养能够胜任跨

学科性质的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员” ［３９］ 。 这种

跨学科的博士培养方式适应了图书馆学教育专

门化的趋势，使学生既了解图书馆学知识，又熟

悉具体学科的专业知识。 ＣＤＣＲ 也参与到 Ｓ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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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教育项目中，通过开设课程、专业实习、
为学生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提供实验设施等方

式服务图书馆学博士培养。 １９５９ 年，西储大学

培养的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琼 · 劳瑞 （ Ｊｅａ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ｏｗｒｉｅ，１９１８—２０１４）毕业［５７］ 。

４　 谢拉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点

下面，笔者试对谢拉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

实践的特点稍作总结分析。
第一，文献工作教育是谢拉对传统图书馆

学教育进行的改造，适应了图书馆学教育专门

化的发展趋势。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图书

馆事业面临转型与变革，事业的变化往往伴随

学科教育的变革，此时的图书馆学教育正处于

向图书情报学教育转型的历史时期。 谢拉在

ＳＬＳ 的文献工作教育正是在转型时期进行的一

场教育试验，是对以专业图书馆和文献工作发

展为重要表征的“新图书馆事业”时代要求做出

的历史回应，促进了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向图书

情报学教育的转型。
第二，文献工作教育是谢拉探索图书馆学

教育模式过程中的一部分，其宗旨在于通过图

书馆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对书面记录的利用。
他希望能够借助引入文献工作与新兴技术来改

造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教育，解决社会尤其

是专家群体对于快速获取信息（尤其是学科专

业信息）的需求等现实问题。
第三，基于理论与跨学科视角的文献工作

教育思想与实践。 谢拉在晚年曾言：“一个科学

学科的思想史应该以探索它的理论基础作为核

心……如果情报学想要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

学科，那么，它就必须要寻求一个强有力的理论

基础，并且，这样一个理论基础还要建构在一批

相容的信息概念的基础上。” ［５８］ 社会认识论及

其文献工作学科理论建设为谢拉的文献工作教

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 他看到了文献

工作所带有的跨学科特征，并引进具有化学专

业背景的佩里和肯特建立 ＣＤＣＲ，开展以文献工

作为重点的专业图书馆人才培养，这些都表明

谢拉在以跨学科的教育理念改造图书馆学教

育，尝试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继

承了芝加哥学派的教育理念。 这种继承不仅仅

体现在他的理论建设与跨学科视角：“我尝试赋

予图书馆学教育以更多的丰富理论和跨学科的

眼光。 我强调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

的重要性，因为我坚信，１９３０ 年代和 １９４０ 年代

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对后来转型时期图书馆学

教育的创新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１３］ｖｉｉｉ 此外，
谢拉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从满足社会交流需求

的层面开展文献工作教学与研究的探索，体现

了其面向社会和未来变化的教育思想———这一

点也是路易斯·威尔逊执掌芝大 ＧＬＳ 时所极力

倡导的［５９］ 。
第五，谢拉文献工作教育的立足点是将文

献工作教学与研究主要限定在图书馆事业范围

内，以文献工作提升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价值，体
现出明显的图书馆本位立场。 在谢拉担任院长

期间的 ＳＬＳ，文献工作方面的课程主要是作为图

书馆学课程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而 ＣＤＣＲ 也

是被定位为服务于学院整体的图书馆学教育项

目和人才培养。
第六，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既不同于传统

的图书馆学教育，又非独立的情报学教育，是一

种过渡形态的早期情报学教育。 谢拉大力倡导

文献工作教育的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处于文

献工作概念向情报学概念的过渡时期。 １９５７
年，谢拉将文献工作的研究主题分为“信息利用

与用户需求”“索引、目录与分类” “机械化检索

系统编码”“信息存储、检索与复制设备” “理论

研究”“机器翻译” “出版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文献工作者教育与培训”等几大类［２７］ ，反映出

其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

与技术进步，文献工作的概念已经不能完全容

纳。 １９６８ 年，美国文献工作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ＤＩ） 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

学会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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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Ｓ） ［６０］ ，标志着在美国情报学概念正式取代了

文献工作概念。
第七，利用技术而不崇拜技术。 谢拉对计

算机等新技术工具保持高度敏感。 他从文献

工作方面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拓展与深化，强
化了图书馆学教育中的技术要素。 同时，谢拉

