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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国外图书馆知识管理在理论、人员、技术、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 国内也形成了知识交流

论、知识组织论、知识服务论、知识集合论、知识资源管理论和公共知识管理论等学说。 知识管理理论繁荣了图

书馆学学术研究,知识管理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虽然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内容琳琅满

目,但完整的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体系还没有诞生。 参考文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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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知识管理是图书馆活动的根本任务,是图书馆学

研究的基本内容,更是图书馆事业的全部价值所在。
20 世纪末,知识管理研究风靡全球,企业知识管理、
图书情报知识管理和政府知识管理等相继兴起。 在

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的双重推动下,图书馆知识管理

实践活动蓬勃发展、成绩斐然,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

研究持续升温、成果迭出。

1摇 国外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

1. 1摇 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

国外学者对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进行了详细的

比较研究,通常把信息管理当作知识管理的原生状态,
将知识管理看成信息管理的高级阶段。 他们认识到图

书馆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并力图运用知识管理理论来

指导图书馆工作。 Charles 认为:知识管理可以引入到

图书馆的许多业务之中,能够提高图书馆管理效

益[1]。 Pemberton 全面比较了 RIM(记录信息管理)和
KM(知识管理)的异同,探讨了图书情报人员如何在

担负 RIM 角色的基础上开展知识管理[2]。 Gandhi 指
出:密切相关的数据管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在具体

应用中有明显的区别,数据管理和信息管理是知识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系统的最终目标是促进

组织的协作学习与知识共享[3]。 Katsirikou 构建了知

识管理在图书馆联盟中应用的功能模型,认为知识管

理保障了图书馆联盟的有效运作和各成员馆以及馆员

作用的充分发挥[4]。 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国外一直

有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技术学派的影响根深蒂固。
图书馆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在国外如火如荼,但是理论

研究仍然停留在概念区分与术语移植的层次,图书馆

学界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管理理论体系。
1. 2摇 图书馆知识管理人员

图书馆馆员能否实现从文献管理员到知识馆员的

角色转换,是图书馆知识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 Ludwig
和 Starr 指出:技术环境、学术交流与学习环境的变化,要
求图书馆员的使命和工作方式随之发生变化[5]。 学习

型图书馆是一个扁平化的开放型知识组织,馆员必须自

觉参与终生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和团体学习。
馆员主导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活动过程,如知识搜集、
知识整序、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 Rowley 提出管理知识

库、促进知识交流和平衡价值创造是图书馆员的三个

“知识管理职能冶[6],Schwarzwalder 主张图书馆员可以作

为知识管理的代理[7],Branin 则认为高校图书馆应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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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的建设者、整合者、教育者和研究者于一体[8]。
Gandhi 在探讨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参考咨询中的应用时

认为:参考咨询馆员应该从馆藏文献的管理员转变为公

共记忆的管理员,应该从信息的发现、选择、组织与管理

者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与管理者,应该从组织与提供信

息的管理工转变为利用专业技术从事知识服务的

专家[3]。
1. 3摇 图书馆知识管理技术

传统图书馆以文献为基本单元进行管理,组织与

服务工作只能依托于具体文献。 譬如,分类将文献的

主要内容与现成分类法类目对应,往往忽略了其次要

内容。 这样,类与类各自独立,即使通过“参见冶关联

也只是枝节的修补。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知

识管理完全可以深入到文献中的知识单元。 Murty
和 Jain 依据 ACMCR(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鄄
chinery Computing Reviews)分类树思想,制定在图书

馆实施基于知识聚类的图书管理计划[9] 。 在这个计

划中,代表知识单元的关键词组成了动态的 ACMCR
分类表,它克服了传统馆藏管理和文献检索分类过粗

的弊端。 MARC 彻底取代了手工编目,产生了联机编

目、编目外包和 OPAC 服务等业务工作。 1967 年创

建的 OCLC 是世界上最大的联机编目服务中心,其
WorldCat 数据库现有书目记录 8800 万条[10] 。 1995
年第一届元数据研讨会制定了都柏林核心元素集,
DC 标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Shimazu 等将

