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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人工智能的声音：社会符号学视角下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 

冯昌扬  陈静怡  陈小楠  迟润琳 

摘  要  图书馆员的职业形象影响图书馆的社会认同和发展未来。文章使用非人类数据来源，结合视觉社会符

号分析方法，通过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有关图书馆员职业的图像进行分析，挖掘其中隐含的图书馆员职业形象

认知特点，以揭示人工智能认知视角下图书馆员的形象构建。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复制了社会对职业的性别

偏见，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呈现出刻板化、模式化特点，而对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呈现

出包容化、赛博化特点。 

关键词  图书馆员  职业形象  人工智能  视觉社会符号分析 

引用文本格式 冯昌扬，陈静怡，陈小楠，等.听听人工智能的声音：社会符号学视角下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

职业的认知[J].图书馆论坛，2025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Cognitive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Librarian Prof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semiotics 

FENG Changyang  CHEN Jingyi   CHEN Xiaonan  CHI Runlin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image of librarians affects the social ident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This study 

utilizes non-human data sources and employs the method of visual social semiotics analysis. Through analyzing images 

related to the librarian profession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aims to uncover the implicit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ian professional image, thereby reveal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an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gni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licates society's gender bias on occupations, 

exhibiting stereotypical and standardized characteristics in its cognition of librarianship. However, its perception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demonstrates a more inclusive and cyberized perspective. 

Keywords   librarian; professional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sual social symbol analysis 

 

0 引言 

自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 1876 年宣布图书馆工作为专门化职业以来，图书馆员已有

140 余年的历史。但 20 世纪末以来，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界不乏兴起图书馆员边缘化

等自我贬损论调，具体表现为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对图书馆员的背离[1 ]、图书馆员对自

我形象的贬低[2]、数字时代图书馆员主体身份的边缘化[3]、图书馆员的社会声望下跌[4]等

方面。种种边缘化现象呈现出的图书馆员职业危机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认同与未来职业

者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员的形象建构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图书馆员作为图书

馆组成三要素中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其形象影响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图书馆的

发展未来[5 ]。图书馆依赖于图书馆员发展、维持正面形象，实现其构建良好信息环境/为

用户提供完善信息服务的责任使命。本研究希望从人工智能视角切入，探讨图书馆员的

形象建构，并为图书馆员思考他们是谁提供思路。 

1 研究现状 

职业形象是指一种职业构成一种组群，每种组群都拥有社会与文化对其认可的文化

模式[6 ]，如人格特质、角色性质。近年学者从不同研究对象出发揭示图书馆职业形象。

徐建华团队面向社会公众[7]、未来职业者（图书馆学专业在读学生）[8]和图书馆员[9]对于

图书馆员形象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公众眼中的图书馆员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值得亲近且不疏离、具备强大专业能力、工作枯燥清闲以体力劳动为主，未来职业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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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书馆员认真、具有显著的女性特征但欠缺服务意识和创新思维，图书馆员认为自身

热情、具有能力，但工作简单枯燥且辛苦，呈现出偏爱自我、贬低工作的刻板印象。范

逸清[10 ]、张立菊[11 ]、Xie[12 ]对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新闻报道等媒介进行内容分析，归

纳出模式化的图书馆员形象：博学敬业、具备检索等专业技能和知识、孤僻沉静、服务

和资源的提供者。Vassilakaki等[13]总结 2000-2013年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员形象与刻板印象

的 60篇文章，从公众、图书馆员、学生、大众媒体和形象问题（Image as an issue）五个

视角揭示出图书馆员被认为是智慧、积极、友好和关爱他人的，但也有部分公众和学生

认为图书馆员偏向于“老女仆（the old maid）”形象。Malid等[14]通过问卷的形式面向图书

馆用户收集关于图书馆职业的形象感知，发现大部分人认为图书馆职业具备乐于助人、

友好、有秩序、有礼貌、善良的良好特质，但整体教育水平不高且从事的工作缺乏专业

性。 

目前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基本涵盖问卷、文献、访谈、大众媒

介等分析对象，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缺乏非人类来源的数据。无论是新闻报道、

综述文章、调查问卷、科幻小说，均来自人类或其创造的作品，可能存在以人类为中心、

先入为主、隐瞒真实态度、数据量较小等问题。（2）采用的分析方法更适合结构化和

概念化的分析。形象的社会建构本质上以语言作为中介[15 ]，探究图书馆员职业的形象建

构应当首选话语分析方法。（3）侧重采集文本、对话等语言符号并挖掘其中所隐含的

形象塑造，但忽略了图像、音频、视频等非语言符号。随着单一的语言媒介逐渐被由图

像、声音、视频等构成的复杂媒介所取代，呈现出多模态、多元化、多媒介特点，非语

言符号的建构作用理应得到重视。建立在现有研究局限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视觉社会

