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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

柯 平

目录学文化研究是从 目录学与文化 的内在联系出发
,

探讨 目录学的本质特征

和发展路向
。

文章认为
:

目录学不仅仅是研 究文化 的一种上具
,

更重要 的是它通

过揭 示与报导文献信息的书 目反映学术文化
,

其文献记录与开发具有文化积累和

文化交流的意义
。

文化物化于文献这一特征
,

决定着 目录学在文化结构 中物质与

制度层面传播
、

沟通的功能
,

实质是关于文献的文化现象
。

因此
,

现代 目录学体系

正在古典 目录学的基础上随着文化 的现代化而不断完善
。

深层次的目录学研究是 20 世纪 目录学发展的特征
。

近年来
,

目录学有了较大的转向
,

或者

说 目录学研究已进入第三期
。

本文将在材料积累
、

材料解释的基础上
,

从哲学
、

社会学
、

心理学

等各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

把学科知识元素的组合引向学科体系的完善
。

目录学文化研究直接

关系着对目录学的本质认识和发展认识
,

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

文化的目录学观

探讨目录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
,

必须以文化的 目录学观为出发点
。

20 世纪关于文化的讨

论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化学
,

经过历史的条理
、

哲学的思辨和心理 的透视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

野
。

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界定真正把握了文化的内在特质
,

目录学就是与这一意义的文化发

生着密切的联系
。

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

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文化发生了关系
。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

明
:

第一
、

书 目和 目录学为什么分别在殷商和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呢 ?过去归结为
“

人们利用文献

的需要
” 。

这是肤浅的认识
。

进一步分析人们利用文献的原因
,

实质是文化的需要
。

书 目和 目

录学都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目录学的发展 已经证明
:

语言文字— 文献— 书目

— 目录学的产生过程不是脱离文化背景而孤立存在的
,

没有文化的推动
,

就不可能有目录学

的发展
。

第二
、

从 目录学的目的看
,

由于书目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
,

目录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依

附在史学之中
,

为学术研究提供史料
,

并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
。

许多学者正是运用 目录学

方法整理文献
,

通过书 目一展文化史的长卷
,

形成我国文化导读的传统
。

被列入《中国文化名著

精要辞典 》的《书目答问》 ,

岂止
“

令初学者易买易读
,

不致迷阁眩惑
” ,

而是举荐经
、

史
、

子
、

集
、

丛

图书
,

进行文化研究的 目录学名著
。

20 世纪初
,

研究国学促成开国学书 目之风
,

以胡适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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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目》和梁启超的《国学人门书要 目及其读书法 》最为著名
`

。

当时的选书之争代

表了学者们不同的文化思想
,

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

后来
,

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

思总结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
,

著《 中国文化史要论 (人物
、

图书 ) 》 ,

侧重学术文化史及其线索
,

强调
“

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
,

离不开历代的主要人物和主要图书
,

我们可以从此二者看出学术

文化的基本内容
” ,

并通过列举学科
、

撰写类序
、

列举人物
、

辨考学派
、

列举图书
、

提要勾兹
,

把人

物
、

图书与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

成为从目录学角度总结文化的典范
。

以目录学为工具研究文化有三种方式
:

以时间为系列举人物及其名著
,

表现文化的历史

发展与时代性
; 以空间为元集中民族或地区文献

,

展示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 以专题为纲揭

示图书及其思想
,

反映文化的分野与领域
。

然而
,

这些方式不过是打开文化研究宝库的钥匙和

指南
,

或者说是透视文化的窗 口
。

真正的目的是利用 目录学所揭示的文献去总结文化的某些规

律
,

将浩瀚的学术文献系统化
,

使博大的学术文化文献化
,

如同梁启超将广义的史学称作文献

学① 。

目录学研究书 目
,

书 目记录文献
。

因此
,

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文化的落脚点是文献
。

14 世纪

的里查德
.

