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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的建设

摘　要　目前国外网上的图书馆学信息已很丰富, 相比之下, 国内已落后, 必须加强此项工作。图书

情报学虚拟图书馆的建设, 收集信息范围要广, 角度要从整个图书情报事业出发, 收录地域应以国

内为主; 著录项目要比较全面, 所用软件要经过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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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

馆建设的科研项目。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从网

上搜集了近 1000 个有关网站网页的网址, 为其中

某些条目进行了标引及撰写摘要, 同时正编制虚

拟图书馆的软件, 进行初步的调试。我们估计, 将

来的网址可达 3000～ 5000 条, 并且将在武汉大学

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的网站上用这个虚拟图

书馆向公众提供服务。为了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

我们就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谈点认识和初步

做法, 以求教于同行。

1　提倡建立虚拟图书馆

虚拟图书馆是因特网上组织信息资源的一种

有效而又经济的形式。具体说来, 虚拟图书馆就是

根据特定的目标, 选定信息资源的学科领域, 对有

关的网站网页进行搜索和收集, 加以鉴定核实, 并

对核实后的网址进行合理组织, 使之能够提供检

索、浏览和链接的信息集合。

从广义来说, 就其处理电子化信息而言, 虚拟

图书馆是电子图书馆的一种类型。但是它与一般

的数字图书馆不同, 不需要对馆藏文献与数据进

行数字化处理。虚拟图书馆不需自己的藏书, 而是

针对网上已经存在的信息资源, 给出链接指针, 使

用户随时选择调用。相对于基于自己实体文献的

数字图书馆来说, 它具有下列明显的优点:

(1) 虚拟图书馆建设的投入少、易建易行。它

以网上的已有资源为基础, 类似于为其编制主题

索引。它的投入仅为目标的确定, 网上相关资源的

查寻与核实, 为有关网址进行特征描述 (赋予标引

词和摘要简介) , 编制或采用一定的软件以供信息

存贮与检索, 并实现对网站网页的链接。虚拟图书

馆的投入还包括数据的不断维护与更新, 包括对

原有网址的定期核实和新网址的纳入。此外, 需要

计算机系统开销一定的空间。以上这些投入比起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来说是很微小的。而且这些投

入主要是人的智力劳动的投入, 对设备的要求不

高。可以这样认为, 目前大部分图书馆尚不具备建

设数字图书馆的条件, 但是已具备了建设虚拟图

书馆的条件。

(2) 虚拟图书馆建设见效快。由于不需要具

备自身馆藏, 更不需对这些馆藏进行数字化处理,

而是“拿来主义”, 将网上资源选择组织, 为我所

用, 见效快。

(3) 虚拟图书馆对网站网页的信息是经过再

组织的, 因而具有系统性和易用性。一般来说, 一

个专业的虚拟图书馆是按一定的逻辑次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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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分列学科总论、各分支学科的进展、学术刊

