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型垫童婆量型 !!兰!!曼：兰二!!!1
2008年3月第40卷第2期34—38

曼旦!!垒!曼!!!!!墨!E垦竖!里!Q鱼∑垦!!旦望垦曼!!!!!!!堕
ISSNl674—1544 V01．40 NO．2 34—38．Ma 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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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eb2．0与Library2．0的出现给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同时也给图书馆服务范式的转型提出

了新的课题。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概括了Library2．0的概念、特征及其应用情况，分析了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

服务范式的4个方面的嬗变，探讨了图书馆服务范式转型亟待克服的困难与应对策略，最后展望了基于Library2．0的图书

馆服务范式转型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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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Service Paradigm Basedon Library 2，．0

Zhang Jianguo

(Libra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all 271019)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Web2．0 and Library 2．0 not only takes chM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ibrary
7

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but also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ervices paradigm as a new

topic．Based on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and features of the Library 2．0；anal-

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four areas based on Library2．0 services paradigm and studi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should shift to be overcome．At last looks forwar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ture based on Library2．0 li—

brary services paradigm．

Keywords：Web2．0，Library2．0，library service，information service

自提姆·奥莱理(Tim 0’Reilly)⋯提出

Web2．0以来，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在我国引起了

极大的关注，并引发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与互联

网密切相关行业的一系列的变革。

Library2．0的内涵、特征

及其应用

中国互联网协会交流与发展中心对Web2．0

的界定为[21：Web2．O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

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白上而下的由少数资

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

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的互联网体

系。随着Web2．0的发展，Library2．0也应运而

生。美国图书馆学家Michael Casey[31指出，Li·

brary2．0是能够让图书馆快速反应市场需求的一

种新的运作模式，借鉴了Web2．0的理念和技术，

以用户为中心，通过平台建设，使用户与用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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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户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以及

图书馆和供应商之间形成一种交流互动的局面，

把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模式逐渐转变到以图书馆为

中介、所有使用者都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知识共享

模式。Casey Bisson[41认为，“Library2．0不是一种技

术，它是力求从外界搜集好的思想并且利用它们

传递新的改进的服务，以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

Library2．0的核心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操作运行的

方式。”TaHs【51白皮书则认为，“图书馆无处不在”、

“图书馆与用户沟通没有障碍”、“图书馆邀请用户

参与”和“图书馆是灵活的、种类繁多的最优化系

统”这四项原则或者说4个特点更好地诠释了Li—

brary2．0这一概念。还有一个颇为经典的说法，

“Library2．0=Web2．0+Library”。也即Library2．0

是Web2．0的技术和服务在图书馆的应用，或者说

是Web2．0理念与技术所引发的图书馆现代服务

的新阶段[61。国内则有范并思⋯等人都对Web2．0

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和Library2．0进行了探究。综

合分析以上各种观点，笔者认为，Library2．0所蕴

含的理念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Library2．0体现为

一种服务模式的转变，通过在图书馆的网络平台

上使用Web2．0的Blog(博客)、Wiki(百科全书)、

RSS(信息聚合，也译作站点摘要)等技术，使用户

体会到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同时用户既

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知识的创造者。二是Li—

brary2．0倡导图书馆打破原有被动的服务方式，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读者的生活中，真正使图书馆无

处不在和以用户为中心。

由于利用Web2．0技术可以大大简化数字资

源管理和发布的整套流程，减少人工干预，提高自

动化程度，因此在国内外一些技术力量比较雄厚

的图书馆。Library2．0的运用已不鲜见。其应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点：①Blog。它的利用可以分为两