伯里所述关于傲慢的塔尔金的记载② ,

无非要说明文献是人类的无价财富
。

哲学家

波普所作的假设机器
、

工具毁坏或主观知识一起毁坏这两个思想实验
,

更好地说明了知识文献

在文化进程中的价值
。

图书馆学家谢拉说
: “

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
,

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

保存文字记载的方式
,

便没有持续的文化
’ ,③ ,

其
“

社会认识论
”

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知识和

信仰的总和
,

由物质设备
、

学术成就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维持继续着
。

这就说明
,

一方面
,

文献

是文化的结晶
,

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不可能有文献
;另一方面

,

文化物化于文献
,

没有充分的文

献就没有发达的文化
。

而 目录学正是以这二者为前提
,

研究揭示报导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献与

社二会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
,

在文化的 目录学体系
“

文献— 书 目— 需求者
”
中起着中介

作:用
。

两种目录学的文化观

古典目录学和现代目录学与传统文化
、

现代文化相对应
。

显而易见
,

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

两种 目录学的区别
。

需要明确的是
,

是文化孕育了 目录学 ? 还是文化影响着目录学呢 ? 这两种

情况分别就产生和发展而言都是存在的
。

t

传统文化是以封建社会文化为主体的观念形态
,

它不仅包含各种程式化了的理论形态
,

而

且包括风俗习惯
、

生活方式
、

心理特征
、

审美情趣
、

价值观念等非理论形态
。

古典目录学在传统

文化中与这两种形态都有联系
。

目录学的理论特征使之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理论形态
,

或者说反

映理论形态
。

而 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离不开古代目录学家的思想
,

使目录学领域的活动间接反

映了非理论化的形态
。

古典目录学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什么 ? 由于它与校雕学
、

版本学历史上的血缘关

系
,

学科之间长期没有明确的界限
。

究其根本
,

文献是它们发生的源泉和共同的研究客体
。

从

孔子整理六艺
,

为诗
、

书作序
,

到汉向
、

欲父子的校雄目录活动
,

同时产生了校邮学
、

目录学和版

本学
。

后世所谓 目录学校雌学之争重流而不溯源
,

因名而不求实
。

如果说校雕学包括目录
、

版

本
、 、

校勘三部分
,

那么这里的校雌学其实就是古典文献学
。

校勘
、

版本成专门之学
,

分别研究文

献的内在特征 (语言文字 )和外在特征 (版本 )
。

目录学则兼收校勘和版本成果
,

记录文献内容与

形式
,

是
“

文献积累
”

的学问
。

从传统文化看
,

书 目不仅是文献的记录
,

而且是文化的记录
。

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有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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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目最受推崇
。

《七略 》 ,

范文澜说它
“

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
,

… …是一部完整

的 巨著
。

它不 只是 目录学
、

校勘学 的开端
,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

史
’ ,④ 。

《汉书艺文志 》
,

金榜称之为
“

学问之眉 目
,

著述之门户
”

旧本学者金谷治称为
“

作为体系

化的哲学著作
” 。

《隋书经籍志 》 ,

顾领刚说它是 《隋书 》中最有价值的一志
。

《四库全书总目》
,

梁

启超说它是
“

汉学思想的结晶体
” ⑤ 。

《书目答问 》 ,

被誉为读古书
、

治!日学的
“

摸门径
”

之作@
。

这

些书目的文化史价值首先在于它所积累的文献成为文化史料
,

书 目在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不单是文献积累
,

而是文化积累
。

官藏目录
、

私家书 目和史志 目录是古典目录学的三大流别
。

历代官私藏书 目录反映藏书之

盛
,

与藏书楼共同体现着古代文化的变迁
。

在文献积累中
,

官藏目录求全
,

私家书目求精
,

相互

补充
,

有益学术文化
。

特别是史志 目录
,

因出自史家之手
,

附于史书之中
,

其地位最高
,

真正使目

录学成为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
,

历代正史艺文志及补史艺文志就是一部完整的我国文化史长

卷
。

讲古典 目录学的文化积累特别是书目的文化史价值都只能说是表层次的文化观
,

即文化

的物质方面
,

具体表现为目录学中的文献
。

而深层次的文化观应该是文化的精神方面
,

指传统

文化物质的— 制度的— 心理的三层面中后两个层面
,

目录学在这两个层面中有无根基 ?我

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

首先
,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哲学
。

自汉代儒学独尊以后
,

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

地位
,

哲学几成儒家奴蟀
,

从此确立了 目录学的儒家哲学基础
。

历代书 目未有经书不列于首
,

从

五经
、

九经到十三经
,

不过是经学的丰富与完善
,

儒家文化在古典目录学中的地位从不动摇
。

经

学作目录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

而 目录学为治经工具并阐发经学要旨
。

从儒家学派校定

六经
、

司马迁作《儒林列传 》到向
、

欲父子通过目录学传播古文经
,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代郑

学的形成
。

王充《论衡 》说
“
六略之录

,

万三千篇
,

虽不尽见
,

指趣可知
” 。

在我国古典目录学文献

中
,

关于学术文化不乏独到精辟的思想
,

艺文志中的
“

诸子出于王官论
”

