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7038134

10位ISBN编号：7307038137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子舟

页数：3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发燕尾服简史、内容体系、学科性质、相关学科，研究方
法等基本原理和内容，以知识论为立场，对图书馆学从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与研究，提出了“
知识集合”等重要命题，认为应根据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关系来建立图书馆
学的研究客体体生活费，书中内容在大量吸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资源的同时，还参考、借鉴了图
书馆学的近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作出了分与预测。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亦可供图书馆及其他知识信息部
门的人员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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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台湾图书馆学研究　　台湾的图书馆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一度与祖
国内地图书馆学研究隔绝3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工950—1953年），台湾刊出的图书馆学论著仅20种左右，图书馆学研究一时未能兴
起。
1953年台湾“图书馆学会”在台北成立，1954年“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1955年台湾省立师范学
院创设教育学系，系中设图书馆组，这一连串的事件，振兴了台湾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①。
继而台湾大学设图书馆学系（1961年）。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设图书资料科（1964年），辅仁大学设图书馆学系（1970年），淡江大学设教育资
料科学系（1971年）等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蓬勃发展。
斯时师资大多为留美回国之学者，或具有图书馆实践经验者，而各系科学生学成之后赴美留学继续攻
读图书馆学也一时蔚然成风。
1980年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增设研究所，1996年政治大学成立图书资讯学研究所，1998年玄奘人文社
会学院成立图书资讯学系，1999年中兴大学成立图书资讯研究所等，截至2000年6月，台湾共有8个图
书馆学系所能够培养本科、硕士与博士①。
这些教育单位成为台湾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坚。
　　1963年前，台湾图书馆学论著每年不足百种，1963一1978年的15年间，台湾每年刊出的图书馆学
论著都超过了100种，而且从1972年起超过200种，1977年更达1 318种之多，研究内容遍涉图书馆学各
领域。
不过15年间论著体裁与主题最为突出的依次为书评（1 467种）、索引806种）、序跋（406种）、学校
图书馆（372种）、图书馆学（358种）、出版（308种）、公共图书馆（268种）、目录学（238种）、
相关资料（230种）、参考（205种）、分编（203种），余皆不足200种②。
这表明台湾图书馆学研究还较为散乱，缺乏整体感。
不过，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　　了改变。
　　自1982—1994年的12年间，据“中央图书馆”的《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资料库系统）统计，在
近千种刊物中，发表的图书馆学论文共有2 944篇，所涉类别依次如下：图书馆管理与自动化（含采编
、典藏与服务等）有972篇，公共图书馆（功能、管理与服务）有467篇，学校图书馆（功能、管理与
服务）有450篇，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综论（包括法规、标准、教育与历史等）有424．篇，资料检索
（资讯储存、检索、网络系统）有328篇，余皆不足200篇。
另据“中央图书馆”光盘书目资料分析，1981—1994年间，台湾共出版图书馆学专著704种，其中总论
者273种，图书馆管理162种，资料中心98种，学校图书馆63种，公共图书馆47种，其他不同主题均
在20种以下03,，这些数据表明，台湾图书馆学研究在学科整体布局上逐步趋于合理，而且随着信息技
术在图书馆中的运用，自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大大增加。
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以往索引研究传统相结合，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加快了，如各种专题书目、
文史哲论文索引、善本古籍联合目录、国家书目数据库等计算机数据库纷纷建立，使图书馆学对科学
研究的辅助功能更为突显。
目前，台湾图书馆学研究已形成诸多特点：一是受美国图书馆学影响，素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取向，
研究成果大多呈现出实用性、工具性的特征，而原理方面研究较弱。
二是创造了“资讯”一词以对应英语的“information”，建立了“资讯科学”并将其融人图书馆学之
中，以图书馆学为基础，以资讯科学为先导，努力将二者结合为一体。
三是逐步开始反思图书馆学研究的“美国化”倾向，努力进行本土化建设，并积极与祖国内地图书馆
学界进行交流。
四是积极借鉴信息科学、传播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的学术资源并将其引入图书馆学研究之中，
促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的领域。
其中一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台湾省之外的图书馆学界学习与参考。
　　关 键 词　　诺德　施雷廷格　齐亚茨科　图书馆社会学　帕尼齐　爱德华兹　杜威芝　加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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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巴特勒　谢拉　知识杜会论　数字图书馆　鲁巴金　列宁的图书馆思想　《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标
准》　学术情报系统　阮冈纳赞　图书馆学五定律校雠学　文华图专　杜定友　刘国均　　小结　
　1．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与西方现代图书馆的大量涌现有密切关联。
德国是现代图书馆学形成的摇篮。
最早使用“图书馆学”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的施雷廷格，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培训机构——格丁根大学图
书馆讲座是由德国的齐亚茨科创办的。
德国图书馆学是以学术图书馆为实践基础生长出来的，故讲究学术性，注重理论体系的构造，卡尔施
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最具代表性。
　　2?英国图书馆学是以公共图书馆为主要实践基础逐步生长出来的，它更重视图书馆管理方法的完
善与应用。
英国图书馆学的代表人物有帕尼齐、爱德华兹、布朗、萨维奇、塞耶斯等人，他们大多是公共图书馆
的馆长。
其著述缺乏理论分析而长于管理实务。
　　3?美国图书馆学初期是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威。
后来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使图书馆学研究在实用与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力求寻求二者之间的
平衡。
其代表人物是巴特勒、谢拉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事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实用主义的图书馆学重又抬头。
　　4?俄罗斯图书馆学有着注重读者阅读的优良传统。
