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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后现代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职业

●俞传正 (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摘 要］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新的环境: 文化服务的重构、公共领域的衰落、信息商品

化的趋势，这些环境给公共图书馆的生存之基、职业使命都带来了新的思维和挑战。文章对公共图书馆职业

在面对后现代社会境遇时采取的三种立场: 晚期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恶果也进行了描述。参考文

献 17。
［关键词］后现代性 现代性 公共图书馆

［中图法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7845(2012)01 － 0018 － 04

1 后现代性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
［1］”，那么

后现代性则是这项未完成的计划的必然结果。20
世纪，这项计划便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两次世界大

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象征着现代性高峰的

科学技术( 包括先进武器、战斗机以及原子弹) ，都

反而成为杀害人类的帮凶。二战之后，自然灾害频

繁、全球污染加重、能源危机出现，人类不得不面对

这些困境。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才开始了对

现代性这一系统工程的怀疑。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

开始，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思想便逐渐地成为一种批

判社会的锐器。后现代性便是在现代性的批判和反

思中产生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即不再

相信人类的至高无上，不再相信真理和规律，也不再

迷恋理性构筑的大厦。后现代实际上是人类对理性

以及进步的怀疑和反思。
所谓后现代性，既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的产物，即现代之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当然，

后现代性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但不管哪

种解释，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实际上是互为指向的。
它实质上源于对工业文明及其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

答，是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

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化、同
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

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
笔者理解的后现代性，主要指涉的是新的社会特征，

包括社会、文化与知识的改变。
2 后现代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职业环境

2． 1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构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英国便出版了由非图书

馆行业独立调查并出版的图书馆报告———《科米迪

亚报告》［2］。报告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启

蒙运动的终结”———启蒙运动将人从神学和封建中

解放出来，人成为“自然界的立法者”; 理性、真理和

科学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教育、代议制民主和公

民权利都将促成和平和稳定的世界。然而，到了后

工业社会时期，“启蒙运动”这一伟大的工程遭到了

怀疑甚至是毁灭。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

类身上的动物性和冲动，佛洛伊德更是断言人类平

静的表面之下藏有非理性的感情。理性与生俱来的

西方式逻辑方式和剥离人类与自然的疏离都是导致

启蒙大厦倒塌的因素。图书馆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

和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也必然受到了后现代价值的

侵蚀。《科米迪亚》报告所揭示的正是后现代性力

量的冲击。这股后现代性力量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构、自由经济主导、信息商品化和家庭娱乐的增

长。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也必

然遭遇危机: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继续在英国人的生

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保持着广泛而稳定的用户、紧跟

技术进步潮流、在平民消费主义和精英文化排斥中

保持平衡、继续作为独特的社会和公共空间; 另一方

面，图书馆员们却看到的是种种危机，如图书馆开放

时间的缩减、馆藏问题上的冲突、缺少竞争力、图书

馆地位下降和政治不可见性 ( political invisibility )

增强。
2． 2 公共领域的衰退

韦伯斯特是较早回应后现代社会中信息理论问

题的学者。不过，考察他对于后现代的态度，显然保

留的态度居多。他观察到了社会变化引起的公共服

务机构的危机———这里援引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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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与转型的论述，观察英国公共图书馆遭遇的冲

击。首先韦伯斯特确认公共图书馆属于哈贝马斯之

公共领域的范畴: 任何人可以利用公共图书馆和信

息、图书馆由公共财政支持且独立于政治利益之外、
图书馆员具有专业素养且无成见

［3］。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英国公共图书馆财政预算减少、
商业化趋势加重。公共图书馆职业不得不面临商业

化和市场化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政治右翼的

尖锐批判，也来自于专业组织如“信息技术咨询委

员会”的信息商品化呼吁。因此，韦伯斯特认为，

“作为公共领域根本要件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正在

衰退”。
2． 3 信息商品化的社会环境

哈里斯和哈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住美国社会

状况的变化，他们以信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

信息社会中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变化
［4］，主要论述

后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图书馆员，国家、资本、国家信

息政策，图书馆职业的中立性、客观性问题。这些问

题的重新思考主要原因在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

美国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信息中介

业的快速发展、信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信息的有偿

服务、政府部门信息处理和运营的私有化等等。这

些信息社会变化浪潮给传统的图书馆职业带来巨大

的冲击。围绕着信息商品化和私有化的浪潮，图书

馆界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继续坚持

传统的图书馆核心价值，即强调公平获取、信息自由

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图书馆所

依赖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结构性的变

化，如果图书馆死抱着过去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而不

作相应的变革，幻想在信息市场化的浪潮中保留那

一块远离商业化的“净土”的话，最终将会被时代所

抛弃。在哈里斯和哈奈看来，图书馆职业应将信息

作为商品，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财货，这应该是社会科

学的共识，图书馆职业不能排除在外; 图书馆服务应

当导入市场原理，通过有偿、高效率、“精英”服务、
电子图书馆化，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准，参与信息