符号学理论，对图书馆员职业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分析，以揭示人工智能认知视角

下图书馆员的形象构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s Content）是指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自然语

言加工、荟萃、整合和生成能力生成的文本、图像、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16 ]。由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缺乏指向性、对所处理符号的认知和对人类社会文化规范的了解[17 ]，其

生成内容没有表现出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且建立在海量的数据与实例上计算、

学习生成，因此，选择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为研究对象，能够很好弥补人类认知存在的

先入为主、数据规模小的问题。图像作为非语言符号的一种视觉符号，包含了更多的环

境信息，对其进行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揭示符号表示的社会认知和意义建构[18 ]。综合这

些因素，本研究将人工智能生成图像（AI-generated images）作为分析对象。 

目前已推出许多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其中 Midjourney 允许用户在不具备编程技能

的情况下自由生成图像。在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Midjourney中，用户通过加入Discord服

务器并在机器人频道中输入英文文本提示（如/imagine prompt librarian），就能够得到

Midjourney 根据文本提示生成的一张 2×2 网格的图像；然后用户可以选择放大图像（增

加其分辨率）或创建其他变体（与用户选择的图像在整体风格和构图上相似）对生成图

像进行调试。此外 Midjourney 允许用户灵活下达指令，从而影响最终的视觉输出。2023

年 8月 20日，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 Midjourney账户，开始开发文本提示，通过生成器创

建生成图像。由于 Midjourney 生成的图像数量非常庞大，直接分析所有图片会消耗大量

时间和精力，且可能因信息过于庞杂而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足够

多的随机轮次，为每一个文本提示生成 100张图像①，共计 800张图像形成样本池，然后



《图书馆论坛》2025 年 

————————————————————————————————————— 

3 

 

采用计算机工具为每一个文本提示自动化筛选出 10张图像作为分析对象，从而尽量避免

图片生成过程中的随机性带来的偏差，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提高分析的质

量和可靠性。 

2.2 理论框架 

视觉社会符号分析是指在从视觉符号中归纳表达的模式并分析其意义，是常用的多

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在该方法论的代表人物中，Kress 和 van Leeuwen 提出的视觉语法理

论为研究图像这一符号的模式及其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受 Halliday 提出的

语言三大元功能（概念、人际、语篇）启示，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可从再现意义、

构图意义和互动意义三方面理解图像符号。 

再现意义是指图像对各种现实经验的表达，主要包括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叙事再

现指对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的反应的分析，概念再现指对图像主要构成要素的特征和本

质属性进行分析[19]。构图意义是各构图要素的信息价值（Information value）、构图的取

景框架（Frame）、各元素的显著性（Salience）。信息价值即构成元素在视觉空间中的

位置赋予它们相对于彼此和读者的特定价值。取景框架是指利用线条、阴影、颜色等造

成图像整体上及各元素之间的分割。显著性是指使用视觉手段，如前景、大小和色调对

比，以不同的形式吸引读者对构图元素的注意[19]182。 

互动意义是指图像视觉符号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而且构

建绘画者、图像中描绘的人物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9]113。在实施互动过程中，主要包

括行为与凝视（Image act and gaze）、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and intimacy）、垂直视

角（Horizontal perspective）、水平视角（Vertical perspective）四大要素[19]115-138。 

（1）行为与凝视是指根据图像人物的行为或视线，可将图像分为索取（Demand）

和提供（Provide）图像。前者指图像中描绘的人物通过眼神接触或姿势向读者索取信息

或服务；后者指图像中描绘的人物视线落在图像外或别处，则更倾向于给读者提供信息

或服务。在索取图像中，读者能够感受到参与（engage），而提供图像中读者更能感到

人物的疏离（alienating）。 

（2）社会距离是图像描绘的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根据可包括亲密（imitate）、个人

