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

第 54卷 第 1期  2010年 1月   

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蒋永福,男, 1961年生,教授,研究生导师,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 5图书馆建设 6副主编,韩国图书馆协会

终身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基础理论分委员会委员。曾从事基层

图书馆工作 22年,历任副馆长、馆长。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发表

专业论文 100余篇,出版专著 2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1摘要 2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等学说,其实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客观性。追问图

书馆本质的努力,其实是制造图书馆学的 /元叙事 0。放弃对 /元叙事 0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 /本质 0,摆

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摈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 从而走向多元价

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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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号 2 G250

No longer Questioning the N ature: the Postm odern Trend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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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 stract2 The doctrine of library sc ience research sub jec ts and libra ry sc ience theory system are products o f people. s subjective con-

struction, and have no ob jec tiv ity. The efforts of question ing the nature o f lib rar ies is ex actly to create the library sc ience m eta-narra-

tive. W orship b lindly on the foundationalism and essentia lism thoughtw ay o f them odernity is the root causes o f the spread of the library

sc ience m eta-narra tive. The postm odern trends o f library sc ience theo ry are g iv ing up crea ting them eta-narrative, no longer question ing

the illuso ry nature of libra ries, throw ing off the worsh ip b lindly of the log ica l po sitiv ism me thodo logy, rejecting shackles of the rationa-l

ism m onism and respecting fo r the ob jective a lterity am ong d iffe rent va lues, in o rder to move toward the dem ocratic d ialogue and the

gam e se lec tion o f plu ra listic va lues.

1K eyword s2 nature o f the library library sc ience theo ry system  value d iversity postm 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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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学 /没有 0研究对象 ) ) ) 不再追

问本质

  图书馆学有研究对象吗? 这一质问似乎很荒谬,

也很幼稚, 因为在现代性视野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研究

对象的学科,某一学科之所以成立和存在, 就是因为它

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在现代性视

野中,图书馆学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在于其能够

揭示和确认图书馆的本质, 而这一本质就在于研究对

象的准确认定上。长期以来, /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

象 =揭示图书馆的本质 0的逻辑,顽固地支配着无数学

者的思维路向。于是,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论文中,关于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 / @ @说 0, 不计其数。每一种

/说 0的提出者, 几乎都言之凿凿地论证和认定自己

/说 0的科学性、正确性、本质性,,。然而,迄今为止,

没有一种 /说0能够得到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或赞许。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图书馆学本

没有研究对象,还是因为我们如此众多的学者都只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0而未达到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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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阑珊处 0的境界? 显然都不是。问题出在思想方法

上,即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思想方法的盲目

崇信。按照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方法,图书馆现

象如同自然现象 ) ) ) 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必然基于某种

/始基 0、图书馆现象中必然存在某种不依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质。然而, 这种 /始基 0和 /本质 0是

什么? 谁能准确无误地发现并界定这种 /始基 0和 /本

质 0? 显然,谁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图书馆现象并

非自然现象,它的所谓 /始基 0或 /本质 0其实是人的主

观建构的产物,而并非它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既然是

一种主观建构,就不可能产生统一或同一的界定,而只

能是 /观察视野 0情境下的各种 /一家之说 0, 甚至是不

厌其烦的自言自说。包括当年声名鹊起的宓浩、黄纯

元等以 /知识交流论 0来 /追问图书馆的本质 0的努

力
[ 1]
,也不能摆脱仅是 /一家之说 0的命运。

  从后现代视野看,对图书馆现象的 /始基 0或 /本

质 0的追问, 实际上是人们总想做到 /图书馆学的牛

顿 0的心态之表现,即欲求 /一锤定音 0、/一言九鼎 0、

/以一驭万 0、/惟我独尊 0的幼稚心态的表现。用利奥

塔的观点说, 人们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方式来

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努力, 其实并不是在 /发现 0本

质,而是在 /制造 0本质 ) ) ) 即在制造乌托邦式的 /元

叙事 0 (m eta-narratives)。

  事实表明,图书馆的本质是一个无法用 /元叙事 0

方式确定的东西。这种永远不可确定的东西,与其说

它客观存在,不如说它 /没有 0!

