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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然之天秤

• 手抄版的书会带有“稀有
之物”

• “稀有之物”散发只有少
数人能看到的“灵韵”

• “稀有之物”会对读者产
生影响

• “帝国图书情报资产管理
局”展开调查



要回答的问题

• 图书馆是神圣的，而且也希望自己看起来是神圣的。但在图书馆学中，“信息”
的强势是否遮蔽了图书馆的“神圣性”？

• 图书馆拥有神圣性对学术研究意味着什么？（信仰与学术的关系、图书馆为什么
要有神圣性）

• 图书馆神圣性的来源是什么？（人与书的关系）

• 图书馆的神圣性有哪些常见的表现方式？



信仰与学术

• Unless you believe, you will not understand.——奥古斯丁

• 没有风险就没有信仰，信仰正是个体内向性的无限激情和客观的不确定性之间的
矛盾。——克尔凯郭尔

• 信念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波兰尼



学术的风险

• 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韦伯

• 首先，一个身无恒产的年轻人进入学术圈可能在最初的几年内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
活。

• 其次，他还要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他的前面。

• 最后，所谓学问的价值可能全部仰赖无法被证明的内在召唤。



学术的激情

“……我始终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我将尽吐神圣的怒火。我将用我的坦率的忏

悔奚落人类；我已经偷到了埃及人的金色花瓶，为的是用他们建立一个献给上帝的

神堂，一个确实远离埃及疆界的神堂。如果你原谅我，我将尽情欢乐；如果你发怒

，我将忍下来。骰子投下来，书写成了，至于人们现在就读它还是让其子孙读它，

我不管。他可能要等数百年才等到它的读者，如果说上帝本身是等了六千年才盼到

一个人来沉思他的著作的话……”

——开普勒发现他的第三定律时



图书馆为什么需要神圣性

• 高校图书馆：以已知求未知的地方。应该把自己所把握的一切资料看做是通往未
知的线索，同时也是未知的构成部分，因此是创造性工作发生的场所。

• 所有创造都需要专注、敏感和想象力，这些都需要热情的激发。

• 因此图书馆应该让身处其中，甚至只是有所耳闻的人产生混合着情感与价值、崇
拜与欲望的欢腾。



忽视神圣性的风险

• 图书馆如果只强调馆藏资源和方法工具，风险有二：

• 被误解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的主要功能重叠，错误的被安置在了与这些机构同层面
竞争的位置上，让图书馆界陷入无端的焦虑。

• 极大的削弱了图书馆与创造性工作之间的关联，使图书馆甚至整个学术界陷入恶的
无限。



图书馆神圣性的来源

• 是人！

• 知识载体的神圣性和作为个体的人的介入相关。

• 图书馆的工作是由人来完成还是由机器完成也是不同的。

• 一个反身性的视角：“我看书？”还是“我被书看？”





神圣性的表现形式

• 自己的

·历史 ·有序积累的人类文明成果

·独特性 ·与人群的疏离

• 借来的

·建筑 ·圣人



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

• 只有神圣的事物占据着分配给它的位置时才有助于维持宇宙的秩序。

• 人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诗性的，所以也是悬而未决的。图书馆应该为这份浪漫的
关系负责，它提供了一份担保，一个信托框架。



–《礼记·礼器》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