近距离（close personal）、个人远距离（far personal）、近社会距离（close social）、远

社会距离（far social）、公共距离（public）六类社会距离，距离越远越能够体现图像描

绘人物带来的距离感。 

（3）垂直视角是指图像描绘的人物相对于读者的垂直角度或图像描绘人物相对于

彼此的垂直角度。当图像人物俯视读者时候，其地位高于读者。当图像人物与读者是平

视时，二者地位相当。 

（4）水平视角是指图像描绘的人物在画面中相对于读者的水平或非水平定位。当

图像中人物是以正面角度展示给读者，更容易产生亲密感，反之如果以侧面角度展示，

则容易产生距离感。 

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制度、民族、文化背景等中使用同一社会符号时，符号的

意义就会被重新塑造[20]；也即不同文化对同一社会符号的理解不同。而 Midjourney 生成

器学习的语料库主要是英文数据，因此，本研究基于英语国家的文化对视觉符号进行解

读。本研究以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为分析对象，结合视觉社会符号分析方法，对

Midjourney生成的有关图书馆员职业的图像进行分析，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研究问题 1（RQ1）：希望了解人工智能是如何看待图书馆员的形象。为此，本研

究问题选择的文本提示尽可能保持通用性，最终确定四个文本提示：librarian，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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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librarianship和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研究问题 2（RQ2）：旨在研究人工智能如何看待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职业的变化。

随着数字技术变革的推进，图书馆依赖的知识内容、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环境发生变化。

信息资源和知识内容走向自由流动和数字化，要求用户提高适应新变化的素养内容。这

一趋势促使图书馆提高对数字资源和素养教育的重视，数据馆员和素养馆员的岗位需求

随之增长[21 ][22 ]。同时数字技术向各个学科领域延伸，催生技术与人文学科的跨学科交流

范式。在此基础上，用户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有了新期望，希望图书馆支撑数字人文研究，

并帮助把握科技发展的趋势，探索和决定辅助战略决策的路径与方向[23 ]。由此，数字时

代的图书馆员角色可突出表现为数字资源管理、素养教育、数字人文研究支持、智库服

务。不同提示语言会导致生成图像不同。参考 Thomas 等[24 ]研究，所使用的提示语言应

尽可能开放、贴切、易懂，使用描述角色的复合名词和被广泛接受的英文表达。因此，

最终确定四个关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角色的文本提示：digital curator，literacy educator，

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ian和 think tank librarian。 

3 研究结果 

3.1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形象的认知 

3.1.1 图书馆员（Librarian）：博闻强识、服务用户、沉闷保守的女性 

根据“Librarian”文本提示筛选得到的 10 张图像人物中，观察到特征不同但具有相似

点的女性形象。图像描绘的图书馆员均以正面的身体姿态和较近的社会距离展现给读者，

并与读者有同等水平的眼神接触。依据视觉符号学的行为和凝视、社会距离要素，这一

画面可理解为图像人物与读者的互动过程是平等、近距离的，能够促使图像人物与读者

建立起互动的关系，使读者参与到人物的服务场景中。另外，图像中多数为浅肤色，黑

头发，表情较为严肃，佩戴眼镜，并身穿高领、整洁的服饰，没有纹身、唇钉等身体艺

术行为。眼镜作为图像的构成元素之一，能够表征佩戴人物的博闻强识，是图书馆员最

主要的身份标签[12]。黑发色、表情认真严肃、高领服饰和无文身唇钉进一步说明，在人

工智能认知中，图书馆员仍是认真严肃、沉闷保守、中规中矩的女性。除相似点外，部

分图像也存在特殊的地方。编号为 7 的图像以近景人物、远景场所的构图方式描绘了一

位图书馆员位于图书排架前，揭示了图书馆员的工作场所与工作内容，即负责书籍的借

阅、归还等相关业务。图中人物与书籍元素关联出现，指明了馆员的服务场景。 

 

图 1  Midjourney生成的图书馆员形象 

 

3.1.2 图书馆员工（Library staff）：疏离人群、孤立工作、缺乏认可的女性 

图书馆员工（Library staff）是指图书馆内不具有图书馆员头衔且不需要 MLIS

（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学位的员工[25]。在该文字提示下，Midjourney

生成的图像具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10 幅图像的人物均为短发或梳精干小发髻、身穿暗

色调服装的女性。其中，部分图像描述图书馆员工站在图书排架前，揭示其岗位的工作

内容，承担图书上架、馆藏整理的任务。多数图像使用可观察到全身的社会距离、背面

形象和严肃的脸部特征描述人物，会给读者一种疏离、冷漠的感受，意味图书馆员工往

往疏离于人群，与图书馆员工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这一性质相吻合[26]。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首先约一半的图像中图书馆员工的面部没有明显的五官特征，对应以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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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发现，表明图书馆员工拥有较低的话语权和社会认可度[27]。其次，编号为 31、45的

