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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２５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宇初∗　张璐　罗文馨

　　摘要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８—２９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２５周年
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的图书馆馆长及馆员代表,北

京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学生代表以及图书馆新老馆员代表等近２００人参加.会议紧扣“图书馆

引领的信息文化建设”“图书馆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等多项议

题展开研讨交流.文章综述了与会专家的学术报告及前沿思考,探究高校图书馆新时代下信息

文化建设、智慧化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内涵、探索路径与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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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８—２９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２５周年图书馆引领

的信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百所高

校的图书馆馆长及馆员代表,北京大学相关部门负

责人、学生代表以及图书馆新老馆员代表近２００人

参加会议.会议紧扣“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建设”
“图书馆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数智时代高校图书

馆转型发展”等当前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和文化育

人建设方面的热点议题,围绕新时期图书馆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实践经验以及发展趋势,展开了深入

交流和研讨.

１　凝聚共识,大力推进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建设

１．１　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内涵及特征诠释

信息文化是扎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

孕育,在信息化进程中成长的新型文化[１].«普通高

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图书馆是学校信息化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

要基地[２],信息文化的培育也成为高校图书馆在信

息化进程中转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在主旨报告“通变

感人勤问道,信息文化谱新篇”中,结合北京大学图

书馆的“铸鼎战略”和近五年来发展历程,深入分析

阐释了信息文化的内涵、效用及其与图书馆的特殊

关系.陈建龙指出,信息文化是指“信息化生态中增

进信息流动和人类幸福的智力成果”,因其转化性、
主体性和流动性而能育人,因其指向性、契合性和认

知性而能整合,因其依附性、象征性和再生性而能协

同,因其传递性、分享性和效用性而能创新.他认

为,图书馆是信息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引领者,图书馆

集成多形态的信息及其场所和空间,承载着人类文

化而成精神家园,馆员以其专业能力传承和传播着

人类文化;图书馆组织引导用户利用信息资源和文

化空间,馆员协同带领用户共解难题、同创价值.图

书馆应从文化育人职能、文献整合业务、服务协同策

略、传承创新活力等入手引领信息文化建设,努力建

成“十步香草、百感交集、千年树藏、万难共解”的理

想图书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赵志

耘在主旨报告“数智时代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建

设”中指出,现代图书馆的发展与信息文化建设密不

可分.信息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

综合,信息技术的应用给图书馆带来的变化,会从不

同层面上对信息文化造成影响,从而引发信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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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悄然转变.关于图书馆在引领信息文化建设中的

优势,赵志耘认为,图书馆具有资源优势、传播优势、
制度规范优势和素质培育优势.

１．２　数智时代图书馆作用发挥路径转变

数智时代,新兴数字技术在图书馆不断拓展,智
慧图书馆飞速发展,为图书馆带来了更大的信息文

化建设优势.赵志耘认为,数智时代,图书馆的资源

优势由广度向深度转变,传播优势由共享向增值转

变,制度优势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素质培育优势向立

体化转变.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可在信息资源、管
理模式、服务模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索图书馆

引领信息文化建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她提出,对
于信息文化资源保存和价值挖掘,要加强基于资源

深度挖掘与重组的智慧信息资源建设;对于信息文

化传播和渗透,要加强基于专业知识和公共服务需

求的智慧服务模式建设;对于信息文化规范管理,要
加强基于多维融合的智能管理模式建设;对于信息

文化环境,要加强基于虚实结合的智慧服务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她认为,为实现图书馆引领信息文化

健康发展,要加速推动图书馆数智化转型、加快完善

图书馆引领信息文化建设的制度规范、大力加强信

息文化素质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李玉海在“信

息文化助力高校图书馆服务育人的思考”报告中,针
对人才培养中的信息文化需求进行了深入解读.他

认为,当前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四

个方面:批判思维与好奇心培养、理论实践融会贯通

能力培养、人文素养与社会适应能力提升以及科学

的人才观及人才评价.信息文化能够有效解决这四

方面问题所产生的需求,具体体现在信息文化能够

发挥其映射功能、传播功能、交流功能、渗透功能和

开放功能.其中,为提升信息文化的映射功能,图书

馆可以提供体验式课程知识学习、验证型实战技能

训练和支持交叉学科研究探索等服务;为进一步提

升传播功能,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媒体宣传和用户分

析,联合其他社会力量进行宣传推广;交流功能可以

通过开展判断能力训练、逻辑思维训练以及语言与

辩论能力训练三方面服务提升;渗透功能通过国学、
美育,思想道德、职业规划,社交礼仪、野外生存以及

传统文化等活动,辅助“五育”素养发展;开放功能包

括提供资源和数据开放、学科发展质量监测评估、图
书馆大语言模型(LLM)服务探索以及人才评价等

服务.

