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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录学的功能体系

陈 传 夫

0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

各国目录学家对目录学功用的认识是不同的
。

目录学的功用 是 评

价目录学体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指标
。

章学诚在《校件通义 》 中将中国传统 目录 学 功 能 归 纳 为

“

辨章学术
、

考镜深流
” 。

福开森在《 目录学概论》①中将目录学功能归纳为
“

描述文 献
. 。

这 两

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

一直影响着中外目录学家
。

目录学的功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
,

而且影响其变化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
。

下面
,

我们从历史发展上
,

将影响目录学功能的各要素联系起来作一比较考察
。

(见下表 )

通过比较
,

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

目录学的功能与理论体系的核心存在着联系
,

即功能体现 目录学的核心
。

例如宋代郑樵以类例
、

学术为

核心建立起来的理论其功用是
“
分类例

、

明学术
” 。

目录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功用之间存在着联系
,

即体系的起点决定了功用的特点
。

例如章学诚 以 学术

为起点
,

为了达到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的目的
,

就采用
“

互著
” 、 “

别裁
”

之法
。

因为文献中的 内容 (学术 )

有时是文叉的
,

必须深入到文献的内容中去才能达到目录学的原有目的
。

爱贝尔特以
“

目录
”

为起点
,

决定了

他通过对
“
文献的汇总

”

来记录图书和进行评价
。

谢拉以
“

知识
”

为起点
,

决定了他通过书目通讯这一手 段 来

实现知识交流
。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对功能有决定作用
。

如郑樵
“

会通
”

的历史哲学思想决定了他要从总天下之书为 一 书

的要求上对宋代以前的学术进行汇总
。

他总的历史哲学也是他建立 目录学的墓础
。

谢拉十分强调
“

社会 认 识

论
” ,

决定了他通过研究
“

知识
” 、 “

社会
”

与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来探索实现这一功能的方法
。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录学具有不同的功能
。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上看出
。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争鸣的时期
。

这一时期大约在公元前 47 6年开始
,

正与古希腊目录学萌芽时期相同
。

这一

时期西方目录学的功能仅仅表现为书 目的功能—
“

图书的抄写
” 。

犷瞥、
气J

目录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

现代系统思想为我们探求 目录学体系的功能提供了认 识 的 方

法
。

现代目录学体系结构的复杂性
,

决定了其功能是多方面的
,

是一个由各 种 要 素 构 成 的体

系
。

目录学的功能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均成
。

第一
,

指导书 目事业建设的功能
。

书目工作在它的萌芽时期
,

以个体的
、

手工作业为主
,

不能算作书目

事业
。

十九世纪以来
,

书目事业走向了协作和联合
,

迫切要求将书 目事业作为单独的一 个社会事业 来研究
。

目录学体系
.

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书目事业的运动规律 (即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总称 )的概括和总结
。

②书目工作

(事业 )是 目录学原理的实践来源和检验尺度
。

目录学是怎样发挥这一功能的呢 ?

1
。

总结书目事业的经脸
。

书目事亚有自身的结构和运动规律
,

但它受社会环境的制约
。

由于这种矛盾

运动
,

使 目录学发展出现不平衡
。

建国以来书目事业发展过程表明
,

在一定历史时期书 目事业呈现出不同的

状况
。

目录学理论就是及时总结书目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

发现运动规律
,

指导实践
。

2
.

为书目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

书目事业是各类型书目情报活动的更高层次的概括
。

目录学总结各类

型书目情报运动规律
,

并对这些规律加以系统化
,

成为书目事业的发展准则
。

目录学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

总结书目事业的历史规律
,

以指导未来
。

目录学的发展研究原理为书目事业建设提供其体的方法指导
。

比较

研究的目的也是从各种事业
、

各国事业比较的角度
,

找出书目事业发展的共同准则
。

咨谷芬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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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比较的

\瞥瞥
理论出出 理论基础础 理论水平 (著作或书目)

、、

目录的功能
、、

\\\
国家

\
人物

、

瓜瓜
发点或或或 体 系 结 构 或 核 心 内 容容 目录 学 的 功功

\\\
(

哪 \
流派

\\\
体系的的的的 能 或 目录 学学

起起起 点点点点 体 系 的功 能能

十十十 中国 (春秋战战 孔子一刘向向 书的内容容儒家思想想 我国目录学莫基时期
。 《诗》《 书》》 “

言其作意
””

七七七 国一 汉 初 ))) (前 551一前前前前 之序
,

《别录 》之作
。。 “

摄其 旨意
””

