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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动态
 新学期 新风貌——图书馆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新学期开学之际，图书馆在积极配合学校工作

的基础上，于 2月 9日组织全体馆员召开了开学工

作会议。马莉馆长首先传达了学校开学工作要点，

其次围绕 2023 年工作重点进行了详细讲解，指出

我们要按照本年度工作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保障图书馆各项服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会后，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积极美化

服务环境，让师生在新学期有一个更加干净、整洁

的阅读氛围；努力完善工作流程，充分发挥图书馆多元化服务功能。
（撰稿：王月宇）

 李新副院长到图书馆检查指导开学工作

2月 13 日上午，李新副院长一行人到图书馆检

查新学期开学工作，图书馆馆长马莉，副馆长陪同。

检查组一行首先到办公室听取了马莉有关开

馆准备和图书馆假期开放利用情况工作汇报，指出

图书馆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挖掘多元化的文献资

源，不断拓展服务渠道，积极探索建立辐射型的开

放服务系统。然后对图书馆的各楼层、业务部门及

服务窗口进行认真检查，着重检查了六楼沉浸式自

习室的设备设施和到馆读者学习情况，并强调做好毕业生的网上服务工作。
（撰稿：王月宇）

 勤工增加人生阅历 助学得以知识升华

2023 年 2 月 16 日下午 4 点 30 分，在二楼会议室，

图书馆召开 2023 年度全体勤工助学同学首次师生见面会。

贾永杰副馆长、综合部王蓉主任、学习服务部赵丽主任、

参考咨询部王彩绒老师参加会议。会议由王月宇老师主持。

会议首先由王蓉主任发言，对勤工助学的同学们在忙于课

业的情况下，还能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的

实践活动给予肯定，要求同学们在合理安排时间的同时，

积极辅助老师完成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任务，并把 30 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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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助学同学给各部门进行了合理分配。最后贾永杰副馆长对同学们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同学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工作学习两不耽误的情况下，丰富工作实践阅历，利用图书

馆丰富的宝藏资源，使自己的知识得以升华。会后王彩绒老师带领本部门 5名同学（武菁菁、赵晓

瑾、卢佳、王玉静、武娟霞）来到咨询台，给各位同学强调了咨询台的职责及服务，整理了图书馆

大厅、前台、精品书架及背后书架的卫生工作，并确认周一至周日夜班、周六、周日的白班工作任

务。新的一学期，咨询台的老师及同学将会为师生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撰稿：王彩绒)

 图书馆开展汇文管理系统业务培训

为适应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加强馆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升馆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2月 21 日下午，

图书馆在三楼休闲书屋邀请汇文公司技术人员为全

馆职工进行汇文管理系统的相关知识和应用技能培

训。

培训会上培训师围绕汇文各个管理子系统：采访、

资源管理、典藏、连续出版物、读者服务、电子资源、

统计分析等工作模块进行了认真讲解，并通过现场演

示和实际操作，帮助馆员进一步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

在每个模块的讲解和演示中，大家对系统更便捷的操

作流程进行了经验交流；培训结束后，培训师就馆员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答疑。

汇文图书管理系统是基于大型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和文献服务共享的开放式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深度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具备高度系统集成、高度资源统一、高度开放互联

以及高度信息融合能力，具备先进的开发理念和完整的文献解决方案，契合了本馆的发展理念和管

理、服务需求。

此次对图书馆员的技能业务培训和知识更新，将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业务管理和馆员服务水平，

推动校园信息化建设，为我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更加有力的信息技术保障，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功能

作用。
（撰稿：范晓丽）

 增设研讨和学习空间

学习媒介的多元化和学习模式的变革促使学习者

对学习空间提出了新要求。图书馆学习空间的功能、

与服务定位应当和师生的学习方式适配。学期伊始，

在校领导地大力支持下，图书馆领导精心部署，馆员

通过访谈了解学生和教师对使用空间的认知，分析来

馆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学习模式、心理需求，为构建

学习和研讨空间夯实基础。在注重学习空间的私密性

与领域性的前提下，图书馆领导制定改造方案，建立

服务队伍，加强资源配置，重新布局学习和研讨空间，

在二楼增设了独立的研讨空间，研讨室内均配有高性

能电脑、双屏显示器、无线充电装置等设备。同时，图书馆五楼东西两侧的电子阅览室更为自主学

习空间，图书馆六楼东面的学术报告厅更为自主学习空间，D区一楼西增设了一个自主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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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使用空间地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我校学生和教师的需求。