物和其他出版物、有关的教育机构、学术会议等活

动、学术团体、著名学者等等。这种系统的分类纲

目, 使众多的网址条理分明, 便于使用。此外, 虚拟

图书馆还具备关键词等的布尔检索、顺序扫描检

索、字段限定等的检索功能, 提供信息集合中网址

的直接检索和深度检索。这种对信息的系统化再

组织, 也是虚拟图书馆较之一般综合性搜索引擎

的一大优势。

虚拟图书馆的主要作用是实现网上信息资源

的共享。对于从事一定学科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来

说, 使用本专业虚拟图书馆, 无异于拥有自己的专

业资料室, 而且其价值大大超过这种资料室。主要

表现在: 它的信息资源比专业资料室要广泛得多,

举凡网上已有的重要资源皆能为我所用; 一些只

在网上发布的信息不具有相应印刷版, 唯有通过

虚拟图书馆而获得; 信息的更新要比专业资料室

快, 许多专业论文集、期刊全文在网上出现要比专

业资料室通过采购获得快得多; 虚拟图书馆不存

在借阅证和借阅资格问题, 且每天 24 小时都可存

取, 而无节假日闭馆及下班之虞, 使用者在虚拟

图书馆中所做的仅为检索、浏览和下载, 不需办理

借阅手续, 不需归还和归架, 同时也保护了自己阅

读的隐私权。虚拟图书馆还提供了建立个人本机

文档的可能性, 即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 从虚拟

图书馆及其链接网站下载自己感兴趣的全文、事

实或书目信息, 并利用一定的软件 (如Q im s, L o2
tus N o tes 等数据库系统) , 在自己的微机中建立

个人文档系统, 从而成为个人化的电子文库。

虚拟图书馆也有局限性: 一是网上信息资源

的不足。文献信息的数字化需费时日, 许多印刷文

件 (特别是全文型) 尚未进入网络, 特别是历史性

文献尤其如此, 从而不能在网上找到。二是网上信

息较不稳定。网站的出现、改名与消失随时都有可

能发生, 即使是长期存在的网站也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更新内容和软件, 因此使以前曾经存在的

资料消失。这些网站及其内容的动态性不利于信

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另外, 免费存取的资料虽然不

少, 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是要付费检索和下载的。

它们在虚拟图书馆中的出现, 只起线索指引作用,

或者仅起广告作用, 对学者来说无实惠可言。其

三, 即使是提供公开浏览的网站网页, 有的通过技

术措施, 不能进行内容下载。第四, 目前国内网络

传播速度很低, 要通过虚拟图书馆获得有关信息

需花费很长时间, 有时甚至由于传输超时而自动

中断。联系到我国电信费用偏高, 这对使用者是一

不能不考虑的经济负担。

虽然虚拟图书馆不能取代资料室, 但两者可

以共存, 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

2　国外网上的图书情报学信息

在浩如烟海的网上信息中, 图书情报学信息

占有一席之地。其数量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1999 年 7 月 13 日, 笔者使用全球公认的比较齐全

的搜索引擎——A ltavista 进行检索, 检索到“L i2
brary”之下有 2100 多万个网页。在“L ibrary Sci2
ence”之下有 37233 个网页, 在“L ibrary Science

journals”之下有 774915 个网页 (这里显然不是指

图书馆学期刊的种数, 而是以期刊中文章全文出

现的词为基础索引的)。在A ltavista 搜索引擎中,

笔者还以中文“图书馆”进行检索, 得到的网页数

为 44795 个。上述不精确的数字表明, 图书馆及图

书馆学的网上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更重要的是, 我

国各类型图书馆正在纷纷上网, 建立自己的网站

网页。这一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网上图书情报学有关信息大致分为以下一些

类型: 各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 各国高校图书馆的

网站网页; 各国科研机构及专业图书馆的网站网

页; 各国省 (州)、县、中学等图书馆的网站网页; 国

际和各国图书馆学协会的网站网页; 图书情报学

专业期刊的网站网页; 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 (包括

招生、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位论文等) 的网站网

页; 图书情报界学术活动 (如会议、展览、讲座等)

的网页网站; 图书情报学科研成果和正在进行中

的科研项目的网站网页; 图书情报界著名人士介

绍的网页; 与图书馆学有关的出版机构及有关书

目及数据库的网站网页; 网上学术论坛 (讨论组)

有关图书情报学的网站网页; 有关的电子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网页; 有关的搜索引

擎、网络资源指南以及图书馆名录等的网站网页;

与图书情报工作自动化有关的数据库生产者, 软

件公司及其产品的网站网页; 有关的个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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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举的 16 种类型的网上资源还可能不

全面, 但总的来说, 网上图书情报学有关资料是较

为丰富的。要充分掌握和利用这些资源, 编制专科

性质的图书情报学网上资源的虚拟图书馆是必要

的。

在国外, 已经有人在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

或网络资源指南研究方面作了工作, 其成果已经

上网。例如:

In ternet L ibrary fo r L ibrarians (图书馆员用

的因特网图书馆) , www. itcompany. com öinfo re2
t rieverö

In ternet pablic L ibrary services fo r L ibrari2
ans (图书馆员用的因特网公共图书馆服务)

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图书情报

学 ) www. clark. netöpubölschanköw ebölib rary.

h tm l

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General R e2
sources ( IFLA ) , www. nlcöbnc. caöif laöIilibdoc.

