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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野营造生态冶 到 野需求驱动冶院
学术图书馆如何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

肖 鹏

（中山大学 资讯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营造生态”和“需求驱动”是学术图书馆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构建数字

人文服务体系的两个核心关键词。这两者要求我们从宏观的业态视角理解图书馆的数字人文服务策略，进而

从学理层面探寻构建数字人文生态的可行路径。[方法 /过程]文章基于课题组的前期积累和相关案例，探讨

构建数字人文生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果 /结论]文章的主要结论包括： 渊1冤 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

现实，将“数字人文生态”的构建视为数字人文工作首要目标； 渊2冤 提出要理清人文学者不同类型的数字学

术需求，根据需求展开学术图书馆的类型学研究； 渊3冤 学术图书馆可以划分为引领型学术图书馆、支撑型学

术图书馆和基础型学术图书馆，应当推动不同类型学术图书馆在数字学术生态中各司其职，对接人文学者不

同的需求，在有差异化的服务和合作中构建数字人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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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building the ecosystem" and "driven by demand" are

two keywords for academic libraries to meet the digital scholarship need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build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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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作为 野通往数字人文生态的学术图书馆服务策略

研究冶 专栏的开篇袁 本文基于课题组的前期积累和相

关案例袁 从理论层面探讨构建数字人文生态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遥 尽管这篇文章涉及 野需求冶 和 野策略冶 的

讨论袁 但它并不是关于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的实证

研究袁 也并不讨论实际的图书馆服务策略遥 本文的核

心工作是基于前期的积累袁 提炼一系列新名词和新概

念袁 明确它们在解决 野学术图书馆如何满足人文学者

的数字学术需求冶 这一问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袁 为

后续研究奠定理论框架遥
尽管本文尝试提出或厘清诸多不同的概念袁 但在

所有的术语中袁 野数字学术生态冶 处于中心位置遥
野数字学术生态冶 包含能够支持学术研究生产尧 交流尧
转化和传播等诸种需求的数字学术环境袁 也包括自由

行动于数字学术环境之间尧 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技术赋

能的研究者遥 野数字学术环境冶 和 野数字时代的研究

者冶 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即是 野数字学术生态冶遥 尽管

野数字学术生态冶 理当是一个跨越所有学科的概念袁 但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袁 它往往指向自然科学领域曰 甚

至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袁 野学术冶 这一术语也开始带有

强烈的自然科学倾向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我们进一步

提出 野数字人文生态冶 的概念袁 作为 野数字学术生态冶
的衍生品袁 其使用范围被限定在人文领域袁 映射了人

文学科和人文学者的独特需求遥
另外一个需要事先讨论的概念是 野学术图书馆冶袁

笔者对数字人文生态的讨论是从学术图书馆这一实体

出发的遥 在英语语境中袁 野学术图书馆冶 或 野研究

型图书馆冶 对应的 野Academic Library冶 或 野Research

Library冶 在绝大多时候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 渊包含学

院尧 大学和社区大学冤 中的图书馆 [1]遥 但在中文语境

中袁 多年前开始就有一些争论袁 例如有学者指出袁 只

要是 野利用科学完整的文献收藏体系袁 为读者的科学

研究活动提供一切读者所需的信息资源及服务冶 的图

书馆袁 就可以称为 野研究型图书馆冶袁 其 野最突出的特点

是为科学研究服务袁 而不在其规模大小与藏书多少冶 [2]遥
为了将更多类型的图书馆纳入研究视域袁 笔者在系列

研究中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袁 认为只要具有学术服务

职能的图书馆袁 即是 野学术图书馆 / 研究型图书馆冶袁
为了便于理解袁 我们统一以 野学术图书馆冶 进行称呼遥
但即便如此袁 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是袁 野学术图书馆冶
的主体和最典型的代表仍然是高校图书馆遥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院 野营造生态冶 和 野需求驱动冶
是学术图书馆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尧 构建数

humanities services. Both of these require us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issu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services for aca-

demic libraries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then explore the feasible path to construct a digital academic ecolo-

gy from the macro and academic level.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early accumulation of the subject group and

related ca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ecosystem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 (1) emphasizing the respect for objective realities, and regard-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 ecosystem of digital humanities " as the primary goal; (2) clearing up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al academic need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carrying out the type study of academic librarie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3) academic libra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leading academic libraries, academic libraries that play a sup-

porting role and those at a basic level, and we should promote different types of academic librari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the digital academic ecology, to meet different need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to construct the ecosys-

tem of digital humanities.