也认识到了技术的局限性。 一方面，在他看

来，图书馆可以利用计算机等新兴技术，文献

工作教育可以服务于图书馆事业，为图书馆工

作提供新的工具与方法。 另一方面，谢拉也告

诉人们不要将技术视为“灵丹妙药” （ Ｐａｎａｃｅ⁃
ａ） ［５８］ ，他并不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反对人们对

技术与工具的盲目崇拜和狂热追求：“只有我

们把技术看得比智力更重时，机器才会奴役

我们。” ［６１］

５　 结语

如上所论，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

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学科理论方面，进行

文献工作学科理论建设；在学术研究方面，设立

美国图书馆学院第一个文献工作研究中心

ＣＤＣＲ，开展文献工作领域的学术研究；在教学

活动方面，在图书馆学教育项目中引入文献工

作相关课程，开展以文献工作为重点的专业图

书馆人才培养。 学科理论、学术研究、教学活动

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谢拉文献工作教育思想

与实践的完整体系。 学科理论建设为 ＳＬＳ 的教

学与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教学与研究又相

互促进、不可分割。 这三方面的合力发展，推动

了西储大学的文献工作教育，使其文献工作的

教学与研究领先于全美。
１９６８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授予谢拉“麦维

尔·杜威奖” ，以表彰他在文献工作教育等方

面做出的卓越贡献［６２］ 。 虽然谢拉执掌 ＳＬＳ 期

间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情报学教育项目，文献工

作只是 ＳＬＳ 的一个教学和研究领域，但是，他的

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却在实质上推动了

情报学教育在美国图书馆学院的发展，促进了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向图书情报学教育格局的

转型。 只不过，谢拉所开展的这种早期情报学

教育主要是面向图书馆事业，立足于提升图书

馆职业的社会价值，体现出明显的图书馆本位

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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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ｌｐｈｉ ｍｅｔｈｏｄ［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６：７３－７７．）

［ ３ ］ 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３．（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６：６３．）

［ ４ ］ 陈传夫．评 Ｊ．Ｈ．谢拉的目录学“理论基础” ［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１９８６（ ２）：９－ １１．（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 Ｏｎ Ｊ． Ｈ．

Ｓｈｅｒａｓ “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６（２）：９－１１．）

［ ５ ］ 刘炜．图书馆学的理性基础：谢拉的回答———评《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原理》 ［ 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１

（ １）：５８－６０．（Ｌｉｕ Ｗｅｉ．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ｈｅｒａｓ ｒｅｐｌ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９９１（１）：５８－６０．）

１２２



周　 亚：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
ＺＨＯＵ Ｙａ：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 ６ ］ 罗志勇．论谢拉的思想体系及其价值［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４（３）：１２－１７．（Ｌｕｏ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Ｓｈｅｒａ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ｉ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４（３）：１２－１７．）

［ ７ ］ 谷秀洁．图书馆与社会：对谢拉“社会认识论” 的学与思［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７，２６（ ２）：２ － ７． （ Ｇｕ Ｘｉｕｊｉ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ｎ Ｓｈｅｒａ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６（２）：２－７．）

［ ８ ］ Ｓｈｅｒａ Ｊ Ｈ．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ｓ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７０．

［ ９ ］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Ｊｕｎｅ ５， １９５１ ｂｙ Ｍ． Ｅ． Ｅｇａｎ ａｎｄ Ｊ．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３１－１９５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０］ Ｅｇａｎ Ｍ Ｅ， Ｓｈｅｒａ Ｊ 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５２， ２２（２）： １２５－１３７．

［１１］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２］ Ｓｈｅｒａ Ｊ 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Ｍ ］．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７６．

［１３］ Ｓｈｅｒａ Ｊ Ｈ．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ｙｅｓ， １９７２．

［１４］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ｂｙ Ｊ．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７， Ｆｏｌｄｅｒ：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１９３６－１９５５，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５］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ｒｅｄｏ， ａ ｒｅ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ｉｔｈ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

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６］ Ｌｕｋｅｎｂｉｌｌ Ｗ 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Ｘｌｉｂｒｉｓ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９６．