h tm

T he L ibrarian’s Guide to the In ternet (图书

馆员的因特网指南) , www. concentric. netö～

A cbenson

P ICK: Q uality In ternet R esources in 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图书情报学因特网资源)

www. aber. ac. ukö～ tp öwww öeö

这些网上工具难以一一列举。它们可以作为

编制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的借鉴参考。

3　我国网上的图书情报学资源

随着我国计算机网络建设的发展, 国内大中

型图书馆 (其中特别是高等学校图书馆) 已经纷纷

上网, 向社会公众提供本馆概况、书目查询、非本

馆信息资源的镜像服务及其它参考检索服务等,

从而实现了图书馆服务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化。然

而, 图书情报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的上网却大大

滞后, 目前刚刚开始萌芽。在这个领域看来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 它是提高图书情报学教学与研究

信息交流层次、加速学科建设的必要。

最近我们利用北大的“天网”等搜索引擎, 对

网上的图书情报学的教学与研究信息进行了较广

泛的调查, 发现其信息的分布大致如下:

(1) 高校图书情报学院系或专业的介绍。这

是作为这些院系专业所在的高校信息的一部分而

出现的。在这种“介绍”或“概况”中, 一般包括院系

专业的名称、历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队

伍、学科带头人、在校学生人数, 招生计划, 以及有

关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子邮件邮箱等信息, 有

的还配有一定的照片。

虽非高校, 但具有硕士与博士点的图书情报

单位也在网上发布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等信息。

例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网页 (h t tp: öö

www. las. ac. cn) 上就有博士生导师、招生计划等

信息。

(2) 书目信息与期刊目次信息。关于图书情

报学专科书目已经上网, 这就是浙江大学图书馆

叶鹰编纂的“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论文目录

(h t tp: ööwww. lib. zju. edu. cnöyyölib j. h tm l) 及情

报学理论研究目录 (h t tp: öölib. zju. edu. cnöyyö

abslib. h tm l) 检索功能, 看来数据是从中国科技信

息所重庆分所的“中国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光盘

中套录而加以组织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前书目

文献出版社) 和科技文献出版社是图书情报领域

的二个专业性出版社。它们在网上均有自己的网

页。其中都刊登了一些主要出版社书籍的目录, 但

数量极少, 不能反映其全貌。有一些图书情报学专

业期刊的每期目次也已上网。例如浙江大学图书

馆在“电子期刊”栏下有《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学刊》

1996 年各期的目次 (英文) , 可惜仅限于 1996 年的

4 期, 1997 年后中断。北京图书馆的《文献》杂志,

《北京图书馆馆刊》目次等也已上网。这些目次均

无检索功能, 仅能逐期浏览 (hetp: ööwww. nlc.

n lc. gov. cnözxxxösham u. h tm )。《大学图书馆学

报》已将 1999 年起各期目次 (包括内容简介) 上网

(www. lib. pku. edu. cnöch tm löxuebaoöindex.

h tm )。此外, 也允许直接用电子文献本投稿。

(3) 全文信息。《图书馆杂志》(上海) 从 1997

年起的全文已由上海图书馆上网 (hetp: ööwww.

libnet. sh. cnötsgzzö) , 按期浏览, 无全文检索功

能。但通过天网搜索引擎可以检索篇名。《情报学

报》从 1998 年起全文上网 (h t tp: ööch inainfo. gov.

cnöperiodioalöqbxbölidex. h tm )。此网上刊物编得

较好, 有索引, 有全文, 提供著者、著者单位、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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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等途径的检索手段。这是一个较理想的网页。此