世世世 (公元 前 4 7 666 4 79 ) (前 7 777777777
“

别集众录
””

纪纪纪 一公元初 ))) 一前 6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前前前 古希脂 (公元元 卡利马赫赫 图书
、、、

萌芽时期
。

《各科著名学者 及 其其
“

书的抄写
””

前前前 5 世 纪 至至 ( ka l l i口 a e h o s ))) 目录录录 著作一览表》等
。。

( W
r i t t i n g o fff

公公公元初 ))))))))))) b oo k s )))

中中中国 (宋
·

1 222 郑橄 ( 11 0444 学 术术 会 通通 《通志
,

校仇略》
。

以类例
、

学术为为 分类例
、

明学学
世世世纪 ))) 一 1 16 2 ))))))) 中心

。

原 理
:

编次必谨类例论
、、

术术
编编编编编编编次必记亡书论

、

求书遣使校书书书
久久久久久久久任论

、

泛释无义 论
、

书有不应释释释
论论论论论论论

、

书有应释论
、

不类书而类人论
。。。

俄俄俄国 ( n 世世世 图 书书书 萌芽时期
。

早期文献是 《斯维亚托托 图书的记录录
纪纪纪 ))))))))) 斯拉夫文集》》》

十十十 中国 (清 1 888 章学诚 ( 1 7 3 888 学 术术 道不离器器 《校仇通义》 。

以
“

辨章学术
、

考镜镜 辨章学术
、

考考
七七七 世纪 ))) 一1 8 0 1 ))))) (哲学 ))) 源流

”

为中心
。

原理
: “

原道
”

篇
、、

镜源流流
世世世世世世 六经皆史史

“

宗刘
”

篇
、

互著
、

别裁
、

辨嫌名
、、、

纪纪纪纪纪纪 (史学 ))) 补郑
、

校像条理
、

著录残逸
、

藏藏藏
至至至至至至至 书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九九九 法国 (l 8世纪纪
令令

图 书书书 18 世纪中叶
,

目录学被认为是古古
“

关于书的写作
””

世世世 至 1 9世纪 ))) 夏尔
·

穆泰泰泰泰 文书学家的科学
,

史学的分支
。。

( W r i t t i n g a b
---

纪纪纪纪 等等等等 1 7 8 9年
,

有人认为是图书的科学学 o u t bOO k s )))

末末末末 ( e h a r l e sssssss ( s c i e n c e o f b o o k s )
。

法兰 西 第第第
mmmmmmm o r t e t ))))))) 一帝国时期

,

有人认为 目录学是是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门同时论及图书馆学

、

藏书学
、、、

图图图图图图图书生产的技术方面
、

纯粹目录录录
学学学学学学学

,

甚至古文书学
、

图书馆史和和和
文文文文文文文献校勘的学问

。。。

CCCCCCCCCCCCC ha lr es mo rt et 认为 目录学包含含含
三三三三三三三个方面

:::::

rrrrrrrrrrrrr l
.

情报及其研究 的 主主主

!!!!!!!!!!!!! 要手段段段
1111111111111 2

。

区别自古至 2 0 世纪纪纪
目目目目目目目录学 考各种图书的特征与基本本本

lllllllllllll 要素素素
!!!!!!!!!!!!! 3

.

图书馆学各个 技 术术术
LLLLLLLLLLLLL方面面面

俄俄俄国 ( 18 一一 索 必 科 夫夫 书中的的的 《俄罗斯书目的经验》
。

关于书中中 评价图 书 (启启
11111 9世纪 ))) ( B

.

C
.

C O
---

知识识识 的丰富知识是目录学对象
。

目录录 发读者阅读兴兴
德德德 国 (1 8 一一 H H K O 3 ))) 目 录录录 学是国民教育史的组成部分

。。

趣和帮助读者者
11111 9世纪 ))) ( 1 7 6 5一一一一 《普通目录学辞典 》 (原文在 爱 尔尔 选择图书 )))

1111111 8 1 8 ))))))) 施〔E sr c五 J
.

S〕和格鲁贝尔 〔G
---

书的总汇
.
纯纯

爱爱爱爱 贝 尔 特特特特 ur be
r

.

J
.

G〕《百科全书》上 》。将将 粹目录学
。

书书
((((((( E b e r t F r

.......

