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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献信息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文献信息”一词大约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外文献中，但文献信息工作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化
一样源远流长。
文献信息学概念在我国一提出，就引起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界的广泛关注。
之后，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这些均对文献信息学的一些基
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文献信息学是研究文献信息的搜集、存贮、转化、传递、利用与组织管理的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
。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认为对文献信息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性质特点、基本原理、研究对象、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仅局限于此还远远不够。
因为文献信息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通过对文献信息的搜集、开发、传递等组织管理手段，使
之更好地为人们所利用，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献信息学的产生也是文献信息工作发展的需要，从古至今，文献信息工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献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给人们的利用带来许多困难。
面对这一状况，作为文献信息研究者，更有必要加强对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研究。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对文献信息服务质量应如何提高进行研究，并以此来提高文献信息服务
工作的水平，促进文献信息事业的发展，因为服务质量是衡量文献信息服务工作最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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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对文献信息学的产生及特点、基本理论、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任务与方法、
社会功能等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下篇对文献信息的类型、作用与评价、文献信息资源管理、文献信
息服务系统、文献信息服务质量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本书的重点是对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丰富了应用文献信息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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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1 引论　　1.1 文献的定义　　1.2 文献的产生　　1.3 文献的构成要素　　1.4 文献的类型　2 文
献信息学的产生及特点　　2.1 文献信息学产生的背景　　2.2 文献信息学产生的动因　　2.3 文献信息
学的含义　　2.4 文献信息学的特点　3 文献信息学的基本原理　　3.1 文献信息学的系统原理　　3.2 
文献信息学的生命周期原理　　3.3 文献信息学的社会凝聚原理　　3.4 文献信息学的技术演进原理　
　3.5 文献信息学的效用原理　4 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4.1 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　　4.2 
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5 文献信息学的研究任务与方法　　5.1 文献信息学的研究任务　　5.2 文献信
息学的研究方法　6 文献信息学的社会功能　　6.1 提高社会的信息吸收能力　　6.2 强化文献信息机构
的职能机制　　6.3 加速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6.4 开拓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的广阔
前景　　6.5 激发文献信息的转化活力　　6.6 改善思维结构，促进人才开发下篇　7 文献信息的类型、
作用及评价　　7.1 文献信息的类型　　7.2 文献信息的作用　　7.3 文献信息的评价　8 文献信息资源
管理　　8.1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8.2 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8.3 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8.4 文献信息资源评价　9 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9.1 传统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  10 文献信息服务
质量的评价  11 参考咨询及网站服务  12 影响文献信息服务质量评价的因素  13 文献信息服务质量相关
问题的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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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论　　1.2　文献的产生　　文献（图书、文书、档案）构成的基本条件是文字。
我国的文字是从原始社会的刻画记号与图画文字逐渐演变而来的。
文字是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工具。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我国文字演变的时间是漫长的，要确切说明由哪一个人发明是困难的。
此外，文字的产生要有一定的载体，这样才能使文字不断积累、不断流传。
记载各种文字的载体，就是古代的典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文献。
　　1.2.1　汉字的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献（图书、文书、档案）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汉字是怎样产生的？
是什么人发明的？
对于这些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
《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
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
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
美，合而为文”。
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
。
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结绳记事、契刻
、图画和刻画符号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步骤），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故好书者
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篇》）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
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为什么单单仓颉的名字流传下来呢？
因为他做了一些文字整理的工作。
也就是说，在仓颉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级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
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被人们世代称颂。
　　1.2.2　文献的产生　　文字产生以后，相应的也就产生了文字的写刻工具及记录文字的物质载体
。
早期记录文字的载体有木石、陶器、皮革、甲骨、金属物等。
　　1.2.2.1　竹木　　利用刻竹木记事也曾被古人采用。
据先秦典籍记载，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文、武之政，布字方、策”（
《礼记·中庸》）的说法。
这说明先秦记载文字的还有竹、木等材料，我国少数民族以前留下来的一些长木板的旁边刻有深浅不
同的缺口就表示不同的含义。
云南省博物馆藏有土著世代相传的刻木。
　　1.2.2.2　金石　　金指青铜器。
先秦时期，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礼器、乐器、车马器、度量衡器等等，应用范围很广。
统治者或贵族们凡遇有重要文件，或要昭告世人，或需流传后世，就记在青铜器上。
人们把这种铸或刻在器物上的文字称“钟鼎文”、“金文”，它已经具有典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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