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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出现在美

国高等院校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中, 大约有1ö4

的优秀的图情学院系被迫关闭。另有一些图

情学院系将“图书馆学”从院系名称中取消,

以求生存。有人幽默地说:“十多年后, 将没有

任何一所为美国图书馆学会鉴定委员会所认

可的图情学院系存留下来。”[1 ]图情学教育所

受到的威胁至今尚未消除。1997 年 8 月夏威

夷大学图情学院的消失再度引起美国图书馆

学界人士及图情学教育者的严重关注。然而,

迄今为止, 对引起危机的原因的深层次探讨,

我们仍未能看到较有说服力的论著。美国图

情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如何? 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它的危机与困惑? 它的前景如何? 这

些正是本文拟论述的要点。

1　历史与现状

美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是著名的梅尔威

尔·杜威 (M elvil D ew ey) 于 1887 年在哥伦

比亚大学内建立的。1926 年, 图书馆学的研

究生专业在芝加哥大学建立。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 随着美国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 图书

馆学教育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图书馆学院

系的数目不断增长, 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晚

期[2 ]。随着 70 年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

的突破性发展, 一些图书馆学院系将“情报科

学”或“情报学研究”加入院系名称中, 成为图

书情报学专业。

然而, 图情学教育的灾难却悄然而至。一

些大学或者强制关闭了它们的图情学院系,

或者强行改组这些院系, 同其他院系合并, 或

是扩大为一个综合性的院系, 也有的将它从

研究生级降格为本科生级。据统计, 自 1978

年至 1997 年, 已有 16 所极有名气的图书情

报学研究生院系被关闭, 其中包括哥伦比亚

大学、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3 ]。最近

得到的消息是, 夏威夷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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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8 月并入该校原已存在的信息和计

算机系, 成为该系所属的一个课题组[4 ]。一些

原来称为“图书情报学”的院系, 尽管它们的

大部分毕业生仍然在各类图书馆中找工作,

却用“信息管理”等取代了原来的院系名称。

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克塞尔大学 (D rexel) 和纽

约州的塞拉修斯大学 (Syracu se) , 就是将“图

书馆学”从它们的院系名称中抹掉的例子。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情学院, 在经历了多

年被关闭的风险及财政困难之后, 于 1994 年

改名为信息管理学院, 原有的图情学教育成

了新学院所属的一个专业[5 ]。有人认为, 将会

有更多的图情学院系改名, 因为信息学比图

书馆学更具学术意味[6 ]。

美国高等院校图情学教育遭遇的灾难,

虽然不像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来得可怕, 然

而正如某些有识之士指出的,“它就像土壤被

侵蚀一样, 逐步的但却是毁灭性的, 非常毁灭

性的。”[7 ]

图情学教育的坏消息使美国广大图书馆

员及图情学教育者十分震怒。他们说:“这是

谁的过错? 为什么会这样? 那些信誉卓著的

图情学院系的关闭, 是对我们专业地位的侮

辱。”[8 ] 情况之严重, 以至于贝蒂·图洛克

(Bet ty T u rock) 当选为 1995ö96 年度美国图

书馆学会会长时说:“我们的学会仅仅对图书

馆学院系关闭危机给予了个别的关注。如果

图书馆学教育失败了, 那么整个图书馆学就

失败了。这有可能发生。”[9 ]

2　原因分析

80 年代后期以来, 美国的图书馆员和图

情学教师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 分析

和探讨美国高等院校图情学院系关闭的原

因。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马里恩·帕里斯

(M arion Paris) 的《图书馆学校的关闭: 四个

案例之研究》(1988 年) , 玛格丽特·斯蒂格

(M argaret St ieg)的《图情学教育的变化与挑

战》( 1992 年) , 和拉里·奥斯特勒 (L arry

O st ler)等著的《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关闭: 问

题与机会》(1995 年)。在这些论文和专著中,

一个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关图情

学院系生存的威胁不是发生在较小的院校,

而大多是发生在较大的、著名的、国家一级的

私立大学呢? [10 ]以下是这些著述中所提到的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 然后是我们的分