目录学分为
“

纯粹的
”

和
“

应用的
””

的评价
:
应用用

AAAAAAA d
。
) ( 1 7 9 1111111 两部分

。。

目录学
。。

一一一一 1 8 3 44444444444

3
。

对书 目事业进行评价
。

目录学通过研究书目事业的一般规律
,

制定相应的书目事业功能目标
。

这些

目标是衡 t 事业发展的尺度
。

目录学理论来源于实践
,

它可用来解释书目事业中的现象
,

将实践中提出的问

题
,

作为 自己体系研究的一个间题
,

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

目录学发挥评价的功能的手段是多样的
,

但它离不开具体的书目情报活动
。

评价的中介是
“

书目 情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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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理理论出出 理论基础础 理论水平 (著作或书目 )
、、

目录的功能
、、

发发点或或或 体 系 结 构 或 核 心 内 容容 口 录 学 的 功功

休休系的的的的 能 或 目录 学学

起起 点点点点 体 系 的 功 能能

一一

卜卜 中 国国 姚名达 (2 9 0 555目 录录录 《 目录学》》》》》》》》 剖 沂条流流
世世世世 一 1 9 42 )))))))

}亘互}}}
全知识识识 以为纲纪纪

纪纪
“““““““

!!!!!!!!!!!!!!
以以以以以以以

l夔卜}压}障}}
、 }}

一

}夔...................
来来来来来来来 l竺了r 甲甲l ! l全 l ! _ 1 1助日 } , 了勺吮了 l学学学

lllllllllllll涪又学 }
一

卜}系 l
一
}录 l

一
} 卜}

一

}历史学 ,,,,

:::::::::::::二二二 {1}科日日科 1! ;二二二二 {{{{{
}}}}}}}}}}}}}竺

.

竺竺}
司

l兰} }兰1}兰!
`一

}竺呈兰}}}}}}}}}}

语语语语语语语语文学学 }}} 历史学学学学

川川川川川川川平
一

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丁 { {万日百日万 1}习习习习习{{{{{{{{{{{{{ 十 ! } 口 日 书 } 1 ` 1 } ` !!!!!!!!!!!!!!!!!!!

}}}}}}}}}}}}}志 ! } 目 l }落 } 1仇 日 史 }学 俭字学学学学

}}}}}}}}}}}}}
`
, 1 1 闷 l 】馆 】} 妙 日 人 }}}}}}}}}}}}}}}}}}}

}}}}}}}}}}}}}鱼 1}遗乞日土日兰 } }立 !!!!!!!!!

基基基基基基基基本知识识识识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书书书 图图图 校校校
一

朽朽朽朽
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目目目 书书书 仇仇仇 史史史史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学学学 馆馆馆 学学学 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中中中 国国 黎锦熙 ( 1 8 9000 文 献献献 《新目录学及
“

类码法
”
之扩大应应 读书指导导

一一一一 1 9 78 ))))))) 用 》 ( 1 9 4 1 )
。

世界化
、

现代化
、

科科 图书管理理
学学学学学学学化

、

工业化
。

用类码法控制宇宇宇
宙宙宙宙宙宙宙之 一切文献

。

即
“

四化一元
”

制
。。。

美美美 国国 谢拉 ( J
.

H
...

知 识识
“

社会认认 《 目录 学的理论基础 》 。

记录 知识识 知识通讯讯
SSSSSSS h e r a ) ( 1 90 33333 识论

””

产品的生产一传递一利用体系
。。。

一一一一 1 9 8 2 )))))))))))

苏苏苏 联联 科尔舒诺夫夫 目 录录 辩证唯唯 《 目录学普通教程 》
。

关于图书的的 书 目情 报 交交
(((((((当代 ))))) 物主义义 科学

。

核心是研究
“

文 献与 需 求求 流
、

读书指导导
历历历历历历史唯唯 者

” 。。。

物物物物物物主义义义义

中中中 国国 北大
、

武大大 同 上上 同 上上 《 目录学概论》
。

以
“

揭 示与报导文文 读书入门之学学
(((((((当代 ))))))) 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的 科研指南南

矛矛矛矛矛矛矛盾
”

为核心
。

论
、

史
、

法三部分
。。。

苏苏苏 联联 列宁格勒学学 情 报报 同 上上 目录学
、

图书馆学
、

情报学是社社 情报交流流
派派派派派派派 会情报学的三个分支

。。。

(((((((当代 )))))))))))