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竞争。
3 公共图书馆职业的挑战

3． 1 社会、文化与认识论

英国图书馆史学者布莱克认为，“公共图书馆

是现代社会的产物”［5，6］。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社

会机构，完全符合现代性建设这一工程的标准。正

是由于现代性工程才促使公共图书馆在 19 世纪中

期以进步和公共空间为标志的社会制度而存在。在

英国，战后的福利国家阶段( 1945 至 1970 ) ，英国公

共图书馆事业达到发展的顶峰。然而在上个世纪的

最后四分之一阶段，英国公共图书馆面临新的后现

代社会的到来( 布莱克指向的是英国的社区图书馆

事业) 。布莱克将后现代社会理解为四个主要的方

面，即文化、社会、认识论和经济。所谓文化后现代

指的是“远离标准化的运动，建立自由表达的方式、
折衷主义”。社会后现代强调的是多元主义，包括

追求社会分割、流动性、差异，拒绝同一性、中心化和

官僚化。认识论上的后现代挑战的是知识形成的合

法性。它质疑的是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方法、系
统观察和科学真理。经济上的后现代主要表现为后

福特主义。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表明商品

的流水线生产和大批量销售的模式转变为灵活的

“积累体制”。后福特式生产和销售方式灵活多变，

实时和迅捷，以满足后现代迅速变化且要求反应快

捷的生活方式。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导致了公共图

书馆的变化。20 世纪晚期的公共图书馆受后福特

主义的影响就显而易见，团队管理的灵活性、出版资

源从不实用的印刷版转变为实时的电子资源。图书

馆的“中立性”也受到了挑战。
3． 2 职业使命

安基诺从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公共图书馆

使命的变化: 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公共图书馆通过

平民教育方式提高与促进民主的使命渐渐衰落
［7］。

通过对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如柏拉图、罗素以及密尔

等人物的阅读，展现了民主甚至资本主义是如何依

赖于公共图书馆提供的道德与政治教育的。但是，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后现代的消费主义，

这种消费主义取代了民主，也让教育被娱乐所取代。
4 公共图书馆职业的未来

4． 1 晚期现代性

布莱克在他试图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视

角来分析 1850 到 2000 年这 150 年来的英国公共图

书馆史的时候发现: 二战后到 1975 年期间是英国福

利国家时期，英国社会和图书馆都处于飞速现代化

的进程之中; 而 1976 年之后，英国社会和公共图书

馆都遭遇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这种后现代性表现

在，“多元主义、断裂、身份断层、时空压缩、流动性、
不确定，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

历。这不仅代表着现代性的顶点或者现代性的死

亡，同时也代表着构成现代性因素的死亡，如科学信

仰、专家的知识、真理和理性的个体”［8］。后现代不

仅影响着个人，也影响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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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也不例外，它必须回答后现代提出的问题。后

