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目录学与科学研究

敬 抑

目录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是当前目录学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间题
,

随着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

这个

问题显得 日益重要起来
,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
,

促成 了本文的写作
。

书目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它是伴随

着图书的出现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

魏征《隋书

经籍志》记载
: “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
,

盖有 目录

以为纲纪
” 。 `

典籍
”

的大量存在是 目录产生的

先决条件
,

书目的产生是由于纲纪群籍的社

会需要
。

科学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图书数

量的增加和内容的变化
,

图书资料的大量增

加
,

一方面能够为科学文化工作者提供大量

的文献资料
,

促进科学的发展
,

同时也给科

学文化工作者准确及时地获取大量资料带来

一定的困难
。

这是一个矛盾
,

这个矛盾的不

断尖锐化
,

使目录工作的重要性愈来愈被人

们所认识
,

用科学的方法对这项工作发生发

展的规律进行研究和总结就成为非常必要的

工作
,

目录学也就随之产生发展起来
。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

目录之学就开始萌

芽 了
。

孔子删定六艺
,

就搜集参考 了鲁
、

周
、

宋等国的大量文献
。

余嘉锡《 目录发微》一书

中对此做了肯定
: “

目录之学
,

由来尚矣 ! 《诗》

《书》之序
,

即其萌芽
。 ”

两汉时期
,

经学的发展和 自然科学研究

的繁荣
,

积累 了大量的文献
,

于是刘 向
、

刘散

父子校勘群书
,

并编撰了我国最早的书 目巨

著《别录》和《七略》
。

《七略》的分类
,

主要是

以当时对学术思想的分类为依据的
,

因而使

中国目录学一开始就奠定于科学 的 基 础 之

上
。

此后
,

目录学每前进一步
,

都和科学研究

保持密切的联系
,

特别是专科目录学的发展
,

更是与其本学科息息相关
。

如西汉杨仆纪奏

的《兵录》 ,

就是适应当时军事文献的大量出

现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而编撰的专科目录

著作
。

到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佛教的传入和大

量佛经的出现
,

使佛录在中国 目录学史上 占

有重要地位
。

医学
、

数学的发展
,

便出现了

医藏书目和历算书 目
,

这些都说明了目录学

与科学发展的有机联系
。

唐宋时期
,

化学
、

医学和农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平
,

印刷

技术发展成熟了
,

图书的生产出版的数量达

到我国古代 出版史上的高峰期
,

因而 目录学

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

伟大的史学家和 目录学

家郑樵第一次撰写了目录学理论专著《 通 志

校仇略》 ,

提出了
“

总古今有无之书
” , “

详分类

例
” ,

使
“

学守其书
,

书守其类
” ,

以便人们
“

睹其

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

的目录学理论
。

唐代毋

哭在《古今书录序》中指出
,

目录学应该剖析

条流
,

甄明科别
” ,

使学者
“

览录而知 旨
,

观 目

而悉词
。 ’

这充分表明古代 目录学家们是将 目

录学看作为学术服务的得力工具的
。

正如清

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指出的
,

“

目录之学
,

学中第一紧要事
,

必从此间途
,

方能得其门而入
。 ”

明确地阐明了目录学和科

学研究的关系
。

清代史学家和目录学家章学

诚
,

则对 目录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

提

出了把 目录学和学术史
、

技术史联系起来的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的 目录学思想
。

所谓
“

辨章学术
”

就是从内容上辨别一书的学术流

派 , 所谓
`

考镜源流
” ,

就是要弄清某一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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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的历史渊源及一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

位
。

他认为 目录学就是通过
“

辨章学术
,

考镜

源流
”

来引导人们进行学术研究
,

指导 人 们
“

尽探精术
” , “

咸识睿思
” ,

从而探索科学奥

秘
,

进行科学研究
。

近代中国韵 自录学家们

继承了章学诚的 目录学思想
,

又吸收了西方

的实用目录方法
,

提出了
“

目录之学
,

其重在

周知一代之学术
”

①和
“

各种学术皆有其目录

学
” , ②

“

月录学实负有指
.