美美美 国国 芝加哥学派派 知 识识 社会学学 《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
、

《 知识 组组 知识通 讯讯

(((((((当代 ))))))) 织 》等
。

记录知识的生产一 传 递递递

一一一一一一一利用体系
。。。

第二
,

促进知识交流的功能
。

文献在知识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

知识 增长与文献增长有着 密 切 联 系
。

“

知识的增长可以 意指文献的增长
,

即某一领域出版物数量的增长
,

或者指情报增长
,

即该领域新理论数 最

的增长
。 ”

③书目等二 次文献的处理对象是记录下来的那部分知识
。

书 目情报的生产

—
传递— 利用是 目

录学理论体系 的实践来源
。

书目情报对知识交流作用机制是
:

1
。

情报报道
。

及时通报新出版图书
、

杂志
、

其它资料的内容
。

这一点
,

可 以举
“

国 家书 目
”

和
“

文摘杂

志权为例说明
。

国家书目是一个国家出版物的目录总汇
,

起着全面揭示报道的作用
。

世界上的现行国家 书 目

] 2 1



如英国的《英国国家书目》
、

德国的《德国书目》
、

苏联的《图书年鉴》
,

这些书目以法律规定 的呈 欺 本为{基

础
,

接收并及时报道本国的全部出版物
。

我国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是现行国家书 目
,

报道全 国

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图书
、

乐谱
、

地图等资料
。

2
。

情报检索
。

利用二次文献
,

查出与自己课题有关或相对有用的那部分文献
,

并且要求检索迅速
、

准

确
、

全面
。

情报检索的范围十分广泛
,

可以是事实的
、

数据的
、

文献的检索
。

梭索的要求可 以是一个类
、

一

个主题
,

某一时间
、

某一地点
、

某一作者的文献
。

从中找出相应的数据
、

事实等知识
。

书目倩报是一 种 浓

缩的一次知识的记录
,

可部分地代替一次知识的作用
。

这种情报特别在语言障碍
、

地理障碍而无法获得原文的情况下
,

知识交流的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
。

除此

以外
,

书目情报提高知识传递的速度和扩大传递范围
,

还提供文献来源 (原文出处
、

馆藏地址 )
,

帮助确定文

献的价值
、

确定文献的相关性
,

避免阅读无关紧要的原文
,

节省时间
。

第三
,

对文献记载的知识进行评价的功能
。

目录学不仅研究宏观书目事业的运动规律
,

而且研究徽观的

方面
,

对文献的内容特征进行评价
,
以达到提供更多的启发信息的目的

。

这是目录学特有的功能
。

目前
,

在

书目实践中社会科学文献内容评价工作开展较好
。

社会科学文献的一些内容具有思想性或体现编著者的思想

倾向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列宁的书目实践活动
、

文化学说为目录学发挥这一职能莫定了墓础
。

目录学研究文

献内容评价的普邀适用的方法
。

例如图书揭示的原则
、

方法
、

推荐的方法等
。

目录学这一功能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
。

1
。

应用于学术研究
,

达到
“

辨章学术
、

考镜撅流
”
的目的

。

我国目录学从它产生之时就以讲究学术源 流

形成自己的优良传统
。

孔子整理 《诗》
、

《书》之序
,

《别录》 的
“

辑略
”

及后来各代书目中的大序是
“

讨论群书之

旨
” ,

小序叙述一书一家之源流
。

同时还考证作者生平事迹
、

版本流传
、

真伪
、

史料价值
,

这种学术史的工作
,

清代学者章学诚概括为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的体系

。

目录学这一功能正是文史学家所要求的功能
。

他们认

为书目就是要明学术之史
。

所 以近来出版的文史著作 (如史学史
、

史料学
、

史学概论 )均举目录学为讲授内容
。

2
。

应用于图书文献管理
。

三十年代
,

我国曾有一派目录学家对流略之学极为不满
,

西学东渐
,

图书馆

蜂起
,

要求传统目录学革新以
“

方便稽检
” 。

实际上我国目录学从一开始就有文献管理的职能
。

例如殷商时代

的甲骨编码
,

目的是为了史官方便管理
。

汉初开始了正式的图书登记工作
。

1941 年
,

黎锦熙提出了
“

整理控

制宇宙之一切
,

不以图书为限
”

④的世界书目控制设想
。

建国以后
,

我国开始了在法律保障下的图书登记工

作
。

七十年代以来
,

世界书目控制 ( U BC )思想流行起来
,

U N E sc O 认为要
“

控制与掌握书目所提供的人 类

已出版的文献
,

达到书目原有的目的
。 ”