析。

2. 1　规模小。美国大学的图情学院系规模一

般都比较小, 平均只有 8 至 10 名教员, 并且

没有本科, 只开设研究生课程。因为规模小,

当某大学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关闭一些院系

以确保其他重点项目时, 图情学院系就首当

其冲了。

2. 2　孤立性。图情学院系有一种传统的孤立

性。从一开始, 杜威建立的图书馆学院就是孤

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以后建立的图书馆学

院系也遵循了这一惯例。于是乎各大学内的

图情学院系都有自己的大楼, 至少在一幢大

楼内有自己独立的几个楼层。它们从不同其

他院系分享这些楼层的使用权。当然或许有

个别教室或办公室同其他院系合用, 但这只

是极个别的现象。图情学院系拥有自己的图

书馆和自己的馆员, 这些图书馆和馆员很少

同该大学的图书馆和馆员打交道。它们有自

己的实验室和计算机室。它们的教员不去外

系兼课, 其他院系的教师也没有机会到图情

学院系来授课。它们的学生很少选其他院系

的课程, 当然外系学生更不会选修图情学的

课。这种孤立性使得图情学院系十分脆弱并

且关闭起来较其他院系来得容易。从以往的

经验来看, 所有被关掉的图情学院系, 无一例

外地都带有这种孤立性的特征。有的学者进

一步指出, 那些明显具有这类孤立性质的图

情学院系, 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关闭的对

象[11 ]。

2. 3　缺乏同外界的联系与反馈机制。造成图

情学院系面临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是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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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同本专业及外部世界的联系、反馈和控

制机制。那些规模既大而又富裕的私立大学

从不要求其下属院系加强对外联系。在正常

情况下, 这似乎并不重要。可是一旦进入非常

时期, 比如经济萧条时, 对外联系的缺乏就变

得致命了。因为如果校方财政拮据, 减少对下

属院系的拨款, 则立即会导致一些院系的危

机[12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关闭, 正

是它缺少一个同外界联系的反馈机制, 比如

一个访问委员会, 一个监察委员会, 或者一个

顾问委员会[13 ]。

2. 4　与校方关系淡漠。基于对四所被关闭的

图情学院系的调查, 马里恩·帕里斯得出结

论: 由于自身的孤立性, 导致这些图情学院系

同校方管理部门关系很糟。大学的管理人员

普遍认为图情学院系的教师质量不高, 对其

院系管理不善, 领导不力等等[14 ]。

2. 5　招生名额下降。招生名额逐年下降, 是

导致一些高等院校图情学专业关闭的另一个

原因。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 (U n iversity of

D enver) 图情学院的关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该学院 1980ö81 年度的入学新生为 105