企业知识管理中的情境推理(CBR,Case鄄based reason鄄
ing)移植到图书馆知识管理,通过交互式情境推理发

展知识专家系统,为用户提供面向网络的知识导航工

具[11] 。 有文献指出:公共部门缺乏有效地对政府信

息进行管理、传递和交换的工具和标准,数字图书馆

基于知识管理的公共服务确保了高质量的信息管理、
搜集与检索;国际标准与格式消除了法律、行政和地

理上的信息障碍,是信息交换与信息共享的基础[12] 。
此外,搜索引擎、知识组织、知识挖掘、知识推送、智能

服务等数字处理技术日新月异,为图书馆知识管理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力量。
1. 4摇 图书馆知识管理制度

图书馆知识管理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知识产

权制度是它的研究重点之一。 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

品,知识产权同私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图书馆

是知识传播、交流与共享的社会装置,更是公益性的

知识组织。 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本身体现了一种

知识管理制度,是社会知识公平分配与自由获取的制

度安排。 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自由获取之间存在利

益冲突,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的产

物。 Du Plessis 和 Du Toit 认为:印刷型信息环境中形

成的知识产权制度,受到了电子或数字型信息环境的

严重挑战,数字知识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问题值

得重视[13] 。 他们还考察了南非法律制度下的知识管

理系统,分析了数字环境下知识管理的领域与障碍。
1998 年美国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该
法案认同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publication),允
许图书馆制作三份数字复制件而不能向图书馆建筑

物以外的公众传播[14] 。 尽管这是美国的国内法案,
但是由于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走在世界前列,这个法

案在世界各国引起了热烈反响。 知识产权制度专门

为公益组织设置的豁免权或特别条例,是图书馆知识

管理顺利进行的法律依据。
1. 5摇 图书馆知识管理实践

Fuchs 等认为图书馆自始至终承担着知识传递

功能,学习行为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供给链———从作者

知识转化成读者认知的过程,数字图书馆和电子学习

系统支撑着数字时代的知识供给链;数字图书馆知识

管理保障了电子化学习,它不仅提供用户注册、预约

登记、目录管理等服务,而且拥有全面的内容管理、合
作机制、检索支持、数据分析等功能[15] 。 参考咨询服

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知识管理提升

服务效果的实践逐渐增多。 Gandhi 研究了知识管理

在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中的应用,认为单个图书馆的

参考咨询服务难以满足用户需求,图书馆界应当建立

共同的参考咨询知识管理系统[3] 。 Borgman 通过对

ADEPT(the Alexandria Digital Earth Prototype Project)
和 CENS(the Center for Embedded Networked Sensing)
这两个大型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的考察,探讨了影响

电子合作研究的学科因素、技术动机、用户角色、信息

共享和技术条件等 5 个方面[16] 。 Kalogeropoulos 等主

张建立开展在线卫生保健的电子图书馆,设置临床实

践的知识管理系统,为临床诊断提供决策支持与实验

平台[17] 。 Clarke 介绍了西印度大学图书馆知识管理

的实施、工具与成果[18] ,Branin 则介绍了俄亥俄州大

学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运作情况[8] 。

2摇 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

2. 1摇 知识交流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富有思想的学者从“知识冶
视角探索图书馆学,开创了图书馆学研究知识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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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气象。 1981 年,彭修义在《图书馆学通讯》发表《关
于开展“知识学冶研究的建议》,积极倡导图书馆学界

重视“知识学冶研究。 彭先生呼吁:“图书是知识的载

体,图书馆学应当研究知识。冶 [19] 此后,《图书馆工作

与图书馆学理论的知识文化考察》 [20] 、《图书馆知识

研究我见》 [21] 、《关于知识研究的哲学思想》 [22] 、《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知识方向》 [23] 和《以文献知识为

动力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系科革命》 [24] 等学术

檄文相继见刊,奠定了彭先生作为图书馆界“知识

学冶先驱者的地位。 1982 年, 刘迅在《论图书馆学情

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 3 理论的

思考》 [25]一文中,引入波普尔的“世界 3 理论冶作为

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并引起了图书馆学界的热烈

讨论。 1983 年,宓浩先生指出,“知识的组织和知识

的传递,这就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和基础内

容冶 [26] ,“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不单是作为社会知识的

搜集者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负有开发知识资源、
促进知识交流的职责冶 [27] 。 1984 年 11 月,中国图书

馆学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在杭州召开,宓浩

和黄纯元提交的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认为:“图书馆活动

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冶,“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

的一种有效工具冶,“应该把社会知识交流作为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的基点冶 [28] 。 如果说彭、刘两位先生率