⑤

目录学理论应用到图书馆
、

文献工作中心
、

书目中心
、

情报所
、

档案馆
、

出版发行单位
,

成为图 书 文

献管理的手段
。

例如在图书馆
,

文献采编系统利用书目了解文献源
,

查对馆截
、

订购
、

分编等等
。

图书馆书

目工作出现了集中化
、

协作化
、

网络化的趋势
,

更迫切要求目录学理论指导
。

由此粉来
,

图书馆工作者与文史工作者对目录要求不一样
。

图书馆工作者主要从方法上要求书目 评 价

图书
,

为图书情报工作提供依据
。

例如 A IA 编制《 中学图书馆书目》
,

专供图书馆选择图书之用
。

3
。

应用于文化教育
。

阅读仍是人们获得知识和进行教育的重 要途径
。

由于现代文献的特点
,

造成了阅
.

读的困难
。

黎锦熙认为
, “

我国 目录学之功用
,

首呈现于读书指导
, ”

并认为《别录 》就是为帝王做读书 指导

用的
。

可见人们对这功能的重视了
。

我国目录学长期以来形成了重读书指导的特征
。

目录学成为研究
`

读书

入门之学
, 。

⑥近一个世纪以来
,

目录学 日益与教育学相联系
,

目录成为教育的手段之一
。

姚名达说
: “
图书

馆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

… … 因此
,

在研究 目录学中
,

应随时注意到教育
、

着重教育
。 ’

解放后
,

党十分重视利用书 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

例如 1 95 3年中央发布《关于 1 9 53一 195 4年千部理论教育

的指示 》
,

其中确定了全党干部应该学 习的列宁
、

斯大林等人著作目录
。

1 9 8 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公

布了《整党学习文件目录》 。

近几年
,

共青团中央
、

全国总工会
、

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发起了读书活 动
。

目 录

学的原理发挥着指导阅读的作用
。

第四
,

对目录学知识的整体综合功能
。

1
。

对目录学知识体系化的功能

目录学体系是由概念
、

原理
、

学科结构
、

范畴组成的一个功能整体
。

这些概念
、

原理
、

结构范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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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价值
,

例如
“

书目情报
” 、 “

书目
” 、 “

目录学对象
”

这些概 念… … 书目情

报生产— 传递— 应用原理 … … 目录学概论
、

目录学分支… …
。

而且它们只有相互联系
、

影响的 时 候才

构成理论的体系
。

目录学体系对目录学知识体系化的涵义是
:

将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目录工作知识 (技

术
、

方法
、

规范
、

理论等 )加以组织
,

使这些知识在目录学核心 内容的周围形成一个集合
,

这个集合体在整

体上发挥更大的功能
,

并通过内部的结构调整
,

向科学理论化方向进化
。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目录学体系发挥这一功能的机理
:

首先
,

表现在从理论进化的角度
,

将目录学 的原知识进行综合
,

然后形成目录学的理论命题
。

早期只有

书目 的 零 碎 知识
,

如在中国的殷商时代
,

出现了甲骨文献排列的现象
, “

并产生了简单的著录 文 献 的 目

录
, 。

⑦这是胚胎时期
。

在古希腊
, “

目录学
”

这个词萌芽于公元前五世纪
,

公元前三世纪 出现 了 目 录 的 雏

形
。

自卡利马赫后
,

克劳德
·

加伦
、

思克斯
·

冈纳狄等人的著作都是对某一 地方或时间中的人物的著 述 的

编目
。

早期的目录学思想还很简单
,

就是
“

图书的抄写
” ,

没有体系化
。

公元前一世纪以来
,

我国出现了大型的系统化的书目著作
。

刘向
、

刘散在编制《别录》
、

《七略》 时
,

创立

了
`

广罗异本
、

比较异同
、

相互补充
、

除去重复
、

条例篇章
、

定著目次
,

校勘讹文脱简
,

命定书 名
” ⑧等一

系列校书的方法和
“

每一书已
,

向辄条其篇目
,

撮其旨意
,

录 而奏之
”

⑨编目方法
,

但他们并没有从理 论 上

阐述
,
只是到后来班固在《汉书

·

艺文志序》 中加以总结了
。

《 隋志
·

序》又
“

远览马《史 》班《书》
,

近观王阮志

录
,

抱其风流体制
,

削其浮杂娜理
” ,

L从理论上指导了《隋志》 的编制工作
,

并论述了图书文献的起源和社会

作用
,

图书与学术的关系
,

编目的方法
,

这是体系化的尝试
。

十二世纪的郑樵在
“

会通
”