１．３　图书馆数据文化的确立与建构

当前图书馆服务正处于全景数字化、全过程数

据化、海量数据、开放与限制并存、智能技术深度应

用、各级决策服务需求更加明确和迫切的阶段,基于

数据计算型 (数据驱动)的决策咨询服务是科技图

书馆发展的重要方向[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主任刘细文在“科技图书馆数据文化的构建与探讨”
报告中指出,图书馆文化是指图书馆的生存方式、工
作模式、影响力,体现在实践、规则、制度、核心价值

观等各个层面.他提出,数据文化是一个组织机构

使用数据和数据渗透的方式、行为、理念的总称,数
据文化可以有效助力决策,提高决策效率,支撑决策

的有效性.当前,数据已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核心要

素,图书馆特别是科技图书馆要积极构建数据驱动

的科技知识服务新范式,以数据、数据化建设为基

础,以搭建数字化业务流程为核心,以数据计算为支

撑的工作模式,最终形成数据到业务目标的反馈循

环.他结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驱动能力建设

的有关方案和实践,分享了数据驱动的图书馆建设

具体任务,力求推进从数据到信息的转换、从信息到

知识的转换、从知识到决策的转换,实现数据—信

息—知识—智慧的迭代过程应用.
本次会议设有学术征文报告环节,获奖征文作

者代表、南开大学图书馆宋灵超在“交叉学科科学数

据管理:理论框架、发展困境与治理对策”报告中提

出构建交叉学科科学数据管理理论框架.他认为,
交叉学科科学数据具有跨学科数据来源、跨类型数

据集成、多标准数据形态、高学术研究价值以及多属

性数据构成等特征,其数据管理的关键任务包括:政
策方面,识别多源数据的学科属性、建立交叉学科数

据保存与汇交标准;服务方面,数据授权与共享收益

问题、数据共享平台的支撑性问题以及跨机构数据

共享问题等等.针对我国交叉学科科学数据管理存

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四点解决对策:挖掘数据关联属

性,测算学科交叉程度;规范数据保存汇交,打造智

慧数据管理;厘清数据权属关系,推动管理政策落

地;明确服务机构职能,加强数据平台建设等.

１．４　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化建设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新碗在“数字化教

育变革下的图书馆大信息服务”报告中,结合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生产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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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断发展变迁,图书馆经历手工化、机械化、数字

化和数据化等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从收藏阅览到

流通阅览、开放共享乃至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模式.
目前,图书馆在实体空间、文献资源、系统设施和信

息服务建设中仍呈现一定的孤岛效应,如何有效整

合是图书馆界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他提出“大图

书馆(UＧLibrary)”概念,并从大资源与大服务两方

面进行深入阐释,将资源和服务进行细分,资源分为

基础资源、学科资源和创新资源,分别对应基础服

务、学科服务以及超学科服务.其中,创新资源更多

关注数据资源,目前在服务方面投入大量精力转向

学科服务,形成系统化的学科服务矩阵;超学科服务

可以体现图书馆的跨学科、跨院系、跨文化、跨行业

等交叉创新服务.综合而言,他认为,图书馆大信息

服务是以“服务大学,促进人才培养”为目标,打破现

有图书馆的服务边界,以学生学习为需求,建设“大
资源”平台,以融合创新为导向,提供“大信息服务”
平台,以期成为“超学科”学习与创新的育人基地.

