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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在国内外图

书馆建设中脱颖而出，可认为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

书馆，是基于智慧互联时代共建共享、超大规模、分布

式、无时空限制、泛在化使用、可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

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1

虽然以一种颠覆性的形态，改变着人们对图书馆馆

藏资源、编目内容和对外服务方式等的传统认知，但数

字图书馆服务读者或用户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常规图书馆

一致，致力于架设“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

间的桥梁，它最基本的任务依然是提升人们的“信息素

养”。[1]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数字画像、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我国数字图书馆取得较大发展，

大学图书馆的 CALIS 分布式服务联合虚拟参考咨询系

统（DCVRS）、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网络参考

咨询服务形态、上海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等，在数字参

考咨询服务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已有较大起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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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数字图书馆的虚拟参考咨询数量上升过慢，咨

询水平不高，甚至出现业务低迷现象。这无疑影响数字

图书馆功效的发挥，也对其知识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为

此，专家学者对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问题进行了探

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2][3]。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多着眼于数字图书馆工作层面的务实思考，对“数字

鸿沟”和“咨询业务低迷现象”背后隐藏的图书馆知识

管理思维方式方面的归因，则很少涉及。

审视数字图书馆的固有特征和运行实践，我们不能

不对影响它成功与否的数字化思维、信息化思维和创造

性思维重点关注。即期望这些思维能量的综合，能助力

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目标的实现。

1.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的数字化思维

1.1 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源管理的内在

需求

通常，具有系统性和组织化特征的智慧产权资源被

图书馆收藏。但数字资源的兴起，使得图书馆信息资源

的分类变得复杂起来。过去，信息和知识与载体是一起

的，如图书、期刊、唱片、缩微资料甚至只读光盘等。

而数字资源类型更丰富，如电子期刊、书、报纸、文件、

数据库、光盘、舆图、音像摄影、自制数字资源等。

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源呈几何级增长。美国国会图

书馆劳拉·坎贝尔估计，每 15 分钟创造出来的信息数量

相当于国会图书馆目前保存的所有数据和信息的总和。

对海量、多样化的数字资源进行有效和高效的馆藏知识

管理绝非易事，人们运用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上的思

维方式如果还停留在传统图书馆时代，显然是难以发挥

数字图书馆优势的，甚至会面临“数字鸿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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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工作必须要有数字化思维

能量的支持。

1.2 数字化思维的创新能量：开放量化、优化分析、

重构求真

何谓数字化思维？简单地说，是指根据数据来思考

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该思维过程一般包括三层思考：

其一，运用开放的心态审视事物，并力图从中获取大量

的数据信息；其二，对现有处理事物的流程进行优化和

迭代升级；其三，在对大量的数字信息进行分析之后产

生能够辅助决策的知识，进而可能重构知识结构和管理

模式。数字化思维的创新能量，主要表现在对事物信息

的量化、优化和求真。

在传统物理空间图书馆里，人们往往运用经验思维

和逻辑思维来引导图书馆的业务运作，但很难为高层次

读者或用户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专业学科服务、知识

参考咨询。唯有数字孪生技术和数字化思维加持下的新

型数字图书馆，才能让传统的经验型服务跃升到智慧型

服务的高阶阶段。[4]

在面对浩瀚的数据世界从事图书馆知识创新管理时，

缺乏信息素养显然是不行的。在所谓的信息素养结构中，

数字化思维是举足轻重的要素。数字化思维，是基于数据

的有序思考，它不是天生就有的，关键在于后天的习得。

1.3 数字化思维养成：学习、实践与升华

数字图书馆馆员的数字化思维养成，首先是学习，

即学习有关数据的基本知识，包括软硬件知识，能够理

解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传输等领域应用技术；其

次是实践，即要在数字业务服务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养成用数据呈现来分析判断事物的思维习惯；再次是升

