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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情报学的定义与学科性质

许志强

(西 昌学院 图书馆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摘 要】 文章首先论述 了情报学的定义

【关键词】 情报学
; 定义 ; 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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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
,

论述了情报学的学科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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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 学
”

( Ionf rm at i q ue )术语 据说是 由法 国学

者阿曼德
,

路易斯创立的
,

并把它定义为
: “

计算机情

报处理
” ,

其含义是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手段和

学科课程的总和
,

还包括在人类活动各个不同部门

使用计算技术的广阔领域
,

它与英语
“

计算机科学

( C o

哪
u t e r S e i e n e e )一词一致

。

19 66年前苏联米哈依

洛夫等人在
“
Ifon mr at ik

”

的标题下谈 到了科学情报

的理论问题
。

正如米哈依洛夫在 《苏联 19 68 一77 年的

情 报 学 研 究 》 一 文 中所 说 的那 样
“

情报 学
”

(H H小O PM o

m k。 ) 术语是我们 19 “ 年为给以前称

作科学情报理论的学科命名而引进的
。

建议使用这

个术语的是情报传递问题研究所所长 A
·

A哈尔克维

奇院士早在 19 6 2年就提出的
。

1963 年莫斯科动力学

院的捷姆尼柯夫中
.

E教授建议用这个木语来给 《把

情报的收集
、

传递
、

存取
、

加工和使用等众多问题联

成一体的综合学科》命名
。

以后在道尔弗蔓
,

八
.

T教

授对 《科学情报基础 》专著 (莫斯科
,

19 65 年 )的书评

中又再次提出
。

1 967 年9月在 日本东京举行的第 33 届

国际文献联合会 ( IF D )会议上
,

米哈依洛夫教授建

议把
“

情报学
”

这个术语作为科学情报理论 的名字
。

这样 19 6 8年情报学术语明确地写进国际术语中
,

其

类号为04 / 0 5
。

直到现在
,

这门科学的名称仍不统一
。

在美 国和英 国
,

一 般称
“

情报科 学
”

( Ifon mr at ion

Sic e n ce ) (根据卡思
,

R
·

R研究
, “

情报科学
”

术语最初

使用于 1959 年
,

其定义是 1 961 年在美国
,

佐治亚大学

召开的会议上给定的 )
。

在苏联
、

东欧各国 (前德国 )

法国和 日本称为
“

情报学
”

法文为
“
Ifon mr at i q u e ”

俄

文为H H小O P M a T“ k。
,

日文为
“

情报工学
” 。

最好的

佐证就是 国际文献联合会 ( n D )三位主席 的称呼
。

前 联帮 德 国的 主席阿伦 兹
,

赫 称这 门学 科 为
”

“
D o k u

me
n
att i o n s

— W i s s e n s e h aft
”

美 国的付主席哈

尔特
,

尔广义地称为
“ Ifon mr at ion cS ien c e ” ,

强调情

报科学技术的作用
。

前苏联的另一付主席米哈依洛

夫
,

A
·

H 则 狭 义 地 称 为
“
H H小O P M aT H ka

”

( Ifon
m at ic s )

,

意指科学情报学
。

由德国文献专家韦

尔西希
,

格尔诺特和内韦林
,

乌利希编辑联合 国教科

文组织印行的《文献与情报工作词典 》对
“

情报学
”

词

条 (条目 )的准确解释是
:
中文 ( c) 情报学

,

英文 (E ) :

Ifon mr
a ti e s 法 文 ( F )

:
I fon mr

a t iq u e
德 文 (D )

:

In fo o
a ti o n s一 u n d D o e u m e n t at i o n s W i s s e n s e haft

、

东

德 Ifon mr
a t ik

、

俄文 ( R ) : H H中O PM a

m k a 、

日文 ( J )
:

情报工学
、

西班牙文 (S )
: Ifon mr iat lca

。

关于情报学

的定义
,

目前学术界还众说纷纭
。

前苏联情报学家米

哈依洛夫教授认为
: “

情报学
”

是研究科学情报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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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基本性质并研究科学交流所有过程一般规律性

的一门科学
。

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
:“

情报学是研究

学术情报的结构和一般性及其产生
、

加工
、

传递和在

人类活动的不同范围中应用原理的一门学科
。 ”