导备种学 术 之 责

任
”

_

③的论断
,

明确指出了目录学与科学研究

之间的关系
。

解放后
,

新中国故目录学家和广

大目录工作者配合
,

在向科学进军的伟大斗

争中编制各种书目索引文摘
,

加强目录学理

论研究
,

展开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的讨论
,

目录学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机
。

,

纵观目
_

录学发展的历史
,

可以清楚地看

出 ,
科学研究的需要椎动着目录学的发展

,

同时
,

目录学也通过其特有的理论和方法
,

通过目录工作和书目文献
,

在科学研究中发

挥重要作用
,

。

一部 目录学发展史
,

可以说就

是一部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历史
`
目录学作用

于科学研究
,

为其服务并促进其发展
,

科学

研究反过来又促进月录学本身的发展
,

正是

它们之间这种作用
一

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的存

在并不断运动发展
,

使目录学始终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
。

当前科学技术正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
,

如物理学前沿已深入瓤基本粒子 的 更 深 层

次
,

生物学研究已进入分子水平
,

天文学则

已将人类视野扩展到一百亿光年以外的遥远

星系
。

当代 自然科学研究已进入对微观世界

和宏观世界的综合研究阶段
。

而社会科学研

究也不断吸收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如实

验法
、

计量法等
,

并运用新型综合性理论如

信息论
、

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方法来加强社会

科学研究
d
整个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进而带来重大的

技术革命
。

目前世界上面 l晦着第四次工业革

命
,

托夫勒称之为
“

第三次浪潮
” : 丹尼尔

、

贝尔称之为
`

后工业社会
, ,

奈斯比特称之为
“

大趋势
” ,

总之都是指 目前人们所面临的新

的技术革命
,

这次革命将使工业化的社会变

为信息化的社会
。

过去的几次技术革命均是

以扩大人 的体力的外延而作为其结果
、

而 目

前的新技术革命则致力于扩大人的脑力和智

能的外延
。

未来的信息社会将是一个全新的

社会
,

有人称之为三C四A 社会
。

三C就是通

信化 ( C o m m u n icat i o n )
、

计算机化 ( C o m p u
-

t e r i z a t i o n ) 和自动控制化 ( C o n t n o l ) ; 四 A ( A

是
“

自动化
”

A时。m at ion 的第一个字母 )就 是

指工厂自动化
、

办公室自动化
、

家庭 自动化

和农业自动化
。

新技术革命既依赖于 目录学

提供新的文献情报和资料信息
,

同时又促进

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

与目录学有密切

的联系
`

新技术革命一方面为书目工作和目

录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活动领域
,

另一方面

也为书目工作和月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

质技术条件和科学方法
。

l( ) 新技术革命倩楚地表明目录学的存

在和发展更为重要和必需
。 .

新技术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化
,

而

目录学则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文献信 息 的 工

具
。

在未来的信息化社会中
,

专门提供文献

情报和资料信息的目录学无疑将变得越来越

重要
,

将成为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需的工具
。

面对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文献爆炸和情报危

机
,

人们将会对以提供文献信息为己任的 目

录学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

(2 )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

将给 目录学领

域带来一次新的革命
。

在 目录学发展过程 中
,
已经历了目录学

从史学中挣脱出来的第一次大革命和 目录学

研究组织化及书目工作机械化的第二次大革

命
。

当前机读 目录的研制成功
,

书 目控制论
、

计量书目学等分支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比

较目录学和各专科文献月录学的发展
,

给 目

录学研究带来了变革的春天
匕

这场 目录学领

域的革命是目录学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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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必需进行的变革
,

可谓 目录学史上第三

次大革命即目录学领域计算机和信息革命
。

随着这次新的革命的发展
,

目录学将以一个

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科学之林
,

一批新的分支

学科如 目录传播学等将会逐渐兴起
,

将给 目

录学研究和书 目文献工作带来新的生机
。

(3 ) 目录学在新技术革命中应遵循的原

则
:

第一
,

应适当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

和方法
。

一门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发展
,

它必

须在吸收其他学科的长处中不断丰富 自身的

理论
,

以求得迅速发展
。

目录学也不例外
,

书

目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例
,

联合国书

目情报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八十年代书 目控制

的典范
。

这也证 明了引进其他学科先进理论

和方法的可行性
。

此外
,

计量书 目学
、

比较

目录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也是这方面的可喜

尝试
。

第二
,

重视借鉴外国先进经验
,

学习外

国并吸收外国先进经验
,

这是一个自强不息

的民族所经常采用的方法
。

目录学领域里
,

国外 已经走在前面
,

因此学习和借鉴就显得

更为必要
。

如国外 已研制 成 功 机 读 目 录

(M A R C )
,

为了引进和借鉴机读 目录
, 1 9 7 9

年北京六单位成立了中国M A R C协作组
,

着

手进行 L C M A RC 的研究和应用试验
,

并为

建立中国M A R C数据库和全国文献资源报道

与编 目中心而努力
,

当然要达到全面推广应

用还须经过广大 目录学工作人员 的 继 续 努

力
。

第三
,

应研究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

目录学学科体系
。

在新技术革命中
,

目录学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部门
,

决不会停顿

下来
,

而是会不断向前发展
。

那么
,

从中国

国情出发
,

和书目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

扭转旧的方向
,

打破 旧的框框
,

吸取新知识
,

采用新方法
,

开拓新领域
,

努力建设新的 目

录学学科体系
,

成了当务之急
。

当代 目录学

是一门学科繁多和内容复杂的科学
,

它大致

包括目录学基础理论
、

中外目录学史
、

书目工

作应用技术
、

书目工作管理学和各门专科文

献目录学五个部分
。

这五部分并非互相孤立

的
,

而是互相影响并其有内部联系
,

共 同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
。

而每个部分
,

又在不停顿

的发展中
,

如 目录学基础理论方面
,

近年来就

出现了比较目录学
`

计量书 目学
、

书目控制

论等新兴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
。

它们的出现
,

大大加强和充实了目录学基础理论宝库
,

从

而对目录工作应用技术及其实践产生巨大的

指导作用
。

当然
,

实践的检验又会进一步完

善这些理论
。

在目录学学科体系中
,

各部分

之间就是这种互相影响
、 ’

互相促进的辩证关

系
,

正是这种辩证关系的存在
,

使目录学各

部分组成为一个系统的
、

有机的学科体系
。

那么
,

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呢 ? 所谓 中国特色

就是要适合中国国情
,

体现 出中国的特点
。

因此
,

在 目录学基础理论方面
,

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做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

这就

是中国特色
。

在书目工作管理学方面
,

制订

书目工作方针政策时
,

就应结合中国当前实

际情况
,

让政策符合实际需要
,

使书目工作

方针政策具有可行性
。

在书目工作应用技术

方面
,

应进行具有中国特点的检索语言和书

目文献工作标准化
、

自动化的研究
。

在 目录

学史方面
,

应着重研究中国目录学史并比较

其与外国目录学史的异同点
,

从而便于借鉴
。

在专科文献目录方面
,

无论是马列和毛泽东

文献 目录学
,

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献

目录学
,

无疑都必须具有 中国特点
。

由此可

见
,

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目录学学科体系是

必需的
,

也是可能的
。

当然
,

建立并完善它
,

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

既要用字当先
,

注意联

系实际问题
,

又要注意理论建设
,

进行有组

织的系统的理论研究
。

总之
,

当前 目录学研究应将精力集中在

新技术革命对 目录学及书 目工作的 影 响 上

面
,

从而采取对策
,

完成为科学研究提供文

献信息服务的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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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科学文献工作
,

