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劳动，它包含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个方面。任何生产工具的发明

和改进，以及一切“精神产品”，均是人的智力活动的

结果，其中，“精神产品”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

和升华，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就

是知识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知识

交流、发展的历史。

一、知识

（一）知识

“知识”来源于英文“!"#$%&’(&”，其含义为

学识、学问。所谓知识是人们通过实践对自然和社会

运动形态与规律的认识与掌握，是人们对在实践过

程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总结和

升华的结果。它是人类的认识成果，来自人们的生产

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从实

践的社会性来了解知识的本质，把知识看成是全人

类的认识结晶。正如泰戈尔所指出的那样：“知识是

珍贵宝石的结晶”。马克思指出：“意识的存在方式，

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

识。”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什么是知

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

两门，一门叫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

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美国哈

佛大学教授贝尔·’在《知识的规范》中指出：“知识

是一组对事实或概念的条理化的阐述，它表示一个

推理出来的判断或者一种经验性结果，它可以通过

某种通讯工具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的《文献与情报教

育工作词典》认为：知识是“人所认识的各种概念和

概念关系的全部集合”。（苏）日丹偌娃，,、+等著，王

熹等译的《汉俄英情报学词典》认为：“知识是人对周

围物质存在认识过程、研究过程的结果，是对客观世

界的各科科学概念和表象的总和。”我们认为：知识

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

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它是精神的

活动，它不是从过程而是从结果的角度对客观现实

的反映，它是理论和科学的抽象，是经验的升华，是

精神的产品。

从知识的质量来看，知识的初级形态是经验性

知识，高级形态是理论性知识，随着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深入，知识的形态

能够发生质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不等于一，

科学学创始人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中一针见

血地指出：“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

德·约翰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下游森林中各种树

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

从知识的数量来看，早在-.//年，恩格斯就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

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

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知识的发展证明

了恩格斯预见的正确性，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生产的

“加速度现象”，俗称“知识爆炸”、“知识雪崩”。从知

识的数量意义上来讲，“知识越多越反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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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应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是

美 国 学 者 威 尔 逊 ，!（"#$%&’，!）的 专 著《 第 二 手 知

识》更促使我们对知识本身是好的，且“盲目追求知

识数量”的传统观念进行认真地反思，我们认为：人

们不仅要追求知识的数量，更要注重知识的质量。

在知识生产上，也应该“计划生育”，倡导“优生”，避

免“伪知识”的产生。大文豪莎土比亚说得好：“知识

贵在质，不在量”。

为了在知识海洋中遨游，我们必须了解知识的

“水性”，一般地讲，作为无形的精神产品的知识具有

以下重要属性。

（二）知识的特性

(、信息属性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知识乃是同种信息的积

聚，是为有助于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抽象化和一般

化了的信息。生物学者韦斯，保罗（")#%%，*+,$）在题

为《知识：一个增长的过程》中指出，信息仅仅是原

料，是知识的发端———把原料提纯、成形和结合，成

为概念和规则，知识便由此产生出来，我们认为知识

是依凭着语言及其符号系统，对感官所接受的信息

进行识别，加工、重组、变换和创造的过程。同时又通

过语言、文字、符号、图象等方式表述和记录在知识

载体上，构成为知识信息。因此，知识既是人脑对外

界信息加工的结果，又构成为人类社会的信息资源。

-、交流性和扩散性

知识以语言、文字、图象等作为记录表达信息手

段，因而知识可被人们所认识、所理解、所传递、所保

存。在时间上代代延续，在空间上无限扩散，它必然

导致知识的交流。

.、社会性或共享性

任何公开的知识只要进入了社会交流过程，便

构成了社会知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被誉为

“学者、先知、圣人、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事业史上

最杰出的人物”谢拉 、杰 西·/在 力 作《图 书 馆 学 引

论》中指出“交流一词的含义就是共享，当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人交流思想时，他们就是一个共享的统一

体”，因此，“知识共享”应成为我们时代的口号，此属

性保证了知识交流的顺利进行。

0、交流的不守恒性

所谓交流的不守恒性是指知识在交流过程中的

损耗不一定必然转换为其他形式的等量知识，同时，

一定量的知识转化与交流也不以消耗同等量的自身

为前提。萧伯纳有一段名言，“你有一只苹果，我有一

只苹果，我们相互交换，每人还是只有一只苹果。如

果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我们相互交流，

每人就各有两种思想。”我国学者赵红州研究员说得

好：“科学交流是科学知识的放大器，也是科研课题

的播种机。”我们认为：在知识交流过程中，知识并不

因为知识的交流而减少，相反还会使知识增值，促进

原有的知识完善和丰富。

1、继承性和积累性

一切知识生产都是在前人或他人创造的基础上

进行的，都要利用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后人总是

继承前辈的知识成果，把前一代人在知识发展上到

达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然后再继续登攀，知识生

产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科学研究部分地以个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