经互

会在 9 17 0年 9月提交的一份声 明中指出
:“

情报学是

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
,

它研究科技情报的结构

和一般特征 以及制约整个科学交流过程 的一般规

律
” 。

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在 1 967 年向专业图书

馆协会年会提交的论文 中指出
。 “

情报学不能与文献

学
、

情报检索
、

图书馆学及其它学科等同起来
,

情报

学不是改头换面的情报检索或图书馆学
,

不象物理

学是超负荷的工程学那样
。 “

情报学是研究人类通讯

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科学
。 ”

美国著名情报学

家贝克尔认为
“

情报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

通讯联系的一门学科
。 ”

美国情报学者海斯认为
: “

情

报学是研究特定 的情报系统 中情报传递
、

选择
、

处

理
、

分析过程的科学
。 ”

美国情报学家史密斯认为
“

情

报学研究人们之间的通讯
,

它研究情报如何传递
,

它

包括对情报的收集
、

组织
、

解释
、

存贮
、

检索
、

传播
、

交

换
” 。

曾任美国文献学会会长的杰劳尔认为
“

情报学

是研究情报学的特性和活动
,

管理情报传递过程的

手段以及为保证情报的最有效利用所必需的情报处

理技术
” 。

日本和法国学者认为
: “

情报学是计算机科

学
,

是研究信息和控制的学科
,

是研究一切有关计算

机设计
、

生产和使用等内容的学科
。 ’

旧 本著名情报

学家北川敏男认为
: “

情报学的主要对象是计算机对

情报的处理过程
” 。

日本情报学者福寿幸南认为
“

情

报学是研究信息和控制的科学
,

它的目的在于阐明

信息发生
、

传递
、

存贮
、

控制
” 。

法国情报学家布兰热

认为
“

按照情报学一词本身的意思
,

它表示对信息的

各种逻辑处理和自动处理方法的总和
。

法 国情报专

家迪马涅认为
“

情报学是研究有关计算机设计
、

生产

和使用的一切内容
” 。

而美国情报学元老谢拉却认

为
: “

情报学已 自己证明是一门科学
,

它在很大程度

上是从其它领域特别是数学与电工中抽出技术的集

合体
,

但它不是一项业务
,

而是一项调研 u m qu iyr 领

域
” 。

1 961 年美国佐治亚工业大学召开的会议将情报

学定义为
“

它是对情报的特点和行动
,

控制情报流的

各种力量
,

为最大程度地存取和利用情报而采取的

处理手段进行考察的科学
” 。

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

克斯认为
“

情报学是研究世界2

— 精神世界与世界

3

— 客观知识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
” 。

国际标

准化组织 ( 15 0 )认为
“

情报学是对情报的功能
、

结构
、

传递的研究和情报系统管理的研究
。 ”

我国国家标准

《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 》 (G B 4 894 一 85 )把

情报学定义为
“

研究情报获取
、

传递与使用的理论
、

规律与方法 以及情报系统管理的学科
” 。

关于它的学

科性质 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
,

米哈依洛夫教授认为
“

情报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社

会才具有的现象和规律
” 。

叶尔绍夫院士认为
“

情报

学是一门研究情报传递与处理过程的基础 自然科

学
。 ”

多罗得尼尼采院士认为
“

数学是其它学科的奴

仆
,

而情报学也是奴仆
,

情报学的存在
,

不是为了自

己
,

而是帮助其它学科
,

它不研究或创造任何具体事

物对象或 自然过程而是向其它学科领域提供研究方

法
,

情报学象数学一样
,

是一种方法论
” 。

德国克劳斯

指出
: “

情报学的四大来源
:
科学学 (科学的科学 )

、

社

会科学
、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
。

原中国科协主席钱学

森认为
: “

情报科学技术是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

次
” 。

总而言之
,

情报学不是以具体事物现象和过程

为研究对象
,

它并不涉及各个学科的具体专业内容
,

而是研究各门学科普遍存在的情报现象
,

研究情报

的生产
、

传递和利用
。

它向其它学科提供如何更有效

地开发
、

利用
、

检索
、

传播专业情报的方法
。

早在本世

纪初列宁就预言
“

从 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

潮流在二十世纪会更加强大
”