它以

收集各种科学文献
,

编制书目
` 、

索引
、

文摘

等目录工具
,

提供各种科学文献信息来为科

学研究服务
。

目录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怎

样? 只要分析一下 目录学在为科学研究服务

的整个科学文献工作中占什么地位就十分清

楚了
。

现代科学文献主作有两个最主 要 的 方

面`即图书馆目录工作和科技文献检索工作
。

关于 目录学与图书馆月录的关系间题
,

我国

目录学家姚名达曾在《 目录
:

学》一书中做过精

辟的阐述
: “

在图书馆中
,

最繁重而复杂的一

部分工作就是分类编目 , 而 目录学效用最易

表现出的场合
,

即是图书馆
。

因此
,

两者的

关系非常密切而互引
。

图书馆若没有目录学
,

如盲人骑瞎马
,

结果将不知所之
。 ”

由此可见
,

图书馆目录工作不过是 目录学知识在图书馆

中的应用
。

再看目录学与科技文献检索的关

系
。

检索工具不外有月录
、

索引
、

题录
、

文

摘等几种类型孟而这几类检索工具都是目录

工作的成果和产品
,

科技文献检索就是利用

这些 目录成果查找科技文献资料
,

进行咨询

服务
。

可见科技文献检索是目录学知识在科

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
,

是科技文献月录学的

新发展
。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书目工作系统是整个

科学文献交流系统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子系

统
,

因为现代科学文献工作的两个最主要的

方面即图书馆 目录工作和科技文献检索都是

应用目录学知识进行工作的
。

由此可见目录

学在为科研服务中所 占地位是何等重要
。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 自己发生发 展 的 历

史
,

都有自己的现状和前景
,

每一门科学前

进的足迹都会用图书
、

论文或其他文献形式

保 留下来
。

那么
,

反映一门或几门学科的比

较成熟的目录著作
,

必然是一门或几门学科

的镜子
,

而研究 目录工作发展变化规律的目

录学
,

无疑地能帮助科研领导机关和科学工

作者多快好省地了解和把握某一门学科的历

史
、

现状和未来
,

以制定科研规划
,

选择科

研方向
,

获取参考资料
。

因此可以将目录学

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 目录学

— 科学研究的尖兵
。

科学研究总是从搜集大量资料入手的
。

以马尔可夫过程研究的卓越成就而闻名于世

界数学界的侯振挺教授说过
: “

进行科 学 研

究
,

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取得成功
,

这里

面图书资料工作的瓦合就非常重要
。 ”

如湖南

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组副主任易副教授在搞
“

恶性肿瘤免疫怡疗
”

的科研项目时
,

就利用

书目检索工具在院图书馆查阅了几个星期的

文献
,

发现国外在免疫学方面进展很快
。

在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第63 届年会会讯》中发现

一篇《用形成玖瑰花瓣状细胞作为抗癌 细 胞

免疫防御的检查法》的文摘
,

所说的方 法 较

好
,

但文摘太简单
。

为了查出详细的方法
,

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帮助下
,

查阅了多种书目

文献检索工具
,

终于找到了 1 96 4年世界上第

一个发表这种方法的原始文献
,

于是按照这

个方法
,

用小白鼠脾细胞作成了淋巴细胞的

玖瑰花瓣状试验
。

接着又通过查阅国外文献

检索工具找到了从人血中分离淋巴细胞的新

方法
,

并且使用国内自己有的原料进行试验

而获得了成功
,

这在国内是最早的
。

易副教

授说他探刻体会到搞科研要经常了解国内外

进展情况
,

就必须利用 目录
、

文摘等检索工

具
,

查阅各种书刊资料
,

这样才能左右逢裸
,

得心应手
。

由此可见
,

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

能利用 目录学知识查找文献资料
,

充分发挥

书目的登记职能
,

就能较快较准地选定书目

文献
,

从 中找到所需资料的线索
,

然后顺藤

摸瓜
,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原始文献
。

科研必

须从搜集文献资料入手
,

而 目录工作就是提

供文献信息的工作
。

目录学无疑地就担当起

了科研的尖兵的任务
。

如瑚北财经学院图书

馆编制了《馆藏财政学书目》 ,

财政系有位教

授在编写
“

财政史
”

