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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维码的图书馆文化传播路线及效果分析
＊

郭俊仓，蔡科平

（西安工业大学 图书馆，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　要：　为了扩大图书馆文化在育人方面的影响，提出了基于二维码的图书馆文化传播技术

路线．研究表明，通过对不同文化元素内容的挖掘，可以极大地丰富图书馆文化元素的内涵；借
助二维码和互联网技术传播图书馆文化，突破了长期以来图书馆文化只能在馆内传播的瓶颈，
使图书馆文化的熏陶、教育和感染功能从馆内走向校园，并延伸到社会，实现了图书馆文化传

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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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图书馆文化研究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

国学者对日本企业成功的反思所引发的企业文化

研究热潮，自王胜祥在国内第一次介绍图书馆文化

后，图书馆文化的研究持续受到关注［１］．尽管如此，
国内图书馆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多数的研

究都是描述性解释型的，而国外的研究已经进入实

证研究阶段［２］．
文化传播可以实现传递文明、增长知 识、推 动

文化和社会发展与革新的目的，同时又能多层次、

全方位地影响人们的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

识．美国图书馆学家Ｊ．Ｈ．谢拉说过，文化通过交流

传播系统将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进行着塑造，并
塑造着个人［３］．

目前国内图书馆文化传播研究可归结为两个

方面：一是论述图书馆文化传播的意义，二是讨论

图书馆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
传播意义方面，罗来辉认为图书馆通过文化传

播可以实现用文化理念、服务氛围来感染和提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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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文化素质［４］．张世兰讨论了图书馆认清自己在

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图书馆自身文

化建设方面的意义［５］．
影响因素方面，贺菊英认为，图书馆必 须 深 化

全体员工的传播意识；建立全方位的传播体系；发

挥好“把门人”作用，开展全方位的文化服务［６］．李

金法认为图书馆应从转变认识观念，加强资源建设

和提升馆员素质与管理水平三个途径来探讨图书

馆文化传播［７］．易淑英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牢

固树 立 全 球 化 意 识、科 技 意 识、科 学 意 识、创 新 意

识、素质意识 才 能 在 传 播 先 进 文 化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８］．王松国认为，图书馆馆藏文化、图书馆文化和

社会“即时文化”是图书馆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９］．
王玲玲认为图书馆文化传播的策略是强化人文管

理意识、精心挑选管理主体、建立学习型图书馆、强
调“柔性”管理、完善技术基础设施［１０］．刘澜研究指

出，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传播应采取

不同的传播策略［１１］．吴中平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方面论述了图书馆文化传播的内部环境建设目标；
从熟悉馆藏、建立馆员 －读 者 互 动 对 传 播 行 为 的 微

观机制进行了剖析［１２］．王以君从开创服务新局面、
提高馆员的素养、挖掘图书馆潜在资源讨论了文化

传播效应的增值措施［１３］．荣红涛研究指出，应注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加强图书馆文化传播

的主动性和学术性［１４］．
上述研究成果构成了图书馆文化传播的基础，

而当今图书馆文化传播的核心则是如何利用先进

的传播媒介，因为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面对海量信

息，没有先进 传 播 技 术 的 支 持，图 书 馆 文 化 的“微

量”信息难以传递至受众．

１　二维码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维

码发明之后首先在韩国、日本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５］．
二维码在国内图书馆界的应用始于２００５年上

海图书馆，但 之 后 发 展 缓 慢［１６］．目 前，二 维 码 在 图

书馆文献管理系统方面的应用包括图书流水码和

读者借阅证号编码管理［１７］、阅览室期刊管理、随书

附件的管 理 和 图 书 加 密 防 伪（防 盗 版）管 理［１８－１９］．
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包括读者通过扫描展品二维码，
了解展品介绍［１６］；通过链接直接定位到网站，浏览

家谱内容［２０］；通 过 扫 描 二 维 码 把 资 料 发 送 到 读 者

指定的电子邮箱［２１］．

笔者认为，二维码技术未能在图书馆文化传播

中得以应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图书馆文化在育

人方面的能动性被忽视；二是图书馆文化重实体建

设轻揭示内涵和宣传、重对入馆读者的传播轻通过

入馆读者的再传播、重传统的读者自发传播，忽视

传播学新技术的应用开发以及读者的信息反馈乃

至互动交流．

２　基于二维码的图书馆文化传播技

术路线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二维码的图书馆文化传播

研究受启示 于 传 播 学．１９４８年，拉 斯 韦 尔 在《社 会

中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指出传播有三大社会功能

并提出了“５Ｗ”直线传播模式．很显然，图书馆文化

传播的传播者和受众明了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按
“５Ｗ”模式，要取得好的传播效果，需要在讯息和媒

介两方面深入研究．

２．１　讯息形成和展示

讯息是完整化、准确化的信息．讯息的 质 量 直

接影响传播效果．

２．１．１　从信息到讯息———图书馆文化元素中育人

含义的挖掘

　　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元素，如果单单

从表象看，更多的感觉是枯燥无味的，通过挖掘图

书馆文化元素的内涵形成一个“有骨有血有肉”的

文化“肌 体”不 仅 可 以 引 人 入 胜，也 必 将 有 好 的

效果．
我们是这样挖掘和描述西安工大图书馆建筑

外形文化元 素 的．从 正 视 看 图 书 馆 似 一 本 打 开 的

书，又像是一位敞开双臂的知识老人在迎接入馆的

学子；从俯视看图书馆形如一个“典”字，隐喻着在

这个知识的殿堂里，读者可以引经据典，丰富知识，
增长技能、探索未知，追求真理．这样一种揭示，图

书馆建筑在读者心目中就是一座富有活力的充满

人文精神的知识和艺术的殿堂．我校图书馆大厅正

面矗立着一面８．４ｍ×１２ｍ的书法镂空石雕境界

墙．寓意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

境界：书法作品由著名书法家、我校校友陈泽秦先

生用鸡毫书写．
为了使读者对三境界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我

们对各诗句的出处、原始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作为书法普及，还对陈泽秦先生的个人生平、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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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进行了介绍．这样，原来一个孤零零的境界碑，
通过挖掘补充，成为了活生生的作品，激励和鼓舞