现代追求非理性、情感趋向和灵活性，而公共图书馆

则是现代性的象征: 印刷技术、职业文化、理性的知

识、精英文化和普遍主义。布莱克说，如果把后现代

性和后现代自身当作“晚期现代性”，那么公共图书

馆面临的任务则并不可畏。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

计划，那么在晚期现代性阶段，那些现代性确立的自

我实现、社会进步和追求正义则并不过时。20 世纪

晚期，公共图书馆的信条没有变化，现代性的价值依

然是其追求，英国政府提倡“学习时代”，而公共图

书馆的“新图书馆: 人民的网络”也是致力于学习、
培训和公民教育。尽管社会朝着后现代的方向发

展，反思走向衰落，人们更喜欢消费知识快餐，但是

他们并没有放弃公共图书馆这个心灵之所———很多

公共图书馆仍然是忙碌的地方。在一个断裂的、去
中心化导致的混乱和冲击下的后现代社会里，公共

图书馆为其用户提供了一个精神休憩的天堂
［9］。

“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是在工业化

和城市化以及大众运动之后产生的; 但同时公共图

书馆自身也支持建设和发展现代性”，Rasmussen 和

Jochumsen 在其“问题与可能: 处于现代性和晚期现

代性边界的公共图书馆”中这样写道
［10］。今天，当

我们在谈论晚期现代性即后现代性时，我们也应该

按照这样的方式理解: 公共图书馆是后现代性的产

物，但也参与了后现代性的创造。他们根据晚吉登

斯、利奥塔以及拉什的社会理论，概括出晚期现代性

或后现代性的三个特征: 后传统社会的概念、进步信

仰的模糊、社会去分化的趋势。这三个特征与公共

图书馆有何联系? 首先，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社会自

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不

同，后传统社会不再相信知识的增加会促进社会进

步，一切都变得不再确定。公共图书馆也在变化，除

了启蒙的功能，还可以是聚会的场所; 既是文化中心

但也为本地小企业主服务; 图书也只是多种媒介之

一。其次，进步信仰遭到挑战。公共图书馆在现代

性时期关注馆藏质量和理性价值，但在后现代性时

期则更注重效率。最后，去分化的趋势加强，例如文

化与商业的合作、艺术与生活的互融。对于公共图

书馆来说，去分化趋势意味优势不再，争取经费愈

难，也意味着合作趋势，即与网吧、书店和咖啡馆的

合作。
4． 2 反思现代性

中国关注后现代问题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

纪 90 年代
［11］。中国图书馆界的后现代命题思考角

度可以归纳为反思现代性。2005 年，中国图书馆界

在讨论图书馆精神问题时，于良芝教授引用哈贝马

斯的“未完成的计划”论题参加了这一场讨论，从而

将图书馆精神的构建纳入现代性这一社会系统工程

之中，并认为图书馆职业精神包括“崇尚理性和知

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

最大利用
［12］”。之后，于良芝在与蒋永福的“中国

图书馆职业的现代性构建”问题对话中，就中国图

书馆职业的现代性构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关键因

素: 精神、制度与组织
［13］。

台湾学者也较早地关注了后现代这一主题。叶

乃静指出，后现代主要质疑的是科技建设美丽新世

界之说，也质疑理性和客观，后现代支持多元论，强

调读者( 观众) 的重要性。同时，后现代也并不是一

个时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态度，是对现代人类的

反思，对传统思维的挑战。这一思维强调“否定性、
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
非我性、内在性及多元性”。叶乃静认为，这种后现

代思潮在学术层面和社会层面已造成不少的影响。
“但很可惜地，在图书资讯学门，后现代思潮如同女

性主义一般，却很少被提出来探讨”［14］。因此，作者

以后现代理论作为依据，重点考察了后现代下的图

书资讯学研究、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所反应出的图书

馆目的问题、馆藏发展政策、资讯服务、大众文化的

影响以及通俗读物所产生的阅读现象。她认为，后

现代的图书资讯学研究，“应是问题导向的，即协助

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并由人们问题所发生的

背景因素来考量，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对于数

字图书馆，她认为需要有“周全的考量”，并加强使

用者研究。而在发展数字技术中则应防止工具理性

的滥用。对于馆藏发展的政策，她认为既要做到

“拥有馆藏”也要做到“提供检索渠道”，二者结合不

可偏废。而资讯服务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信息商品化

带来的难题，信息被作为商品，服务则变为有偿服

务，这与公共图书馆的理想完全相违背。因此，她主

张“应回到历史，由公共图书馆成立的宗旨、目的及

任务来思考，才能找出正确的方向”。关于阅读问

题，她认为后现代社会下的阅读不能再由公共图书

馆决定“什么是好的读物”，并据此希望提高市民的

素质。这种教育价值的理想在后现代已经过时。
“我们应该由读者的角度来研究阅读现象，包括读

者阅读的原因、阅读对他们的意义及影响、影响阅读

的因素等”。最后，后现代社会出现的大众读物也

解构了图书馆员对权威作品的信仰，图书馆在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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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需要考虑社会大众的需求。
4． 3 后现代的恶果

威斯纳对于后现代社会的反应是，“后现代的

图书馆走向何处去?”［15］
他一方面感叹现代性价值

的衰落，抱怨目录卡片的丢弃就如同文明的衰落一

样; 一方面指责后现代性的不可控技术，就像电视代

表的“形象社会 ( image society) ”一样，实际上是西

方社会的灾难。形象社会腐蚀了传统社会的重要进

步价值，如民主、教育和宗教以及家庭。技术对于图

书馆也一样具有破坏力。他预言 100 年内图书馆将

不复存在。后现代的图书馆走向何处去? 威斯纳的

答案是回到图书时代。
5 结论

尽管我们很难发现这些研究者之间的直接对

话，但不难注意到的是，这些研究者共同关注和厘清

的其实是同样一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导致的现代性

价值的解体以及后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公共图书

馆在这两种力量的冲击下所面临的矛盾性。启蒙运

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性价值在后现代主义或者消费主

义的侵蚀中逐渐弱化，而公共图书馆作为启蒙运动

以及现代性的象征自然也避免不了被时代精神所裹

挟的命运。当然，人们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命运认知

并不相同，有的主张融入新的政治经济学市场中; 有

的则将后现代理解成晚期现代性，所以公共图书馆

的现代性工程属性并未完结; 也有的则拒绝改变。
相同的是，他们都认识到这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而

公共图书馆职业则必须对这一变化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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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Public Library Profession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Yu Chuanzheng

( Dongguan Polytechnic，Dongguan，Guangdong 523808，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library today has to face the new postmodern society，which brings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the fall
of public domain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These new changes put great effect on the existence and mission of public li-
brary． This paper also describes the three stands that the public library profession takes: late modernity，reflective modernit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5 refs．
Keywords Post － modernity． Modernity．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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