academic library typesology; the ecosystem of DH; driven by demand; digital humanities; digital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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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文服务体系的两个核心关键词遥 前者要求我们重

视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袁 将数字人文生态的构建尧 尤

其是数字人文的学术环境建设放在数字人文研究与实

践的首要位置曰 后者对应的是 野可能性冶 问题袁 通过

理清人文学者不同层次的数字学术需求袁 展开学术图

书馆的类型学研究袁 以分类指引的形式促使不同类型

的学术图书馆各司其职袁 从学理层面探寻构建数字学

术生态的可行路径遥

2 营造生态院 从 野数字学术冶 回望

野数字人文冶

野数字学术冶 渊Digital Scholarship冤 的流行晚于

野数字图书馆冶 野网络化学术冶渊Networked Scholarship冤
等名词遥 JULIANA 等学者的研究显示袁 学界对 野数字

学术冶 的普遍采纳是在 2004 年前后袁 并在其后 10 年

日益流行[3]遥 野数字人文冶 的定义经常被认为是 野不稳

定的冶 和 野无法明确的冶袁 而关于 野数字学术冶 内涵的

争论还要远大于 野数字人文冶遥 但 野数字学术冶 这一名

词更完整地描述了数字时代对学术世界的影响袁 比

野数字人文冶 更能直击问题的本质遥
从研究实践来看袁 野数字学术冶 主要用于自然科

学领域遥 以 2007 年 BORGMAN 出版的 叶数字时代的

学术院 信息袁 基础架构袁 互联网曳 为代表袁 集中讨论

了以技术为中心的 野分散的尧 数据和信息密集型协作

研究冶 在自然科学中的兴起[4]袁 但实质上从书名开始袁
作者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院 任何一个领域尧 任何一个

