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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与 人 类 的 记 忆
——从知识记忆角度理解的图书馆学

摘　要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记忆的公共装置。图书馆的知识记忆结构与人的知识记忆结构具有高

度的相似性。为用户的知识记忆服务是图书馆的宗旨; 图书馆学应重视对用户知识记忆结构的研

究。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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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图书馆工作者, 尤其是图书馆理论工作者,

都不会忘记下面两句名言及其重要意义:

——“图书馆的功能, 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

忆, 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杜定友

语)

——“图书馆是将人类的记忆移植到现在人们

意识中的一种社会装置。”(巴特勒语)

人们都不会否认, 图书馆与人类的记忆之间确实

存在着特定的渊源联系。揭示这种渊源联系, 应该是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对这一

问题作一专门探讨研究。

1　关于记忆

1. 1　记忆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对“记

忆”的释义是:“保持在脑子里的过去事物的印象。”对

人类记忆的研究, 一直是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

任务, 其中现代认知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颇有建树。

认知心理学认为, 人的记忆的实质是信息加工过程,

即通过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机制, 对外界信息

进行加工并建构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具体地说, 记

忆过程包括信息的存贮、编码与提取三个环节。

1. 2　记忆的结构
在记忆结构的研究中, 心理学家阿特金森和希夫

林 (R·C·A tk inson & R·M ·Sh iffrin) 提出的“记

忆的三级储存系统”理论最为著名[1 ]。这一理论认为,

人的记忆系统按记忆持续时间长短, 可分为三级系

统: 感觉记忆系统、短时记忆系统和长时记忆系统。

感觉记忆又叫瞬时记忆, 是指对事物的感觉停止后所

产生的印迹仍然持续一瞬间就急速消失的记忆; 短时

记忆是指外界刺激信息在头脑中的短暂存贮, 其存贮

容量不多, 约为 7±2 个记忆单位, 保持时间也不长,

约 1 分钟; 长时记忆是指关于外界知识的长久存贮,

其存贮量无限大, 保持时间从几分钟、几小时、几天、

几年到一个人的终生。

1. 3　记忆的意义
记忆之于人与社会的重要意义是人所共知的。

哲学家洛克说过:“我们如果没有记忆底帮助, 则我

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 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

的对象[2 ]。

第一, 如果没有记忆系统的帮助, 人的大部分感

官功能就无从发挥。以感知为例, 一个人如果没有记

忆, 那么他 (或她) 每次看见一种事物都被感知为陌

生, 每次都要重新认识。再以学习为例, 所谓学习的

过程, 实质上是借助大脑的记忆功能, 不断认识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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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知识或经验的过程; 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

时记忆系统, 那么学习者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学习到;

离开了人的记忆系统就无人的知识可言, 因为知识

就是存贮在人的记忆系统中的信息。

第二, 有了记忆, 人才能有间接知识。人的伟大

之处在于具有获取间接知识的能力。当代的文明人和

一万年前的野蛮人, 其感觉、知觉能力差别很小, 从严

格的意义上说, 他们所拥有的直接知识的能力并无根

本的不同, 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间接知识能力的

不同。而人之所以具有超越自身经验范围的间接知识

能力, 正是得益于发达的记忆功能的支持。

总之, 如果没有记忆, 人便无法认识和思维。一

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 那么这个人就会在很大程度

上丧失了自我; 一个社会, 如果失去了“社会的记

忆”, 这个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 [3 ]。

1. 4　知识的两种存在形态与两种记忆形式
知识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与认识

的结晶。知识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 根据其载体的不

同, 可分为两种存在形态[4 ]: 一是以人的大脑细胞为

载体的主观知识 (又称个体知识) ; 二是以各类文献为

载体的客观知识 (又称公共知识、社会知识)。相应地,

人类对知识的记忆也分为个体知识记忆和公共知识

记忆两种形式。知识的个体记忆是指记忆个体利用自

身大脑的记忆功能, 把知识信息存贮到大脑记忆库中

的记忆形式; 知识的公共记忆是指把个体记忆中的知

识信息外化到脑外载体存取的记忆形式。

知识的公共记忆是个体记忆外化 (或称社会化)