2 图书馆学 /没有 0理论体系 ) ) ) 理论体

系是 /精神监狱 0

  图书馆学有理论体系吗? 这又是一个看似荒谬和

幼稚的质问,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坚信:图书馆学既然是

一门 /学 0或一种 /理论 0, 必然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而且,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存在,才使图书馆学得以成

立。于是,自从施莱廷格起, 学者们纷纷提出 /图书馆

学的理论体系 0,如在王子舟先生的 5图书馆学基础教

程 6一书中就介绍有 9种 (包括他自己的 ) /理论体系

说 0 [ 2]
。但是, 这些所谓理论体系之间没有两种 /说 0

是一致或相同的,有的 /说 0和其他 /说 0之间差异还很

大。这说明了什么? 还是思想方法问题 ) ) ) 每个理论

体系的提出者总想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个比别人 /科学

的 0、/优越的 0理论体系。殊不知, 所谓理论体系,仍

然是提出者主观建构的产物,是提出者以自己的 /学科

价值观 0为指导的 /一家之说 0而已。当然, 对不同的

/说 0可以进行比较评价,但要知道, 这种评价仍然无

法摆脱时代的或价值观取向的 /前结构 0的影响,从而

不可能作出绝对客观的、科学的评价。也就是说,各种

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关系,永远处于不可

公度的分立状态。因此,只有不同理论体系的提出者,

没有 /放之四海皆准 0的理论体系。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哈曼说过这样一句话: /理论

体系不过是一所精神监狱 0 [ 3]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实

际上就是学科内容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不仅框

定学科内容本身的结构,而且它还能框定认识者 ) ) )

尤其是初学者 ) ) ) 的认识结构。这种认识结构一旦被

认识者内化, 就会变成长期支配认识者认知活动的一

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对认识者产生先验性

的、作茧自缚式的思想禁锢作用,这种思想禁锢无疑是

一种 /精神监狱 0。尤其是把某种 /理论体系 0写入教

科书或出自某一 /名家 0的论著中的时候,其精神禁锢

作用更是强大无比。

  所以,热衷于理论体系的营垒,无论营垒者的主观

动机如何,总是难免出现这样两种客观后果:一是所提

出的理论体系与其他已有理论体系无法相融,只是 /又

增加了一种理论体系说 0而已,这实际上为原本不确定

的理论体系又增添了不确定性;二是由于理论体系本

身所具有的框架性结构特征, 所以所提出的理论体系

极易对他人或后人产生禁锢思想的 /精神监狱 0效应。

  可见, 初学者或后学者, 若想避免陷入 /精神监

狱 0的牢笼,其策略就是对已有理论体系进行 /解构 0

( deconstruction)。其实,在后现代语境下,任何一种理

论体系的营垒, 都难免被解构的命运 ) ) ) 任何一种理

论体系的言说,终将落得 /扶不起来的阿斗 0的命运。

面对这种命运,与其像西西福斯 ( S isyphus)那样徒劳无

功地去营垒什么理论体系,不如像哈曼那样视理论体

系为 /精神监狱 0,把它当作 /没有 0为宜!

3 放弃元叙事,尊重差异性 ) ) ) 走向多元化

  在上文中,笔者以图书馆学人矻矻追问图书馆本

质和营垒理论体系的 /西西福斯情结 0为例证, 批判了

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人热衷于制造 /元叙事 0的努力。

在笔者看来,这种制造 /元叙事 0的努力该到终结的时

候了。以往 /元叙事 0的泛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价值

一元论,所以, /元叙事 0的终结, 意味着转向价值多元

论。这种趋势的应然性在于:

6



>>
第 54卷 第 1期  2010年 1月   

  ) ) ) 制造图书馆学 /元叙事 0,实际上是在制造图

书馆学的 /真理 0, 而制造出来的 /真理 0不一定是真

理。 /真理 0不真, 乃最大的不真,也是最大的危害之

源。社会意义上的 /真理 0,其实都是人的主观意志制

造和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必然性。或

者说,所谓 /真理 0,其实都是由权力 (包括学术权力 )

生产出来的。图书馆学中的 /本质说 0、/理论体系说 0

不断被生产和泛滥, 实际上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真理

话语权的不断争夺过程。所以,对图书馆学 /元叙事 0

所追求的 /真理 0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这种 /真理 0的具

体内容是什么, 而在于 /谁在说 0、/谁在建构 0。谁是

真理的拥有者,谁有权力界定什么是真理? 对这一问

题能做出肯定的答案吗? 显然不能。 /我们渴望真理,

但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却只有不确定 0[ 4]
。人类社会的

历史实践证明,轻易声称自己拥有或掌握真理是危险

的,在这一点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希特勒当年发出

的狂言: /我宣布我本人及我的继承者在领导国家社会

主义德国工人党方面拥有政治上不会犯错误的权

利 0 [ 5]
。图书馆学中的 /真理 0,可以轻易地被生产,但

决不会轻易地被认可;与其生产 /真理 0,不如质疑 /真

理 0。真理难寻, 更难确定和垄断 (除了权力予以干

预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话语必须保持多样化和多元

化 (这句话不表明我本人是真理多元主义者 ) ,任何人

都不应该以真理的拥有者或发现者自居,而应该把是

不是真理的判断权交给他人、交给历史 ) ) ) 哪怕他人

或历史也永远做不出 /是不是 0的判断。

  ) ) ) 制造图书馆学 /元叙事 0的努力, 诱导着逻辑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兴盛,抑制着方法论的多元化。图