学科最终都要紧密地融入数字时代遥 遵循这一逻辑袁
本专栏的相关文章将 野数字人文冶 视为 野数字学术冶
的分支概念袁 并将 野数字人文冶 的目标界定为最终实

现人文研究在材料尧 工具尧 方法尧 理念尧 思维上与数

字时代的全面交融遥 某种程度上袁 材料和工具的数字

化是初步的袁 而方法尧 理念和思维的数字化则是更进

一步的要求遥 如果说袁 野数字人文冶 这个名词凸显了

野人文研究的数字化转型冶 具有独特的内涵与行动路

径袁 那么袁 野数字学术冶 的概念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

醒我们袁 人文研究的数字化转型和其他领域一样具有

通用和普遍的一面袁 它必将到来遥
野数字学术冶 的视角要求我们不再将 野数字人文冶

孤立于人文领域袁 而是要在和自然科学尧 社会科学的

不断对比中反思当下的研究和实践[5]遥 例如袁 相比 野数
字人文冶袁 我们很少听到在自然科学中加强数字或数据

倾向的呼声 渊或者说袁 它们在数字与数据方面关注的

核心议题与人文领域截然不同冤袁 原因在于这些学科早

已全面拥抱数字技术和数据思维遥 由于学科特质的缘

故袁 信息尧 基础架构和互联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嵌入

是迅速而流畅的遥 在不算长的时间里袁 自然科学已然

构建起一套颇为完善的生态体系袁 既在基础研究环境

层面实现了研究全流程的数字化袁 相应的研究者也掌

握了数字时代的学术意识和必备技能遥 仅从 野工具冶
这个维度来观察袁 可以发现袁 自然科学研究从学术成

果的创意阶段到发表尧 交流阶段都建成了对应的平台

或机制院 科研创意阶段有 Elsevier 的 SciVal袁 写作阶段

有 Overleaf尧 Authorea 等 LaTeX 在线编辑器袁 科研数

据保存与分享阶段有 Zenodo尧 figshare尧 Dryad 等对应

服务袁 而 arXiv尧 BioRxiv尧 engrXiv 等则重新定义了物

理学尧 生物学等领域的学术发表与学术研讨袁 至于交

流与合作方面袁 ResearchGate尧 LabRoots 更是耳熟能

详遥 在工具尧 素材等基础生态全面数字化的背景下袁
数字思维和数据范式很快全方位地渗透到自然科学的

骨髓之中遥
回顾人文领域袁 传统上袁 我们将人文学科数字化

程度较低的原因归根于几个方面袁 其中最为典型的观

点之一便是院 数字化可能与 野文科冶 的研究方法尧 研

究传统有所悖逆袁 需要做许多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

思遥 对比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字变迁袁 这种思路越过了

工具尧 资源等 野基础问题冶袁 直抵思维尧 范式等层面的

野高级问题冶遥 然而袁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一思路或

有需要斟酌之处[6,7]遥 野用数字探索以往难以解决的人

文问题冶 是吸引人的袁 但当前大部分人文学者在数字

人文方面更关心的是 野有无可能利用全文本化的数字

典籍冶 野我们是否能够得到更为全面的检索体验冶
野在哪里找到专门解决特定人文问题的软件或工具冶 等

看起来并不 野高级冶尧 却和日常研究高度相关的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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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遥 当他们在这些基本需求的求解中屡遭挫折之时袁
其对数字人文的发展和信心也会遭受打击遥 尽管上文

提及的工具生态不是独属于自然科学袁 社会科学和人

文领域学者也可以从这个工具生态中受益遥 但我们必

须注意到袁 在这些工具的构建过程中袁 往往不以人文

学者的学术需求为系统的设计原点曰 在其持续优化的

过程里袁 由于人文学者在系统用户中所占比重较低袁
人文的独特需求也很难引起开发者的重视遥 在上述循

环里袁 人文领域既未能构建起恰当的 野数字学术环

境冶尧 也未能培养起 野数字时代的研究者冶袁 可以说袁
建立符合人文学者自身需求的 野数字人文生态冶 是迫

在眉睫的关键议程遥 当我们在比较人文领域和自然领

域的数字化进展时袁 还应该注意到院 数字人文发展的

滞后绝非人文学科不思进取袁 也不一定是方法或理论

层面与数字环境天生不兼容袁 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资

金投入和关注度遥 人文学科的特质决定了现阶段社会

对它的投入尧 关注度是相对较低的袁 即便某些极具影

响力和富有远见的机构能够在短期内争取到大量资金袁
即便 野新文科冶 野新基建冶 给人文学科带来了重要的

发展契机袁 但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讲袁 人文学科

不可能占有过高比例的社会资源要要要我们要尊重和认

清这一现实遥 直面现实不意味着人文或数字人文不重

要袁 它提醒我们袁 在数字人文生态的营造过程中袁 要

有效利用资源袁 充分认识到 野分工冶 和 野规划冶 的重

要性遥 具体来讲院
第一袁 从整个数字人文的角度来看遥 由于社会的

资金投入和关注度相对较低袁 数字人文的多元参与者

必须重视加强内部话语的一致性袁 建立相对完整的数

字人文生态体系遥 尤其是通过相对系统尧 合理的生态

规划袁 让不同的机构合理分担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尧
项目策划尧 资源供给尧 教育培训尧 理念普及尧 成果发

表尧 应用开发等职责袁 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遥
第二袁 从图书馆的数字人文服务角度来看遥 受制