着入馆的学子们树立目标、珍惜时间、刻苦钻研，为
服务国家奠定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２．１．２　讯 息 的 展 示———元 素 的 分 类 编 码 及 布 局

设计

　　通过前期的研究发现，图书馆文化元素总体上

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元素，一类是非文字元素（包
括图片、音 视 频 等），不 同 的 元 素 需 要 依 不 同 的 编

码．此外，由于同一文化元素至少对应两个二维码，
所以布局上也会涉及二维码的位置排列．

理论上，描述一个文化元素的一组二维码是可

以任意排列的，但从传播学的“三选择性”理论看，
判断传播效果的有效办法是引起读者对某一文化

元素的关注并能有效记录．
关于关注度的记录．文字信息元素可以直接编

码，也就是说，在不需要与服务器进行通讯的情况

下，只扫描信息的二维码即可获得内容．这时系统

无法记录读者对信息的关注度，为了获取关注度信

息，需要扫描信息过程与服务器有数据交换，扫描

非文字信息的二维码可以实现这一目的，故本研究

采用如下的二维码组布局设计：将非文字信息的二

维码尺寸略作放大并置于醒目位置，以易于识别的

优势“引导”读者优先扫描此码，这样，某一文化元

素的关注度就会被服务器记录．
图１是按上述思路设计的一个二维码排列实

例，对应的内容是我馆境界碑文化元素．图中左上

角是境界碑图片对应的二维码，该二维码直观视角

效果清晰，易于引起读者选择性注意．这样的排列，
既达到了扫描二维码能全面了解境界碑内容的目

的，也实现了系统对关注数的记录．

２．２　研究思路及系统架构

２．２．１　研究思路

本研究技术方案按如下思路进行．
第一，结合 对 现 有 图 书 馆 文 化 研 究 成 果 的 分

析，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
境文化、团队文化等）的元素进行归纳整理，形成图

书馆文化元素集，并挖掘不同元素所蕴含的育人含

义（背景资料），按２．１的思路把信息充实成讯息．
第二，按文字类和非文字类进行分类，文 字 类

元素直接对内容进行编码，对非方案类按原始内容

在服务器端贮存对应的物理链接进行编码，并输出

与各文化元素相对应的一组二维码．

图１　一组二维码排列实例

Ｆｉｇ．１　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ＱＲ　ｃｏ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第三，将各文化元素对应的二维码组与文化元

素实体融合，形成附加二维码信息的（复合）文化元

素，从而使公共环境的文化元素成为既有实体状态

又有挖掘内容的文化资源．
第四，对经过编目加工后的元素上传至服务器

形成相应的数据库记录．
第五，搭建网络传播平台．
第六，移动终端通过“线下”获取的二维码信息

还原（或通过“线上”获取）文化元素并通过移动终

端实现人际传播．服务器通过记录与手持终端的信

息交换次数统计文化元素的关注度．图２是图书馆

文化元素传播过程示意图．

图２　图书馆文化元素传播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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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云服务系统平台的基本架构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数据访问基础，设计并实现

云服务平台功能必不可少．云服务平台基本功能包

括：文化资源管理模块、用户管理模块和统计与分

析模块，后台 统 一 采 用 ＭｙＳｑｌ数 据 库 存 储 相 关 数

据．其中，文化资源建设及管理模块完成文化资源

的电子化、标引、分类等编目加工工作；用户模块完

成管理员、编辑、注册及匿名用户的管理及行为记

录；统计分析模块完成用户对文化资源访问的统计

及数据分析，获取用户偏好及文化资源利用效率分

析结果．
云服务系统平台功能模块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云服务平台系统功能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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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二维码的图书馆文化传播效

果分析

　　基于二维码的图书馆文化传播的效果可以从

社会层面和校内教学育人两个层面来分析．
在社会层面，①借助二维码容量大、可 编 码 对

象多等技术优势和智能手机可对编码内容进行解

码这样一套机制可以实现图书馆文化元素“载入手

机，随身携带，随时阅读、任意传播”的目的，从时间

域和空间域两方面克服了图书馆文化只能对入馆

读者进行教育感染和熏陶的不足．②“读入”读者手

持设备内的图书馆文化元素可以方便地通过短信、
微信、微博实现再传播，使图书馆文化元素的育人

功能不仅仅传播到图书馆外校园内任何角落，而且

可以借助读者这一结点传递到社会上不同阶层的

人群．③图书馆“既是学生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园

地，也是其提高素质，历练人生的重要场所”特征更

加明显．
在育人层面．①图书馆教学资源也可以很容易

地纳入本平台进行传播，因而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资

源的共享率，充 分 发 挥 图 书 馆 文 化 资 源 的 教 学 功

能．②图书馆文化的传播能够弥补学生人文知识的

不足，一定程度上改变学生重专业知识技能、轻综

合人文素养的不足，利于培养综合型高素质人才．
③培养学生的多种思维模式，利于创新．工科学校

学生收敛性思维受推崇并占主导，而发散性思维被

轻视．通过图书馆文化的传播来普及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培养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科学地应用两种思

维，有利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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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增刊１）：２１２

　　 ＰＥＮＧ　Ｊ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ｓ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ｃｏｄ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Ｚ１）：２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校对　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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