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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21 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发展轨迹的梳理，提出在新的背景和环境下，现有的层次论、过程论、

三维论等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已不适应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并初步架构合理的图书馆学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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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y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the paper figures out that the exist-

ing“level theory”，“process theory”，“three-dimensional theory”are not suited for the need of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in

the new context and environment，and sets up a preliminary r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method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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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

用研究，只有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完善的方法

体系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促进学科的良性发展。

不同时期的图书馆学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研究

方法和相应的方法体系，不仅是图书馆学学科整体建

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 21 世纪图书馆

学方法体系的历史基础。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成要素是适用于对图

书馆学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各种研究方法，它科学归

纳各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合理分析诸多研究方法体

系的特点，根据图书馆学学科研究的实际情况构建结

构科学、组织合理、功能强大的方法体系［1］。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化的普及以及新兴图书馆学研究

方法的引进，原有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发生了许

多变化，也迫切需要研究者进行相应的总结和探讨，以

寻求更加适合图书馆学科学发展的研究方法体系，为

今后图书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基础。

1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历史

任何一种方法论体系，总是由许多具体方法组成的，

尤其是由那些带有浓厚的本学科特色、在本学科领域内广

泛使用并促进本学科发展的骨干方法所组成的方法论体

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领域先后提出了“二层次

说”［2］、“三 层 次 说”［2 －8］、“四 层 次 说”［9 －12］、“过 程

论”［13 －14］等方法论体系。在这些方法论体系中，“三层次

论”是最为学界广泛接受的方法论研究体系，被写进了大

多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中。1983 年，乔好勤在

《图书馆学通讯》第 1 期上发表了《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

的方法论问题》［13］，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馆学方法

论体系的三层次说( 见图 1)。虽然这个三层次体系只是

一个简单的框架，但它开启了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之

门。接着，吴慰慈对这个三层次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15］

黄宗忠也提出了科学方法的三层次学说［13］。

图 1 乔好勤的图书馆学方法体系

2 21 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

新背景和新发展

2． 1 新背景

进入 21 世纪，图书馆学的研究背景发生了很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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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必须对原有的各种研究方法体系重新进行审视，并

进行相应的整合和改变，以适应新环境下图书馆学研

究的需求。
2． 1． 1 现代科学技术的渗透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

技术已渗透到图书馆的方方面面，图书馆学和其他相

关学科的交互影响日益加快，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

息技术的介入，大大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16］，并

使图书馆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17］，

这必然会导致属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研究方法丰富

起来( 如网络信息计量、链接分析法等) 。原有的各个

研究方法体系是否能合理容纳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是

考量其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
2． 1． 2 学科的多元化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面

对学科融合趋势的加强，图书馆学在研究对象、学科构

建等问题上仍然没有定论，各种理论也在建构、批判、

反思、再建构中不断徘徊。譬如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的研究中就出现了几十种学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冲击极大，使整个学科多元化，

核心内容缺乏，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至今没有进入真

正的成熟期。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定位没有在学界达成

共识，给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带来了很大的

影响。
2． 1． 3 知识管理的引入 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

影响下，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明显的综合化趋

势。2003 年，柯平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次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从知识论到知识

资源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中首先

提出“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的知

识基础。“知识资源”这一概念不仅只注意知识本身

( 包括其内容与形式) ，更重要的是重视对知识的创

造、认识和开发、利用过程［18］。它使图书馆研究对象

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影响到图书馆学研

究方法体系的改变。

2． 2 新发展

2． 2． 1 对现有研究体系的问题总结和各种因素的分

析 问题总结。包和平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完善图书

馆学方法论体系研究的途径，即传统方法与新方法融

会贯通的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

结合，加强纵向动态与横向比较的研究，坚持平衡和非

平衡［19］。王兰敬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包括方法论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缺乏各种方法

之间的联系、过分重视定性分析方法等［20］。张艳玲将

1923 － 2008 年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研究可划分为

3 个阶段，从中不但可以了解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体

系研究的整个研究轨迹，而且也可以发现研究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21］。

研究对象分析。张学英在《简论图书馆学的研究

对象与研究方法》［22］中提出: 要规范图书馆学的基本

概念和范畴，加强应用图书馆学研究; 并指出要使图书

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还要有特定的研究方法。

影响因素分析。杨文祥于 2007 － 2008 年在《图书

与情报》杂志推出了“关于 21 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

系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23］系列长文，分别介绍了

国内、国外( 如美国及俄罗斯) 图书馆学学术源流和方

法论思想的变化，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其对影响 21

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诸多因素的讨论，如研究

对象、研究主体、研究客体、学科性质和社会环境等。
2． 2． 2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研究 信息资