的历史哲学思想指导

下
,

通过《七略》
“

编书之 次
”

的研究
,

总结出
“

类例既分
、

学术自明
”

的类例思想 , 通 过 《七 志》亡 书 志 的研

究提出了
“

编次必记亡书论
”

的思想 ; 通过对求书之官
“

陈农求遗书于 天下
” 、 “

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
” 、

(唐 )
“

苗发等使江淮搜书
” ,

史官司马迁
、

校书官刘向父子
,

及后来的虞世南
、

颜师古
、

令孤德菜
、

孔颖达的校

书经历的考察总结
,

提出了
“

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
”

的思想 , 通过对《隋志》
“

于疑晦者则释之
,

无疑晦者则以

类举
” 《崇文总目

”

每书之下
,

必著说焉
”

的得失总结
,

提出了
“

泛释无 义论
”

的思想
。

郑樵通过对前人书目工作

经验的总结与系统化
,

形成《通志
·

校雌略》L这一著作
,

这是我国 目录学史上最早的比较成熟的理 论体系
。

国外
,

十七世纪以来
, “
目录学

”

的含义转变为
“

关于书的写作
”

( W ir tt in g ab o ut boo ks)
。

但理论体系

出现较晚
。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 目录学家将目录学理论综合为两个分支
:

列举的和评沦的
。

,

{
,

外日录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说明了这一机理
。

目录学知识的积累呈现出这种状态
:
先 仃书目情报 实 践

活动
,

然后才有日录学理论原理
。

书目情报在这种进化状态中
,

成为 一个中介点
。 一 方面它作 为 实践的结

晶
,

成为对实践的说明 , 另一方面
,

书目情报中凝结着文献工作者实践活功的价值
,

成为认识
、

评价
、

总结

实践活动原理的起点
。

如果我们将
“

现在
”

看作是
“

历史
”

的横向扩大
,

那么我们可 以看出当代 日录学理论的进化也要经过 经 验

知识阶段向理沦科学时期的过渡
。

在历史上
,

早期的目录学 知识理论系统化
,

成为古典 口录学体系
。

当代
,

目录学知识与信息科学相结合渗透到一切文献记录知识处理领域
。

在 以记录知识为主要工作对象的 科 学与

实践活动领域中
,

不断出现新的书 目倩报工作的方法
、

技术
、

成果
。

这些 知识的发明有时是偶然的
,

知识元

素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

例如科学史学家普赖斯发现了科学文献增长与时间之间的函 数 关 系 F ( t) 二 ae 从 ,

即

指数增长律
,

通过统计
,

人们又发现 了文献的老化与 时 间 的 函 数 关 系
。

巴 尔 顿 和 凯 普 勒 描 述 为

/ a
b

、 - -

二
`

一
·

· · 1 - · ·
- -

-

二Y 二 ` 一 又合朴落会)
,

“ ,文献衰老的负指数律
。

文献的这些规律的认识丰富了 目录学理论
。

文献的增长 曲

线 和
`

}飞蚝曲线的发现
,

标志着对文献研究的知识的深化
,

但是
,

对增长和老化时间若作静态的考察
,

就难以

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

如果对它们进行体系化
,

揭示 出两个定理各 自的功能
、

局 限性
,

找出它们 之 间

的联 系
,

将揭示 出 目录学体系 中的另一对范畴
。

共次
,

目录学体系与多种学科体系相交叉
,

形成其它学科的研究内容
,

目录学体系重新建立起这些知识

之间的联系
。

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几乎同时诞生
,

具有血缘关系
。

最早确立图书馆学体系的国家是德国
,

施雷廷格第一

次建立了这个体系
,

即
“

施氏体系
” ,

构成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是
“

图书的配置与目录的编制
” 。

十八至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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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国图书馆学家
、

目录学家 F
·

A
·

爱贝尔特提出目录学分为记述 (纯粹的目录匆
、

评价 (应用的目录 学 )

两部分的见解
,

并又创立了图书馆学体系 (后人称
“

爱贝尔特— 默尔贝希体系
”

)
,

目录学与图书馆学体系有

交叉的地方
。

1 0 2 8年莱丁格尔提出了图书馆学包括图书学
、

目录学
、

图书馆史
、

图书馆管理
“
四重性

”

概念
。

情

报学在二次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
。

目录学中情报概念的确立
,

使目录学知识与情报学知识相互交叉的形 式

多样化
,

例如美国的
“
S e r ac e vi c 理论体系

”

中包括文献计量学
,

苏联米哈依洛夫的理论体系把情报学与社会

联系起来
,

以科学交流为对象
。

他认为
“

图书一书目交流
”

是正式的科学交流渠道
,

并同意科尔舒诺夫的意见
,

将书目情报
.