于大环境袁 学术图书馆对人文领域的资源投入和支持

也是有限的袁 因此袁 在图书馆行业内部同样要注重纵

向的分工遥 应该注意到不同学术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差

距尧 平台差距和能力差距袁 让它们各承其职袁 错位合

作袁 发挥自身的独特功用遥
随着上述思考的展开袁 两个关键且现实的问题浮

出水面了院 其一袁 在整体层面袁 如何营造数字人文生

态体系袁 即相关部门尧 研究机构尧 商业组织尧 研究社

群和图书馆等要如何各司其职尧 形成合力钥 其二袁 在

图书馆 渊尤其是学术图书馆冤 的纵深领域层面袁 不同

图书馆又要如何合作建立数字人文的服务体系钥 对于

数字人文研究来讲袁 这两个问题的确认可能带来一些

策略和方法层面转变遥 例如袁 传统上我们在跟踪欧美

的数字人文实践时袁 会特别重视引领型机构的成功经

验尧 或倾向于介绍某些机构的大型项目遥 但从上述两

个问题出发袁 欧美的数字人文生态构建进展或许更值

得重视袁 特别欧洲的跨国合作实践就颇具参考价值袁
近日本课题组介绍的 野数字人文课程登记中心冶 便是

一例[8]遥 本文将集中精力讨论第二个问题袁 我们的初步

答案是院 图书馆领域数字人文生态的规划要以需求为

驱动袁 从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出发遥

3 需求驱动院 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

的复杂性

在数字学术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袁 人文学者出现了

对相关领域新理念尧 新方法尧 新资源与新工具的推荐尧
教育和支撑需求袁 有学者将其归纳为 野数字信息需求冶
或 野数字人文需求冶袁 但都无法全面尧 准确地概括相应

内涵遥 面对日益崛起的数字情景袁 人文学者的需求绝

不仅仅只是信息需求袁 还有心态转变尧 工具利用尧 技

能习得和学术探索等多方面的需求袁 简言之袁 我们对

数字时代人文学者的实际需求还有太多值得推进的地

方遥 基于上述考虑袁 本课题将此类需求统一称为人文

学者的 野数字学术需求冶袁 这个概念不仅更为准确袁 也

为相关研究结论向自然科学尧 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和

再验证奠定基础遥 关于 野数字学术需求冶 这一概念提

出的必要性及其实质内涵袁 笔者有另文做详细说明遥
为了避免在观点和内容上与其他即将发表的论文重复袁
下文主要集中讨论人文学者学术需求的 野复杂性冶 问

题遥

肖 鹏

从“营造生态”到“需求驱动”：学术图书馆如何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

53



2020年第 32卷第 9期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袁 人文学者与学术环境尧
尤其是数字环境的互动一直是图情及相关领域学者关

注的重点议题遥 在电子书尧 数字图书馆和谷歌出现之

后袁 人文学者学术信息行为发生了许多变化袁 例如从

固守纸本到逐步接受数字资源[9]袁 从单打独斗的研究模

式到逐步接受跨领域合作与新兴分析技术 [10]袁 等等遥
然而袁 由于针对人文学者的考察普遍基于滚雪球和便

利样本的定性研究袁 学界当前对其数字学术需求的复

杂性一直认知不足遥 在这里袁 笔者并不是要批评滚雪

球或便利样本的方法论袁 实际上袁 此次专栏的基本素

材之一就来自于长期的定性访谈遥 但也正是在亲身访

谈的比照之中袁 我们发现袁 针对人文学者的定性研究

常常存在两个弊端袁 它们对于我们准备把握人文学者

的数字学术需求是有一定阻碍的遥
第一是访谈群体的代表性问题遥 寻找合适的受访

者并不容易袁 有部分研究倾向于选择对 野数字人文冶
或 野数字学术冶 持有友好或高度接受态度的人文学者

进行接触袁 例如在数字人文会议或微信群中寻找受访

者遥 然而袁 我们从这些受访者身上所能获得的考察结

论即便不是过于乐观袁 也往往偏向积极袁 这就导致某

些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向 野田野冶袁 而只是在 野城
市冶 边缘徘徊遥 从数字学术需求的角度来看袁 这使得