外, 上网的全文文件还有《汕头大学图书馆通讯》

(www. lib. stu. deu. cnöh tdocsötsgtx) ,《上海医科

大 学图书馆消息: 上海医科大学信息快报》

(www. shm u. edu. cnönew sn)。这些电子刊物主要

是面向广大读者的, 但也包含一些专业性文章。北

京语言文化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等校图书馆

也将论文集全文上网。

(4) 学术会议信息。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纪念

北大 100 周年校庆和新馆落成, 1998 年在网上发

布了“廿一世纪大学图书馆的使命”的学术会议消

息, 包括会议日程、讨论主题、征稿事宜等项内容。

随后将 100 多篇论文全文上网, 成为一个学术质

量很高的会议文集, 可浏览下载, 可惜无全文检索

功能。中山大学图书馆则将 1997 年在该校举行的

第四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会议的AB 两集会议

论文集的目次以及会议讨论分组情况在网上公诸

于世。此外, 大陆与香港高校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

会论文也已全文上网。

(5) 科研成果信息。吉林工业大学信息工程系

在网上公布了历年来获奖科研成果的目录, 包括项

目名称、主持人姓名、颁奖单位及奖励级别等。

(6) 个人网页。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已出现

个人网页, 较突出的是浙江大学图书馆叶鹰的网

页 (heep: öölib. zju. edu. cnöyyöyy. hem l)。在这个

网页上, 不仅提供本文前面提到的图书情报学理

论研究书目, 而且也发表他的著作与论文目录以

及一些文章的全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网站

也包含了 10 多个学生的个人主页。这种个人主页

目前较少, 但将来会有发展。个人主页是作者倾注

全力办好的园地, 一般都会显得有所特色。这是对

图书情报学资源的一种补充。

我国网上图书情报学信息正在迅速发展, 但

也存在如下若干问题:

( 1) 上网的信息量太少, 与我国图书情报学

实际的研究水平很不相称。我国有 50 多种专业期

刊, 每年发表数千篇文章。加之非专业期刊和报纸

上发表的图书情报学文章, 笔者估计至少在六七

千篇以上。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几种刊物在网上发

布每期目次。全文上网者更是十分罕见。其实, 不

少图书情报学刊物都有电子文本, 并纳入清华大

学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库”系统。清华的这个库

无论是光盘版或联机版, 均要收费。一般用户难于

存取。为什么不能象《情报学报》那样, 既纳入清华

的系统, 又单独全文上网? 至于上网的图书情报学

研究人员的介绍, 仅限于博士生导师及个别学校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 的教师, 总人数只有一二

十人。图书情报界的学术会议的公告和会议论文

目录的报导, 仅限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极少数

网页。

(2) 上网信息门类不全, 还存在严重的缺门。

目前除教学信息较普遍外, 研究信息、会议信息、

专科文献信息等太少。特别是学位论文 (硕士及博

士论文) 仍是缺门 (有极少数在清华大学的“高校

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有反映)。学位论文质量较高,

但一般只印一二十本, 属“难得资料”, 如能通过互

联网通报其题录、摘要或乃至全文, 对于学科的研

究有重要意义。北大的数字图书馆包含了图书情

报学学位论文题目及导师姓名。这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其次,“在研科研项目”一项也是缺门。如能

公布正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 可以避免选题的重

复, 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高校图书

情报学专业毕业生信息 (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籍

贯、成绩、志愿等) 的信息如能上网, 也有助于毕业

生寻找工作。河北大学信息管理系作了这方面的

工作。此外, 网上的学术论坛 (新闻讨论组)有关图

书情报学的, 也无人进行整理汇编。

(3) 网上信息更新不及时。许多院系网页一

年难得更新一次。由于网上信息更新不及时, 致使

其内容失去现实性, 降低了可信度。

(4) 网上信息缺乏检索功能。上海的《图书馆

杂志》提供 1997 年以来的每期文章的全文, 只能

按期浏览, 不能从作者、分类、主题等途径进行检

索。虽然“天网”搜索引擎对其每篇文章的题名进

行自动抽取反映, 但这是搜索引擎的功能, 而不是

杂志信息本身提供的功能。浙江大学图书馆叶鹰

提供的书目也是如此。作为书目, 没有检索功能,

就缺乏本身作为检索工具的价值。《情报学报》的

网页具备了检索功能。这是一个榜样。

4　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的设计

作为中文的专业性的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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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很少有人做过。笔者仅见到的是台湾大学图