（撰稿：陈越）

 2022 级新生图书借阅证办理工作顺利完成

因 2022 年下半年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使得上学期的

新生图书借阅证办理工作推移到本学期初。2 月 26 日前完

成借阅证发放前的信息录入及制码等工作，27 日启动发放

工作，并在我校各院系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

2022 级新生以院系为单位分批次在图书馆三层休闲书屋领

取到图书借阅证。截至 3月 1日，共办理新生借阅证近 5000

个，该项工作圆满完成。

图书借阅证是读者借阅图书、查阅文献资料的重要证件，是我馆与读者沟通联系的桥梁。在本

次发放工作中，图书馆自动化部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原则，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全校近 5000

名新生借阅证的基础信息收集、整理、编码、校对、录入和印刷等一系列工作，在图书馆综合部通

力合作下第一时间通知到各院系部，使借阅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新生手中，以此享受我馆更加

全面、便捷的图书及数字资源等服务。

我校图书借阅证号可与“移动图书馆”APP 或“运城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绑定，实现线上

馆藏检索和个人借阅情况查询等功能。今后，图书馆自动化部将继续完善对图书借阅证卡的管理，

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营造出校园书香文化的氛围。
（撰稿：张志杰）

图情前言
业务学习（一）

 智能机器人赋能图书馆服务的内涵解析

随着《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的

相继出台，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其智慧化转型成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图书馆如何运用新型信息技术，满足公众的数字素养服

务要求，推进智慧化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当前图书馆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智能机器人是数智技术综合发展的产物，具有自适应性、自学习性、自治性等显著优势，具备

形态拟人化、场景智能化、过程个性化等特点，这为新时代图书馆服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转型

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柯平等指出图书馆智能机器人的普及为智慧图书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吴建

中等认为图书馆智能知识服务的未来形态就是借助智能机器人实现图书馆的资源融合、管理智能和

服务创新。初景利等提出智能机器人技术是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驱动力。同时，通过调研发现，

智能机器人已经大量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之中，并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如国家图书馆的社交机

器人“小图”、上海图书馆的前台机器人“图小灵”、江西图书馆的咨询机器人“图图”等。不难

发现，尽管智能机器人为图书馆服务治理提供了理论、方法和技术支撑，但是当前国内外关于智能

机器人如何赋能图书馆仍处于探索阶段。图书馆服务实践通常是指图书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特

定氛围环境之中，通过运用特定的流程方式或工具手段，为用户提供相关服务内容的过程，具有服

务内容多重、实现形式多样、服务流程多元等典型特点。因此，智能机器人在创新服务理念、丰富

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引领服务实践等方面为图书馆服务赋能提供了理论、方法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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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构建智能机器人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参考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分类，从物理空间、流程管理、

数字内容和文化氛围等维度系统解构了智能机器人赋能图书馆服务实践的全过程。

1、智能机器人生态系统维度

通过对当前智能机器人应用模式与图书馆服务现状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完善的智能机器人生

态系统是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首先，以图书馆服务全过程为导向，涵盖服务过程

中的不同环节，如主体要素、环境状态、智能分析、服务加工、交互推送等，通过优化物联传感技

术、智能算法技术、计算可视技术、多维交互技术等技术方案，以此确立智能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体

系。然后，根据图书馆在开展服务过程中用户需求和流程设计，从基础设施管理、数据感知分析、

智能决策辅助、服务交互推送等方面，构建面向不同功能目标类别的智能机器人。最后，通过结合

图书馆的服务过程与用户需求目标，采用智能互联的方式，形成多类型、多功能、多形态的智能机

器人集群，进而实现智能机器人之间的智能协同，最终以用户和数据相融合的双元驱动形式，为图

书馆服务系统提供重要保障。

2、物理空间维度赋能

物理空间通常指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实体环境的总称，具体涵盖了资源设备、实体空间、