教材之前
,

就利用该书目

提供的线索
,

大量地查阅了财政专业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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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广泛了解了不同李派
、

不同学术观点

的代表性著作
,

深入掌握了许多具有资料性

和工具性的专业藏书
,

使这位教授在编写
“

财

政史
”

的过程中能大大扩充他选用文献 资 料

的广度和深度
,

顺利完成了教材编写任务
。

可见书目工作的确是科学研究工作 的 一 部

分
,

是科学研究的前期劳动和早期实践
。

(2 ) 目录学

— 科学研究的参谋
。

“

任何从事科研和教学的人利用图 书 馆

都是必要的
。 ”

这是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教授

根据自己科研生活的经历而总结出来的
。

他

认为科技文献资种能给科研工作以明确的方

向
、

选题对象和科研材料等
。

图书资料和科

技情报是科学研究的眼睛
,

不但是科研的第

一步工作
,

而且在整个科研过程 中
,

从选题

制定方案
、

观测试验
,

以至理论分析等都需

以此作为依据之一
。

他还认为首先查阅文献

检索工具
,

有助于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

收集更广泛的文献资料
。

他 自己从青年时代

起就长期持之以恒地根据 自己的科研方向和

范 围
,

随时调查访问以及阅读有关书籍
、

刊

物等文献
,

并勤于笔录下来
,

制成文献卡片
,

随时查阅
。

陈教授早期进行广东灵山地震的

研究
,

就曾查阅收集大量历史文献
,

包括许

多省志
、

县志
,

把历史上记载地震的儿百条

资料集中起来分析
。

五十年代较大的课题是

研究地壳演化规律
、

地壳构造单元
。

这要涉

及世界范 围的地质资料
。

当时资料不足
,

直到

1 9 5 8年在西北大学讲学时
,

才从图书馆中查

到了必要的美国资料文献
,

包括洛基山和维

基大有关构造地质方面的资料
,

才使一些悬

题得以论证
。

这不仅有助于 1 9 6 0年出版的约

三十五万字的地洼学说经典论著《地台 活 化

说及其找矿意义 》一书的完成
,

而且对地洼学

说的形成和充实也起了较大作用
。

可见
,

科

学工作者如能利用 目录学知识将资料系统地

组织起来
,

使资料有条不紊
、

检取 自如
,

就

能使原始资料充分发挥作用
。

书 目文献不仅

仅是一代图书资料的反映
,

而且本身就是科

学研究的成果
,

因而科学工作者可以利用书

目掌握文献资料内容之间的联系
,

充分发挥

书 目的检索职能和推荐职能
,

利用目录学知

识记录
、

组织资料
。

如湖南医学院病理生理

学教研组兼肿瘤研究室主任潘教 授 在 进 行
“

鼻咽癌的病因和发病机理
”

的研究项目时
,

就到院图书馆利用美国的《医学索引》和荷兰

的《医学文摘 》等检索工具
,

比较系统地查阅

了有关肿瘤的大量文献
,

对世界各国当前研

究肿瘤的动向
、

趋势和水平有了一个概貌的

了解
。

在科研进行过程中
,

她的助手们还经

常利用文献检索工具查阅资料
,

了解国内外

动态
。

她和助手们探讨了化学性致癌物二亚

硝基呱毗嚓诱发癌的规律
,

初步提出了诱癌

过程的数学表示式
, 用同位素示踪原子初步

探讨了二亚硝基呱毗嗓对鼻咽上皮细胞核 内

D N A 的急性抑制作用
,

从而使这项工作 开

始进入了分子水平
。

1 9了9年 12 月潘教授荣获

了国务院颁发的金质奖章
。

她深有体会地说
:

口

如果没有图书馆提供大量的文献资料 和 书

目检索工具
,

我和同志们进行的这项科研是

根本无法开展的
。 ”