源论。杨文祥教授出版了《信息资源价值论————信

息文明的价值思考》一书，在研究信息资源价值问题的

基础上提出了以图书馆学的系统方法为基础，以整体

思维为基本原则，以跨学科多维交叉互动研究方法为

基本方法，以“关联—互动”法和“横向—纵向—横向”

法为具体延伸的具有信息资源价值论研究自身特色的

方法论体系［24］。

过程说。杨斌从问题出发的方法论新体系，按照

研究人员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对知识的

需求和处理形式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划分为 4 个阶

段，并根据各个阶段的需要提出了由基于文献的分析

方法、基于关系的分析方法、整合方法和归纳方法四类

方法组成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每一类中都包括一

般方法、专门方法和哲学方法［25］。张寒生在出版的专

著《当代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一书中根据图书情

报学的研究过程建立了 5 个层次的分类体系: 客观实

证方法、逻辑思维方法、现代科学方法、专门研究方法、

哲学方法［26］。

三维立体论。杨溢在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体

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由研究内容维、研究过程维和论证

方法维组成的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

系。研究内容维主要研究知识资源存取、知识资源转

移、知识资源传承和知识资源管理 4 类方法; 研究过程

维借鉴了传统的过程论研究成果; 论证方法维则包括

了哲学、归纳等在内的理论论证和包括试验及非试验

验证的实证论证的相关方法［27］。

定量定性说。于良芝的《图书馆学导论》［28］一反

以前的“三层次说”，只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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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分为几种常用的图书馆学定量研

究方法和几种常用的图书馆学定性研究方法。

3 图书馆学方法体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观 21 世纪的方法论研究，其在体系结构上几乎

没有创新，仍然是承袭前人的“层次说”。而要想不断

发展完善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研究，必须开拓

新思路，发展新观点，形成新方法，构建新体系，并明确

其实用性和突出特色化。

3． 1 层次法存在的问题

3． 1． 1 哲学方法单列一类欠妥 从理论层次上来说，

哲学可以指导其余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但从实

际研究工作层次来说，研究方法要求广大研究人员能

够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具体运用，而哲学理论却相对深

奥，图书馆学学者很难科学地领会各种哲学学说的要

旨，并将它科学地运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实践中去。而

且哲学思想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渗透到了研究工作的

方方面面，很难将哲学和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截然分

开。从实用性的图书馆学方法论构建原则出发，哲学

方法不宜单列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其实应算作是一种

思维方法，而不是科学研究方法。
3． 1． 2 一般方法分类中存在纰漏 一般方法包含的

种类太过繁多，根本无法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

很好的分类归纳。如果哲学不能单独列为一类图书馆

学的研究方法的话，而专门方法中目前业界又只承认

文献计量法和引文分析法，那么，也就是说除了这两种

方法外，其他所有的方法都被笼统地归入一般方法。

这也就失去给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意义，所以应该对

一般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其他学科引入的方法，与一般方法中的其他方法

有着明显的区别，应单独列为一类。图书馆学作为一

个交叉学科，其他学科已经具备了很多成熟的研究方

法和研究思路。因此，引进其他学科相对成熟的研究

方法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尝试的

事情，同时也是充实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一

条捷径［29］。近 10 年来，图书情报学领域引入的主要

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法［30］、社会网络分析法［31］、系统

综述法［32］、案例研究法［33］、关键事件技术［34］、纵向研

究法［35］、生活史法［36］、实证研究法［37］、矩阵思考法［38］、

情景分析法［39］等。这些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与数学

法、比较法等合为一类，显得格格不入。
3． 1． 3 专门方法不断发展 沙勇忠认为，方法论研究

的核心是专门方法的建立，而专门方法具备三个特点:

专门方法必须体现本学科的特殊规定性; 专门方法必

须是该学科的核心方法，具备独特的应用效能; 专门方

法一经确立，就必须冲出本学科的范围，被其他学科广

泛应用［40］。从这个标准来看，文献计量法和引文分析

法应该算是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但新出现的非交互

文献的知识发现法为情报学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对

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很可能成为情报

学的又一专门研究方法［40 － 41］。Swanson 教授的非交互

文献的知识发现法恰恰从文献的主题内容出发，更能

体现情报学的价值和功能。它和其他两种专门方法互

为补充，充实了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体系。相信在今

后的发展中，这一方法会被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人员

所接受，成为情报学的一种新的专门研究方法。此外，

文献计量法在网络背景下又衍生出网络计量法，而网

络计量法中就包含链接分析法，它是文献计量学中引

文分析法在网络信息中的新发展［42］。

3． 2 其他方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过程说。如果按照过程来进行分类，就模糊了图

书馆学与其他科学方法的区别，而且把每个阶段都进

行细分过于繁琐，有的方法可能归于不同阶段都很合

适。此外，把社会网络分析和实证研究归入图书馆学

的专门方法也欠妥，这两种方法本来就不是起源于图

书馆学，也不符合沙勇忠关于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标

准［43］。

三维立体论。这种分类方法把体系分为研究内容

维、研究过程维、论证方法维，虽然说比较全面，但内容

和过程属于方法论体系的一部分，只有论证方法维属

于方法体系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又只把图书馆学的

研究方法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大部分，显然又

过于笼统不能涵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所有内容。

定量定性说。该方法只是从定量、定性角度对图

书馆学的方法体系进行划分，也是过于笼统，而且无法

体现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专门特色。

4 21 世纪图书馆学方法体系的改进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经粗浅思考，觉得应把图书馆

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初步分为以下方面: 思维方法( 包括

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法、哲学

方法等与思维方式有关的研究方法) 、实证法( 包括观

察法、实验法、历史法、数学法、调查法等实证相关的研

究方法) 、现代科学方法( 信息论、控制论及其他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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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科引入的研究方法) 、专门研究方法( 引文分析

法、文献计量法、非交互文献知识发现法) 。这种分类

方法基本解决了上述几种分类方法存在的问题，也强

调了各种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层面的本土化，能够使

图书馆学的方法体系真正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通用的

解决方案和模板化工具，促进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理

性和良性发展，充实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内容。

5 结 语

信息技术发展及服务环境、服务理念、用户群体变

化等因素使得图书馆事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作为指

导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学及其研究方法也将根据实际

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

拓宽方法论研究的领域，完善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体

系，仍然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一项充满挑战而又有战

略意义的任务。只有建立合理的图书馆学方法体系，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才具有实际应用意义，图书馆学

才能走向真正的科学境界，从而推动着图书馆学研究

从探索阶段不断走向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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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评价，为每位读者推荐 10 本图书，采用信息检索

领域广泛使用的查准率 precision 和误判率 fallout 来评

价实验效果。查准率和误判率的定义如式( 8 ) 和( 9 )

所示:

precision = 推荐成功的图书
推荐图书数目

式( 8)

fallout = 推荐失败时图书
图书总数目

式( 9)

根据实验结果，在读者评价图书数目不同情况下

查准率和误判率的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查准率和误判率的比较

用户数目 评价图书数目 查准率( % ) 误判率( % )

25 100 52 22． 3

25 200 61 19． 7

25 300 67 18． 3

25 400 75 13． 1

从表 1 可以看出，评价图书数目为 100 的读者群

的推荐效果与评价图书数目为 400 的读者群的推荐效

果差别较大，并且随着读者评价图书的数目不断增加，

推荐效果也越来越准确。

5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协同过滤的图书推荐方法。

协同过滤技术是目前最为成功的个性化推荐技术，针

对评分矩阵的稀疏性问题，在提出的图书推荐方法中

对算法做出相应的改进。首先采用聚类的算法对图书

进行聚类，然后在同一聚簇中寻找目标图书的最近邻

居，预测读者对图书的评分，建一个无缺失的评价矩

阵，然后再采用修正的余弦相关性系数计算读者的相

似度，得出读者的最近邻居集，为读者做出图书推荐。

实验证明，该算法可以为读者有针对性地推荐图书，提

高图书推荐的效率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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