先研究图书馆之“知识冶,那么宓、黄两位学者则开创

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第一个学派———知识交流学派。
2. 2摇 知识组织论

知识交流论从人类知识交流的宏观角度入手,把
图书馆当作社会知识交流的中介,很好地阐释了图书

馆与社会的关系。 但是,它着重分析了图书馆的外部

功能———保障知识交流的社会机制,而忽视了图书馆

的内部活动———文献加工与组织。 于是,针对知识交

流论的不足,图书馆知识组织论及时登场。 我国学者

刘迅吸收了国外图书馆界“知识组织冶研究成果,在
1985 年就认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知识的组织冶。
1991 年,刘洪波《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

动的一种说明》指出:图书馆的文献组织实质上是一

种知识组织,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社会化的知识

组织[29] 。 随后,刘先生又发表了《知识组织与知识社

会化过程》 [30] 、《论“知识交流冶》 [31] 、《经典知识组织

理论》 [32] 、《探求知识组织的底层》 [33]等论文,集中讨

论了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冶。 蒋永福也是图书馆知识

组织论的研究者,他主张: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

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其客观知识组织功能主

要表现在贮存性组织、整序性组织和开发性组织三方

面[34] ;图书情报工作和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是知识

组织,分类法和主题法是知识组织的工具,知识组织

理论是最具本质意义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35] 。
蒋先生还提出了知识表示、知识重组、知识聚类、知识

存检、知识编辑、知识布局和知识监控等 7 种具体的

知识组织方法[36] 。 知识组织论深入分析了图书馆具

体的工作流程,准确界定了文献组织的实质是知识组

织,知识组织论与知识交流论是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

外两大组成部分。
2. 3摇 知识服务论

知识组织是图书馆的内部活动,其直接目的是进

行有效的知识服务。 如果说图书馆知识交流论有一

定的抽象性,那么图书馆知识服务论就显得十分明确

与具体。 随着图书馆内部活动逐渐从文献组织深入

到知识组织,图书馆知识服务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张晓林是我国较早研究知识服务的学者之一,他
2000 年发表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

工作的生长点》 [37]论述了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服务,
并提出了 5 种知识服务的运营模式。 李桂华与党跃

武等也积极研究知识服务,他们与张先生一起完善了

知识服务的运营方式[38] 。 在众多的知识服务论中,
梁灿兴的“可获得性冶论独树一帜且自成体系。 1998
年,梁先生的《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

见》认为:图书馆的工作是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对

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图书馆学要研究解决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图书

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

性[39] 。 “可获得性冶论得到了《图书馆》杂志极其罕

见的支持,短短几年接连刊出专题论文及其商榷论文

20 多篇。 系列论文“可获得性论的图书馆原理(一)
~ (六)冶 [40 - 45] 等初步完成了“可获得性冶的理论构

建,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可获得

性冶涉及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方方面面,但是它始终坚

持“读者需求———满足读者需求冶的理念。 因此,这
种基于实践的以读者需求为核心的“可获得性冶学

说,是一种特色鲜明的图书馆知识服务论。
2. 4摇 知识集合论

1998 年,叶鹰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

构》中论述了抽象图书馆学,并将图书馆定义为“有
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冶 [46] 。 这种定义抽取了传

统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的共同点,但是高度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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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空冶既过于空洞宽泛又难以实施操作。 四年

之后,叶先生通过“对抽象图书馆学进行分析精化和

扩充拓展冶而“衍生出分析图书馆学冶,认为“图书馆

是具有服务功能和效用价值的大量有序信息的集

合冶 [47] 。 世纪之交,王子舟先生认真思索图书馆学发

展的危机,提出比“信息集合冶专指度更高的“知识集

合冶论。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

探索》 [48] 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

象的阐释》 [49] ,就是王先生“知识集合论冶横空出世

的两大力作。 “初论冶认为: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

按一定原则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

的重要媒介;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 “再论冶通过对知识集合

的概念、组织、功能和环境进行分析,详细地阐释了图

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知识集合。 此外,《客观知识

的基本性质》 [50] 、《知识的基本组分———文献单元和

知识单元》 [51] 、《论知识受众及其合法权益》 [52] 等论

文进一步完善了“知识集合冶论;尤其是王先生的专

著《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53]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识