场景形态等要素。智能机器人不仅可以通过构建智能化物理设备系统优化图书馆空间服务布局，而

且可以创设一站式场景沉浸系统驱动图书馆空间服务再造。

具体而言，在设备革新化层面，智能机器人根据图书馆空间设计需求，融合不同类别数据与智

能技术，以此迭代和升级现有图书馆的相关基础服务设施。例如，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智能图书盘点

机器人“图客”通过融合物联网感知、计算机视觉、移动机器人等技术，采用 RFID 技术定位图书

内嵌芯片，以此实现图书自动盘点、快速查找、精准定位等功能，对传统盘点系统进行了有效迭代

和革新。在空间重构化层面，智能机器人根据图书馆馆藏现状、空间特点、用户流量等，不仅可以

将现有物理空间进行智能化连接与拓展，而且可以组合和构建全新的物理空间，以此对图书馆整体

空间进行功能化重构与拓展性优化。例如，深圳图书馆北馆、苏州第二图书馆等依托智能机器人技

术，构建地下智能立体书库对馆藏文献进行集中存储，通过智能分拣箱和传送机器人与地面空间进

行联通，实现还书归架、分拣配送等流程的实时化和智能化，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空间的利用率。

在空间场景化层面，智能机器人可以通过以物理嵌入的方式融合到图书馆多种场景服务空间之中，

以此实现物理空间的场景化。例如，智能机器人可以通过接入编程，承担学习陪伴者、场景营造者

的角色，嵌入到图书馆用户的学习研讨空间、知识共享空间、讲座展览空间等，通过馆藏展示、休

闲娱乐、氛围营造等方式实现图书馆学习互动空间的场景化。

3、流程管理维度赋能

图书馆流程管理服务主要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设计服务流程，并选择和确定服务方案的

过程。一般而言，图书馆流程管理服务包含了需求情境、方法流程、服务决策等环节。而智能机器

人以大规模数据资源为基础，促使管理服务中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和功能更趋于多元交互，进而驱动

图书馆管理服务模式产生重要转变。在管理精准化层面，智能机器人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识

别、机器学习等技术，并结合图书馆的用户管理、资源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管理需求，自动进行

管理情境数据的搜集、归类、分析和管护，以此为图书馆的不同管理部门提供全景式描绘，提升管

理服务的精准性。例如，问答咨询类机器人可以全方位描绘用户画像，实现用户自动化管理；资源

整合类机器人可以自动分析资源内容和服务现状，实现面向特定主题的多源资源整合；安全管理类

机器人可以自动巡视监控图书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安全漏洞，实现图书馆全天候安全管理。在

决策智能化层面，智能机器人通过运用大数据实时获取和动态分析，对决策情境领域内外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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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融合，进而有效突破决策领域边界，极大优化决策的智能化水平。例如，智能机器人可以将图

书馆关于用户的历史服务记录与用户的互联网空间活动数据进行有序整合，并关联用户实时的行为

特征、情感体验等数据，以此更为全面有效地为图书馆馆员服务决策提供智能化支持。在流程非线

性化层面，传统的管理服务流程通常遵循线性的过程展开，按照目标制定、信息分析、提出方案、

评估方案等环节来生成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结果。然而，智能机器人的深度运用，不仅能全方位获

取管理服务中的大数据“流”，还能对管理服务中各要素间的动态交互进行实时刻画，进而实现面

向全局决策和动态反馈的非线性流程融合。例如，相比于传统的“需求意识→目标表达→服务获取

→结果反馈”的线性流程模式，智能机器人集群可以构建以大规模用户为中心的需求大数据体系，

通过对其行为进行全景式洞察，进而形成面向用户全生命周期的、非线性的个性化服务响应的管理

决策新模式。

4、数字内容维度赋能

数字资源作为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字内容服务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图书馆数字内

容服务通常是以数字资源为载体，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对数字资源进行一系列的加工、配置、