那些排斥或疏离数字人文的观点并未得到充分表达袁
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袁 这些观点并不在少数遥 在本团队

迄今采访的 75 位人文学者中袁 超过一半的学者并不完

全认同数字人文袁 11 号受访学者认为 野一旦我们明确

渊人文冤 研究的本质噎噎那么袁 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本

身是要被排斥在这样的本质之外的东西冶袁 32 号受访学

者甚至指出 野这就是一场闹戏冶袁 还有学者 渊69 号冤 委

婉地指出袁 野数字人文的目的是人文学科为了和医学尧
理工科竞争而发展出来的一种 耶话术爷袁 仅此而已冶遥
且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袁 但数字人文的研究者需

要倾听这些声音袁 实践行动也应当做出反馈要要要在数

字学术需求的归类表格中袁 笔者将面向这一类群体的

需求提炼为 野科普需求冶袁 我们要接受批评袁 同时也需

要以开放和平和的心态推进数字人文的普及工作袁 展

开有针对性的对话和反思遥

第二是对 野数字人文冶 认知的狭窄化遥 例如袁 从

图情领域来看袁 野数字人文冶 这个名词非常普遍袁 但

它对人文学者而言是有 野震慑力的冶 渊2 号学者语冤尧
野高大上的冶 渊74 号学者语冤遥 这个词语在大部分人文

学者,尤其是有上了年纪的人文学者的日常学术生活中

并不常见袁 基于这一核心概念展开访谈袁 采访者和人

文学者很容易过度解读 野数字人文冶袁 导致访谈内容进

一步失真遥 在笔者的访谈历程中袁 多次有学者表示

野我对数字人文不了解冶 野谈不了那么高深的话题冶
野我得去好好研读相关的文章袁 才敢谈数字人文冶 噎噎
根据访谈的实际来看袁 这种 野畏惧冶 之心很容易导致

双方的话语迅速转入并不相关的内容袁 导致议论失之

空泛遥 事实上袁 正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谈到的袁 数字人

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数字工具的利用袁 在这样一

个使用微信进行学术互动尧 使用数据库进行资料检索尧
使用 word 文档进行写作尧 使用 zoom 开办学术会议尧
使用电子投稿系统进行发表工作的年代袁 即便人文学

者身处工具环境比之自然科学要逊色一些袁 但我们也

早已置身在 野数字学术冶 的环境之中袁 故而人人皆可

言 野数字冶袁 人人皆不需畏惧数字人文遥 再有一个例

子袁 在针对某人文研究论坛的调查过程中袁 我们发现袁
最经常阻碍人文研究者的困难之一袁 居然是 offcie 软件

的下载和使用[11]袁 访谈中也有不少学者表达了类似的

需求要要要这在今天这个畅谈人工智能尧 智慧服务的年

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袁 但却真实存在遥 因此袁 我们要

面对一个现实袁 有一部分研究者确实还没有迈入数字

化的门槛遥 学术图书馆的服务体系中不可能忽略他们袁
或者说袁 最不应该忽略他们遥

4 从数字学术需求到学术图书馆类型学

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非常复杂袁 课题组的前期

工作也主要集中于这种复杂性的解构遥 课题组通过深

度访谈尧 专家咨询尧 焦点小组讨论等形式访问了 75 名

人文学者袁 对国内外多个重要的图书馆和组织进行了

调研袁 还对若干知名的人文虚拟社区如 野国学论坛冶
等进行了定量分析[7,12]遥 我们汇集了不同渠道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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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袁 并初步将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总结为 6 种类

型袁 包括话语需求尧 探索需求尧 工具需求尧 资源需求尧
素养需求尧 科普需求袁 表 1 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遥