就是古史研究的一大

课题
。

所以
,

后人
“

览录而知旨
,

观 目而悉词
,

经愤之精术尽探
,

贤哲之睿思咸识
,

不见古人之面
,

而见古人之心
” ⑦ 。

其次
,

在传统文化中
,

学术文化占有相当地位
。

虽然古代学者无不博通经史
,

但学术史未成

专门
。

只有古典目录学以学术史为已任
,

体现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之精神

。

目录学的学术史

思想主要表现于学术分类
、

叙录和类序之中
。

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演变
,

就是古代学术文化史

纲
, “

类例既分
,

学术自明
”

(郑樵语 )
。

叙录
“

用以考一人之源流
,

性质与列传相近 ,’( 姚名达语 )
。

书目中总序
、

大小序叙一代一学一派之源流
, “

辨章学术之得失也
” 。 “

盖 目录之学
,

莫难于叙录
,

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
,

章学诚所谓
`

非深 明于道术精微
,

群言得失之故者
,

不足与此
’
盖指此也

”

(刘纪泽语 )
。

正因为此
,

自古目录书列于史部之中
,

目录学因兼学术之史而成为学中第一紧要

事
。

张尔田说
“
目录之学

,

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
,

及一家一书之宗趣
,

事乃与史相纬
’ ,⑧ 。

来新

夏总结为
“

古典目录学领域
,

在长期进程中
,

由于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参与
,

曾编制了大量的各

类型 目录
,

使中国文化载籍得到比较系统的按类记录
,

增厚了中国文化的积累
。

并在长期实践

工作中探讨了不同的分类体系
,

提出了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
。

这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遗

产的宝库
,

也为世界文化史增添了光辉
’ ,⑨ 。

现代文化是伴随着封建文化的衰落及西方文化的引入
,

在中西文化交融
、

新旧思想斗争中

形成的
。

与此相适应
,

现代目录学也是在古典 目录学与西洋目录学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
。

现代

目录学奠基者姚名达在新
、

旧两极分化之 中
,

既没有抛弃古典目录学
,

而是作历史的总结
; 也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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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搬西洋目录学
,

而是批评新目录学派效法西方之失
。

他将古乎目录学与西洋目录学比较
,

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最大特点为重分类而轻编目
,

有解题而无引得
。

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目录

学思想
:

提倡主题目录
,

反对十进分类
; 主张精撰解题

,

不赞成详列篇 目
; 主张插架 目录与寻书

目录分开
,

前者依分类
,

后者依主题
,

使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知识
。

这种思想与当

时文化上保守与西化对抗联系起来
,

代表了进步的一面
。

古典目录学在传统文化中重视文献积累
`

,

现代目录学在现代文化中则重视文献开发
,

通过

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
,

满足人们的信息与文献需求
。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

以马克 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
,

建立 目录学的新体系
; 目录学更强调科学系统地揭示文献

,

充分有效地报导文献
,

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在信息化社会
,

科学研究需求成为现代目录学发展的

动力
,

新方法
、

新技术的引进带来目录学领域的革命
,

现代目录学与情报学紧密配合
,

在科学交

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新文化孕育新目录学
,

新 目录学需要新文化观
。

现代目录学继承和发展古典目录学优良传

统
,

克服古典 目录学的保守
、

封建思想
,

将 目录学的重点从文献整理
、

为读书治学服务转向文献

检索
、

为科研生产服务
,

使目录学从学术文化的 目录学过渡到知识文献的 目录学
。

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观

移

目录学的发展有内在的规律性和外在的条件
,

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

·

文化发生学上有一源说和多源说
。

唯物主义文化观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
,

证明文化具有

民族性
。

从我国目录学与外国 目录学的比较看
,

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使目录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征
。

中国目录学在
“

大一统
”