类，一是整个网站都基于博客系统而开发，美国密

歇根州Ann Arbor区图书馆就属于这个类型；一是

利用博客系统发布馆内信息或者用于内部交流，

厦门大学图书馆⋯就推出了“一思不狗”博客网站；

②RSS，它的利用主要体现在馆内新闻发布与专题

指南中。馆内新闻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91的

服务公告，我国台湾大学图书馆【lo】开通的RSS资

讯服务。则集馆内新闻与分类新到资料通告于一

体。传统的定题服务(SDI)采用RSS后可以最大限

度地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内容，用户一次订阅后，无

需每天浏览图书馆主页，只需利用RSS阅读器即

可看到最新的消息。美国纽约图书馆⋯I就发布了7

个RSS链接，把该馆需要在各个特殊门户中报道

的动态性内容都作了主动发布。国外许多Web

OPAC也具有RSS发布功能，大多是图书馆自动化

系统厂商提供，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库与二次文

献服务商也提供这类服务。

2 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

服务范式

Library2．0不仅是简单的诸如业界所讨论的

Blog／Podcast(播客)、Wiki、RSS、Social Bookmart

(社会化书签)、Tag Folksonomy(标签)、Instant

Messenger(即时通讯)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移植或

克隆，事实上，它引申出的是对图书馆服务理念、

服务方式、服务机制等方面的重要思考与革新。

2．1 互动咨询是Library2．0的典型特征

Web2．0时代是一个互动的时代，人们通过互

动行为获取大量的信息，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技

术，社会成员很容易从多样化的互动传播渠道中

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Libraryl．0与Library2．0的

主要区别就是Libraryl．0可以利用互联网为人们

提供服务，但其服务内容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

精英、组织及大众媒体，而Library2．0则可以实现

信息提供源泉的平民化、个人化、草根化，如博客

门户的内容。

在Web2．0的环境下，电子网络技术越来越广

泛地运用到图书馆的各个环节，并在互动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应尽快充分利用Web2．0技

术，开展智能型的网络互动咨询服务。网络互动咨

询是Library2．0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指图书馆与用

户之间依托先进的网络技术平台，在图书馆主页

上开辟的互动栏目，它不受时空局限，就图书馆服

务的内容、形式、态度、设施等任何问题进行双向

沟通、讨论、协商，最后达成满意、谅解的制度性网

上对话模式。与一般咨询服务个性化、学术化的服

务模式相比，这种以用户投诉和图书馆答疑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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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对象的沟通更具公开性、普遍性，吸引了图书

馆员和用户的注意，对双方加强理解、促进优化服

务起了很好的作用。Web2．0技术使跨地区的共享

服务成为可能，比如联合采购、联机编目、联机互

借、联机检索等。依赖于先进的网络技术，图书馆

与图书馆、图书馆与出版社、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

互动就变得更快捷、更方便、更具现代性。现代网

络技术的发展为Libra．2．0互动效应的发挥提供

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2．2 用户中心理念的深化与图书馆的去中

心化

Michacl Stephens[121指出，Libra．2．0“是以用

户为中心，用户不论在什么地方，使用何种方法，

图书馆都能将信息、娱乐、知识送到他们的手

中”。以用户(读者)为中心是图书馆一直以来的追

求，在Library2．0环境下，这种理念更加深化。以

往，用户(读者)的思维习惯于图书馆提供什么就

接受什么，用户需要适应图书馆。在Libra．2．0环

境下，用户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有了参与、创造的

需求。如果说以往以用户为中心还只是图书馆的

美好愿望，那么今天，这种愿望直接来自用户，成

为图书馆必须去面对的现实需求。一切从用户的

需要出发而不是漠视或臆想用户的需求，需要建

立一种机制以更好地反馈并满足用户的需求，进

一步为用户创造价值。创新服务模式，提供方便、

高效、简单、自助、无所不在、合作、免费、恰当的优

质服务，着重要做好以下3点：①不分时间和地域

(寻求简便安全的用户认证机制)服务于所有用

户；②优化馆藏目录及其他数据库的检索界面，使

其具有类似GooSe的易用特征；③参考咨询服务

注重与用户的平等沟通。 。

由于用户已经不再满足于开发商提供的信息

资源，除了浏览求知的需求外，又产生了交流、深

化、碰撞的新需求，所以在Web2．0中用户被设计

成为一个主动者，能够自行创造信息资源l通过用

户间的协作把这些知识有机地组织起来，在这个

过程中将知识深化并产生新的思想火花，由此形

成Web2．0的新资源环境。从而笔者继续推论，在

从Webl．0到Web2．0的进程中，鉴于用户广大而

非凡的创造力和无止境的需求，网络信息资源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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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增长，其信息量将远远超过传统的信息处理机