作为情报的第三层次来研究
。

图书馆学
、

情报学体系的进化
,

以对目录学等学科的应用为基础
。

并随着研究的深入
,

逐步完 善 了相

应的体系
。

图书馆目录工作
、

文献检索是目录学研究范围的一部分
,

但近几年来却随着图书馆学体系的螺旋

式上升扩大的趋势及情报学体系的综合化使它们在更多的接 口上与相应的学科体系发生交叉关系
。

科学体系

的这种发展特征要求有一种理论体系把这些分散在各门学科体系中的知识组成一个整体
。

目前与目录学相交

的学科还有史料学
,

例如《史料学概论
.

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流派))( 谢国祯著)
,

历史科学
,

.

例如《史学概论
.

文献目录学》 ( 白寿彝主编 ) , 版本学
,

如钱基博的《版本通义》
,

校摊学
,

如蒋伯潜的《校雌目录学共要》 , 史

学史
,

如金琉镜的《中国史学史》 ,

文献学
,

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辑要》
。

此外古籍整理
,

经学
、

传播学
、

新闻学
、

出版学中均有目录学知识
。

这些 目录学知识都带有特定的学科特色
,

只有综合这些特色
,

将 这 些

零碎的知识进行理论的体系化
,

才能更好发挥这些知识的功能
,

使目录学理论具有更强的适应各学科要求

的能力
,

加深理论的层次
。

若从宏观的角度
,

目录学可 以划分为以中国古典目录学为基因的东方 目录学体系
,

和以古希腊目录 学

为基因的西方 目录学体系
。

各流派的目录学核心不同
,

因而建立了各种不同特征的理论体系
。

目录学体系的

功能之一是将这些不同流派的目录学理论看作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

各个组成部分又都有自己的
“

内核
” 。

这

些
“

内核
,

代表了某一理论体系的特征及研究的侧重点与方法
,

在某一领城内
,
目录学家必须遵循共 同 的准

则
。

目录学体系将这些内核看成 自己内核的一部分
,

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内核
。

这个内核就是
“

书

目情报交流
甲 。

内核的本质是
召

知识通讯
” 。

书目情报交流是任何类型书目工作的本质
,

各个流派的目录学内核可看作书目情报交流的不同形 式 的

变通
。

例如
“

关于书的抄写
”

的理论内核是关于文献形式信息的交流 ,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一派的内核 可

看作是关于文献中学术内容的交流
。

再次
,

整体综合功能使 目录学克服了科学分化造成的局限性
,

在体系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综合
,

确立了

目录学的学科地位
。

清代以前的中国目录学是一门结构单一的学科
,

有人称之为历史的辅助科学
。

但近一个世纪以来
,

书目

情报工作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成为专门 的研究对象
。

例如研究索引的技术
、

理论
、

属性
,

构成
“

索引法
”

或
`

索

引学
, 。

这样的专门研究领域有文献学
、

索引学
,

标题学
、

目录分类学
、

文献检索
、

著录法
、

提要法
、

考证

学等
。

目录学与有关方法学科相结合分化出一些边缘学科
,

例如书 目计量学 , 目录学与有关专业结合
,

产生

专科目录学
,

例如文学文献目录学
。

目录学学科分化客观上造成了 目录学发展的不平衡
。

各个研究领 城 交

叉
、

重复
,

有时还缺少应有的联系
。

分支学科被认为是相应学科的分支
,

构成相应学科体系的一部分
。

目录

学成为对这些领域协调的机制
,

使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各部分重新建立逻辑上的联系
。

克服研究体系分化造成的局限性
,

使目录学研究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
。

历史的发展和书目情报实践的要

求
,

使目前目录学形成了四个相应的研究分域
:
基础的

、

应用的
、

发展的
、

比较的
,

国外称作科学 的 ( as a

S e i e n e e )
、

工艺的 ( a s a n 肚 t )
、

产品的 ( a s t h e por d u e t s )等几部分
。

科学研究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 目 的

与功能
。

羞础研究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书目情报的各个方面 , 应用研究则注重于方法论 , 而发展 研 究