人, 但是第二年这一数字剧降为 79 人。一番

激烈的争论之后, 该学院不久终于被关闭

了[15 ]。

2. 6　鉴定委员会的因素。有人认为, 美国图

书馆学会鉴定委员会应对图情学院系的关闭

负主要责任[16 ]。因为该委员会通过它所制定

的标准以及对这一标准的阐述, 鼓励了而不

是劝阻图情学专业的孤立性。北伊利诺斯大

学 (N o rthern Illino is U n iversity)的图情学院

就是这个鉴定委员会推行其标准的牺牲品。

它不断地向该校校方施加压力, 要求为该校

的图情学院增加教职员和其他设施, 否则不

予承认。由于财政紧缩, 校方无法满足该鉴定

委员会的要求, 只得关闭该校的图情学

院[17 ]。

2. 7　其他因素。在有关的论著中, 还有一些

其他因素也被提及, 如布莱汉姆·扬大学

(B righam Young U n iversity) 之所以关闭它

的图书馆学院, 是因为有几名老教授同时退

休[18 ]和为了加强该校的本科生教学[19 ]; 哥伦

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被关闭的一个原因, 是

该校图书馆为了争夺一块 15000 平方英尺的

楼层[20 ]; 埃默里大学 (Emo ry U n iversity) 关

闭图情学院是因为该学院研究成果太少[21 ]。

也有人认为, 因为美国的图情学院系过多, 部

分院系的关闭是自然竞争的结果[22 ]; 还有人

认为, 没有本科为基础的研究生图情学教育,

费用不可避免地要比其他学科昂贵[23 ]; 等

等, 等等, 不一而足。

2. 8　财政困难是重要因素。尽管我们同意以

上大多都是导致图情学院系关闭的原因, 然

而我们认为财政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

一点以往学术界并未给予充分论述。导致美

国部分图情学院系关闭的众多原因, 其实都

或多或少地与财政问题有关。正如以上所提

到的, 丹佛大学图情学院的关闭, 是由于年复

一年的新生入学率下降所致。然而, 深层的原

因却是该学院无法支付教员的薪金及计算机

设备的开销[24 ]。为了挽救北伊利诺斯大学图

情学系, 该系系主任凯斯 (K ies) 说:“惟一的

希望是增加资金。”当时如果她能够获得一些

资助去聘一位新教员和一名秘书, 再增加一

些教学设备, 那么该系也许至今还仍然存

在[2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情学院 (后改

名为信息管理学院) 代理院长豪斯 (Hou se)

曾说:“如果高等院校的财政危机减轻了, 那

么对我们的威胁就可能暂时缓解。”[26 ]

2. 9　最后一个, 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

因, 是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反应冷漠, 没有抓住

机遇, 及时调整专业方向, 扩大和发展与信息

产业相关的学科及课程, 将图情专业部分地

转到信息管理及有关专业上去。

美国的信息产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是在本世纪 70、80 年代。它所属的计算机业、

数据库业、通讯业、信息服务业等的迅猛发展

都始于这一时期。新的信息技术不断涌现,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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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相关的新的公司、组织、中心不断产