的文化影响下
,

阶段性不 明显
,

缺乏创新精神
。

各时代的 目录学都

不脱离校雕
,

班固
、

郑樵
、

章学诚莫不推崇 向
、

欲
,

重流略之学
。

而西方目录学在偏至
、

对立
、

明晰

的文化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

如中世纪宗教文化形成基督教 目录学时代
。

在中国目录学中
,

虽然儒学占统治地位
,

但 目录学家并不排斥道
、

佛图书
,

书 目中有道
、

佛另列
,

从魏《汉录 》开始

有专门释道 目录
。

此后
,

佛经 目录
、

道经 目录与经学 目录共同发展
,

这种状况是儒
、

道
、

佛文化长

期发展的结果
。

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形成多民族的文化
。

而 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在目录学上表现为处理民族

文献的不同方法
。

汉文献
、

蒙古文献
、

满族文献及其目录学得到长足的发展
。

随着各民族文化

思想的交融
,

民族文化渗透到文献和 目录学中
,

这就为今天的地区或民族目录学积累了物质基

础
。

如关于藏族目录学的研究是藏族文化和 目录学相结合的产物
。

无论是国家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不是孤立地发展
,

必然要与其它民族文化发生联系
。

在中

国历史上
,

中国文化有输出也有输入
,

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两次重大影响
。

汉代后

传入的印度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伦理
、

哲学
、

文学
、

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的影响都极为

深刻
。

对 目录学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佛经的大量翻译
、

整理和传播
。 “

民间佛经
,

多于六经数十

百倍
” ,

直接产生了佛经 目录学作为 目录学的一大流派
,

也引起了人们对佛经著录的兴趣
,

佛经

目录的不少方法如总经序等影响着其它类型的书 目
。

据姚名达统计
,

历代佛经 目录 78 种
,

但佛

经在古代书 目三体中并未占首要地位
,

这与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态度是相吻合的
。

明末

清初传人的欧洲西学对中国文化也有过短时间的影响
。

利玛窦等约 5 00 名耶稣会传教士先后

来华
,

不仅带来许多科学仪器和制品
,

而且在华著译出版了约 1 20 种科技著作
,

它改变了传统

文献的类型与构成
,

成为我国新的书 目文献源
。

直到清末形成译书事业
,

在西学输入中
,

翻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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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出现
,

如英国傅兰雅所著《译书事略 》中三种目录 ( 1 8 7 8 年 )
、

梁启超在《西书提要 》基础上编

《西学书 目表 》 ( 18 9 6 年 )等等
。

这些 目录中的文献及其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
“
经

、

史
、

子
、

集
”

知识结构
。

文化交流对 目录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书 目工作对象— 图书文献的影响
,

而图书文献的

发展又依赖于文字
、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
。

每一次技术革命
,

不仅给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

由此

引起文献中知识
、

文字
、

记录材料
、

记录方式四个要素的变化 ; 而且为 目录学提供了变革的时机

和条件
,

新的方法不断取代旧的方法
。

也正由于文化交流促使我国目录学不断借鉴外国的先进

技术方法
,

如卡片目录
、

关键词索引和文摘技术
,

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目录学的结构
,

另一方面又

促进 目录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

文化是影响 目录学的主要社会环境
。

因为中国文化直接与经济
、

政治相联系
,

从根本上说
,

时代与时代的区别在于社会经济与政治
。

这样
,

在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观中还要注意经济
、

政治

对 目录学的影响
。

历代禁书与焚书虽是文化史上的现象
,

但总是政治与思想斗争的结果
,

它

对 目录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图书
“

五厄论
” 、 “

十厄论
” ,

影响书 目收录文献的数量和范围
;
而 且

影响着书 目的收录标准和评书标准
。

中国长期的封建政治
、

中央集权制导致官藏书目的发展
:

诏撰书 目
、

政府组织
、

集中编目
、

御览钦定
、

寓禁于征等等
。

特别是目录学思想和 目录学方法受

到封建政治的束缚
,

书 目提要大肆宣扬封建思想
,

为封建政治服务
。

纵观中国古代 目录学
,

民族特色也就是儒家哲学
、

封建政治及其学术文化的特色
。

社会心

理与目录学家的思想
、

学术思想体系与目录学理论
、

文化成果与目录学著作
、

经济结构
、

社会制

度与目录学方法等都发生着因果关系
。

既然目录学的社会环境以文化环境最为重要
,

那么
,

研

究目录学史必须以文化史为依据
。

过去研究目录学史
,

以姚名达整理最早
、

专论最深
。

他认为中国目录学史
,

时代之精神殆无

特别之差异
,

深知中国 目录学整体推进的特征
。

他不用断代法
,

并不是否定时代的意义
。

后人

多用历史发展的顺序叙述目录学
,

分代不足以反映 目录学的发展特征
,

只有分期才能展示 目录

学的阶段性
。

然而
,

迄今关于 目录学史的分期众说不一
。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 将古典目录学

分为三个阶段
:

