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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中的人文智慧解析

齐　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北京　100005

摘要：我国的图书馆管理人员在智慧与服务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强调智慧与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价

值所在和职业精神的主要彰显。这表明智慧与图书馆服务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智慧服务体系的塑造可以为图书

馆的受众提供更加现代化的服务，传递人类智慧的精华，突显图书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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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当中的人文智慧内容

1. 智慧

从生物学的意义来看，智慧是高等生物所具有的一种

基于神经器官的综合能力，包含感知能力、记忆能力、理解

联想能力、包容能力、决定能力等等。从汉语言文化学的角

度来讲，“智慧”这个词产生于孟子尚贤当中；《现代汉语

词典》认为智慧是对事物的正确认知，快速的应对以及创新

的聪明才智。这里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正确的认知能力，二

是正确的解决应用能力。也就是说，智慧不仅是认知层面的

一种思维活动，更是实践领域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不论

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团队、机构，智慧都是不可或缺的一

种处事能力。

从这一论断和结果可以看出，智慧虽然抽象，但是放

到实践层面，它又非常具体，它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成长，

是人们获取应用知识、创造现象以及解决时间问题当中必不

可少的一种谋略。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智慧，不仅强调

理论层面的高度认知和系统性的总结，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有智慧的人可以在长期实践当中逐渐积累修养和知

识，而有智慧的组织和团体又可以在理性判断、情感思考和

意志力培养的过程当中，修正原有的路线，形成一个相对正

确的、有益于事情解决的成果。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智慧

是人类对规律现象的总结，是有目的性的改造世界的一种尝

试，强调效果与目的的统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一切融

会贯通的能力都可以称之为智慧，这种规律的总结既包含目

的性的时间，又包含理论层次的认知判断，强调效能，强调

活动的协调，强调形成积极的成果。

2. 图书馆智慧

图书馆智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

训当中，智慧与服务这一提倡最早来源于沈祖荣等图书馆管

理界的前辈，他们倡导对所有读者开展智慧化管理和现代化

服务，这一内涵对当前的图书馆现在管理体系构建造成了深

远持久的影响，智慧与服务这一提倡本身就充满了哲学的思

考和智慧的内涵。在知网、万方等搜索相关的文献搜索领域

对图书馆进行研究，智慧也是出现的一个高频词，甚至出现

的频率要高于服务和知识。单从这个层次也可以看出智慧本

身与图书馆的构建和现代的图书馆管理服务就是高度相关

的。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就是彰显人类的智慧，不论是人类在

思考过程当中形成的思维习惯，还是人类总结的规律、章法

以及人类心灵上面形成的各种资源，精神领域的气质都体现

在图书馆馆藏的各种资源当中。智慧作为图书馆人的一种哲

学认知，也体现在图书馆管理的方方面面。

人文智慧给智慧一种限定，是指基于人所拓展出的智

慧，指服务于人的智慧，依附于人的智慧，读者被智慧所吸

引，自然而然就会加深对图书馆各种资源的依赖。一个追寻

智慧的读者，本质上就会被智慧所吸引，会在追寻智慧的过

程当中融会贯通，会去摘取智慧之果，截取智慧之思，更能

够体现图书馆服务的一种人文精神。而图书馆在人文文化发

展的过程当中，就是追寻图书馆智慧服务的过程。

二、图书馆人文智慧构建存在的问题

现代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的构建更多的强调智慧层面，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现象上。

第一，图书馆采取业务外包的形式来分担图书馆员的

劳动压力和工作任务，这使得图书馆员与图书馆资源相分

离，他们虽然不必再应付海量的信息抓取、信息输出搜索查

找的相关任务，但这也使得图书馆员远离了图书馆的历史和

精华，在分类知识、人文服务逐渐与图书馆的核心精神相背

离。文献分类知识不论是在哪一种时代背景下，都是与人类

智慧最为相通的一个工作类型，忘记历史不但是一种背叛，

也是对源远流长的图书馆智慧的一种放弃。

第二，图书馆采取机械管理的方法来大规模减少图书

馆员的数量。虽然这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办法，但是转用数字

化和数据库的管理方式，让图书馆员远离书籍的实际服务就

等于剥离了书籍与人的亲近感。读者在现代化的数据图书馆

当中，想找到的不仅仅是枯燥的、单纯的知识，更想要得到

心灵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升华，这种数字化和数据库管理的

方法本质上与网络在线服务并无差别，那么就失去了图书馆

建设的价值。

第三，当前的图书馆员管理体系是一种课题导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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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面向的服务对象是图书馆研究的课题，而不是一