生, 形成一个极大的人才需求市场。在各高等

院校中, 原有的信息管理专业已经与信息市

场对人才的需求大大脱节。于是, 各院校纷纷

新建、扩建、改建了一大批与信息产业相关的

学科和院系。

图情学院系本来与计算机系一样, 都是

与信息产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专业。图情学专

业完全有条件在巩固和发展原有学科的基础

上, 分化或新建一些信息管理专业、信息资源

专业以及信息学研究专业。如果那样的话, 经

过多年的发展, 这些新派生出来的院系, 必定

已经为信息产业的各个部门输送了不少的人

才, 并在信息技术领域内占有一定地位。这些

院系自然而然地会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社

会地位, 成为大学校长及校董事会心目中的

重点院系。那么, 无论教育经费如何短缺, 它

们都只会是被保护和支持的对象, 决不会有

被迫关闭的下场。令人遗憾的是 , 美国绝大

多数的图情学院系并没有去捕捉信息产业发

展给它们带来的机遇。这一机遇被计算机系

及其他院系抢去了。于是, 各高等学校纷纷出

现了一些与图情学院系毫无关系的信息管理

学专业, 而图情学院系在各高等院校中的地

位也随之而逐步下降, 不断受到校方和其他

院系的冷遇与排挤。遇到校方财政不景气或

出现其他问题时, 便拿图情学院系开刀。

美国图情学院系不能抓住信息工业发展

的机遇, 向信息管理等专业发展, 与其根深蒂

固的孤立性、封闭性和守旧性是分不开的。除

了以上所述外, 我们也可以从图情学专业毕

业生的就业上看出端倪。自 1926 年芝加哥大

这建立图书馆学研究生专业, 经过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惯例, 即绝大多

数大学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政

府机构图书馆、公司图书馆、律师事务所图书

馆、医院图书馆以及一些中小学校图书馆, 都

只从被美国图书馆学会鉴定委员会认可的

56 所大学的图情学院系中招收图书学硕士

毕业生 (M L S) 为图书馆员, 这一惯例一直延

续至今。即使你在图书馆的某一部门工作了

几十年, 或者你持有另一专业的硕士甚至博

士证书, 但只要你没有以上学校所颁发的图

情学硕士证, 你就无法成为一名专业图书馆

员 (当然在一些中小学校、小公司中会有例

外)。同时, 从这些大学图情学院系毕业的研

究生, 大多数也只去以上的图书馆中谋职。这

也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我们曾对美国《图

书馆杂志》中每年一次的对图书馆学毕业生

就业情况的调查作过分析研究, 发现 20 多年

来图书馆学就业市场并无大的变化, 在已知

就业去向的毕业生中, 每年总是有 80% 以上

的人在各类图书馆中找到工作, 仅有低于

20% 的毕业生在非图书馆部门中谋职。在各

类图书馆谋职的当年已知毕业生去向的比

例, 1975 年为 7812% , 1985 年为 8616% ,

1995 年为 8614%。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正

当信息产业大量需要人才时, 图情学毕业生

在各类图书馆中找到工作的比例反而上升。

以 1991 年为例, 当年已知毕业去向的图情学

研究生人数为 2131 人, 其中竟有 2043 人在

各图书馆中找到了工作, 占总数的 9519% ,

也就是说, 当年只有 411% 的毕业生在非图

书馆系统包括信息产业部门谋职。据刚收到

的一期《图书馆杂志》所载, 1996 年美国有

8814% 的图情学毕业生在各图书馆中找到工

作[27 ]。美国图情学专业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态

度之冷漠, 对无比广大的信息产业部门的就

业市场之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一斑。

80 年代中期以来, 当几所名牌大学的图

情学院系被迫关闭之后, 图情学教育的危机

才逐渐为图书学界所认识, 在分析论证导致

危机的原因的同时, 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

亡羊补牢的措施, 其中之一即是改名之举, 将

“图书馆学”从院系名称中除去, 改为与信息

管理相关的时髦名称, 以求生存。其实那时信

息管理等新兴专业早已在各大学发展了多

年, 盘根错节, 实力雄厚, 改名后的图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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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于是形成改名不改实,

换汤不换药的局面。除了在课程设置中增加

了一些计算机、信息管理、信息处理、自动化、

网络系统等新课外, 招生、师资、毕业生就业

等多无大的变化。它们的毕业生大多仍旧无

法在信息产业部门中谋职。

美国图情学教育者们对待信息产业发展

的态度, 与中国的同行们形成鲜明的对照。在

这里我们仅仅想指出, 自 1992 年 10 月 31 日

北京大学图情学系再次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

后, 全国大多数图情学系都改名为信息管理

系、信息资源管理系及信息学系。尽管这一改

名风带来了教材、师资、课程、就业等方面的

一系列问题, 造成图情学教育系统内的一些

思想混乱, 但就总的方面来说, 中国图情学教

育工作者抓住了信息产业发展的契机, 勇敢

地进行了新的尝试, 将专业方向大胆地转入

前人及西方学者都从未触及的信息管理领

域, 仅就这一点, 就应当加以充分的肯定。正

如笔者之一 1997 年 10 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布德分校举行的美国亚洲学会西部分会上

所作学术报告中指出的:“改名只是一种表面

现象, 它反映了信息产业发展的需要, 代表了

一种趋势。如果图情学院系不向信息产业提

供毕业生, 其他学术院系就会占领整个信息

产业就业市场。由于中国的图情学工作者在

正确的时机抓住了机遇并调整了学术方向,

现在图情学已在信息就业市场占有一定的地

位。这一变化可能为世界图情学教育, 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的图情学教育指明了方向。”[28 ]

3　美国图情学教育的前景

3. 1　关闭之风应已基本停止。自 1978 年开

始的图情学院系不断关闭的现象, 至 1997 年

8 月夏威夷大学图情学院的消失, 应当已经

进入尾声。我们的主要依据是:

3. 1. 1　美国经济形势好转。近年来, 美国经

济开始了逐步复苏并好转的势头, 国民生产

总值、人均收入、人均购买力、新房成交额等

都有增长, 1997 年 11 月全美失业率下降

416% , 创 24 年来最低水平[29 ]。这些都为教

育事业的发展, 当然也为图情学教育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3. 1. 2　图情学院系内部的自我调整。进入