集合论,并把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

关系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 知识集合论借鉴了

知识交流、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理论成果,是一种

正在生长着的图书馆知识管理学说。
2. 5摇 知识资源管理论

知识管理的概念十分宽泛,前面所说的知识交

流、知识组织、知识服务与知识集合等都可以囊括其

中。 然而,图书馆知识管理大量引进企业知识管理的

成果,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南橘北枳冶现象。 柯平的

《论知识管理》认为:知识管理以知识的发现、组织、
传播和利用为基础,以科学技术和管理为核心,通过

对知识和人的管理以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为其基

本内涵;知识管理可分为两个领域,即“企业知识管

理冶和“知识资源管理冶 [54] 。 知识管理领域的划分具

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图书馆知识管理主要是指知识资

源管理。 柯先生进一步认为:“广义的图书馆知识管

理,则包含着两大范畴,一个是对图书馆馆藏知识资

源的组织与管理,另一个是运用图书馆的集体智慧开

展业务活动,提高图书馆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图书馆管理冶 [55] 。 柯先生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

对象是知识资源,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资源的收集、
组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与文献和图书馆相关的知识

资源活动的规律,以及研究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与环

境的一门科学。冶 [56] 同时,他还规划了当代图书馆学

围绕知识资源研究的四个方向:图书馆的知识资源研

究、文献的知识资源化和读者获取知识资源的智能化

研究、知识资源系统与服务的研究、网络知识资源管

理的研究。 他认为:“学科基点即学科的研究对象冶,
“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是知识资源冶;“图书馆学是研

究知识资源的收集、整理、组织和利用,知识资源系统

的要素、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

科冶 [57] 。 李大玲博士和柯平先生合著的《论图书馆

学的知识资源传承原理》提出:“图书馆学的独特性

在于知识资源传承,汇集并传播知识资源是人类社会

赋予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历史使命,开发和利用知识

资源是现实和发展对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根本要

求。冶 [58]图书馆知识管理流派众多,柯平先生等试图

博采众长并建构统一的基于“知识资源管理冶的图书

馆学理论体系。
2. 6摇 公共知识管理论

2001 年,台湾图书馆学前辈胡述兆先生提出图

书馆的新定义———“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

提供服务的机构(Library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to
establish access points for information and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its users)冶 [59] ,并以此为契机精心组织海

峡两岸关于图书馆定义的大讨论。 2003 年,笔者在

《浅论知识馆(图书馆)定义》 [60] 中提出了图书馆更

名为知识馆的命题。 同年底,发表《公共知识中心与

公共知识管理———再论图书馆的本质和定义》 [61] 和

《公共 知 识 管 理 学———关 于 图 书 馆 学 的 本 质 思

考》 [62]两文,认为:古代藏书楼、近现代图书馆和未来

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的知识中心(库),其实质都是

人类的公共知识中心,即公共知识中心既包括实体的

知识馆(图书馆),又包括虚体的知识集合(知识库、
知识中心);图书馆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在某一特定

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馆藏资源实际上就是社会大众

共有共享的知识(公共知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

公共知识管理活动,图书馆学实质是研究公共知识搜

集、整序、存贮、获取与服务等的科学———公共知识管

理学。 图书馆学是从事公共知识管理的科学,它和竞

争知识管理、档案知识管理、知识经营传播、企业知识

管理和政府知识管理等科学共同组成了知识管理学。
这明确地界定了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范围,即它不是人

类社会全部的知识管理,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公共知识管理。 此后,笔者等进一步探讨了公共知识

管理、公共知识管理制度、公共知识管理学、公共知识

管理学的相关学科、公共知识管理学的上位学科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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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63 - 70] ,初步构建了公共知识管理学的学科

体系。

3摇 结语

图书馆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知识组织,馆藏文献

管理实际上就是对文献中的知识资源进行管理。 图

书馆作为一种承载知识集散功能的社会机制,是保障

“社会遗传冶顺利进行的重要场所,对人类文明的传

承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知识管理理论探索繁荣

了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知识管理实践活动进一步推

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图书馆知识管

理研究内容琳琅满目,但完整的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

体系还没有诞生。 根据库恩 “前科学———常规科

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冶的

科学发展模式,图书馆学“文献(信息)管理范式冶正
在发生面向“知识管理冶的“科学革命冶。 图书馆界诸

多知识管理理论的有机整合,必然促进图书馆知识管

理范式的形成、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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