制可以处理的范畴。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信

息资源的大部分将从图书馆转移到网络环境之

中，更多、更优化的搜索引擎和阅读软件将会提供

给用户自我选择和过滤所需信息的权利和职能，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处理和搜集中心的地位将会

逐渐丧失。现在，Google的学术搜索已经将这种可

能性和威胁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不是版权的限

制，图书馆将会在更短的时间内退出自己的中心

地位。

2．3 群体协作下的信息共建与共享

Libra,2．0带来了群体协作的图书馆信息共

建与共享这一全新的趋势。以往的服务都是图书

馆单向提供的，但在Libra．2．0环境下，图书馆提

倡一种用户参与的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的服务理

念。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用户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

可以从他人的信息中受益。目前这方面最好的应

用就是Wiki。Wiki是一种开放式的多人协作网络

平台。用户可以在Web上对Wiki的文本进行浏

览、编辑、发布。这种用户参与的形式加强了用户

的体验感。当“体验高于一切”，用户的体验和感觉

成为影响信息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时，必将带来

一种“体验经济”，因此要增强图书馆的用户友好

性，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同时，这种群体协作共

建共享信息的方式也将使图书馆更具生命活力。

在具体应用中，为了兼顾数据的准确性与共建性，

最好是采用部分信息共建的方式，即核心数据仍

由馆员编辑，其他如书评、读者推荐意见书或全文

的出错举报和改正等可以采用Wiki的形式。虽然

普通用户无法编辑核心编目数据，但用户的参与

无疑将极大地丰富书目信息，形成一种新的宝贵

资源。比如OCLC于2005年lo月正式开放的维基

版联合目录Open Worldcat，就采用了这种形式，用

户可以为书目数据库的书目增加目次注释与评

论，也可以纠正其中的错误。

在Library2．0环境下，大范围的信息资源共建

与共享能够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对单个图书馆

而言，不仅是社区用户可以共享图书馆的信息资

源，而且可以实现图书馆与用户以及用户与用户

之间的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对多个图书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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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式的网络环境将更加方便图书馆相互借