华，即逐步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和应用技能，能够根据

服务项目或服务主题数据集进行建模，能够对模型进行

优化，并利用相关算法进行计算，计算之后能够对数据

进行解读。

当然，在数字知识管理创新过程中，并不要求所有

数字馆员都是数据专家，但不重视具有颠覆架构能力的

数字化思维，就无法掌控图书馆知识管理所需要的生产

力和处理好新的生产关系，无法在数字时代为人们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2.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的信息化思维

2.1 信息化思维：赋予数字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能量和活力

数字图书馆的产生，与广泛的信息化应用密切相关。

信息化不单指互联网或者移动信息化，而是指跨越各种

终端设备的泛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由于信息技术

必然影响社会各方面、各行业，促使思维方式的变革，

于是便有了信息化思维。概括地说，信息化思维是一种

具有大数据、零距离、趋透明、慧分享、便操作、惠众

生等基本特征的系统思维方式，并具有去中心化、分布

式和平等交往等内在精神。

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中的信息化思维能够赋予数字

图书馆进行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能量和活力，须以数据

为客观依据。其思维本质，就是将真实和虚拟世界中的

馆藏视为可处理的数据。

2.2 创新应用信息化思维要点

以人为本，是现代图书馆服务的原则之一。由于以

虚拟服务为特征的数字图书馆，在运营过程中容易出现

重机器轻人为的倾向，所以更应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审

慎说来，信息化思维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中的应

用，需考虑三个要点：一是掌握真实需求。今天找图书

馆参考咨询的读者，并非要求解答一两个问题，而是希

望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更有利于其得到图书馆员的支持和

帮助，渴望能在其信息搜寻的长远人生途中得到指引或

合作。数字图书馆的成功服务，关键在于能否抓住读者

对特定的真实需求；二是重视读者参与。要想方设法让

读者参与到优化数据信息的过程中，这会提高知识管理

的精准性；三是细节体验。让读者利用信息化平台自主

体验，并从细节上让他们对数字参考服务有所感知，且

超出其预期，这对提高数字图书馆参考咨询效度的尤为

必要[5]。

3.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的创造性思维

3.1 创造性思维：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的关键

著名未来学家美国 E·阿西莫夫早在新世纪前就告

诫人们：“21 世纪可能是创造的伟大时代，那时机器将

最终取代人去完成所有单调的任务，电子计算机将保障

世界的运转，而人类则最终得以自由地做非他莫属的工

作——创造。”[6 ] 现在看来，阿西莫夫所描绘的“创造

的伟大时代”就是眼前的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未来

已来。在这种时代诞生的数字图书馆，理所当然地在知

识管理创新中需要关注创造问题，包括图书馆自身发展

中的事业创造和助力读者创造素养养成的服务创造。

创造，首先是一种智力劳动，创造性特质的核心要

素是创造性思维，它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运用新颖独

特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创

造过程中人们既运用逻辑思维，也运用形象思维、抽象

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想象、联想、灵感等）。[7]



       [5] 姜海燕，如何构建图书馆新服务、新空间、新体
验[J],黑龙江档案，2016.1

       [6] 肖云龙.创造学基础[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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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运用创造性思维的目的

和意义

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创新的目

的主要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优化知识管理模式，提高

参考咨询服务的速度、广度和深度。

创造性思维人皆有之，关键在于碰到问题时需要打

破思维定势，用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运用发散

思维、组合思维、类比移植思维和头脑风暴思维等创造

性思维技巧，匠心独具地提出创意，并且在不断的试验

过程求得问题的解决。

时至今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需要知识管理创新， 新型智慧图书馆建设 [J]. 出版广场 2020（10）：79-81.

而这需要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唯此才能快速实现从一般

服务向参考服务转移，从浅层服务向深度服务飞跃。而

支持这种转移与飞跃的关键，就在于图书馆馆员创造性

思维能量的激发。具有创造性潜质的数字图书馆，才有

机会走向未来的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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