又以对前人劳动利用为条件”。人类的知识正是通过

一代代人的继承和积累逐步地深化、完善、逼近真

知。这就是美国科学家库恩所称的“积累规范”，它从

量的方面描述了知识发展的一般图景。

2、发展性和变革性

知识生产不是重复前人或他人的劳动，而是在

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十分艰巨的探索、创

造、开拓。继承只能使知识延续，储存，但不能使知识

发生质变，又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才能使知

识扩大、加深和发展。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知识发展

就如斩不断的激流，不断地奔腾向前。因此，发展性

和变革性是知识生产的灵魂和目的。这就是库恩所

称之为的“变革规范”，它从质的变化显示了知识发

展的图景。

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类通过实践所表现的认

识能力也是无限的。因而，人类的知识也总是随着人

类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而处在不断发展，不断

涌动和不断积累状态之中。它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

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科学史上，基因理论的创

立就是明证。人类通过实践所表现出的创造力，使知

识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保证了知识世界源远流

长，并且在实践中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知识已在更

广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固

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

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知识产业已

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化的信息产业部门，它渗透

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成为技术进步的因素，成

为生产发展的支配力量，成为社会生活条件改善的

有力手段，在信息时代里，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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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

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

中心资源。因此，信息社会实质上就是知识社会，知

识的增值就是力量。

二、交流

（一）交流

“ 交 流 ”来 源 于 英 文“!"##$%&’()&"%”，其 含 义

为：“通信、交通、传达、传报、联络、传播”，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编辑的《文献与情报工作词典》对

“交流”术语的定义是“用信号传输的方法来传递意

义。”霍本·约翰·-认为，“交流即用言语交流思想”。

安德森，马丁·.认为“交流是我们了解别人并进而

使自己被别人了解的过程”。鲁斯奇把“交流定义为”

“!"##$%&’()&"%是把分散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过

程 。 ” 戈 德·亚 力 克 斯 将 “ 交 流 ” 定 义 为 ：

“!"##$%&’()&"%是变独有为共有的过程”。米德·/·

0指出：“互动（1%)+2(’)&"%），甚至在生物的层次上也

是一种交流，不然，共同行动就无法产生”。巴伦德·

3·!指出：“交流来自减少不确定性的需要”。久雷尔

森和塞纳指出：“运用符号———词语画片、数字、图表

等，传递信息、思想、感情、技术等，这种传递的行动

或过程通常称作交流”。纽科姆·西奥多认为：“每个

/"##$%&’()&"%行动都被看作信息的传播，其中包括

传者向受者传递可以辩别的刺激。”米勒·杰拉尔德

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传者向受者传递信息旨在

改变后者的行为”。谢拉认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

粘剂”。我们认为：所谓“交流”就是指各个体之间借

助于他们（含它们）共同的符号系统所进行的传播和

沟通，这种交流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物界、具有

“感觉器官”的机器群，也可存在于它们之间———只

要具有共同的符号系统。实验证明，中断交流，人就

会出现一种所谓“感觉饥饿”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

“交流”与“传播”两概念是大致相同的，“交流”是相

互的，双向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流者的思想

传播和沟通，而“传播”（传递），是单向的，是指为满

足特定对象的需要而进行的传递活动，它是交流的

一部分。

（二）交流的特性

交流（/"##$%&’()&"%）作为一个系统，具有整体

性、相关性、目的性、层次性、环境适应性和动态性。

4、整体性

按照系统论（/56），系统内各个分子都是按一

定规则组合在一起的。交流系统就是由交流主体、交

流受体、交流本体、交流媒介、交流渠道、交流机构、

交流效果等所构成的统一体。

7、相关性

所谓相关性是指构成交流系统的“分子”、“元

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

8、目的性

交流系统是“自觉”系统，交流不是盲目的自发

行动，而交流的目的性是相当明确的。为了达到交流

目的，交流者必须随时调节自己的行为，这种调节必

须建立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

9、层次性

交流系统是一个由许多子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

统，它是由“符号系统”，“语言信息系统”、“非语言信

息系统”等所构成的母系统。

:、环境适应性

交流者在交流时，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包

括受者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个人、社会因

素的制约，时间、地点的制约，环境、条件因素的制约

等等。

;、动态性

交流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从本质上讲，

交流总是运动的。

交流活动是广泛的社会现象，其实质是社会通

讯过程。交流学的创始人施拉姆·韦尔伯指出：“在未

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

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交流的研究会

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

技术都同交流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到这些

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

看重对交流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学科

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所讲的知识交流，就是交流主体利用知识

载体或言语传播知识于交流受体的过程，由于人类

认识的特点和个体认识差异的绝对性，人们在改造

世界的活动中需要共同的知识，使得人际之间的知

识交流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提高实践能力。有效地改

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并决定知识交流必定是人

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宏观现象。我们认为，人类整

体认识世界能力的无限性和个体认识的有限性，短

暂性是同存的，人类知识的丰富性又和个人知识的

狭隘性并在。这种现象导致知识交流成为社会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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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知识交流的目的就在于分享知识，使交流主体的

知识成果能为交流客体所理解。知识交流是联系创

造和利用的纽带及桥梁，是实现创造的重要因素，它

可以促进个体认识的发育，弥补各个体之间认识的

差异，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推动着新知识的

萌芽成长，并使社会知识聚集成庞大的智力资源。知

识交流是知识继承、创造和发展的前提，是新知识获

得社会承认并被广泛应用的唯一途径。它是科学物

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催化剂，是知识进步之源。知识交

流的范围、幅度、速度与知识的增值、进化成正比。正

是知识的交流，知识才可能继承和发展，汇集为人类

共同的精神财富，联结成向知识顶峰进军的各个进

化链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知识学”、“信息

学”、“交流学”的发展，知识交流的研究必将硕果累

累，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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