图像展示了不同发色、年龄和人种的形象，指出相较图书馆员的形象，图书馆员工呈现

了多元化的特征。 

 

图 2  Midjourney生成的图书馆员工形象 

 

3.1.3 图书馆员职业（Librarianship）：馆藏管理和学业支持 

“Librarianship”文字提示下生成的 10 幅图像中，均描述了对图书馆员职业形象的认

知。馆藏书籍和身穿学士服的人物是图 3 中最常见的符号元素。馆藏书籍这一元素往往

位于图像中心（例如编号 48）。从中心至四周的构图往往表达的是重要到次要的结构[28]。

这种视觉和象征性的布局突出了中心元素的重要地位，反映出图书馆员职业被认为依附

于馆藏资源而存在价值，其职业定位局限于图书的获取、管理、保护和利用这一范畴。

学士服这一符号是毕业生群体的指代，该元素多位于图像左侧。左侧的信息是已知信息，

右侧的是需要关注和讨论的新信息，将馆员放在右侧凸显图书馆员职业承担了支持学生

完成学业、提供丰富学术资源的角色，在帮助学生获得学术成功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

用。除此之外，部分图像（例如编号 59、64）描述的人物拥有白发特征，表明图书馆员

职业被认为与年龄较大的女性群体相联系。图 3 中主要人物的脸部大多朝向图像的其他

元素，甚至以侧面角度展示给读者，这种构图方式传递了弱参与的互动意义，与图书馆

员职业的服务性质相关。 

 

图 3  Midjourney生成的图书馆员职业形象 

 

3.1.4 信息职业（Information professional）：模糊的女性形象 

根据“information professional”的文字提示生成的图像中突显出以橘色为主的暖色调

和蓝色为主的冷色调，描绘的人物中包括身着女式西装、齐短发（Bobbing）或束发的

女性形象和身穿男式西装的男性形象。橘色作为图像中的视觉元素，往往传递着生机、

活力、前进趋势与鼓励活动的意义[27,29]，对应信息职业的从业者充满活力和外向性的人

格特质[30]。女性的齐短发具有高控制的象征[31]，与信息职业高控制的工作环境相符[32]。

西装是阶级感的表征，传递权威、专业、可信赖和具有说服力的含义[33,34]，表明信息职

业被认为可信任和尊重，从事工作内容的专业性较强。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性别的形象

表现出较大差异，图 4 里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形象缺少完整的容貌特征，或模糊或仅保留

部分特征。这隐含在该职业领域中女性的边缘化和不可见的意味。除了上述提到的人物

符号，纸质资讯（编号 25）和数字技术（编号 83 中出现“Digital”术语）两个事物符号也

是图 4 展示的重点。数字技术这一符号接替纸质资讯出现，诠释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

的迅速发展与信息职业形象的联系，表明信息职业跟踪技术业态，具有强技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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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idjourney生成的信息职业形象 

 

3.2 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职业的角色性质变化 

3.2.1 数字策展人（Digital curator）：以数字资源为工作重点、外形自由 

数字策展是在数字资源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管理，以供当前和未来使用的过

程。在图书馆职业领域，人工智能理解的数字策展人形象常和以数字材料为重点的工作

内容相关[35]，且表现出去刻板化。首先，部分图像呈现数字资源元素，如编号 74中屏幕

里面的数字信息，编号 72 中眼镜上的数据。其中，编号 64 图像中呈现了携带文件夹形

状物体或侧身独自站立的数字策展人，既揭示了其在负责保存、记录和管理数据的可信

输出任务中承担主要角色，又点明数字屏幕在数字策展工作中的辅助作用。眼镜是图 5

的重要构图元素，在视觉符号学中指代洞察力，表明数字策展人需要具备洞察力，通过

分析挖掘数据隐含的价值并实现数据增值[36]。图 5的 10幅图像中出现不同形式的资源元

素例如文本、图像，表明数字策展人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单模态数据，还包括以图像、

实体等多模态资源的保存利用。其次，图 5 对于数字策展人的描述打破对馆员的刻板印

象，趋向于多元化。整体图像以红蓝为颜色基调，红色赋予职业热情、奋进的形象，蓝

色则代表科技和理性，两色相撞隐喻了数字策展人兼具二者的形象。人物的发型发色不

拘泥于黑色和短发，且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体现出数字策展人这一职业对性别特征的