则着眼于转化 , 比较研究 则是跨学科
、

空间的综合研究
。

科学研究的这种刘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剖裂 了 科 学

的整体性
。

科学体系将这三个分域合理组织起来
,

成为一个研究体系
,

协调各研究领域
,

便于 合 理地投放

研究 力量
。

2
。

对目录学知识整体性预侧的功能

目录学体系作为对目录学的各部分知识的概括
,

具有宏观描述的功能
。

各种概念
、

原理在体系中显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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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位
。

目录学体系根据外部环境对体系的反馈信息
,

预测目录学体系各部分的未来发展
。

首先
,

目录学知识生长的预测
。

目录学体系是目录学各种概念原理 以线型
、

平行
、

交叉型等形式 构成

的结构显示出来的
。

它本身除具有学术性外
,

还有对知识预测的功能
。

概念和原理是目录学的基本要素
。

目

录学的最初知识的结晶是概念和原理
,

目录学体系研究体系的起点
,

概念
、

原理形成的条件和途径
,

预 测

未来概念
、

原理的形成
。

中国古典 目录学以学术和书目为概念的起点
,

由此生成一系列概念
,

这个概念系统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逐步扩大
。

概念之间通过一定的形式联系成为科学体系之 网上的
“

网结
” 。

信息 技 术

为 目录工作原理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

随着认识的深入
,

科技的发展
,

目录学知识将逐步加深层次
。

科学体系还预测目录学的分支学科
,

因为分支学科的生成机制正是体系研究的范畴之一
。

例如两门学科

之间生成 目录学分支学科的原理可 以预测
,

随着各门学科知识量的增加
,

目录学知识与具体学科知 识 的相

互作用
,

将生成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体系的目录学分支
。

例如经济目录学
、

哲学 目录学
、

法学目录学
、

社会学目

录学
、

化学目录学 … …
。

科学知识总盆在不断增加
,

随着科学总体系层次的加深
,

目录学分支也随之
“

徽分化
” 。

其次
,

功能预测
。

目录学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

目录学休系随着环境的需要而

不断地调整内部结构
,

引起功能的变动
。

目录学体系具有动态的特征
,

因而其功能也是不断变化的
。

我国 目

录学从早期的学术之史到近代的
“

剖析源流
、

方便稽检
” ,

直到今天的解决揭示报道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

要之间的矛盾
,

都在不断进行功能进化
。

未来目录学的功能将从情报对人的知识结构改变的角度
,

通过揭示

科学创造的活动原理
,

可能寻找到比书目情报更接近人的思维认识的要素
,

在书目情报检索的纂 础 上形成

的自由文本检索也是发展的趋势之一
。

再次
,

目录学发展趋势的预测
。

这是对整体的宏观预测
。

目录学体系探索目录学的发展规律
、

概念
、

原

理
、

结构范畴之间的联系形式
,

使它能从整体上预测各部门的发展
,

从而预测整个目录学的发展趋势
。

目录学体系的探索始终以 目录学核心为起点
。

这是目录学体系预侧目录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机理
,

中国 目

录学核心在古典目录学时期以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为主
,

近代出现了对 目录学核心研究的重新认识的倾向
,

杜定友
、

刘国钧等
“

新 目录学家
”
主张目录学为薄计之学 `姚名达等

“

新旧俱全
”

派主张
“

剖析源流
,

方便稽检
” 。

七十年代末以来
,

人们逐渐认识到要研究揭示和报道文献与人们对文献利用之 间的矛盾和
“

文献记录与利用
”

之间的关系
。

西方目录学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
,

目录学的核心是
“

图书的抄写
” ,

十七世纪 以来演 变为
“
关

于书的写作
” ,

十九世纪时贺恩
、

福开森等仍然认为目录学是对
“

图书的记录
” ,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
,

M
·

伊

根
、

J
·

H
·

谢拉
、

B
·

C
·

布鲁克斯主张以知识交流的角度去作探索
。

由此看来
,

目录学理论进化的机制是理论核 心的演变
。

随着目录学知识交流的功能的增强
,

目录 学 的

理论研究则着重注意书目情报的生产 — 传递—
利用体系

。

目录学理论的核心 内容不是单一的
,

书目情报

的交流
,

是核心的主干
,

在这个核心周围凝集着目录学的其它知识
。

不同学派目录学的核心具有 自己的特色
,

中
、

西 目录学核心有很大差异
。

中国 目录学的特色是 注重学术

薄流
,

推荐
、

教育的功能
,

西方 目录学特色是重视文献的记录
。

中西目录学汇流
,

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
,

并

结合不同的文化特征形成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 口录学体系
,

这是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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