周至三国
、

晋至隋
、

唐至清
。

汪国垣《 目录学研究 》分为唐以前
、

唐宋元明两个阶

段
。

这两种划分都以唐为分界线
,

是因为《隋书经籍志 》的地位
。

其实唐目录学承前较启后更重
,

这两种划分比较简单
,

缺乏依据
。

所以王重民《普通 目录学 》根据 目录学的重大著作
,

将古代 目

录学分为三个阶段
:

从远古到公元前 1世纪末《七略 》完成
;
从公元 1 世纪《七略 》以后到第 7 世

纪《隋书经籍志 》 ;
从第 7 世纪到 1 8 4 0 年

。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 》对唐以后再作细分
,

划分四

个阶段
:

殷商至汉
、

魏至隋末
、

唐至元末
、

明至鸦片战争
。

这两种划分较多地结合了历史的变化
,

且唐以前划分大致相仿
。

以上四家
,

余
、

汪氏分期后同前不同
,

而王
、

吕氏划分前同后不同
。

我们认为
,

目录学的发展分期参考历史分期不如以文化史分期为根据更为科学
。

但是关于

文化史的分期也很不统一
,

有三分
、

四分
、

五分甚至十分法
,

这些划分体现 出一些重要文化特

征
:

汉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里程碑
,

代表着儒学的统一
,

中国文化的定型
;
唐代文化是魏晋

以来佛教发展的顶峰
,

代表着佛学时代
;
宋明文化儒佛混合

、

理学兴盛
,

是中国文化的强化期
;

清代文化
,

朴学发达
,

既是封建文化的总结
,

又是文化转型的开始
。

在我国文献学史上
,

目录学
、

版本学
、

校勘学同始于汉
、

兴于宋
、

而盛于清
。

就 目录学而言
,

汉有向
、

欲与 《别录 ))(( 七略 》
、

班固

与 《汉书艺文志》
;
宋有郑樵与《通志

.

校雕略 》 ,

清有 《四库全书总 目》
、

章学诚与 《校雄通义 》 ,

都

是 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大家与杰作
。

所以《 目录学概论 》和《古典目录学 》二书把古典目录学分为

春秋到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

宋元
、

明清五个时期
,

是以文化史分期为依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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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样
,

目录学的文化观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古典目录学与现

代目录学的联系
。

几年来目录学领域中肯定和否定古典目录学的两种倾向
,

都根源于文化学界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
。

经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
,

从文化的角度看目录学要注意三

个方面
:

首先
,

是如何对待传统 目录学
。

按鲁迅对待传统文化遗产
“

占有
、

挑选
”

的态度L ,

对传

统目录学要进行科学地认识
,

区分精华与糟粕
;
对古典目录学的全部肯定或彻底否定

,

以及 目

录学全盘西化的思想都是极端片面和错误的
。

其次
,

是现代目录学如何批判地继承古典目录

学
。

现代目录学是古典目录学的延续
,

有相契合的一面
,

它已汲取了古典目录学中揭示文献的

方法和专家编目的优良传统
。

但是现代目录学要发展
,

又有与传统观念
、

传统方法相冲突的一

面
,

它必须靠近现代化
,

靠近学科前沿
,

增强其生命力
。

再次
,

古典目录学在近代已经终结
,

而古

典目录学研究还需要不断地发展
,

构成目录学史的组成部分
。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的文化现象

目录学文化观的最高境界是对 目录学本质的认识
。

透过古典 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的两种

文化观
,

特别是目录学擅变中文化的作用
,

我们看到文化与 目录学的外部联系
。

那么
,

这种联系

有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呢?

文化结构是对
`

凌化
”

概念外延的认识
,

在物质的
、

制度的和心理的三个层面组成的文化结

构中
,

文献属于前两个层次
,

从文献形式看属第一层面
,

但从文献内容看属第二层面
。

书 目亦

然
,

书 目的形式是物质的
,

而书 目的内容是制度的
。

实际上
,

书 目是文献的一个特殊类型 (二次

文献 )
,

在形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

只是内容不同
,

文献的内容是知识
,

而书 目的内容是关于知

识的知识
。

从这个角度看
,

目录学主要是制度的文化现象
,

表现为目录学文化的一个层面
“

书 目

— 文献— 知识
” 。

金克木运用符号学原理解说文化
,

说
“

社会文化现象中可以把物
、

事
、

书三样当作指示意义

的符号… …
。

书中的文字是符号
,

文字联贯成语言仍是符号
,

语言所说的事件还是符号
,

因为其

中意义都是不可直接见闻的
,

是借文字语言而传达的
’ ,。 。

按照这种观点
,

目录学研究的客体是

文献符号
,

可作为文化的一种符号系统
。

章学诚说过
“ 《易 》曰 :