虽然受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至深，但这一传统并未发生断裂。
俄罗斯图书馆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鲁巴金和列宁，前者是图书馆学的奠基人，后者是苏联时期图书馆
学的导向者。
当代俄罗斯图书馆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仍重视传统学术资源的作用。
　　5?日本图书馆学最早沿袭自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仅是欧美图书馆学的模仿者。
之后．随着反省能力的增强，开始对文献资料工作以及图书馆学作整体思考与探讨，并意识到应使图
书馆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情报学的发展，日本图书馆学开始与情报学融合，出现“图书馆情报学”，形
成了“情报学派图书馆学”的特色。
　　6．印度图书馆学具有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其代表人物是阮冈纳赞。
阮氏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强调的是人（即读者），深刻揭示了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的最终目标。
尽管印度图书馆学发展缓慢，但正在找寻一条切合本土实际的发展道路。
　　7．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主要是对书的研究，侧重文化传承。
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图书馆学受日、美两国影响较深，因此，研究对象转向了图书馆工作，并颇
倾向于实用主义。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三次高潮与三代学人的曲折发展经历。
在第三次发展高潮中，理论图书馆学取得长足进展，并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自身的特色。
代表人物主要是杜定友、刘国钧。
　　思考题　　1．卡尔施泰特“图书馆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德国与英国的图书馆学各有什么发展特点？
　　3．“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是什么？
　　4．俄罗斯图书馆学的优良学术传统是什么？
　　5．日本与印度的图书馆学各有什么发展特点？
　　6．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的研究重心为什么是图书？
　　7．为什么说中国图书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
　　8．杜定友与刘国钧学术研究的风格与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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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1999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承担图书馆学基础的教学任务
。
图书馆学基础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担负着阐释图书馆学原理和目标的重要任务。
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版过数种较高质量的教科书，但20年来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研究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原有的教科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教学需求。
为了尽量胜任教学工作，我在学习、参考大量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的教科书、研究论文的同时，广泛涉
猎了国内外有关信息科学、传播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管理、哲学、语言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
在不断查阅文献、消化文献和深入地思索过程中，我萌发了编写新的图书馆学基础教材的愿望，并得
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
　　本书的写作初期，我常常遇到一些困惑。
面对一个问题、一个观点，我总是力图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悉心加以梳理。
换言之，我在写作中，总是力图做一个“知识考古者”，而非一个“知识建筑师”。
因为，好的理论应该是解释性的。
而要做一个“知识考古者”，就要求作者必须直面那些逐步清晰起来的大量事实，进而作出新的解释
与论证。
这是一种艰难而又冒险的尝试，但也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尝试过程中，一些新的观
点和思路产生了。
这些观点或许还欠成熟，或许仍有错谬之处，但毕竟是作者认真探求、潜心思索的结果。
例如我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概念中的核心概念（研究主题）也不同：在图书整理时代是“
图书”，在经营管理时代是“图书馆”，在信息技术时代是“信息”，在未来的知识社会则将是“知
识”。
这种演变其实就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
未来的图书馆学研究重心转向知识领域，既是其自身学科逻辑理性的发展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作用
造成的，是图书馆学对其自身学科逻辑起点（文献）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我还认为，以往的图书馆学是一种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图书馆学”，它在学科发展中存在着
很大局限性：其一，它将图书馆学等同于图书馆工作，举凡图书馆内部的一切命题都成为了图书馆学
，致使许多低层次的事物与活动也成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其二，它使图书馆学成为图书馆员的
独享学问，与社会人群几乎没有关系，图书馆学未能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这些局限性无疑会阻碍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
　　在就读图书馆学博士之前，我曾有十余年的图书馆实际工作经验，从事过图书馆许多部门的具体
业务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图书馆是一个能力层次十分丰富的空间，有最低级的简单劳动，也有
最高级的研究活动。
它既需要工人，也需要学者。
早在1928年，胡适先生在上海东方图书馆暑期讲习班的一次讲演中就强调过：“图书馆的中心问题，
是要懂得书。
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
⋯⋯但懂得方法而不懂书，是没有用的。
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
”①胡适所谓“懂得书”，就是要懂得书的内容及形式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个见解我想对今天仍有某
些价值。
我认为，一个图书馆员是否优秀，不取决于他能否依照某种方法快捷地找到读者所要的一本书．而是
取决于他能否以渊博的学识和熟练的技能为读者解疑释难。
优秀的图书馆员不仅能使读者通过阅读变得更聪明，具有洞察周围事物的能力，同时也要帮助读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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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明和理性的创建者。
这样的图书馆员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未来知识社会的“知识工作者”。
这也是我们图书馆学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
图书馆学基础以及图书馆学其他课程无疑都应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担负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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