本次论坛特设专家“圆桌会议”环节,“图书馆引

领的信息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要议题.该场议题

由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贤金主持,中山大学图书

馆馆长何文平、深圳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振宁、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馆长杨超、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党总支书记王宇、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强、
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副书记周春霞等多位专家就此

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何文平认为,文化传承是图书

馆信息文化建设守正的根本与出发点,现代信息技

术是图书馆信息文化建设创新的驱动力,图书馆在

新技术运用以及在信息化、智慧化、数智化方面需要

有更加稳健的探索.胡振宁在谈到 AIGC下图书馆

如何引领信息文化建设时指出,AIGC正从信息内

容、信息传播、信息交互、信息服务等方面给图书馆

带来影响和冲击,图书馆在 AIGC环境中应成为可

靠、权威的信息源,通过加强信息素养教育等措施,
提高自身以及读者甄别、筛选、评价信息的能力.杨

超分享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在航空航天类文

献特藏整理及揭示展示等方面的有益经验,认为高

校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中要把特色馆藏建设放在重要

地位,在经费紧张情况下优先保障特色馆藏,并通过

馆际共享、信息手段扩大资源获取渠道,做好研究和

内部培训,综合提升服务水平.王宇认为信息文化

建设是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向,沈阳师

范大学图书馆在引领信息文化建设中,围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两条主线,重
点打造“明德讲堂”、启智学术交流空间等,依托馆藏

资源空间发挥文化育人职能.王强介绍了辽宁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的“校本特色文化”创新服务理念,将
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和大学的校本文化一起

称为校本特色文化,将校本文化融入到空间设计的

顶层理念之中,建设橘井泉香中医书店、岐黄书院、
沉香学斋、半夏网室、厚朴雅苑、远志静轩等以中药

名命名的空间,利用多种交流渠道和机会讲解图书

馆特色文化故事,积极构建特色文化教育基地,用
“小空间”讲“大文化”.周春霞重点分享了北京大学

图书馆在信息文化氛围建设、信息文化传播建设两

方面的实践路径,通过建立并拓展志愿服务体系、组
建带班馆员信息服务团队、推出馆员探馆活动、多样

化整合线下服务空间等系列举措,营造与用户的交

互融通氛围,打造和美文化殿堂;通过建设融媒体传

播体系、建立健全用户反馈机制等进一步加强图书

馆的信息文化传播建设.

２　赓续文脉,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２０２３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４].１０月,全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

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５].图书馆作为书籍存藏

和利用的主要机构,在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２．１　图书馆藏书文化与典藏服务发展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以“天堂

在人间———中国文化中的藏书传统”为题,全面梳理

了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藏书传统.他以东、西、
南、北四个方位为序,讲述中国小说叙事中的藏书故

事,包括东方的“宛委别藏”、西方的“玉山册府”、南
方的“嫏嬛福地”、北方的“天禄石渠”.他深入阐释

不同历史时期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历史,如清代的天

禄琳琅阁、宋代的册府、元代的群玉署(内司)府,也
分享了历代著名藏书家的理想,如１９世纪前半叶北

京的完颜麟庆、福建的陈寿祺、清代常熟的张金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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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绍,明清时代的江南催生了很多私家藏书楼,一
些藏书家开始将自己的藏书刊刻分享、出借于人,而
由僧人、士绅、官员各方以“众筹”方式建立的镇江

“焦山书藏”,是最早的面向社会共享的山林图书馆.
他强调在开放共享方面,近现代公立图书馆是传统

藏书楼的“升级换代版”,也是对天堂图书馆想象的

真正落实.２４小时图书馆、２４小时城市书房,一处

又一处美丽的读书天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间,
给读书人带来天堂般的温暖.

学术征文报告环节,获奖征文作者代表、北京大

学图书 馆 杨 芬 以 “让 传 统 文 化 在 现 代 技 术 中 飞

跃———古文献典藏服务信息化建设探赜”为题分享

古文献典藏服务信息化建设的目标、问题与解决方

案.她在分析图书馆信息化的定义基础上,指出大

学图书馆的古文献典藏服务不仅包含古籍、拓片及

舆图等古文献资源的典藏与阅览、展示等服务,还包

括各类支持教学与科研等服务.古文献典藏服务信

息化基础目标主要有:共享书目数据,提高效率;规
范业务流程,保障安全;利用系统智能化,助力服务

和积累平台数据,构建画像.据此,围绕古文献典藏

服务的相关问题,杨芬从多方面入手提出解决方案,
包括以古文献书目数据为基础,利用新技术,建设

“面向读者的古文献资源库”和“面向馆员的管理端

平台”,以实现书目数据共享,优化借阅流程,提升服

务效率;将规章制度融入到系统管理中,形成系统对

业务流程的有效监督,加大古文献管理与服务的安

全力度;利用信息技术更高效处理工作,提供智能化

服务,包括协议签署线上化、自动推送等功能的实

现;基于信息化平台,实现书目数据与读者数据等的

关联,建设完整的古文献资源画像.在此基础上,杨
芬也提出优化线上服务空间、拓展读者交流平台、营
建信息化生态将是古文献典藏服务的发展方向.