模糊化和对外在形象的自由表达。 

图 5  Midjourney生成的数字策展人形象 

3.2.2 素养教育者（Literacy educator）：教授知识、无清晰正面形象的女性 

数字时代下的图书馆员承担了素养教育者的角色，凭借对信息素养和教学技能的熟

练掌握，培养用户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算法素养等方面。在“literacy educator”文字提示

下生成的图像人物均为短发女性，隐含人工智能认为素养教育者属于女性职业的意味，

且约一半的图像人物并不完整，有清晰的面部轮廓却缺失五官特征，暗示对图书馆员作

为“literacy educator”角色价值的不认可[36]。除此之外图像类似的点还有，编号 70、81 等

图像中主要人物都与书籍这一符号关联出现，且头部并未正面读者而是朝向图像中的其

他元素，这种布局塑造了素养教育者专注地面向听众教授知识的场面，表明教育是素养

教育者的重要工作内容。其他图像还出现多样化的符号种类，表达的意义趋向丰富化。

编号 68 的图像里人物的发根发白而尾部为黑色，可判断其年龄大致处于中年，编号 72

出现黄色头发的馆员。图 2、64 的人物肤色均为黑色或黄色。中年和肤色元素揭示了人

工智能理解的素养教育者形象更为多元化和包容化，打破西方关于图书馆员多为白色人

种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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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idjourney生成的素养教育者形象 

3.2.3 数字人文馆员（Digital humanity librarian）：人文科技性质兼具 

“Digital humanity librarian”文本提示生成的 10幅图像人物中均突出数字人文馆员独身

工作的女性形象特征，隐含馆员职责具体化，工作任务聚焦某一领域造成岗位设置分散

于图书馆各部门[37,38]。所有图像中人物与读者有近距离的眼神接触，隐喻馆员依靠扎实

的专业技能知识，聚焦于为学者、教师、学生提供咨询、指导和支持[39]。部分图像中数

字人文馆员与整齐排架的图书馆文献和数字屏幕两个事物符号关联出现，表明其通常是

在数字技术和图书馆资源的交叉点工作，且需要从事数据密集型研究或实践[38]。另外，

编号 78的图像描绘了一个类人机器馆员形象，暗示在人工智能的理解下，部分数字人文

馆员的实践已经由机器自动化操作。就颜色符号而言，红色和蓝色是主要基调色。参考

上述对红蓝色的解释，可理解为数字人文馆员不仅要具备人文专业知识也要熟悉技术专

业知识。 

 

图 7  Midjourney生成的数字人文馆员形象 

3.2.4 智库馆员（Think tank librarian）：高知、提供智能咨询服务 

智库馆员是指具有图书馆服务、管理和创新能力，面向智库服务的专业图书馆员[40]。

部分图像使用视觉手段，突出人物的耳朵大小，揭示出智库馆员的任务职责需要倾听、

理解用户需求提供对应咨询服务。图 8 中多数图像生成了一个偏离传统人类形态的智库

馆员形象，头部和眼睛的比例异常放大，在视觉上与科幻电影中常见的“异形”有相似之

处。西方文化中头部对身体领域具有基本的锚定意义[41]，异形被赋予强大且超越人类智

慧的寓意[42]，综合说明智库馆员通常具备较高知识水平。从颜色符号方面分析，除了常

见的橙色符号，编号 49、98等图像中人物的轮廓边缘均出现了蓝色，结合蓝色作为颜色

符号的含义，表明智库馆员被视为理性的代表。图书馆书籍元素通常与智库馆员关联出

现（例如编号 63、64），说明智库馆员具有复合属性，是联结图书馆与智库的重要纽带，

既有承担智库服务的专长又具有图书馆业务方面的技能。 

 

图 8  Midjourney生成的智库馆员形象 

 

4 讨论 

4.1 人工智能复制了社会对职业的性别偏见 

与俞碧飏等[43]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从人工智能认知出发，发现人工智能认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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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属于女性职业。Midjourney 生成的图像中，在“Librarian”“Library staff”“Librarianship”文

字提示下生成的人物均为女性形象，缺少男性馆员。在“Information professional”文字提

示下生成的图像中，女性大多没有完整的容貌特征，表明该职业领域下女性的被边缘化

或不可见。究其本质原因，主要是不同性别在对应的职业领域中缺乏代表性，训练数据

缺乏多样性，造成人工智能复制了当前社会对于图书馆员和信息职业的性别偏见。性别

在不同职业领域缺乏代表性往往由社会角色引起。传统认知中女性温暖善良，能够为家

庭和朋友提供丰富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更适合胜任高社会化的工作[44]。图书馆员