处理等活动，最终以数字内容或数字产品的形式推送给用户的过程。具体而言，在资源数字化层面，

智能机器人可以作为馆藏资源数字化的工具，自动将馆藏书刊、古籍案卷、历史文集等传统纸质文

献资料进行数字化扫描、存储和归档。与此同时，图书馆可以通过与馆外机构建立联盟，运用智能

机器人对特色档案、古籍记载、“非遗”资料等进行数字化，以此扩充馆内数字资源库。例如，图

书馆可以通过与“非遗”传承人、社会机构等进行合作，利用智能机器人实施非遗资料的数字化方

案。在数据融合化层面，智能机器人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动作识别、历史交互等构建用户资源库，

实现用户数据与服务数据的融合。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通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将图书

馆的内部和外部的相应的数字数据资料进行系统性关联和整合，实现多来源的异构数据的一体化传

输、交换、分析，以此实现数字资源的多维加工处理和智能化知识服务。例如，国家图书馆以智能

机器人为载体，实现图书馆内部数据库、用户资源库、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的互连，在实时获取用

户需求的基础上，从全局视角对数据进行加工融合，为数字服务产品的生成提供基础。在服务多样

化层面，智能机器人具备拟人化、社交化、智能化等显著特征，可以根据用户的偏好将信息产品、

知识方案等服务内容以语音图像、视频对话、肢体动作、情境展示等方式进行表达和呈现，进而提

升整个服务过程的交互性、趣味性和丰富性，进而提升用户服务满意度。例如，阿伯里斯特威斯大

学图书馆开发了“Ｒobot Scientist(AI Scientist)”协助科研人员开展文献分析、知识图谱构建，

并进行全自动的科学假设检验，以此提升智能化知识服务的专业性和多样性。

5、文化氛围维度赋能

图书馆文化氛围通常是指图书馆在长期的服务运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

化认同等总称，其对于图书馆的转型升级、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用户的整体服务体验具有重要的

影响。智能机器人作为一种前沿性的创新服务模式，对于图书馆服务文化氛围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

用。

在形象智慧化层面，智能机器人在显著提升用户创新体验感的同时，能够与其他智能基础设施

(如虚拟现实、混合现实、智能设备等)进行深度融合，打造图书馆的智慧化服务品牌，助力智慧化

图书馆服务价值理念的形成。在群体包容化方面，由于图书馆涉及的用户群体广泛，尤其针对弱势

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因此，智能机器人可以通过嵌入式编程、功能化拓展等方式为幼儿、老

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此保障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性。例如，日本

筑波大学图书馆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借助用户的语音实现自主控制，并使用移动机械手来操作资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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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以此帮助特定群体提供相关文献资料和个性阅览服务，保障弱势群体用户的服务权益。在

文化多元化方面，图书馆服务具有公共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双重价值属性，决定了图书馆文化氛围的

营造亦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因此，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够深度挖掘不同类型的群体需求以此优化

“物质类”(如数据监护、信息支持、知识服务等)公共服务与价值认同，还可以根据当前地域特色

强化“精神类”(如人文风俗、“非遗”精神、文化基因等)文化服务与传承创新。例如，西安图书

馆的“汉服机器人”不仅可以为用户提供汉服的来源、制作、穿戴等相应信息服务，而且还可以对

不同时期汉服蕴含的特色传统、文化脉络、人文精神等进行场景化展示，构建了图书馆的科技创新

与历史文化融合发展的多元形态。

业务学习（二）

 智能机器人赋能图书馆服务的特征和实施路向

智能机器人赋能图书馆服务注重智能机器人在图书馆服务要素中的深度融合，强调管理服务人

员、用户群体与智能机器人集群之间所达成的一种高度契合的状态，呈现出典型的人机共融特征。

与此同时，从整体服务效能来看，智能机器人通过运用先进的数智技术，围绕图书馆服务的全生命

周期，实现服务的全过程感知、计算和表达，体现了典型的智慧实践特征。

1、人机共融

智能机器人已经作为图书馆服务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嵌入到图书馆服务的各个环节之

中，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以用户群体、服务人员、智能机器人等为主体的融合共生。这也是充分展现

了“智能机器人+”为核心要素在图书馆的服务理念、运营模式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典型应用。

因此，智能机器人赋能图书馆服务的人机融合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1）用户与智能机器人

的融合化，其主要涵盖了智能机器人通过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实现用户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协同，