２．２　推进以特色馆藏资源为依托的文化传承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在“高等教

育发展历程探究中的图书馆视角———以人大馆藏红

色文献为例”报告中,指出现代图书馆对工作人员的

能力和业务素质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建立高水平学

科馆员队伍需要取得行业共识.他认为,图书馆与

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同步性,学科史与学术史文

献资料的整理发掘与研究不仅是高校图书馆支持学

科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塑造校园文化记忆的重要

工程,这需要学科馆员在其服务的学科领域内,对学

科发展史和学术前沿动态具有全景式的掌握,同时

在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全面整理与专题研

究的关系,在重点文献的整理研究上取得突破.他

通过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红色文献的积累和

研究整理历程,进一步探讨了红色文献的教育史意

义,认为馆藏红色文献是与人民大学发展史息息相

关的、产生于革命年代、反映中共理论探索和实践创

新的图书资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鉴证了我

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

红色记忆,要精心保护好,逐步推进数字化,让更多

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６].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董有明以“推进特色文献

转化利用,助力大学文化建设发展”为题,分享了武

汉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实践.他指出武汉大学

图书馆的特色文献资源体系由５个系列构成,其中

古籍及民国时期文献系列由线装古籍、善本、地方

志、家谱等特色古籍资源和原版民国图书和期刊合

订本等民国文献组成;大型影印文献系列由传统文

化、民国文献、史料档案、红色文献等９万多册影印

文献组成;海外史料系列由多个大型数据库、大型图

书及缩微资料等组成;珞珈文化系列由珞珈记忆和

珞珈智慧组成;博物馆特色资源则由文物及考古标

本、动物标本及珍贵艺术品组成.武汉大学图书馆

积极推进特色文献转化利用,通过科技赋能、化身千

百,传本扬长、存亡继绝,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加强

古籍特藏资源的“化”“承”“用”;围绕珞珈记忆的深

度挖掘和珞珈知识产出的智慧服务建立珞珈文化方

阵;打造沉浸、联动的“图书馆博物馆融课堂”和“图
书＋展览”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实现图书馆与博

物馆联动.他强调武汉大学图书馆将特藏建设与文

化引领作为重要内容,实施文化引领工程,持续建设

“三全育人”高地,从组织政策保障、协同联动、人才

队伍等方面创造良好环境.

２．３　图书馆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

本次研讨会“圆桌会议”另一重点讨论议题为

“图书馆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同济大学图书馆

党委书记慎金花主持.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兴

胜、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储节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馆长王琼、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爱国、西藏民族

大学图书馆馆长孔繁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

馆馆长刘万国等多位专家结合自身实践与思考进行

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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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胜强调,图书馆推动、见证和承载了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延续

性、科学性、革命性、创新性和人民性.其中,历史延

续性主要体现在图书馆收藏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珍贵史料文献,并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职能;革命性

体现在图书馆传播革命思想、收藏大量红色文献,也
为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提供资源保障;人民性

体现在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服务职能;科学性体现在

图书馆的知识关联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科学教育

方面;创新性体现在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的价值.
李爱国分享了东南大学图书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中的具体实践,包括重视和加强传统和红色文

献资源建设、利用及文化传承展示等.储节旺在北

京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２５年之际,以“１２５”来表达自己

的观点,“１”是指当前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５个文明一体的现代化;
“２”是指两个意义,即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

所;“５”是指图书馆的５个重要作用,即图书馆的文

化保存、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文化创新、文化育人作

用.孔繁秀分享了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在藏文古籍

文献整理、挖掘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文献史料及整

理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强调图书馆具有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传播优势和教育优势,应挖掘馆藏红色文

献,打造文化育人空间,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图书馆应善于深入挖掘、整理古籍文献资源,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应坚持守正创新,注重发

挥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的特殊作用.王琼认为图书馆的产生是人类文明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标志,
也是对人类文明最美好的想象.在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发展过程中,图书馆更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传承者、
建设者和推动者,图书馆领域里走出了一大批仁人

志士,如梁启超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倡导者,李大钊致

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发展,以北京大学图书馆

为阵地积极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刘万国指出图

书馆是文明的载体,助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亢慕义斋”为代表的进步图书馆

点燃了中华文明再度辉煌的星星之火;改革开放以

来,在以读者为本理念的主导下,普通民众从图书馆

享受到了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数字时代,图书馆依

然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AI技术的引进

与服务模式的转换,使图书馆获得了新的生机.