（Librarian）、图书馆员工（Library staff）、图书馆员职业（Librarianship）要求与用户

建立良好的服务关系，对用户的需求和感受保持敏感，并在工作中给予理解和帮助，属

于高社会化职业。信息职业因其数据和信息的职业特色而有着更多接触新兴数字技术的

机会[45]。普遍的社会认知下，女性缺乏技术竞争力的观念成为其性别身份的一部分并被

迫在技术相关的领域边缘化[46]，如果要融入信息职业的工作环境，需要掩盖自身的女性

气质，表达出“强势、高控制”等男性气质（如齐短发的形象）。男性在图书馆员职业的

隐身、女性在信息职业的模糊化对两性群体的职业生涯发展、社会公平的实现极为不利，

需要综合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矫正这一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4.2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刻板化、模式化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图书馆员工、图书馆员职业形象的认知较为刻板化和模式化，

将相关职业形容成博闻强识、服务用户、沉闷保守、中规中矩、远离人群较为孤僻的形

象，并建构图书馆员主要从事的工作内容为馆藏书籍的管理和提供学业支持，塑造了图

书馆员职业鲜明的图书保管员和教师的身份。这与公众对西方图书馆员及其工作内容的

刻板印象相似。以往的研究发现，图书馆被视为知识天堂和教育的重要象征，在图书馆

工作的馆员形象通常与知识和教育相关联，需要整理馆藏书籍，为毕业年级学生提供学

业支持，饱读诗书，博闻强识。但由于对知识女性的刻板印象，图书馆员也被消极地认

为是穿着保守、戴眼镜、整天阅读的“书呆子”[47]，且因为在藏书较多的封闭环境下工作，

较少与他人打交道，进而形成馆员往往是孤僻、疏离人群、刻板严肃的形象猜想[11]。这

种刻板印象会导致图书馆员个性的缺失，例如带有文身唇钉的馆员呈现出的形象与传统

认知中图书馆员的形象不符，可能会被用户认为无法胜任专业工作[48]。这一刻板印象若

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与消除，反而一直保留并延伸至人工智能生成的媒介中，长此以往，

必将加速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声望下跌。 

4.3 人工智能对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包容化、赛博化 

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员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同时，图片中人物的发色也有多种选择，

如蓝色、黄色和金色，这种模糊性和形象的自由表达强调了在人工智能的认知中，数字

时代的图书馆员在性别方面不受约束、外形上更加自由，不再拘泥于中规中矩、沉闷保

守的女性形象。中年和深肤色元素的出现，揭示了人工智能认知的数字时代图书馆员形

象更加富有多样性和包容化，图书馆员不受年龄、种族和肤色等方面的限制，更加注重

个体的潜力和能力。首先，中年元素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数字时代图书馆员年轻、

稚嫩的刻板印象。中年人通常具有更加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为读者提供更

加全面、深入地指导。同时，中年人往往更加成熟稳重，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加稳定、可

靠的支持。其次，深肤色元素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图书馆员白人、西方人的

刻板印象。深肤色人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更加广泛和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能

够为读者提供更加多元、包容的学习体验。同时，深肤色人种通常具有更加开放和包容

的心态，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加友好、包容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论坛》2025 年 

————————————————————————————————————— 

9 

 

从图片中还可以看到虚拟眼镜、数字屏幕等各式各样的科技产品，表明人工智能认

为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员在工作方式上更加创新。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得图书馆员能够

更加高效、便捷地完成工作，也为他们在创新和探索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值得注

意的是，类人机器馆员形象开始出现，这表明在人工智能的理解下，部分图书馆员的工

作已经由机器自动化操作。类人机器馆员的出现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已经能够完成许多重复性的、繁琐的工作，如自动化索

引、智能检索等。这些工作在传统上需要大量的馆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而

现在则可以通过机器自动化操作来完成。 

5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作为近年兴起的新媒介，对其进行分析能够洞察社会文化对图书

馆职业形象的建构。结合视觉社会符号分析方法，对人工智能生成图像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人工智能复制了社会对职业的性别偏见，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呈现出刻

板化、模式化的特点，而对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呈现出包容化、赛博化的特点。

然而，本文尚存在一些局限：（1）研究人员采用足够多的随机轮次生成图像，然后通

过自动化筛选确定分析对象，但这种方法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图片生成随机性带来的偏差；

（2）本研究所确定的文本提示并不能完全揭示图书馆员职业以及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员

职业，未来可加入其他文本提示进行分析；（3）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员职业的认知是否

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也是本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29787616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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