进而实现双方服务过程中的深度化融合；（2）服务人员与智能机器人的融合化，其主要是智能机

器人嵌入到图书馆的专业服务团队之中，通过人机协同、业务融合的方式提升服务质量；（3）图

书馆外部机构人员与智能机器人的融合化，一方面，智能机器人通过与图书馆外部机构人员进行互

连与融合，可以丰富图书馆内部的数据资源，增强图书馆自身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可

以作为图书馆外部机构人员、图书馆管理服务人员和用户联结的纽带，在为多方协同提供互动交流

平台的同时，实现目标、关系、服务等多层次融合，进而推动图书馆全面化和一体化发展。因此，

人机融合化是智能机器人助力图书馆实现服务跃迁的最基本特征，亦是构建图书馆与用户群体、社

会组织、政府机构实现联合价值共创的标志。

2、智慧实践

智能机器人是数智技术创新发展的产物，通过智能需求感知、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服务生成等

一系列过程，达成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服务“智慧体”。一方面，智能机器人通过应用数智技术实现

图书馆服务实践的智慧化；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拥有强大的自适应性、自学习性、自治性的优势，

作为一种智慧的“化身”，能够将这种智慧转化成一种具备服务价值的实践化形式。因此，智能机

器人驱动图书馆服务实践智慧化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1）智慧数据实践化。智能机器人通过借

助先进的数据感测和数据存储技术，对图书馆内外的用户、流程、行为等数据进行智能感知，构建

了一种内涵度更广阔、颗粒度更细微、参与性更深入的数据全图景，实现了数据感知实践的智慧化。

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集群）通过对多样化数据集进行智能融合、分析和利用，以此挖掘用户需

求、加工数据产品、优化管理流程等，实现了数据利用实践的智慧化。（2）智慧服务实践化。智

能机器人支持的图书馆服务过程趋于以密集型知识服务为载体，通过以智慧数据驱动的形式，与用



第五十七期 2023.03 7

7

户、服务人员等形成服务共同体，以此形成一种高阶的人机协同共情，进而实现服务的无缝化、个

性化和智慧化。（3）智慧文化实践化。智能机器人作为图书馆文化服务和科技创新的融合体，能

够通过借助智能机器人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现，对时代精神的发扬传承，从而不仅有利于图书

馆营造文化创新的智慧化氛围，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文化价值和服务价值融合共生实践的智慧

化。

3、实施路向

尽管当前智能机器人在图书馆的应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是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

普及必将为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在对国内外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和智能机器人发展趋

势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本文从数据资源融合与规范、人机协同服务与保障、智能服务隐私与安

全、智慧文化培育与营造 4个方面，对智能机器人如何更高质量赋能图书馆服务提出了相应的实施

路向。

3.1、数据资源融合与规范

数据资源既是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也是智能机器人实现智慧实践的保障。依靠数字化技术

的深入应用，图书馆已经积累了海量、复杂、多样的数据资源，但是这些现有的数据资源已经无法

满足智能机器人智慧化服务实践的要求，因此，实现图书馆数据资源系统化融合和规范化治理，是

促使智能机器人赋能图书馆服务的关键。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数据资源系统化融合。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智能化设备，如

传感器设备、可穿戴感应设备、移动网络设备等，全天候实时对图书馆整体服务和运营过程的数据

进行获取和收集。与此同时，图书馆还可以与数据服务商、学术团体、社会机构等组建服务联盟，

构建公共服务数据平台，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促进数据资源的馆际互通、合作共享、多源关联以

及有序流动，以此对图书馆整体数据资源进行系统化融合。（2）数据资源规范化治理。多样化主

体（包括公众、政府机关、企业团体、社会机构等）的深度参与是图书馆构建高质量数据资源库的

基础，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数据资源的种类、范围、效用等构建统一的存储标准和数据开放管理

规范体系，同时依照智能机器人的服务等级标准，建立相应的数据质量管理规范，以此为不同类别

智能机器人（群）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创造提供基础。

3.2、人机协同服务与保障

人机协同强调了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通过一系列有序的交互和协作活动而实现共同目标的过

