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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未来和未来的图书馆 

李光炬 ，李 宁 
(1．重庆大学 图书馆，重庆 40~045；2．西南交通大学 图书馆，四川 成都 6K~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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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姜]未来的社会蒋会是一个纸介质、磁介质、光介质等文靛载律并存的多样性社会．而不会是 无纸社会 ，剐图书馆 

未来不必持悲观的态度，但现代信息技术也将使未来的图书馆发生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未来的田书馆将是传统图书馆与数字 

国书馆相结台．以丑虚拟图书馆无l处不在的模式。 

[中圈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5—2909(2001】03—0016—03 

The future of library and library in the future 

LI cu＆ng一 ，u M I 

1．Lib珀ry，a瑚 既 Urd,,~slty，c】】彻 q a~ 045．Chipa；2．Libra,'，s0Ijfh懈 t UnivemlW nf( 帆m c ans，c}len u 61,3031．China 

Key words：li ；the future of hbrary；l山r∞ in the futme 

A~ ：The future 8 l Ⅵl】beⅡdivemi~-society in Lch the is d~'aracm r in media 州  and~ efic tr Lu．⋯  ‘lr 

】】 retc．It willt3ot beⅡ’ of rioI~per’Itis㈣ 酋sa lo be downbeat Ⅱthe oflibrary
． Butthe n r l叭 t州 0i。 

1l m且ke b。ned婶 I vol 0衄 changes in the libnn~in fumr~ The mode library ln the 【l～ l e traditk*~al library 山 dio!al 

and~irtualllbray U be every,&em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刚进入 自动化图书 

馆阶段不久．国外已有学者断言：我们正在迅速地不 

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因而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已 

经完成，它们将逐渐消亡。那么，图书馆的未来前景 

究竟如何?未来的图书馆又是什么样的呢? 
一

、 图书馆的未来 

1．“无纸社会”是否套到来?从逻辑上说 ，“无纸 

社会”的到来是图书馆将消亡的关键原因，图书馆消 

亡则是“无纸社会”到来后的必然结果。但问题在 

于，“无纸社会”会到来吗? 

纸质图书的制作技术，象其它所有的技术一样， 

经历了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各个阶段。到计算机排 

版技术出现后，纸质图书的制作已臻于完全成熟 

就在这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动化技术，以磁介 

质、光介质为载体的存贮技术，以通讯卫星和光纤网 

络为主体的传输技术，三位一体构建了文献制作和 

传播的新时代——电子文献或日数字文献的制作和 

传播的时代。 

但近几十年的客观事实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 

发展不仅没有降低纸张的需求和消耗，反而刺激和 

提高了印刷用纸张的需求和消耗 在全球范围内 

近年纸张的生产量和纸质图书的销售量一直呈上升 

趋势。这种态势就其原匾分析 ，一是电子文献的阈 

读需要相关的设备，这得有必要的经济基础；二是显 

示屏的刷新频率、对比度、分辩率和色彩等因素的影 

响，使其在阅读文献效果上与纸质印刷品尚有较大 

的差距 但可以预见，普及电子文献的使用、已不是 

太遥远的事情。至于对电子文献的阅读质量问题． 

以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解决它应是指日可待。可见．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 

面来分析纸质载体的前途。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存在 

下去而不被淘汰，一定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存在 

的理由。纸质文献的权威性、稳定性、确定性和便携 

性、随机性、艺术性等等，是上千年积淀下来的结果． 

不是几代人就能够改变得了的。尤其是纸质图书， 

除了用于学习知识、获取信息以外，人们在使用它时 

大多并无功利色彩，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一种心 

理上甚至生理上的依赖。一卷在手，如捧甘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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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又岂能是面对计算机显示器上的字符时所 

能得到的?就如我们看了 ，听了CD，但还是要 

去音乐厅；欣赏了光盘中的画作，但还是要去美术馆 
一 样，我们在真心地接纳了电子文献的同时，还是要 

手捧一册纸质图书并陶醉其中。因此，我们仍然有 

足够的依据预见，对纸质文献的社会需求是长期存 

在的，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纸介质、磁介质、光介质 

等文献载体并存的、多元的、多样性的社会，而不是 

“元纸社会”。 

2．图书馆将继续存在还是消亡?图书馆作为 

人类社会文明标志之一，已有大约五千年的历史，几 

乎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长。图书馆的社会 

职能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 

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这是国际图联于 1972年所 

概括的，在将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在网络环境下， 

还适用吗? 