8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对关闭危机的严重性

的逐步认识, 不论是否改名, 绝大部分图情学

院系都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变, 包

括吸收一批年轻并富有开创精神的教师, 鼓

励他们增设了一批与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

网络系统、数据库及信息管理有关的课程, 并

巩固和发展了一些双学位专业 (如图书馆学

与药理学双硕士, 图书馆学与历史学双硕士,

图书馆学与教育学双硕士等)。这些措施虽然

无法使图情学教育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但是

用以应付现有的图书馆就业市场的需求, 还

是十分有效的。事实上, 近年来毕业的图情学

研究生, 有些人在进入各类图书馆后, 很快就

能适应图书馆各部门的要求, 并成为引进和

掌握新技术的带头人, 成为各图书馆自动化、

网络化的骨干。

3. 1. 3　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在起作用。近

20 年来, 为美国图书馆学会鉴定委员会所承

认的图情学院系越来越少, 截至 1997 年末,

仅余 48 所。这些院系的图情学毕业生也逐年

在减少, 据美国《图书馆杂志》每年的不完全

统计, 1976 年为 5415 人, 至 1996 年下降为

4136 人[30 ]。而美国图书馆的数目却在逐年增

加。1976 年全美共有公立图书馆及分馆

13981 个, 大学图书馆 2825 个。加上政府图

书馆及各种专门图书馆, 共计各类图书馆

29345 个。 1986 年, 以上三个数字分别为

15215, 5592 和 31475。至 1996 年, 以上三个

数字进一步增长为 15375, 4730 和 32666 [31 ]。

而各类图书馆中的专业馆员也有增无减。这

就逐步形成了图情学毕业生比较容易找工作

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 各院校如继续推行

关闭图情学院系的政策, 就与市场经济规律

—53—

金旭东　宁　苹: 美国高等院校图情学教育的危机与困惑
J in Xudong, N ing P ing: T he T h reats to and Confusion of Am erican L ib rary and⋯



相违背了, 因而也将行不通。

3. 2　改名之风也将逐步停止。改名是为了图

生存。如果生存 (指被关闭)已无威胁, 改名也

就无必要。而且, 过去那些已经改了名的, 多

数并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管理专业, 仍

继续教授许多传统的课程, 仍旧把大多数毕

业生送到各类图书馆而不是其他信息产业部

门去, 这已经引起了一些图情学界学者的反

感。

3. 3　图情学教育任重而道远。尽管我们认为

美国的图情学院系关闭之风已基本停止, 然

而新的危机却已经隐约可见。随着近年来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 特别是万维技术在图书馆

中的运用, 各类图书馆除了需要大批图书馆

自动化、数据库及网络化人才外, 目前更急需

一批万维人才 (W eb M aster)、因特网人才、

计算机系统人才以及万维网页设计 (W eb

Page D esigner) 等人才。由于各图情学院系

一时无法输送合格毕业生, 有的图书馆已打

破惯例, 开始向计算机系及其他专业招收毕

业生。这对美国的图情学教育无疑是一个危

险的信号。如果美国图情学界对此不引起警

惕, 采取相应的措施, 恐怕在下个世纪初期,

图情学教育将遭受另一次打击。因此, 我们认

为, 美国图情学院系内部的自我调整, 不但不

应当停止, 而且应当继续下去, 采取更深层次

的措施, 不仅应迅速填补目前图书馆对万维

人才及计算机人才的需求, 而且应加强对科

技发展动向的研究, 加强信息产业发展的研

究, 加强对图情学就业动向的研究, 争取在危

机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或者更

进一步, 做到防患于未然, 将危机消灭于胚胎

之中。然而由于美国图情学教育的现状和其

他局限, 这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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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2 页)　样, 才能用自己的拳头产品

去开拓网络市场。

网络市场还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图书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与网上信

息传递的时间差, 谁能尽快地将自己的信息

上网, 谁就能拥有更多的用户, 因此, 及时传

递已成为图书馆信息处理最重要的一环。

当然, 实现馆藏数据化和数据特色化、市

场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社会上有

一种思潮认为, 随着信息网络的出现, 若干年

后图书馆可能不必存在。这种说法夸大了网

络的作用。但实现图书馆的虚 (拟)实 (体)结

合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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