般的大众读者。在现代化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下，图书馆员很

少与读者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也不再了解读者面临

的问题，这就使人文精神无处彰显。如果离开了人，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就失去了载体，人文智慧也就失去了寄

托，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智慧就不能再称其为人文智慧，而只

是机械智慧或者是技术智慧。

三、“互联网 +”背景下彰显图书馆人文智慧的路径

1. 理念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体系综合性非常强，强调人文传统

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他认为在图书馆管理过程当

中，要从人文层面上对图书馆的智慧进行全方位的彰显，而

这里的彰显强调价值理念与职业主体。在信息时代，更新图

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就是要在做好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同时，

提高主动性，改变自我封闭的传统理念，真正做到为人找书、

为书找人。现代图书馆员要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能力素

质，在海量资源调用过程当中，弘扬职业精神，彰显人文价

值，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智慧服务体系的作用。在“互联

网 +”、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的知识丰盈程度日趋提升，

而图书馆学的发展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图书馆越盖

越高，设施越来越先进，智能管理水平越来越强，但是工作

人员对书籍、资料的应用能力和把握能力却没有明显进步。

在未来，要始终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深入的人文素养的挖

掘，将图书馆的这种智慧魅力播撒出去。在图书馆内部建设

一种更加平等、开放、自由、和谐的氛围，尊重读者，关注

读者，关心读者。

2. 价值导向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与人文关照始终是密不可分的，人

文主义倾向在图书馆学发展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图书

馆学始终是一项研究人的学问，它最终的目的也要通过人的

价值提升来体现。只有尊重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

对人的关怀，才能够彰显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智慧体系建设

的成果。这就要求所有的图书馆馆员从价值导向入手，不能

空谈智慧，而是要以人为背景平台，以及依托探讨图书馆员

的向心力、想象力，彰显人在行动过程当中的温馨与力量。

应用信息技术虽然是图书馆员的一种手段，但是归根结底也

只是一种手段，而并非是一种目的，在追求智慧与服务的过

程当中，不能过分夸大技术的威力，而是要强调技术的应用。

不能将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而是要通过手段来更好地实现

目的。图书馆员要树立正确的价值意识，通过现代化的科学

技术手段，宣传科学文化，彰显社会责任，弥补空虚的价值

理念部分。应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来提高图书

馆人文服务的作用，这才符合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方向。

3. 人文载体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馆员的人文智慧是由馆员的知识延伸出去的一种服务

能力和一种精神信仰价值追求，一种主动、积极进取的心态。

因此，在现代图书馆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要始终以馆员作为

载体，强调以人为本，智能惠民，环境友好，而并非本末倒

置。在提升图书馆智能环境建设的同时，还要强调图书馆员

的服务水平、信息存储水平、知识挖掘水平，并且通过多样

化的规章制度约束馆员行为，避免出现职能缺位或人文道德

发展不良的问题，馆员本人拥有智慧才能够彰显图书馆的智

慧服务。图书馆可以设置数字人文科馆员岗位，通过岗位的

调整，提高馆员的人文科学导向性；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

班等方式，向馆员介绍大数据技术、信息化技术，并应用岗

位限定的方法，在提高他们信息素养的同时，强化他们的价

值导向性。与专业的教职机构以及数字人文项目开发的岗位

相比，图书馆的数字人文中心管理员还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章

程和规定，体现图书馆数字管理人员的人文精神传统。

四、结论

综上所述，图书馆的智慧与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人文

智慧，只有彰显新时代背景之下服务的主动性，强调人文主

义，强调以人为本，提高馆员自身素质，恪守职业技能和价

值导向，才能够真正提高图书馆在数字建设背景之下的综合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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