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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参考服务，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健康服务图书馆推出“EARS'’以来，已有25年的历史。
我国的数字参考服务，如果从1995年北京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的“电子图书馆”算起，也有14年的历
程。
数字参考服务，历经了从最初的电子邮件服务，到实时聊天服务，再到同步浏览、白板交互、桌面共
享及定制推送等发展阶段。
它从基于文本的服务，到基于音频、视频的服务；从人工专家模式服务，到数字专家智能模式服务；
从独立式服务，到全球协作式服务，实际上是一部逐步适应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环境变化的发展
史。
而当前，Web2.0网络平台所出现的信息技术与理念上的创新，为数字参考服务的发展展现出一片广阔
的天地。
杨帆同志近六七年来一直潜心于数字参考服务的研究，特别关注数字参考服务的发展走向及学科前沿
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诸如《数字参考中传统身份的Web2.O变化分析》、《从资源网络到知
识网络——Web2.0泛在知识环境下数字信息服务基础建构>、《从服务模式看图书馆2.0环境下的数字
参考》、《从Wondir看数字参考服务中的长尾和社区》等等。
他的博士论文《实践社群框架的Web2.O数字参考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而现今问世的《参与式社群与互动性识知——Web2.O数字参考研究范式》一书，就是在其博士学位论
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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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以“人”这个要素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路径，跨学科地引进了实践社群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研
究的工具，把web2.0、数字参考以及实践社群三个方面通过对人及其相应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合理地串
联起来，提出了web2.0数字参考的概念以区别于过去的数字参考。
   全书探讨了web2.0技术中的人际价值以及web2.0理念中的群体智慧要素，并在现有实例的基础上详细
分析了这些技术、理念在数字参考中的运用，总结归纳出web2.0数字参考所涉及的人及其实践的内涵
本质，即相互参与的人所形成的参与式社群及其互动性识知的交流实践，从理论上确立了web2.0数字
参考的研究范式，并进一步探讨了web2.0数字参考在知识生态环境下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本书对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服务领域的从业人员以及信息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工作和学习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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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身份与实践——作为分析框架的实践社群实践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作为一个概
念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但实践社群的存在可以说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开始了。
温格指出：“实践社群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知识组织形式，它其实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
洞穴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实际上，在传统的学徒制中，实践社群的概念就形成了。
学徒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导师与一个学生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却观察到，学习过程会更多地发生
在熟练学徒与那些高级的学徒之间的交流活动中”①。
因此他们创造出这个概念，用来定义一种“基于知识的社会结构”。
通过这个概念，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其他环境下的社群——虽然在那些地方并不一定存在学徒制作中知
识创造、共享并促进创新的过程。
时至今日，实践社群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理论，如前所述，它不仅是一个研究实体，更是一个有
效的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在群体性的行为模式中，人们的知识生产、交流、传递、利用、创新等问题
。
本章将对实践社群作为分析框架的历史发展及其要素进行分析，为本书后面的展开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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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选题最初确定于2005年年底，当时在国内数字参考的研究与实践则正处于如火如茶的发展期，然而数
字参考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与不尽如人意的服务效果与效益之间显现出的不平衡，使得国
外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对数字参考这一基于网络信息平台服务的近二十年发展历史的深刻反思，Web2.0
概念的提出正好为数字参考寻求变革与发展带来了一个转折的契机。
虽然从数字参考的发展历史来看其实就是一部不断适应网络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变化的历史，但通过
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笔者期望能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对数字参考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拓展新的视野，为
国内数字参考的实践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博士论文的撰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而从2007年论文定稿到现在正式出版也已经两年过
去了，Webb2.0网络技术的发展变化的步伐却一点也没有减缓，本书在出版时已尽可能地根据
’Web2.0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对内容进行了一些修正，但仍难免有不少的疏漏，好在本书的主
要目的不是单纯的技术追踪与介绍，而是在于研究范式的构建，希望现有的研究内容能在这方面有一
定的成效。
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本书的出版得到我的导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詹德优教授的精心指导与关怀，
导师谦逊的处世方式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也使我受益良多，感谢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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