３　开放共赢,助推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网络环境日臻成熟与完善,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

双重挑战.在新的转型发展阶段,需要重新思考图

书馆的业务功能、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主动求变、
科学应变、积极求变是谋求发展永恒的主题.

３．１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变革实践与国际趋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罗克珊米辛汉

姆(RoxanneMissingham)在主旨报告“引领变革,
支持世界一流研究: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独特贡献”
中,分享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在形成、改革和

转型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包括积极参与研究型大学

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AllianceofResearchUniＧ
versities,IARU)建设、建设虚拟阅读空间、推进计

算档案科学的实践、探索促进馆员技能提升的方式、
加强高校之间开放合作共享等方面.她指出,在

IARU建设体系下,联盟高校内学生和研究人员可

以获得奖学金资助访问访学,联盟图书馆提供统一

的研究护照,帮助用户获取联盟高校的相关资源和

信息服务.在推进计算档案学实践方面,她介绍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案例,提出计算档

案学通过计量方式,给图书馆带来了新的信息化转

型与突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一直比较重视

商业科学类藏书建设,并在澳大利亚多地收集有关

商业企业、工会的档案资料和数据,例如收集悉尼股

票交易所等机构的相关公司材料、行业材料,并将相

关材料和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数据可视化或分析

研究等,综合反映公司的成功历程和历史情况等,成
为澳大利亚商业史或经济社会史的一部分.

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斯布兰特纳

(AndreasBrandtner)在“开放向未来:柏林自由大学

图书馆的变革之路”报告中,介绍了该校图书馆组织

变革项目 Wandel＠FU－Bib(２０１９—２０２１),通过战

略领导机制和组织文化的变革,实现了图书馆数字

化转型.他认为在学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究人

员、教师、学生和图书馆员工作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图书馆需要灵活应变,业务流程

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而不是以书籍或其他媒介为中

心.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 Wandel＠FU－Bib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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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４个目标:(１)将图书馆和数字系统中心

CeDiS结合;(２)建立功能良好的单层制图书馆体

系;(３)提高用户导向和服务质量;(４)增加敏捷性、
适应度、创新能力和前瞻性.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

在变革中,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服务,如与柏林洪堡大

学等联合建立开放出版社BerlinUP、发布口述史数

字平台 OHD,与历史系、数学系、计算机系等合作开

展数字人文的研究,拓宽了图书馆传统服务的路径.
香港大学图书馆馆长伍丽娟(FloraNg)在“香

港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报告中,介绍香港大学

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目标为迈向数字优先的图书

馆,以为读者的教学、学习和研究提供更好的数字用

户体验.香港大学图书馆在学习环境转型上,注重

更 新 学 习 空 间 的 技 术 与 设 备,升 级 融 合 线 上

(Online)线下(Offline)学习模式的混合型学习环境

设施,更紧密地整合信息技术部门与大学图书馆对

研习空间的支持服务;在学习服务转型上,利用社交

媒体开展推广图书馆服务、设施和资源的各种活动,
提供面对面、Zoom 培训讲座以及在线课程,并且与

校园内不同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研究服务转

型上,通过研究信息管理系统(ResearchInformation
ManagementSystem,RIMS),将研究资助与研究产出

的提交整合到同一个平台,生成大学研究成果和成就

水平的整体视图,将出版记录与机构学术存储库同步.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黄家慧(GabrielleK

W Wong)在“在高校图书馆推动变革的几个随想”
报告中,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２０２２年以来的