某种程度上袁 我们可以将科普需求尧 素养需求和

部分资源需求视为 野基本需求冶袁 它们是数字人文生态

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曰 而其他的需求则是相对的

野高级需求冶袁 它们是数字人文生态在逐步完善和发展

过程中需要 野见招拆招冶 的难题遥
根据课题组对国内外数字人文中心尧 图书馆数字

人文服务的调研和梳理 渊本专栏呈现了其中的部分研

究冤袁 我们进一步对学术图书馆的可能行动做出了归

纳遥 表 1 是一个基本的参考袁 实际情况自然比表格中

所呈现的更为复杂袁 例如在现实世界中袁 各类型的需

求会互相交叉尧 重叠袁 难分彼此曰 而图书馆的行动和

策略多数也不是孤立的遥

总的来说袁 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袁 图书馆要做出不

同的行动遥 不同工作的开展难度与资源的投入程度各

有差异袁 而工作难度和投入资源恰恰是进行学术生态

规划的关键标准遥 因此袁 表 2 主要以高校图书馆 渊诚
如开篇所言袁 它们是学术图书馆的主体冤 为举例对象袁
对学术图书馆进行类分袁 将其分为院 ①引领型学术图

书馆袁 主要指向具有话语权尧 影响力的国家级乃至世

界级的头部学术图书馆袁 主要代表是那些资源较多尧
数量最少的 野双一流冶 高校图书馆遥 对于这些图书馆

来讲袁 它们直接服务于 野双一流冶 高校的人文学者尧
在数字化时代能够辐射到全国的人文群体遥 其本身在

数字人文生态体系中的定位是行业的探索者和引领者袁
对于各类型的数字学术需求都应当有所反应袁 尤其要

重视其他类型学术图书馆较难承接的话语需求和探索

需求遥 ②支撑型学术图书馆袁 主要指向那些覆盖全国尧

类型 举例说明 图书馆行动 工作开展难度与资源投入程度 

话语需求 在数字人文领域进行观点输出、话语表达乃

至于方向引领的需求 

举办学术会议、建立对应标准、提供发布

及表达平台 

很高 

探索需求 设置数字人文项目、开发专门工具对特定人

文问题展开探索的需求 

提供专门的资源投入、建立对应的合作机

制和合作团队 

很高 

工具需求 在传统学术工具获取基础上，对数字学术工

具的专门性、适用性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 

建立相应的数字工具平台、建立数字工具

开发和开放机制 

较高 

资源需求 在传统信息资源获取基础上，对数字信息资

源的独特性、开放性、可用性等提出的进一

步要求 

有较为独特的数字信息资源，建立信息资

源的开放平台和开发机制 

较高 

素养需求 对提升自身数字化素养或数字能力的需求 有相对完善的信息素养或数字素养、数字

技术培训体系 

一般 

科普需求 拥抱、了解和接受数字学术的需求 建立和人文学者互动、咨询机制，建立数

字人文的普及机制 

一般 

 

表 1 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分类表

类型 数量与覆盖面 工作能力与资源水平 举例说明 需要重点满足的需求 

引领型学术图书馆 最少、最小 普遍较多 世界一流大学、“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所有需求 

支撑型学术图书馆 中等 普遍中等 地方重点高校图书馆 探索需求 

工具需求 

资源需求 

基础型学术图书馆 最多、最广 普遍较少 地方普通高校图书馆 素养需求 

心态需求 

 

表 2 学术图书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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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地方中心作用的学术图书馆袁 主要代表是地方重

点高校图书馆遥 它们在学术图书馆中起到核心的支撑

作用袁 是国家学术图书馆网络的重要节点袁 除了展开

一定的探索工作袁 核心是要注重满足数字学术需求中

的工具需求和资源需求袁 为本区域或本类别其他图书

馆的数字人文服务提供支撑遥 ③基础型学术图书馆指

向除前两类之外的各类型地方普通高校图书馆袁 包括

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等遥 它们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坚