的产物。知识的个体记忆与公共记忆之间的关系, 可

以比做是“根”与“枝叶”的关系: 个体记忆为公共记

忆提供“养料”, 公共记忆承担“光合作用”, 即个体记

忆的不断外化使公共记忆不断被扩充、丰富, 公共记

忆的“光合作用”——知识的交流与利用, 又使个体

记忆“根深蒂固”。

知识的个体记忆, 由于受到大脑生理的局限

——知识与大脑生命“同生共死”, 只能进行共时交

流, 而不能进行跨越时空的历时交流。而知识的公共

记忆就克服了个体记忆的这种局限性, 使知识记忆

获得了“客观”的形式, 使知识的历时交流也成为可

能, 由此保证和促进了知识的广泛积累、传播与世代

相继。

知识的公共记忆, 其目的是为了扩充个体记忆

的容量, 延伸个体记忆的时限, 拓展个体记忆的时空

范围。可见, 知识的公共记忆最终是为个体记忆服务

的。因此, 知识的公共记忆, 其结构状态必须符合个

体记忆的要求, 才能被个体记忆所识别和认同。这是

知识的公共记忆能够发挥其应有效能的基本前提。

2　图书馆与知识的公共记忆

2. 1　图书馆是人类的知识公共记忆需要的

产物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都与人类的

某种特定需要有关。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也必

然如此。

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人们必须把各自记

忆中的知识交流出来, 才能协调彼此之间的交往活

动, 才能维持集体生活 (即类生活) 的正常秩序, 因而

有了知识记忆客观化的需求。知识记忆的客观化, 必

须经过两个环节, 即表达与凝结 [5 ]。知识记忆的表达

需要语言形式, 知识记忆的凝结需要物质载体形式。

从古代的甲骨、简帛到现代的纸张、磁盘、光盘等, 都

是知识记忆客观化的物质载体形式。我们把这些记

录有人类知识的脑外载体, 统称为文献。

可见, 文献是人类的知识客观化需要的产物, 其

实质是人类知识的体外记忆载体。

文献的产生, 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

要将记忆扩展到人脑之外, 就必须使用物质环境中

的某些物质来代替我们的思想。”[6 ]

对于文献这种体外记忆系统, 人们有各种不同

的名称, 有些学者称之为“社会遗传”(Social her2
itage ) , 也 有 人 称 之 为“社 会 记 录”( Social

transcrip t ) , 人类学家则称之为“外化记忆”(exo so2
m atic m emo ry) [7 ]。

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间断性和知识客观

化活动的不间断性, 造成了文献系统的不断积累及

其无序性, 严重影响了知识的有效交流与利用, 由此

导致了专事文献的存贮、管理和传播利用的社会组

织——图书馆的产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文字记录的积累引出了专门保存和整理它们以资

利用的社会职业, 出现了自尼尼微 (N ineveh) 图书馆

到现代的计算机化图书馆的‘图书馆金带’。”[8 ]

知识客观化的需要, 导致了文献的产生, 文献的

产生使知识的公共记忆成为可能, 而图书馆的产生

则保证了文献系统的有序化也即知识公共记忆的有

序化。知识与秩序为友, 与混乱为敌。图书馆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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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记忆的有序化职能, 是整个知识系统有序化发

展的基础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说, 图书馆是知识公共

记忆有序化需要的产物, 其实质是知识公共记忆有

序化存贮、传播与利用的社会组织。

2. 2　图书馆知识记忆的机理分析
图书馆作为知识公共记忆的社会组织, 其任务

是为知识的个体记忆服务。因此, 图书馆的知识公共

记忆的方式方法, 必须与个体 (对图书馆来说就是用

户或读者) 的知识记忆结构相匹配, 才能有效, 或者

说, 图书馆的公共记忆结构与用户的个体记忆结构

之间必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才能保证图书馆公共

记忆的有效性。事实上, 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 它的

内部组织结构就是按模拟用户的个体知识记忆结构

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图书馆对文献的甄选过程, 其实质是模拟

个体记忆的“模式识别”过程。在认知心理学中, 把人

对外部世界客体的识别称之为模式识别。当被甄选

的文献的状况信息被图书馆所识别并满足甄选标准

(文献采访原则)时, 该文献被视为“选中”。被“选中”

的文献经过特定的加工程序之后, 就进入图书馆的

长时记忆系统——馆藏文献资源体系。

——图书馆的知识记忆系统和个体的长时记忆

系统的容量都是无限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

长时记忆容量是无限的。从理论上说, 图书馆 (集合)