程。从这一层面来看，图书馆可以组建由专业馆员、智能机器人、数据工程师等构成的人机协同服

务团队。一方面，人机协同服务团队可以根据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将智能机器人作为合作伙伴，在

强化智能机器人拟人化和智能化优势的同时，实现个性化知识服务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在智能

机器人与用户开展交互服务的过程中，通过物理嵌入、虚拟嵌入、关系嵌入等方式，实现智能机器

人与用户之间目标、行为和关系的协同，最终形成用户－智能机器人－服务人员之间多方深度涉入

的协同服务模式。鉴于此，图书馆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需求，创设对应的人机协同服务场景，

展现智能机器人数据感知、产品加工、服务推送等环节的原理机制，提升用户对于人机协同交互和

动态决策过程的认知度和信任感。与此同时，图书馆可以通过构建多样化的人机协同服务模式，如

语音问答、肢体交互、共情协作等，扩展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任务匹配度，并构建相应的人机冲突

处理机制，以最大程度保障人机协同服务过程的安全性、流畅性和深度性，进而实现群智协同效率

的最大化。

3.3、智能服务隐私与安全

用户隐私问题一直以来是人工智能支持服务的核心问题。智能机器人针对大规模用户的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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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互行为数据、情境需求状态等感知、融合、分析和应用过程，必然涉及到用户的隐私安全，

这就需要图书馆加强智能机器人在全服务生命周期过程中对于数据资源的高质量监护和严格化管

理。具体而言，在数据感知阶段，图书馆可以制定相应的用户数据模型，并将云计算技术应用于智

能机器人，实现数据的云端统一存储、传输和管理。在数据分析阶段，智能机器人可以采用区块链

技术，实现数据转化、分析、处理等环节的可回溯化，防止数据的恶意篡改，以此保证智能机器人

数据分析的透明性和完整性。在数据管理阶段，图书馆可以将用户数据、服务数据、过程数据等进

行分层结构化处理，采用公共信息匿名化、敏感信息加密化的形式，设置相应的公开访问和开放共

享机制，并定期对相关数据资源的安全性进行动态化认证和系统化评估。在数据利用和监护阶段，

图书馆之间可以利用智能机器人数据分类与监管系统，实现数据流和业务流的深度融合，以此逐渐

构建面向图书馆服务生态系统的数据资源联盟体。在此基础上，采用平等协商的方式，构建围绕数

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的监护模型，制定相应的数据使用规范，进而健全多模态数据的安全监督管理体

系。此外，图书馆可以强化智能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的人工智能决策的可解释性，建立数据要素流

通的 法律规范机制，以此提升用户对于智能机器人服务模式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3.4、智慧文化培育与营造

智能机器人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关注，但是随之而来的服务馆员的职业危机、

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用户的智能异化等一系列问题正逐渐成为制约智能机器人服务大规模推广和普

及的重要瓶颈。基于此，图书馆集密集型知识、前沿性技术、大规模用户为一体，通过开放智慧文

化对话、培育多元价值理念、提升公众智慧素养等措施，营造良好的人机共融新常态。具体而言，

在开放智慧文化对话方面，图书馆可以依托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政务等平台，通过借助智能

机器人与文化传播平台、智慧政务平台、社区交流平台等进行互连与融合，构建图书馆与公众的智

慧服务沟通渠道，及时发现和分析公众的文化服务诉求，实现以智能机器人为载体的智慧型公共文

化服务对话。在培育多元价值理念方面，由于图书馆服务具有公共价值、文化价值、创新价值等多

元价值属性，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智能机器人的特征优势，打造面向特色文化服务、学科知识服

务、健康管理服务等智能机器人服务集群，强调融合数智技术推动传统服务的转型与升级，构建人、

技术、资源、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价值共生的开放式服务生态系统。在公众智慧素养方面，图书馆可

以利用智能机器人深度嵌入到用户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通过举办智能机器人服务游戏、培训讲

座、学科实践等活动，强化智能机器人的情感价值，提升用户的数智素养技能水平，构建人文相宜

的智慧素养培养策略。

4、结语

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和应用为图书馆服务的智慧化转型和高质量供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