形而上者谓之道
,

形而下者谓之器
。

道不离器
,

犹影不离形
” 。

这一哲

学 思想产生了
“

六经 皆史
” “
六经皆器

”
的新学术观点

,

深刻反映了学术思想 (道 )与文献 (政典
、

掌故
、

器 )的关系
, “

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
,

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 , @

。

用
“

道不离器
”
思想解释文化

,

可见
J

物质与制度二个层面的辩证关系
,

也体现学术文化的地位
。

长期以来
,

我国目录学兼学术

文化之史
。

白寿彝把古代学术史专著分为 目录
、

传记
、

目录传记等混合三种形式
。

现代目录学

虽不直接关系学术文化
,

但它以
“

器
”

传
“

道
” ,

在文化结构中起着沟通的作用
。

因此
,

目录学是物

质与制度相结合的文化
,

核心是符号和知识组成的书 目信息系统
。

社会心理是文化的实质性部分和最高层次
。

这一层次中的思维方式
、

价值观念
、

道德规范
、

宗教观念直接影响着目录学研究中的主体
,

并作用于客体
。

更重要 的是由于群体是书 目信息的

潜在用户
,

他们的思维方式
、

价值观等社会心理无不影响着书 目情报意识
、

需求与行为
。

我们既

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 目录学 中的心理现象
,

也要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目录学 中群体行为的根源

和变化及与具体时代社会心理的关系
,

如古代目录工作中的整体观念
、

重义轻利观念
,

目录学

家的经学态度
、

保守封闭心理与古典目录学的方法陈旧
,

以及现代目录学中信息观念与用户需

要层次
、

开放观念与书 目情报服务等
。

从主体的心理角度看
,

目录学是间接的心理文化现象
,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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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目录学文化的另一个层面
“
书 目情报服务— 文献需求— 知识需求

” 。

文化学中文化类型 区别于不同社会群体或民族的文化
。

根据对文化结构的分析
,

目录学既

是文化现象之一
,

不同民族的 目录学应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

我国传统文化的类型主要是伦理

政治型
,

所以传统目录学性质是政治文化的目录学
。

这种目录学表现的许多特征与中国文化的

特征相关
。

如重道轻器的特征决定着 目录学重提要
、

重类例
、

重小序
,

轻著录
、

轻
“

簿录
” ;
经世致

用的特征决定着目录学多实践
、

多书 目
,

少理论
;
崇古重老的特征决定着 目录学多继承

,

少创

新
,

重古本
、

善本
、

孤本
,

轻新本
。

过去人们把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作为中国 目录学的精神和优

良传统
,

并未全面概括中国目录学
。

我们认为中国目录学的精神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

特别是求是
、

务实的精神
,

无论是官藏
、

私藏与史学派
、

校勘派与版本派
,

还是理念派与考订派
,

都具有这一精神
。

从古代的
“

文献整理
”

到今天的
“

文献开发
” ,

从古代的文化积累
、

辨章学术到

今天的文化导读
、

科研指南
,

都是关于文献的文化现象
。

总之
,

目录学文化研究关系到对古典目录学评价及其研究领域的深化
,

关系到现代目录学

的开拓和发展方向
,

特别是关系到 目录学存在的价值体系与本质的认识
。

通过以上的讨论
,

可

以归纳以下问题
:

l
、

文化是 目录学研究的基础
,

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 目录学
,

能够解释目录学领域中的矛盾

现象
,

总结书 目工作的运动规律
。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目录学理论
、

儒道佛对中国 目录学的影

响
、

社会心理与书 目信息需求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

因此
,

要把文化学作为 目录学研究的方法论
。

2
、

文化比较是 目录学发展研究的手段
。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比较直接影响着古典 目录

学与现代 目录学的比较
,

由此产生的两种目录学文化观揭示出 目录学发展的整体化
、

阶段性规

律
,

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外目录学文化环境比较是总结世界 目录学规律的依据
。

3
、

文化的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

目录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项工程中担负着整理

和开发文献
,

进行书 目信息交流的重要任务
,

是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
。

随着文化的现代化
,

现代

目录学不断改革与创新
,

具有现代化意识的 目录学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揭示报导

文献信息
,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

书目工作的自动化
、

书 目服务的信息化
、

目录学理论的系统化是

目录学现代化的标志
。

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下
,

目录学理论和实践将全面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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