机构变革,包括架构重组、加强工作岗位的互联性、
改善内部沟通和重订策略目标.香港科技大学图书

馆在组织架构上,将馆藏发展业务独立出来,将原有

的信息服务、研究支持服务调整为学习支持服务和

研究支持服务,创建读者互动和文化培养团队、大学

档案及特藏团队和数字项目团队.在改进内部沟通

上,通过区分业务讨论会与战略研讨会、精炼会议议

程来提升会议效率效果,同时建立每周馆员茶会制

度、畅通信息沟通渠道.机构变革进程往往会面临

来自机构体制和文化的隐藏阻力,基于香港科技大

学图书馆的改革经验,她提出调适性领导力是解决

该问题的有用框架,着重于探索怎样有效地调节机

构以适应环境变化.她指出,目前机构面临的挑战

可分为技术性挑战和适应性挑战,对于技术性挑战,
领导者可以制定策略来解决;对于适应性挑战,领导

者则需要持开放的态度,与馆员一同探讨与尝试.
同时,图书馆需要加强馆员的危机意识,并将危机意

识转变为变革驱动力.

３．２　开 放 科 学 环 境 下 高 校 图 书 馆 数 字 学 术 服 务

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馆 长 本 杰 明  文 奈 尔

(BenjaminMeunier)在“迈入新时代: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公民服务的愿景”报告中指出,当前图书馆已

经从传统藏书角色变成了人、信息以及知识的有机

集合,需要在跨学科协作以及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

馆体系下建立联结纽带[７].他介绍,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的使命是在各领域进行教学、研究和公共服

务,以协助知识的保存、创造、应用和传播,从而为中

国香港市民、中国以及全球社区的需求服务并促进

其福祉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具有丰富的学术馆藏资

源,其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研究资

料主要以在线形式存在,而人文社科(AHSS)的学

科仍然以实体书籍为主,但应优先考虑以数字化格

式进行收集.实体收藏品不再需要在现场存放,特
别是在疫情后,“数字优先”成为默认选择,实体藏书

不再成为图书馆研究支持的重点.为了释放和重新

利用空间,需要建立强大的、可扩展的存储管理系

统,应用人工智能增强技术、数字服务和新技术等.
在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具体应用和实践方

面,伍丽娟指出,香港大学图书馆致力于推广开放式

学术,包括研究出版物、研究数据集、元数据以及研

究工作流程和其他类型的成果的开放获取.她认为

开放式学术原则可以加强研究诚信,提高可见度,并
增强大学的影响力.香港大学图书馆通过与大学科

研与决策部门合作,提供文献计量分析服务,支持大

学的研究评估、影响力分析、排名及人才招聘.在图

书馆运营自动化方面,香港大学图书馆设立虚拟服

务台(HelloDoor)、馆际互借平台来更好地服务读

者,并且利用数据分析协助决策及馆藏发展.在数

字学术建设方面,构建香港大学数字图书馆,提供全

面的数字化教学、学习和研究资料,同时通过创建数

字副本保存独特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弗兰克
费舍贝 克 特 藏 库、香 港 华 商 特 藏 库、香 港 大 学

COVIDＧ１９数字档案库等.

３．３　数智时代智慧图书馆建设与知识服务拓展

在数字化、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环境

应用拓展下,图书馆也需要重新思考自身服务,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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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服务方式与内容.康奈尔大学副教务长兼图书

馆馆长韦依兰(ElaineL．Westbrooks)提到,信息的

丰富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图书馆在策划和提供

可靠信息方面必须处于前沿地位,同时随着机器学

习、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及其他未知

技术的使用,信息的创造和转化方式将不断改变,这
将对研究的进行、出版业务和图书馆的工作产生深

远影响.本杰明文奈尔认为,人工智能在图书馆

应用中有很大潜力,特别是在支持数字化和后数字

化过程中,以及管理研究咨询、增强资源发现和公民

科学应用方面.他介绍了 AI技术在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特藏建设中的应用项目,结合计算机视觉和

深度学习技术,从历史报纸中提取图像,创建增强型

数字图像画册,并通过图像进行故事叙述,从而提升

数字藏品用户体验.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赵洗尘在“融合、创

新:AI支撑下的智能图书馆”报告中,提出 GPT 的

广泛应用是对图书馆冲击力最大的技术变革,图书

馆的业务重构在于重构用户体验、重构业务模式、重
构运营模式和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她介绍了 AI驱

动下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将智慧图书馆建设融入智

慧校园建设的相关经验,将“应用＋AI”转变为“AI
＋应用”,以全连通的数据为新能源,以新一代 AI为

新基座,将复杂、多级界面转变为简单的 AI会话,将
用户组合式或递进式提问转变为 AI理解,将固定流

程的任务分发转变为 AI调度,将垂直型的应用系统

构建转变为 AI集成,重塑检索、参考咨询、文献借

阅、嵌入式教学服务,典型应用案例包括 WeMust
GPT、人书对话、ChatLib、AI客服 Customerservice
与图书馆论文查重等.