鉴经验、预测用户需求，甚至发现其他图书馆的发

展意向，从而达成协作；对图书馆与其他相关机构

而言，则要求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机构的竞争关系

演变为合作关系，共同从共享中获益，同时图书馆

与技术合作伙伴、出版商、标准组织等也会建立互

利双赢关系。

2．4 图书馆服务方式的革新

在Library2．0环境下，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为用

户提供信息服务，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势在必

行。个性化信息服务是以满足用户的个体信息需

求为前提，借助于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对信息资源

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向用户主动提供和推荐相

关信息。就实现机制和技术支撑来看，其形式主要

有：①个性化定制。它是目前Library2．0个性化服

务的主流方式，主要指用户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

求在某一特定的系统功能和服务形式中，自己设

定系统界面风格、资源类型、检索方式、系统服务

功能等。例如，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就是一

个典型的基于个性化集成定制的门户网站。②个

性化信息检索。它是指根据用户的兴趣和特点进

行检索，返回与用户需求相关的检索结果。由于考

虑了用户的差异，个性化信息检索可以大大提高

检索的效率。如台湾交通大学在数字图书馆实践

中，引入个人化信息环境(PIE)，提供个性化的信

息搜索引擎，当用户输入检索策略后，系统自动根

据用户提供的信息将检索策略重新整合再输入引

擎进行检索。③个性化信息咨询。它是指信息咨询

顾问和用户之间借助于各类网络进行信息传递和

交流，是信息咨询员针对用户的特定信息需求利

用各类网络工具检索、选择、加工、传递信息并形

成个性化信息咨询报告传给用户。④个性化信息

推送，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定题检索服务的扩展。它

先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特点，发现

用户的兴趣，建立用户档案，然后将信息需求按领

域主题分类，实时搜集信息资源中某领域的信息，

如用户感兴趣的专题书目、专题文献资料、会议消

息等，并将其推送给用户。用户无论何时只要打开

自己的“推送频道”就可以接收到自己所需的信

息。例如，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数字图书馆提

供新书、数据库及资讯RSS推送服务，上海大学图

书馆则采用新闻聚合系统i”1。⑤个性化知识决策，

即利用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等技术对有用的信息

内容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挖掘，向用户提供能够

用于决策支持、智能查询、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

规则和模式，参考馆员应当熟悉各种网络工具的

检索功能、检索策略，并能够运用高效的检索技巧

回答用户的检索提问。

Michae Casey指出，Library2．0的核心是一种

思考方式，一种操作运营的方法。它是一个把改变

整合到图书馆运作的各个层面的架构，而这些改

变会用到一些Web2．0的新技术，使得用户成为网

上图书馆的主人。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宗旨，是Library2．0环

境下图书馆服务方式革新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3 困难及其应对策略

3．1 图书馆员与用户群理念的局限

对于图书馆，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图书馆员

对创新服务的理解。Library2．0是Web2．0在图书

馆的应用，应用Web2．0必定包含着技术创新与服

务创新过程。Web2．0实际代表一种创新精神，而

图书馆员总体上相对保守、缺乏进取心，与这一精

神显然有一定距离。因此，有人曾用“图书馆员

1．0”的说法来形容图书馆员难于适应Library2．0

的问题。此外，据调查显示，了解并使用Web2．0的

用户，年龄多在20—35岁之间，年轻人对新事物

的接受能力比较强，而年长者则不愿意或者是没

有精力去接受甚至参与新事物；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在使用Web2．0时感到得心应手，可教育程度不

高的人则容易对Web2．0感到迷惑。基于U—

brary2．0的图书馆服务难以像传统图书馆那样做

至旷泛的用户覆盖，过多用户的参与又会引发信
息困扰。Library2．0鼓励用户参与和创造，图书馆

将更为开放，但是来自用户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

用户创造的信息越多就越有可能给用户甄别信息

价值带来困扰，从而引发信任危机，影响Li—

brary2．0的发展。所以，无论是图书馆员还是用户

群的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转型的问题。为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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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和方式，利用网络、课

件、馆办报刊与宣传栏等媒体以及现身说法等，通

过循序渐进的宣传与由点到面的培训，逐渐普及

Library2．0知识，稳步培育与增强图书馆员和用户

群关于Library2．0的意识与兴趣，提高图书馆员和

用户群的信息技术素养。

3．2 数字鸿沟的加剧

在Web2．0时代，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信息

优势人群将享受到更大的便利，可以更加容易地

获取各种所需的信息资源。然而，对于处于信息劣

势且缺乏获取信息条件的用户，获取信息更加困

难，从而造成数字鸿沟加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不只是通过培训提高用户信息素质这么简单，更

涉及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随着自

2002年开始起步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1，以及由信息产业部组织中国电信、中国网通、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等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的旨在“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

的“村村通电话工程”【151等若干重大利民惠民工程

的顺利实施与推进，有望彻底转变东西部地区之

间、城乡之间文化信息资源建设不平衡的状况，边

远地区和农村信息闭塞、信息贫困，难以获取和利

用丰富的优秀数字文化资源的局面。到2010年，

以数字资源建设为核心，以农村服务网点建设为

重点，以共建共享为基本途径，资源丰富、技术先

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将基

本建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广大

基层群众能够普遍享受到数字文化服务。届时，数

字鸿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4 结语

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服务范式尽管还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只要我们善于借鉴国内

外已有案例的经验教训，尽力采取适当的改善措

施加以应对，就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

相信，以用户为中心的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服

一38一

务范式，将使Web2．0时代的图书馆融入用户生活

的方方面面，图书馆的服务将更加完善，图书馆将

被视为心灵的体育馆、艺术的沙龙与思想的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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