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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当前我国社科专业学术文献检索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与专业相关的文献检索的
理论和基本技能。
全书共分三部分内容：一、基础部分（第一章）。
讲授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包括文献资源的类型以及工具书、数据库和网络搜索工具的特点与使用技
能。
二、主体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
讲授检索学术文献的途径和方法。
即从文献利用的角度出发，分别查找图书、报刊论文、语词、事实、统计数据和法律法规等文献的途
径和方法。
对国内一些常用和重要的检索系统的使用，给出了检索实例。
三、应用部分（第六章）。
讲授文献的管理和利用，如何建立个人文献资源管理数据库，将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存储管理，从而方
便取用。
同时，对学术论文的撰写与投稿以及相关的学术规范也进行了必要阐述，可使读者在掌握文献检索方
法的同时，学会开发和利用文献资源。
本书具有内容精炼、重点突出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高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社科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图书情
报工作人员学习和研究文献检索知识与理论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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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文献检索概说　　1.1　文献　　1.1.1　概念　　世界上最早的文献（literature）产生于距今大
约10000～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雕刻在洞壁上的石刻图像、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文献、古埃及的纸草文献、古希腊克里特线形文字文
献和中国商代的甲骨文文献等，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
在我国，“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释为：“文，典籍也；献，贤也。
”这里，“文”指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见多识广、熟悉掌故的人。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的诠释是：“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藏书，信而有
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
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
”这里所说的“文献”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
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文献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所含“贤人”之意逐渐消失了。
　　我国1983年颁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1983）中，对文献的定义为“文献是
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由此可以看出，文献是由知识内容、记录（记录符号与记录手段）和载体材料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
要素构成。
知识是文献的实质内容，记录（记录符号与记录手段）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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