书资讯学系陈雪华教授编纂的“图书资讯学网路

资源指南”(www. lis. n tu. edu. tw önew söcon2
ten ts. h tm )。

我们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

目前正组织力量从事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的研

究与编制工作。现就设计问题与同行进行商讨。

一是收集材料的学科范围确定问题。由于国

内关于图书情报学的定名及其范围界定的讨论没

有得出一个明确的肯定意见。加之近年来不少学

校的图书馆学系和情报学系改名信息管理系之

后, 又与编辑出版、大众传播、管理信息系统等学

科融合, 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模糊。笔者认为, 学

科的研究范围应当与学校行政建制有所区别。左

右行政建制有许多其他因素, 并且将来还可能变

更, 因此不能作为确定虚拟图书馆收录材料范围

的主要依据。

二是收录材料的角度问题。即图书情报学与

图书情报工作是否要区分的问题。顾名思议, 作为

“学”, 主要是报导有关图书情报学教学研究的网

址, 其中包括教育机构及其教学计划, 学科各分支

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有关学科的书刊, 有关的国际

国内组织及其活动、有关的研究人员等等。至于国

内外的各个图书馆、各具体书目索引及参考工具

书与数据库等是否收录? 笔者认为, 对各图书馆的

网址, 仅收主要图书馆, 以及包含一批图书馆名录

的网址。后者是经过信息加工的产品, 如清华大学

图书馆的“国内上网图书馆”、“国外上网图书馆”

等。对于各参考工具书、出版社、网上书店等也宜

采取类似的做法。至于一些学科边缘性的材料, 如

计算机程序设计、JAVA 等语言等, 笔者认为只应

收录直接与图书馆自动化有关的。但对于搜索引

擎应充分收录。因为对用户来说, 搜索引擎的使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专业虚拟图书馆的不足。

三是收录材料的地域问题。笔者认为应以我

国为主, 特别是大陆地区的网址为主, 同时收录台

湾及国外的网址。台湾大学陈雪华先生编“图书资

讯学网路资源指南”对大陆的有关网址收录极少。

虚拟图书馆的编制体现“以我为主”的原则, 不仅

有利于我国同行学者的充分交流, 而且由于具有

自身特色, 在国际上更能得到重视。

四是款目的著录事项问题。整个虚拟图书馆

相等于一部主题索引, 而每一网站网页在虚拟图

书馆中相当于主题索引中的一个款目。款目的著

录事项是决定其信息含量、引得深度、检索途径的

基础。笔者认为应有下列一些基本的著录事项: 网

站或网页中文名称、英文名称; 网址 (由于镜像等

原因产生多于一个网址的, 都应予记录, 各网址间

用一定的分隔符隔开) ; 网站地址可用文字型地

址, 也可用数字型地址; 关键词, 可以给出一个以

上的关键词; 分类号: 需要编制一个专用的分类

表; 网站网页维护者; 内容简介, 可数十字至数百

字, 除指明其复盖面外, 还应指明其收录材料的起

始时间、更新周期、有无检索手段等。

五是软件的选择。虚拟图书馆应有相应的软

件以存贮数据、显示数据、检索数据、链接网站网

页。在存贮数据方面, 应具备数据录入的增删改、

外部数据的成批转换入库、以及浏览网页时网页

地址自动入库功能。在网页地址自动入库方面, 还

应解决B ig5 码的自动转换成 GB 码问题, 以便在

摘取网页地址的同时摘取网页名称和简介。在显

示数据方面, 应能对检索结果数据进行多链排序,

如按与检索式贴近程序排, 按网页名称排, 按更新

日期排等。检索数据方面应具有布尔逻辑检索、字

段限定检索、全库顺序扫描检索等功能。根据检索

结果链接有关网站网页, 当然是作为虚拟图书馆

的基本要求。台湾大学陈雪华教授编的《网路资源

指南》仅提供分类浏览检索功能, 而无其它检索功

能, 显得美中不足。随着虚拟图书馆库容的增加,

应该重视检索功能的实现。款目中的各个著录字

项 (字段) , 除内容简介外, 都应设为索引点, 使之

成为可检索的途径。

图书情报学虚拟图书馆的建设是图书情报学

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它的成功需要同行们

的共同努力。

陈光祚　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 湖北武汉。邮编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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