书馆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认为, 可以用某种逻辑

方法准确无误地概括和描述图书馆发展规律, 这种逻

辑方法可以简而化之地准确解释纷繁复杂的所有图书

馆现象。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还认为, 实证方法是最有

效的、也是最应受推崇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其他方法

要么是虚幻要么是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因而应遭唾

弃。于是,一些人开始沉迷于建构 /逻辑图书馆学 0、

/抽象图书馆学 0、/实证图书馆学 0。逻辑实证主义方

法论把图书馆的发展视为奔向某一事先确定好的目标

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逻辑的或数学的模型或公

式加以精确描述,只要按照这种逻辑方法去思考、去实

践,图书馆发展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普遍的解决。

显然,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支撑的是 /历史决定论 0或

/历史目的论 0。然而, 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总体性、

普遍性、精确性解决方案 (即现代性解决方案 ), 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解构。 /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

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钥匙、任何公式能解决个

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的目的绝非

真实目的 0[ 6]
。还是哈曼说得好: /哲学家的任务,就

是揭示生活中的全部矛盾、全部特殊性,而不是把它大

而化之,或是用虚拟的抽象观念、理想化的本体取而代

之,,上帝是诗人,不是数学家 0 [ 7]
。图书馆的发展决

不可能按照某种抽象逻辑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不会事先显露出来成为 /已知条件 0,可供逻辑推理

或数学计算。因而, /逻辑图书馆学 0、/抽象图书馆

学 0、/实证图书馆学 0理论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普遍有

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有效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图书馆理论或实践的发展问

题的解决方案, 肯定不是单一的、确定的,反而肯定是

多样的和多元的,因而,多样化研究方法和多元化解决

方案及其博弈选择,才是不可避免的。

  ) ) ) 制造图书馆学 /元叙事 0的努力, 源于启蒙运

动确立的理性主义一元论, 而 /启蒙的辩证法 0 (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意义上的 )表明:启蒙的理性主义在把人

类从蒙昧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以 /理性的自负 0

把人类推向了极权主义的深渊。理性主义一元论认

为, /宇宙有一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皆

有一个根本同一性。它一旦发现,就能为解决人类社

会根本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 0[ 6]。而正是这种寻求

/最终解决方案 0的理性狂妄使人类背上了 /致命的自

负 0 (哈耶克语 )枷锁, 由此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 ) )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制、希特勒的纳粹专制、

20世纪 30年代的苏联专制,,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中

的任何未来发展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有唯一的、万能

的最终解决方案,图书馆发展问题同样如此。制造图

书馆学 /元叙事 0的人们, 总想拿出 /最科学 0、/最有

效 0的解决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方案,总想揭示出

图书馆现象背后的那个虚幻的 /终极原因 0,殊不知,

/终极原因 0不可能被显现, 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理

性主义一元论的图书馆学 /元叙事 0, 其实质是价值一

元主义,而价值一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专制 ) ) )

惟我独尊,排斥异己。我们要知道,价值是被创造出来

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因而,多元价值取向是不可避免

的。主张价值多元化, 并不一定陷入价值相对主义。

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允许和提倡多元价值观之间

的和平共处、民主对话、博弈选择。

  放弃对 /元叙事 0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

(下转第 9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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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适当

引进业务水平较高的图书馆专业人员,或者开展组织

参观等业务培训, 提高基层图书馆现有人员的素质。

2006- 2007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了两次主要面向

中西部基层公共图书馆培训的志愿者行动, 这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有助于提高基层图书馆服务水平。

3. 7 拓展服务范围和形式

  作为基层的信息资源中心,社区图书馆可提供就

业、健康、法律、医疗、保险、交通、旅游、家政、财产等综

合性信息服务;乡镇图书馆可以提供农业生产科技知

识,提供农产品销售中介服务,参与建立农村图书情报

站等工作。此外, 基层图书馆在强化传统服务领域的

同时,还应该开辟新领域。如,提供商业信息,多媒体

文化展示,终身教育资源,青少年多媒体阅读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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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 0,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摈弃理

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

从而走向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

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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