实基础袁 数量最多尧 覆盖面最广袁 能够影响大批学者

和学生袁 人力尧 资金抑或馆藏资源比之前两类机构相

对短缺袁 不易展开太多的探索袁 其主要承担的工作可

集中于素养培育和理念普及层面遥 概言之袁 3 类图书馆

的定位和职责分别是院 引领型学术图书馆 野找方向冶尧
支撑型学术图书馆 野挑大梁冶尧 基础型学术图书馆 野作
保障冶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表 2 的举例主要为了在读者的脑

海中建立关于图书馆类型学的整体认知遥 学术图书馆

的 野类型学冶 是一种思考工具和策略工具袁 可以帮助

对应的图书馆寻找适合自身的战略定位遥 以创新研究

闻名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曾明确指出袁 野创新成功的

概率之所以这么低袁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制定创

新战略和管理战略的人忽略了分类工作遥 他们观察了

一些成功的企业袁 然后就噎噎建议其他企业的管理者

做同样的事情以开启成功之门袁 完全没有考虑到在某

种情况下他们所中意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个坏主意冶 [13]遥
这一描述袁 对一直以来过分重视个别先进经验的图书

馆行业而言是值得关注的遥
当然袁 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一分类的作用遥 一

方面袁 中国学术图书馆的分类非常复杂袁 既包括高校

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图书馆袁 也涵盖国家图书馆和部分

省市公共图书馆院 高校图书馆中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和

理工尧 医学等专门性高校图书馆的情况也大有不同遥
另一方面袁 对真实世界中的学术图书馆进行分类其实

是一种不公平的 野再生产冶 行为遥 在高校建设日益平

等尧 院校 野身份冶 逐步淡化的今天袁 我们绝不认为引

领型学术图书馆就粗暴地等同于 野双一流冶 高校图书

馆袁 支撑型尧 基础型学术图书馆的情况也是类似的遥

例如袁 高职高专本身似乎应该归类为 野基础型学术图

书馆冶 渊某些甚至不被认为具有 野学术服务冶 的职

能冤袁 但某些高职高专实力雄厚尧 资源充实袁 它们自然

有机会充当引领者的角色遥
借由表 1 对数字学术需求的梳理袁 表 2 对学术图

书馆类型学的划分袁 课题组初步构建起一套以 野引领

型学术图书馆冶 野支撑型学术图书馆冶 野基础型学术

图书馆冶 为主体的学术图书馆类型学袁 并初步明确了

它们在数字学术生态中的对应职责袁 为后续的策略提

出奠定了基础遥 野学术图书馆类型学冶 的提炼袁 也潜

伏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院 并非所有的学术图书馆都必须

建立 野大而全冶 的数字人文服务体系袁 对于资源有限尧
定位不同的学术图书馆而言袁 野小而美冶 的项目同样

是重要的遥

5 结 语

当前袁 在数字人文研究与数字人文服务实践之间

有一道明显的鸿沟袁 课题组的一系列前期研究便是为

跨越这条鸿沟做准备袁 本文则尝试呈现 野跨越冶 的可

能性和基本路径遥 这篇文章集中汇集并呈现了课题组

此前梳理或提炼的新名词袁 这些新名词互相之间具有

明确的逻辑关系遥 首先袁 我们要以一种普遍化尧 常态

化的 野数字学术冶 视角来重新考察 野数字人文冶袁 进而

将 野数字人文生态冶 的构建作为数字人文相关研究和

工作的主要目标遥 其次袁 要构建 野数字人文生态冶袁 需

要了解人文学者需要什么袁 因此课题组提炼 野数字学

术需求冶 以表达数字时代人文学者多层次尧 复杂化的

需要遥 最后袁 在此基础上袁 我们将学术图书馆划分为

不同类型袁 对应不同需求袁 在分类研究与分类指引中

探索构建 野数字人文生态冶 的可能性袁 尝试跳脱数字

人文策略建议日益同质化的窠臼遥
概言之袁 要促使数字人文进一步走向成熟袁 帮

助人文学者实现数字化转型袁 应当重视生态营造袁 而

营造生态要以需求为驱动袁 推动不同层次尧 不同类

型的学术图书馆有效合作袁 携手构建完整的数字人文

生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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