案，极大地推动了智慧图书馆新形态的形成。一方面，智能机器人以海量数据资源为基础，通过融

合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对于技术深度应用、决策高效制定、服务策略革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引领价

值；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作为与用户群体交互的重要载体，通过借助拟人化、智能化、社交化等

显著优势，极大地提升了服务的多样性、个性化和创新性，对于优化用户服务体验、提升服务质量

具有重要价值。当前，随着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国家战略规范的深入推进，智能机器

人已经成为公共服务、文化传承、健康管理的重要手段，图书馆可以借助智能机器人构建面向多部

门、多领域、多机构的智能服务载体，更好地将自身服务融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之中，进而培育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创新、个性发展的多元价值生态系统。

（陈越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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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名人
 河东名人系列七

71.张彦远

张彦远（815～907），字爱宾，蒲州猗氏人。唐朝大臣、画家、绘画理论家。出身三代相门，

博学有文辞。擅长书画，精于鉴赏，初为左补阙。历任祠部员外郎、任舒州刺史、大理卿。著有《历

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等。其作品《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

史。

72.聂夷中

聂夷中，唐河东人，诗人。咸通十二年（871 年）登第，官华阴尉。到任时，除琴书外，

身无余物。其诗语言朴实，辞浅意哀。不少诗作对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进行了深刻揭露，

对广大田家农户的疾苦则寄予极为深切的同情。代表作有《咏田家》《田家二首》等。他的“医得

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样的诗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73.张观

张观，绛州绛县人，字思正。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甲寅科状元。张观年少时，

即以严谨好学闻名乡里。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解州。仁宗即位，迁太常丞，为三司度支判

官、知制诰，出知杭州。还朝后，进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累迁左司郎中，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

后徙澶州。当时正遇水患，州人大恐，众人都劝他移高地以避险，张观怒道：“太守独去，如州民

何？”乃亲领兵民加高堤岸，直至水退为止。徙郓州后，上疏朝廷，请放宽煮盐之禁，使获罪者日

少。

74.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 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四朝，

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配享宋哲宗庙廷，从祀于孔庙及历代

帝王庙。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

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75.赵鼎

赵鼎（1085～1147），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人。南宋初年政治家、文学家、宰

相。他两度出任宰相，任内推崇洛学，巩固政权，号称“小元祐”。赵鼎主张养民力、稳根基。为

政期间，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为巩固南宋根基贡献甚大，被称为南宋中兴贤相之首。有《忠正德

文集》《得全居士词》等传世。

76.马远

马远（1140～1225），字遥父，号钦山，河中人，生长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绘画

大师。出身绘画世家，擅画山水、人物、花鸟，山水取法李唐，笔力劲利阔略，皴法硬朗，树叶常

用夹叶，树干浓重，多横斜之态。楼阁界画精工，且加衬染。喜作边角小景，世称“马一角”。存

世作品有《踏歌图》《水图》《梅石溪凫图》《西园雅集图》等。

77.高克明

高克明，宋代绛州人，主要活动时期在太宗，仁宗二朝，为当时著名的山水画家。高克明

的山水画创作，大多是从实地观察获得素材，复经自己深思熟虑、苦心经营中得来，并不专师于一

家，却能注意采撷诸家之美，参成一艺之精，自为体格，颇有创新的味道。高克明山水画作品的代

表作为《雪意图》（现藏美国），《宋朝名画评》将其作品列为妙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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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孟珙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号无庵居士，绛州人。南宋中后期军事家，民族英雄。孟

珙出身将门，他早年随父于枣阳抗金，父死后接管忠顺军，1233 年，击败入侵的金国恒山公武仙

所部。1234 年，参与蔡州之战，联合蒙古灭亡金国。宋蒙战争爆发后，统领南宋川蜀、京湖两大

战场，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病逝后赠太师、吉国公，谥号“忠襄”。

79.段成己

段成己（1199～1282），字诚之，号遁斋，别号菊轩，金代绛州稷山县平陇村人。段克己

之弟，兄弟二人被称为“二妙”，正大七年（1230 年）词赋进士。天兴三年（1234 年）金朝灭亡，

兄弟两人隐居龙门山中。克己卒后，成己迁居平阳。中统元年（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段成