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发挥图情优势,
融入大学发展”报告中,分享了澳门大学图书馆的相

关实践经验.他介绍,澳门大学图书馆是澳门地区

最大的图书馆,建筑面积３２０００平米,馆藏１６００万

件.图书馆负责大学档案馆、艺术博物馆、校史馆及

出版中心等.澳门大学图书馆致力于融入大学教学

与科研,成为大学学术资源、知识学习和文化交流的

枢纽,积极拓宽合作范围,整合学术资产,建设和维

护大学校史馆,与全球事务部、葡语系合作成立葡语

资源联盟,并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成功举办第一届中葡

国际论坛;与学校职能部门合作,建设档案馆;与人

文学院合作设立艺术博物馆;设立博雅讲座与新书

发布会;发挥空间资源优势,设立书架画廊和阅读花

园等.
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禹平在“数智时代高校图

书馆知识服务”报告中,提出数智时代下图书馆引领

知识服务的特征主要有５个方面:(１)以用户驱动目

标为基点;(２)通过数字技术分析重组知识信息;(３)
实现动态且连续的知识服务体系:(４)提供知识创新

内容及对知识的应用;(５)制定个性化、专业化的知

识服务模式.她认为,高校图书馆引领知识服务转

型的驱动因素在于技术驱动、需求驱动和创新驱动,
数智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知识服务理念和模

式的新发展趋势是智慧知识服务模式,包括针对不

同专业领域提供的专业知识服务模式和自动分析识

别用户兴趣和需求开展的个性知识服务模式.面对

知识服务新挑战新机遇,她提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

路径在于:促进数字化资源整合,解决信息过载难

题;坚持可持续发展,保障知识服务创新长效;深度

挖掘读者信息,开展个性化服务;多元化服务为推

手,打造智慧服务生态环境;传播数字人文知识,构
建智慧知识服务平台;推动人才队伍建设,适应智慧

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倡导主动智慧学习,实现用户

角色转变.

４　结语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图书馆引领的信息文

化”为主题,专家学者们充分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在助

力信息文化建设、提升服务育人水平以及在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的

重要引领作用,深化了大力推进图书馆引领的信息

文化建设的业界共识,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的

责任和使命.报告内容既有对于数智时代技术发展

带来挑战的深层忧虑和深刻分析,又有融入时代、抢
抓机遇,利用数字相关技术推动图书馆智能化发展

的理性思考和解决路径.会议主题立足服务大学、
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紧扣加快高校图书馆数智

化转型的远景蓝图和整体规划,进一步促进和加强

了馆内外、行业间、国际上的协同和联动,加深了全

球业界同仁的了解、交流与合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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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ioneeringRoleofLibrariesinInformationCultureDevelopment
—Summary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１２５thAnniversaryInternationalConference

LiuYuchu　ZhangLu　LuoWenxin

Abstract:IncelebratingPekingUniversityLibrarys１２５thAnniversary,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thePioneeringRoleofLibrariesinInformationCultureDevelopment”washeldatPekingUniversityLiＧ
braryonOctober２８－２９,２０２３．Nearly２００participantsattendedtheevent,includinglibrarydirectorsand
representativesfromnearly１００universitiesfromboth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swellas
departmentheads,studentrepresentativesfrom PekingUniversity,andbothcurrentandformerlibrary
stafffromPekingUniversityLibrary．Theconferencefocusedontopicssuchas“ThePioneeringRoleofLiＧ
brariesinInformationCultureDevelopment”“LibraryandModernChineseCivilization”and“TransformaＧ
tionandDevelopmentofUniversityLibrariesintheDigitalAge”facilitatingdiscussionsandexchanges．
ThisarticleprovidesanoverviewoftheacademicachievementsandcuttingＧedgethoughtssharedbypreＧ
senters,exploringthedevelopment,connotations,paths,andfuturetrendsofinformationculturalconＧ
structionandintelligentdigitaltransform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inthenewera．

Keywords:Library;InformationCulture;UniversityLibraries;CulturalEducation;DigitalTransforＧ
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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