文献的数字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浩如烟海 

的历史文献数字化，非一朝一夕之功。比尔·盖茨近 

日指出，我们仍然仅处在数字时代的起点。电子介 

质的信息保存寿命大大短于纸介质。考古发掘出的 

纸有长达两千多年历史的，而现代的磁介质、光介质 

等等，寿命仅以十年计。而由于现代技术的飞速发 

展，电子信息的存储媒介、读取设备以及软件系统的 

淘汰和更新速度极快 ，反而导致信息保存环境的极 

不稳定，更难确保信息的长期保存。用不断地升级 

系统、频繁地复制数据的方式来保存信息，是人们很 

难接受的。此外，年增长率超过 10％的计算机病毒 

的猖獗，黑客的侵扰，使电子信息的保存前景不容乐 

观。因此，图书馆的存在为信息 保存提供了安全、 

稳定的环境。 

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制 

造着新的信息驮取的不平等。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的互联网和 ff评论家 Dan Schiller的分析是 

十分深刻的：“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 

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 

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那么，作为向社会大众传 

播知识和文化的公益机构，图书馆的存在将为消除 

这种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发挥巨大的作用。 

另外，纯粹的数字信息还会导致减少人与人之 

间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图书馆则既可以采用新技 

术更有效地以知识信息服务于社会，又能够提供人 

文关怀，使技术的发展有益于大众，有益于人类。 

认为图书馆不会消亡，这并非图书馆界人士的 

怀旧情结，而是全社会的共识。国内若干省市已经 

或将要新建高技术含量的、标志性建筑的公共图书 

馆，如上海市和重庆市。不少高等学校同样也在扩 

建或新建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国际上 

也是一样，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图书馆近年均扩建了 
一 流的新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建于二千多年前，毁 

于战火已一千六百多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在 

世界各国的支持下已经在原址上重建了．其建筑别 

具一格，其功能世界一流。 

二、未来的图书馆 

1．图书馆的革命。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与传 

统图书馆相比，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这个过程 

已经开始。除了人所共知的管理上的高度自动化、 

数字信息贮存的规模、检索查询的方便快捷、信息传 

播的及时高速之外，最深刻的内涵上的变化，奠过于 

数字信息资源由传统文献的独建、独占、互借的模 

式，变为共建、共有、共享模式，并由此而导致管理模 

式、服务模式的变化，以及对图书馆员要求的变化。 

传统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其地位远远高 

于计算中心、网络中心，但在新的模式下图书馆可以 

有以下几种存在形式：或者与计算中心、网络中心进 

行更密切的合作，优势互补；或者如美国南加州大学 

的改革那样，将图书馆、计算中心和通讯部门合并， 

从而消除重复职能，充分发挥资源效益；或者以别的 

什么形式出现。但图书馆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趋势是 

扁平化、小型化，管理环节减少，部门之间相互渗透， 

人员更具主动性和创造力。图书馆成为一个“学习 

的组织”，具有开放式的结构，能随环境和要求的变 

化调整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信息资源集合的概念，是一 

个国家(或许未来是全球)信息资源建设的基础工 

程。每一个图书馆将自身的特色馆藏数字化，建成 

数字化图书馆，就是参与构建数字图书馆，成为数字 

图书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互联网络，一个 

图书馆的WEB界面使其信息服务不再局限于联机 

目录，而是成功地集成丰富的站点信息，使之成为一 

个功能全面的虚拟服务平台。读者所能无偿或有偿 

享用的信息资源，大多不藏于他置身其问的图书馆， 

但他不必关心也不必了解这些信息来自何处或以何 

种方式传递过来。 

各个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应根据自身 

的馆藏特色以及所在地方特色，开发特色馆藏文献 

数据库，地方科技项目、特色产品、各类资源等数据 

库。带有共性的非特色数据库，应协调分工建设或 

由专门的信息机构、公司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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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员需要向学者型、精英化 