的文献收藏容量也是无限的。图书馆对文献的不断

收集与存贮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图书馆长时记忆容

量的不断增容过程。

——个体记忆的基本单位是“组块”(Chunk)。

人对信息或知识的记忆是以“组块化”的方式进行

的。所谓“组块化”是指把信息或知识编码成组的过

程。人的短时记忆容量是 7±2 个组块, 但人的组织

信息或知识成“块”的能力, 使短时记忆能够处理大

量信息。图书馆对文献的组织就采用了类似这种“组

块化”的方法: 每一个别的知识标记 (分类号、主题词

或一个检索语句) 都代表一组相同或相近的知识内

容的文献, 每一个知识标记所代表的一组文献便构

成一个组块[9 ]。

——在个体的知识记忆中, 一个知识单元, 只要

需要, 就会随时存入记忆库中, 并能随时提取使用。

这种过程叫做知识记忆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特征

在图书馆的知识记忆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 在图书馆的知识组织过程中要求随时存储任

一文献或知识单元; 其次, 图书馆在为用户服务中要

求随时提取任一文献或知识单元。

——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 个体长时记忆系统

的知识储存的位置是根据知识的内容而确定的, 即不

同内容的知识具有不同的记忆位置。阿特金森和希夫

林称这一现象为“自标地址记忆”(Self2addressing

m emo ry)。在图书馆的文献组织或知识组织过程中,

每个文献单元或知识单元, 根据其内容的不同, 在馆

藏资源体系中也都有其固定的位置。所以, 阿特金森

和希夫林当年曾说过:“自标地址记忆可与以书籍内

容为基础的图书馆上加系统进行比较。”[10 ]

——人的个体记忆具有“一次存贮, 多次提取”

的特征。图书馆的公共记忆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例如,

图书馆在文献存贮中所采取的“复本”策略, 就是为

“一次存贮, 多人多次提取”而采取的预备性策略; 再

如, 在图书馆的文献流通服务中所采取的借还制度,

也具有“一次存贮, 多次多人流通 (提取)”的特征。

——人的个体记忆具有联想功能, 给定一个刺

激词, 就可联想起其它相关词, 而且这种联想功能还

具有指向性, 如上一级联想:“动物”→“生物”; 下级

联想:“动物”→“狗”; 中级水平联想:“动物”→“植

物”。图书馆在文献组织或知识组织过程中, 就很好

地模拟了这种联想功能。如分类法体系中的等级展

示及类目参照, 主题法系统中的参照系统, 就利用了

记忆的联想功能, 从而很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族性检

索”和“网络检索”的需求。

等等, 等等。

总之, 图书馆的文献组织或知识组织, 其方法结

构与人类个体的知识记忆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或者可以说, 图书馆的文献组织或知识组织方法, 就

是模拟人类的个体知识记忆结构的产物。

3　记忆理论对图书馆学的启示

3. 1　启示之一: 为用户的知识记忆服务——

图书馆的宗旨
人类的记忆形式, 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 人脑→纸脑 (文献)→电脑[11 ]。纸脑和电脑实质上

是人脑 外化形式, 或者说是人脑的体外记忆工具。纸

脑和电脑从其原理上看都是模拟人脑记忆结构的产

物, 它们都具有类似于人脑的存贮 (输入) , 编码 (信息

加工)、提取 (输出)的功能, 只不过纸脑采取的是线性

的平面结构, 电脑采取的是自动化的程序结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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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 无论是纸脑的知识记忆, 还是电脑的知

识记忆, 都是为人脑的知识记忆服务的。

图书馆是人类的知识公共记忆有序化需要的产

物, 是知识公共记忆的社会组织。图书馆的这一“先

天”性质, 决定了图书馆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用户的

知识记忆服务。

目前,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 图

书馆正发展成为纸脑和电脑的综合体。所谓计算机

图书馆的应用, 其实质就是把纸脑的知识记忆结构

转换成电脑的知识记忆结构及其自动化处理系统,

由此使图书馆为用户记忆服务的手段日趋现代化,

但图书馆为用户知识记忆服务的宗旨和目的始终没

有改变。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 为用户的知识记忆服务, 是图书馆的基本

宗旨;

第二, 建立方便有效的知识记忆存检系统, 是图

书馆的基本任务;

第三, 是否符合用户的知识记忆结构特征及其

要求, 是衡量图书馆一切知识组织手段是否科学、合

理、有效的基本标准;