［１７］ Ｂｕｄｄ Ｊ Ｍ． Ｊｅｓｓａ Ｓｈｅｒ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２， ７２（４）：４２３－４４０．

［１８］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ｈｉｇｈ ｋｅｙ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１９］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０］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ｔｏ ａｌｕｍｎｕｓ ｏｎ Ｍａｙ １２， １９５５［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７， Ｆｏｌｄｅｒ：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１９３６－１９５５，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ｒ．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ｕｂｈａｓｈ Ｇａｎｄｈｉ［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２］ Ｍｉｒｒｏｒ ｆｏ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３］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 Ｅｇａ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３１－１９５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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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五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５

［２５］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３１－

１９５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６］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８］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９］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０］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ｂｙ Ｊ． Ｈ． Ｓｈｅｒａ［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１］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Ｂ５， Ｂｏｘ 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Ｇｒａ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１９５０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Ｄｅａｎ， （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０）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Ｄｅ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２］ Ｌｏｕｉｓ Ｒ．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ｏ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ｏｎ Ｍａｙ ２８， １９５６［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２０， Ｆｏｌｄｅ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１９５６－１９７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３］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ｏ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９， １９５６［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０， Ｆｏｌｄｅｒ： Ｗｉｌｓ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Ｒ． １９３３－１９５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４］ Ｓｈｅｒａ Ｊ 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ＡＬ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５４， ４８（ ３）： １２９ － １３０，

１６９－１７３．

［３５］ Ｂｌｅｉｅｒ 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１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１９０１－２００１［Ｍ］． Ｌａｎｔｈａｍ：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３６］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Ｂ５， Ｂｏｘ 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Ｄｅａｎ， （１９５２－１９７０）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Ｄｅ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７］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Ｄｅｎｉｓ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８］ Ｗｒｉｇｈｔ Ｈ Ｃ．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 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ｕｉ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３１－３３．

［３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３， Ｆｏｌｄｅｒ：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４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Ｐｅｒｒｙ ｊｏｉｎｓ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ｓ， １９６１， ３９

（１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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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 Ｙａ：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４１］ Ｒｕｓｈ Ｊ， Ｗｈｉｔｅ 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ｒｅｂｕｔｔａｌ ｔｏ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ｅｔｔ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ｏ ｒｉｎｇ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２， １２ （１）：６９．

［４２］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 ｔｉｌｌ ｎｏｗ ［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Ｂ５， Ｂｏｘ 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Ｄｅａｎ， （１９５２－１９７０）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Ｄｅ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４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４，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ｎｄａｔｅｄ－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４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Ｂ５， Ｂｏｘ 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８，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Ｄｅａｎ， （１９５２－１９７０）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Ｄｅ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４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ｏｄａｙ：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６２．

［４６］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４， Ｆｏｌｄ⁃

ｅｒ： ＣＷＲ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 Ｓｃｉ．，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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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６５．

［４８］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Ｂ５， Ｂｏ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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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Ｄｅ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４９］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ｂｙ Ｊ．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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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ｖｅｓ．

［５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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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５３］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６７－１９７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５４］ Ｒｅｅｓ Ａ Ｍ， Ｓａｒａｃｅｖｉｃ 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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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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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Ｋｅｉｔｈ Ｍ Ｆ． 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ｒｉｎｇ Ｊｅａ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ｏｗｒｉ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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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２＿Ｊｅａｎ％２０Ｌｏｗｒｉｅ＿１１２２１４＿ａｃｔ．ｐｄｆ．

［５８］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２， Ｆｏｌ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ｎ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５９］ 周亚．路易斯·威尔逊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述略（１９３２—１９４２） ［ 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３７（８）：７１－ ８０．

（ Ｚｈｏｕ Ｙａ． Ｌｏｕｉｓ Ｒ． Ｗｉｌｓｏｎ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２ － １９４２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２０１７， ３７（８）：７１－８０．）

［６０］ ＡＳＩＳ＆Ｔ． 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３－２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ｉｓｔ．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

［６１］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ｅａｒ ｂｙ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Ａ］，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７ＤＤ５， Ｂｏｘ １１，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６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 ａｗａｒｄ ｗｉｎｎｅｒｓ： １９６８［Ｊ］ ． ＡＬ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６８， ６２（７）：８６５．

周　 亚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讲师。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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