己为平阳路儒学提举，辞不就。

80.关汉卿

关汉卿（约 1234～1300），字汉卿，号已斋（又作一斋、已斋叟），解州人，另有大都（今

北京市）人之说，元杂剧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的杂剧深刻地揭露了元代腐朽黑暗的社

会现实。他的作品具有主题深刻、结构严谨、形象活泼鲜明、语言泼辣质朴的杂剧特色。他是我国

戏剧史上作品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位作家。他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单

刀会》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摘自运城新闻网）

好书推荐
 《狂飙》

作者: 徐纪周 朱俊懿 白文君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出版年:2023

ISBN:978-7-5736-0430-9

作者简介：

徐纪周，中国内地男导演、编剧、监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导演系。曾获白玉兰奖最具实力导演奖、华鼎奖最佳编剧奖、国剧

盛典年度最佳导演奖、北京电视台个人特别贡献奖等荣誉，代表作

品有《永不磨灭的番号》《特战荣耀》《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杀

虎口》《胭脂》等。

朱俊懿，职业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品有《永不

磨灭的番号》（中国三峡出版社）、《春江英雄之秀才遇到兵》（江

苏卫视、北京卫视）、《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安乐电影）、《八

零 90》（湖南卫视、芒果 TV）等。

白文君，1986年出生于山西省，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专业。自 2009年开始从事影视

编剧工作。代表作有电影《搜救犬阿布》《梨园追梦人》《非常觅时者》《昨日重现》、电视剧《队

长》《你我它》《只问今生恋沧溟》《路鸟》《警队先锋》等。

内容简介：

真实还原扫黑除恶第一线，以横跨 20年的群像叙事方式全景式地展现时代变迁下的黑白较量

与复杂人性。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EC%BC%CD%D6%D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BF%A1%DC%B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D7%CE%C4%BE%F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818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21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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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作者: 王元崇 著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2021

ISBN: 978-7-5496-3410-1

第十七届文津奖获奖图书

作者简介：

王元崇，历史学家。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现于特拉华大学任副教授。

专攻近世中国和东亚外交史，著有《再造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等

作品。

内容简介：

1784 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出一艘名为“中

国皇后”号的帆船，满载对财富的渴望和对东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

下的盛世中国；一百多年后，大清轰然崩溃，而美国却在通向霸权之路上

如日方升。在一个多世纪的相望、相遇与相撞背后，是中国逐渐认清世界，并蹒跚追赶时代脚步的

历程。双方的此消彼长，正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交错的侧影。

中美两国并不接壤，但自 1784 年以来却从未分开。从东印度公司贩茶至美，到广州民妇命丧珠

江，从蒲安臣使团到幼童留美，从美国的排华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历史学家王元崇全面分

析清美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互动，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细节，在“天

朝”与“外夷”、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之中，解读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复杂博弈，还原中

国走向近代化的艰辛之旅；打破线性历史观的陈腐教条，重新审视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法治的细节》

作者: 罗翔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1

ISBN:978-7-2222-0433-1

第十七届文津奖获奖图书

作者简介：

罗翔，1977年出生，湖南耒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内容简介：

“法律”罗翔教授 2021 全新法律随笔集。举案说法、热点议论、品读经典、感悟人生，从生

活的不同侧面，追寻法治的正义，获取人生智慧。在本书中，罗翔就像每个人母校的老师一样，用

真诚之心分享这一年来的体会与感悟。不仅解读了张玉环案、N号房事件等热点案件，而且分享自

己的阅读体会、人生经验，能够提高普通人解读热点新闻的思辨能力。刑法常识结合法理精神，兼

具法律与人文的力量。

（范晓丽推荐）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33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DE%CF%E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4%C6%C4%CF%C8%CB%C3%F1%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baike.so.com/doc/1773376-18753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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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2004年,国家图书馆设立了“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每年举办

一次，每次评出获奖图书 10种(可空缺)。评奖对象为前一年度公开出版、发行的汉文版图书，评

审工作由国家图书馆为主组成的组委会策划组织，聘请馆内外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评选范围

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的大众读物，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的人文素

养和科学素养的普及类图书。获奖图书通过社会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产生。

本期责任编辑：范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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