方向过渡。新的技术环境和服务模式要求图书馆员 

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信息操作技能，还要具有较强的 

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读 

者所需要的信息特点是：有价值，个性需求，深度加 

工等等。而在信息爆炸形成的信息数量冗余而质量 

下降的局面下，就需要通过图书馆员的检索、鉴别、 

分析、筛选之后来提供，甚而需要给出综述、评述、评 

估报告、研究报告。这种数字环境下图书馆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信息咨询职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 

馆员难以胜任的。 

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具有组织信息的专业技 

能，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具有应用信息技术的 

能力等天然的优势，从而必将在远程教育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远程教育模式为图书馆发挥作用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也对图书馆员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他们要从传统的被动应答转变为积极参与 

教育过程，如准备课程教材、维护课程主页、提供在 

线辅导、链接相关信息等，而成为开放式学习环境的 

营造者和信息扫盲的辅导员。 

2．未来图书馆的多样性。未来的图书馆与传 

统图书馆的差异，除了前述的种种之外，还在于其概 

念有了极大的延伸和扩展，更为宽容 ，也即具有多样 

性。 

传统图书馆的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单一的。 

传统图书馆，小至区县图书馆，大至国家图书馆，从 

内涵上、本质上看是一致的，~yslJ仅在于规模大小， 

藏书多少，服务水平高低等等，有量的不同，无质的 

差异。 

而未来图书馆的概念就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并 

非一定要有缺一不可的馆舍、馆员和图书等实体作 

为其要素，而是将能够向读者提供文献信息作为唯 
一 的要素，则我们对图书馆概念的界定就大大宽容 

了。基于这样的概念，虚拟图书馆、无纸图书馆、阿 

上图书馆、乃至口袋里的图书馆、掌上图书馆的称谓 

也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对于未来图书馆形式的演变，怎么发挥想象力 

都不过分。英国已开始试建公园中的“因特网长 

椅”，在公园里的椅子上安装插口，使携有手提电脑 

或掌上电脑的游客，可坐在椅子上连人互联网。大 

胆想象一下，未来的电脑部件或许会小得足以嵌进 

首饰或缝进衣服，甚至就直接植入人体之中．显示器 

就“写入”视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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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相当部分具备经费能力，掌握网上查 

询手段的科研工作人员而言，在获取最新信息的能 

力上，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已无优势可言，他们对传 

统意义上的图书馆的依赖性将大大下降。实际上， 

如果从更广义的概念上看，他们在实验室内、在家 

中、甚而今后在汽车里、在公园的椅子上通过因特阿 

获取信息，仍可看作在利用和依赖新概念的图书馆 

但正如前述，仅依靠这类全新概念的图书馆是 

难以承担图书馆的全部社会职能的 未来的图书馆 

模式中，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型图书馆无论其规模大 

小、层次高低，应基本上发展转化为传统图书馆与数 

字图书馆相结合的类型。这样的图书馆，馆藏文献 

载体具有多样性，包括纸介质、磁介质、光介质等等。 

在数字图书馆中有使用权的数字信息，也可视为其 

馆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图书馆，仍然是人类 

社会文明的标志，是渴求知识、企望交流的人们的最 

佳去处。 

而全社会图书馆数字化信息以及各机构、公司 

甚至业余爱好者提供的数字信息构建『面成的国家数 

字图书馆(NDL)以至全球虚拟图书馆(cvL)，将会在 

人们所有可能会利用它们的处所设置用户终端或接 

人口。虽然读者无法当面接受图书馆员的咨询，也 

难以与众多同行面对面交流．但他可以“拥有”全世 

界的网上“藏书”和信息资源 

图书馆在经历了漫长的单一模式后，将“回归” 

到多样性的时代。在满足社会需求这一前提下，我 

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因为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模式的 

出现．而否定和淘汰原有的技术和模式。无纸社会 

难以到来，图书馆也会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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