由于情报学系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汇流的产物
,

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涉

及众多学科
。

正如美国学者赫内在 《情报科学的发

展 》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 “

情报学是图书馆
、

计算机

和穿孔卡片学
,

科学文献学
、

文摘与索引
、

通讯科学
、

行为科学
、

缩微和复制出版物
、

录象和光学以及各种

不同领域和学科会聚的产物
。 ”

美国学者凯斯在《八

十年代的情报学》中指出
“

情报学是在本世纪 4 0年代

后期充满希望的战后时期闻世的
,

它是好几个研究

领域会聚的产物
” 。

为此
,

19 79 年至 198 0年
,

日本庆应

义塾大学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教师与攻读该专业博士

学位的学生研究小组一起
,

就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

文献结构进行研究
,

她们利用纳林等人根据引文数

据进行分析的方法
,

绘制出在各学科范围内以及两

个学科范围之间期刊引用关系的两段流程图和相互

引用矩阵
。

得到的结论之一就是
:
情报学方面的期刊

论文所参考的文献中
,

图书馆情报学方面的文献占

全部参考文献量的4 8%
,

其次是计算机科学方面的

文献占 18%
,

再次为化学
、

医学
、

一般科学
、

数学
、

经

济学等方面的文献
。

这表明情报学具有跨学科性质
。

我们认为
“

情报学
”

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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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
、

融合而成的产物
,

是多学科杂交的
“

杂种
” ,

它不

是以特定物质形态和运动方式作为研究对象
,

而是

抛开各种事物
、

现象
、

过程的具体特征
,

用抽象的方

法研究它们所共有的某一方面规定性及其规律
。

曾

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专员的美 国情报学家博

克
,

哈罗德认为
“

情报学所关心的是情报 的来源
、

搜

集
、

组织
、

贮存
、

检索
、

解释
、

传递
、

转换和利用
” 。

博克

指出
“

因为它来 自例如数学
、

逻辑学
、

语言学
、

心理

学
、

计算机技术
、

运筹学
、

造型艺术
、

图书馆管理和其

他类似学科
,

并与这些学科相联系
” 。

因此他认为
“

情

报学是横断科学
” 。

综观短暂的情报学历史
,

我们不妨把它划分为

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 ( 5 0年一 60 年 )面向实用研

究
,

第二阶段 ( 7 0年代 )面 向新技术应用
,

第 三阶段

( 80 年代 )面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
。

俗话说
“

三十而

立
” ,

而情报学却是一个不满学龄的幼儿
,

尚需进一

步发育和成长
。

对此
,

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

通过

情报学历史的回顾
,

我们清醒地看到
:

情报学的准科

学时期的铸征时
“

概念极不确定
,

智力常数 R低下
,

知识嫡 S极大
,

序参量较小
,

智力常数相对于知识嫡

的变化率华极小
。

这一时期的情报学发散思维有
一 `

~
`

~
`

日S 一
`

一
` ’ ` 一 ` ’

月 `
~

’

一
’

一
’

一 一
’ `

余
,

收敛思维不足
,

理性思维薄弱
,

理论研究倍受冷

落
,

这样就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

致

使这种先天不足的科学传统惯性一直延续至今
。

鉴

于此
,

王崇德教授把情报学历史概括为
: “

苍促的起

步
,

匆忙的开端
。

长期以来
“

情报
”

被人们蒙上 了一种

神秘的色彩
,

一提及
“

情报
”

就是军事情报
,

人们往往

又把情报和间谍
、

特务联系在一起
,

以为常人不可企

及
。

而情报学系无意识 (下意识
、

潜意识 )的产物
,

由

于这种
“

无意
”

忽隐忽现
、

若明若暗
、

由潜到显
,

大有

深不可测
、

高不可攀之感
。

因此
,

我们回顾情报学历

史
,

正是为了揭开情报学神秘的面纱
,

还其本来面

目
。

通过对情报学学科发展道路的反思
、

反省
、

自我

意识
,

大胆承认情报学是
“

丑小鸭
” ,

明确宣布
“

家丑
”

可以外扬
,

扬长避短
,

促使情报学尽快成为
“

白天

鹅
” 。

我们深信
: 貌似柔弱的情报学胚芽具有一种内

在的生命力
,

在一定条件下便可成长为一棵刺破苍

天的大树
,

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
: “

自然
,

这是很幼小

的
,

但是
,

唯其幼小
,

所以希望就在这一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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