可见利用 目录学知识及书

目文献检索工具及时掌握国内外科研动态
,

获取大量资料
,

有助于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
。

目录学不愧是科学研究的助手和高参
。

`

(3 ) 目录学

— 科学研究的指南
。

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文献资料爆炸性增

多
,

据有关方面统计
,

目 前 大 约 有 期 刊

55 0 ,

00 0种
,

每年以五
、

六十种语言发表 3 0D

—
50 0万篇论文

,

20 年内新增期刊达 22 万种

以上
,

并且每年以 4 %

—
5 % 的速度增加

。

这样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会面对浩如烟海的

文献资料感到无从下手
,

迫切需要泛舟书海

的航标灯
。

这时
,

以提供文献信息
,

解决资

料众多和读者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己任的

目录学就会大显身手
。

如马克思在写《 资 本

论》时
,

就经常通过书 目了解馆藏资料
,

也经

常自己动手编文献书目
。

有一次
,

为了弄清

《资本论 》第二卷计划中的比利时土地所有权

的结构和 比利时的农业问题
,

他写信给巴普

说
: “

可否麻烦您把我应当熟悉的有关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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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基本著作书 目告诉我
。 ”

马克思还自己编

制索引
。

他在图书馆所做的文摘笔记极其丰

富
,

有人研究说
,

他关于《资本论》创作的文

摘笔记
,

包括计划
、

大纲
、

片断
、

草稿之类

的笔记
,

总计不下一百来本
。

为了能在写作

时迅速从笔记本中查到资料
,

他一方面给资

料分了类
,

另一方面为某些笔记做了目录索

引
。

总之
,

目录方法成为马克思 在 科 学 研

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

大大帮助 了(( 资本论 》

的写作
。

可见利用 目录学知识为科学研究服

务能使科研少走弯路
,

并节约时间
。

湖南医

学院生化教研组周老师说
:
我们的科研项 目

是研究中国人 中发现的异常血红蛋白的一级

结构
,

这个项 目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实验测

定异常血红蛋白的氨基酸排列顺序
,

这是一

个很复杂的实验过程
。

有关氨基酸分析方面
,

仅有一本N宜e d e r一 , i e s e r
和 P a t a r i 编的文集

,

有芳顺序分析的书一本也没有
。

去年以来
,

眯阶书馆通过检索工具和联合 目
.

录
,

_

先后从

外地借来了几本新出版的介绍顺序分析进展

的外文书
,

使我们对这方面的新技术有所了

解
,

_

给实脸的顺利进行指明了方向
,

使我们

吟实验港免了走弯路
.

这说明利用目录学知

识及时掌握科学动态
,

及时获得先进资料
,

就能为科研指明方 向
,

使科学研究不至于走

弯路
。

利用书目文献检索工具
,

可使科研人

员掌握主动权
,

好比茫茫大海大有指南针来

引跳 因此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

书目的确是

书海中的导航圈
, ,

.

是科研不可缺少的工具
。

俄罗斯卓越的文献学家布留索夫说得好
: “

有

人说
,

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
,

倒不如说

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
,

这

话是对的
。 ”

这正好说明科学工作者必须借助

目录学知识
,

才能及时获得文献情报和资料

信息
,

才能得心应手
、

左右逢源
,

使科研顺

利进行
。

所 以说 目录学是泛舟书海的向导
,

科学研究的指南
。

总之
,

目录学是在为科研服务中逐步产

生发展起来的
,

是书目工作的实践经验的概

括总结
。

正是书目工作在解决着人类巨大的

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
。

随

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

到来
,

科学研究工作将面对爆炸性增多的文

献资料
,

更加迫切需要目录学知识为其指明

方向
。

目录学作为文献情报和资料信息的记

录者
、

组织者
、

鉴别者和提供者
,

将越来越

成为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
。

目录

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揭示报道文献与人们对它

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
, 、

而科学研究中普遍

存在着这样的矛盾
,

因此可 以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
:

目录学是科学研究的尖兵
、

参谋和指

南
。

注释
:

① 张尔田
: 《校仇学纂徽序 》

。

②③ 姚名达
: 《中国 口录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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