第四, 知识记忆理论应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

要领域。

3. 2　启示之二: 走向认知观——图书馆学

的新范式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 图书馆的

宗旨是为用户的知识记忆服务, 而知识记忆的最终

主体是人, 所以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客观知识及其

公共的记忆原理, 而且应把研究的焦点落在客观知

识的主体回归环节上[12 ]。这就表明, 图书馆学必须

研究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相互作用, 正如布鲁克

斯 (B. C. B rookes) 所指出:“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

的实际工作可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 3 (即客观知

识) 的记录, 而其理论工作可归结为研究世界 2 (即

人类主观精神状态的知识) 和世界 3 的相互作

用。”[13 ]从宏观上看, 图书馆正处于世界 3 和世界 2

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上。在世界 3 作用于世界 2 的

过程中, 图书馆在内的一些中介组织的作用是不可

低估的。图书馆等中介组织是如何促进和保证世界

3 作用于世界 2 的,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称之为

中介知识。这样, 图书馆学所要研究的知识对象可分

为三个方面: 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中介知识。

从理论范式 (Paradigm ) 的更替角度看, 以往的

图书馆学研究曾出现过多种理论范式:“客体

观”——把理论重心放在文献载体或图书馆实体的

研究上;“系统观”——把理论重心放在建构客体系

统和中介系统的管理模式上;“中介观”——把理论

重心放在图书馆的中介作用的研究上;“技术

观”——把理论重心放在系统操作技术的改进研究

上。从这些范式的各自特征上看, 它们都属于关于客

体或中介的理论范畴, 而没有回归到主体的范式。由

此我们可以粗略认定, 以往的图书馆学是关于客体

或中介的科学, 而不是关于主体的科学; 是关于“物”

的科学, 而不是关于人的科学[14 ]。而这种只见客体

或中介不见主体、只见“物”而不见人的科学, 显然不

是具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图书馆学的完

整形象。究其原因, 人们忽略了图书馆的宗旨是为主

体——人的知识记忆服务的前提性规定。

如果从知识记忆的角度考察图书馆现象, 就不

能忽视对主体——人的研究, 就不能忽视对客观知

识的主体回归即客观知识主观化过程的研究。客观

知识的主观化过程, 实际上就是个体的知识记忆过

程。这种以研究为人类的知识记忆服务为重心的图

书馆学理论范式, 我们可称其为图书馆学的“认知

观”。从概念上看, 图书馆学的认知观, 建立在把人的

记忆结构等同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图书馆学的认

知观, 重视对图书馆的知识公共记忆结构 (客体结

构) 与用户的认知结构 (主体结构) 的相互匹配和相

互作用的研究, 主张图书馆的知识组织过程要与用

户的认知结构相匹配, 并以改善用户的认知结构为

目的。

图书馆学认知观的基本观点, 可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 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客体的状况——文

献、客观知识的状况, 还应重视研究主体的状况——

作为知识记忆主体的用户的认知结构状况;

第二, 知识的记忆过程,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认知

活动, 而不是一种物理的或机械的运动 [15 ];

第三, 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就是

揭示图书馆的知识公共记忆结构与用户的认知结构

相匹配的内在关联及其方法。

图书馆学的认知观, 由于其突出了主体——人

的因素, 所以我们又可称之为图书馆学的“主体观”。

“主体观”范式是以往的图书馆学研究中未曾重点挖

崛的新领域。对这一新领域的深入研究, 可促成图书

馆学的“客体——中介——主体”综合范式的形成。

这种综合范式的形成之日, 就是图 (下转第 37 页)

—31—

蒋永福: 图书馆与人类的记忆——从知识记忆角度理解的图书馆学
J iang Yongfu: L ib rary and H um an M emo ry: U nderstanding L ib rary Science from the⋯



新兴的次发达国家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

权的国际立法观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发展中

国家为改变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旧秩序而展开的有关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问题

的斗争, 发达国家之间在诸如计算机软件、半导体、

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的斗争等 [16 ]。在因

特网环境下,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和斗争不

仅不会减少, 而且会日益增多。世界各国应本着相互

体谅的原则进行合作, 必要的时候做出一些让步。

一些国家, 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一些原

则性问题 (如国家主权问题、公平问题) 也不能一再

地退让, 而必须坚持与某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强词夺

理和不公平的做法坚决斗争。

3. 5　立法手段与技术手段以及其他人文手

段相配套原则
知识产权保护仅靠法律手段远远不够, 还必须

要有其他手段。例如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在它公布

的白皮书中就指出:“侵权的便利与察觉及处理侵权

的困难, 使得版权所有者在寻求法律保护的同时, 对

技术保护也应予以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人文手

段, 如舆论和道德约束以及可随着国家的发展目标、

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

国家信息政策也非常适用[17 ]。立法过程中, 应注意

这些手段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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