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 1卷第 1期

2( X )5 年 3月

西 昌学比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

o u
m

a lo fi Xe ha ng Co l le 罗
·

o S
e i a l Se ie e ne E di ti o n

V
o

l
.

7 1
,

N
o

.

l

M a r
. ,

2 0() 5

试论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许
,

志强

(西昌学院

马奎林

图书馆
,

四川 西昌

如匕兴强

6 1 5 0 2 2 )

【摘 要】 文章从情报学精英
、

情报学墓础文献
、

情报教育等方面论述 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从而证明了情报学已满足独立学科四原则
。

【关键词】 情报学精英 ; 情报学墓础文献 ; 情报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 G 3 5O I文献标识码 I A [文章编号 ] 16 7 3一 18 83 ( 2X() 5 ) 0 1一0 14 1一0 3

情报学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
,

在纵向的时

间序列坐标上
,

其年龄已超过 50 岁
,

这与其它学科相

比是比较年青的
。

与人类文明演化的时间尺度 (约

100 个世纪 )相 比
,

这一年龄更是微不足道的
。

今天呈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杂乱无章
、

混沌无序的情报

活动画面 : 既有现代化情报产业令人瞳 目结舌的高

技术
,

又有传统文献工作至今让人敝帚 自珍的
“

猿猴

式的搜寻
” ,

更有期望把 I月p l a ce 变换用 于文献情报

流的定量探索
。

然而对情报学现状的评价
,

对今 日情

报学学科地位的评价
,

是情报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

具

有深远的意义
。

由于此项工作难度较大
,

因此
,

我们

要重新审视情报学的发展道路
、

正视情报学危机
,

就

必须采取科学方法对情报学进行
“

健康检查
” 。

今天的
“

情报
”

早已超出当年布什所说的情报含

义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

情报
”

的内涵和外延 日益拓

展
,

大有取代文献之势
。

目前
,

情报已成为一个高频

词
,

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
。

由于情报学具有较强

的综合性
、

开发性
,

它与情报事业
、

情报活动紧密联

系
,

与计算机为核心的情报技术密切相关
,

它直接改

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和效果
,

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

构和生活方式
,

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全新的画面
。

因此情报学已存在
“

科学共同体
” ,

在某些方面已形

成了科学的范式
,

取得了世人公认的辉煌成就
,

有了

一定的学科地位
,

其社会知名度越来越高
。

情报学已

成为一门新兴的横断学科〔纬线学科〕
,

它将成为信

息时代的骄子
。

具体表现在
:

( UN E S CO )的文献标引
、

图书分类法中都已使用
“

情

报学
”

的学科名称
。

因此可见
, “

情报学
”

已成为现代

科学之林的一员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19 8 3年

,

前苏

联科学院在世界上首次创建了一个新学部—
“

情

报学
、

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学部
”

从而确立了情报学

〔, H中
o p M二从 K a〕在前苏联科学界的地位

。

19 8 6年我

国情报学家开始着手编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
·

情报
·

档案学分卷
,

2仪阵年开始着手编辑 《中国情报

科学百科全书》
。

二
、

情报学精英

一
、

情报学已从科学分类中独立出来

世 界上 的许多 国家以及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众所周知
,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
,

都是和这门学

科领域中杰 出的科学家的名字分不开的
。

因此
,

科学

家的数量质量
,

必然成为衡量这门学科发展程度的

重要测度指标
。

美国著名情报学家
,

科学情报研究所

所长加菲尔德等人
,

正是研究杰出科学家的先驱
。

他

们在对杰出科学家集团的确定
、

分布
、

生产频率及其

它相关指标的一系列研究中
,

提出了很多科学论断
。

今天的情报学已有了一大批情报学精英
,

据统计
,

早

在 19 6 6一 19 7 6的十年间
,

美国就有情报学者7 200 名
。

他们对情报学的诞生
,

情报学学科建设作出了杰出

的贡献
,

成 了情报学界的核心科学家
、

学科带头人
、

知识权威
、

科学智囊
。

他们以其众多的著述
,

较高的

知名度闻名于世
。

为了发展情报学
,

我们应充分发挥

情报学精英的作用
,

增强
“

核心效应
” ,

减少
“

马太效

应
” ,

反对知识垄 断
,

防止科学蒙难的产生
,

发现新

星
,

让人才脱颖而出
,

造就情报学的哥本哈根学派
,

形成群星璀璨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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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思想法则的探讨 》问世
,

今天建立在布尔代

数基础上的情报检索策略就脱胎于这一著作
。

布什
,

万奈瓦尔—
具有非凡想象力和创新精

神的技术设计者与管理者
。

霍莱里斯

—
在美国的人口普查中使用了一架

缩放穿孔机和一部带有一个分类箱的计算制表机
,

这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BI M的崛起开创了先河
。

贝尔纳
,

J
·

D

— 率先提 出科学家如何查找与

获取情报
,

以及怎样利用工具和手段的问题
。

陶布
,

莫蒂默—
“

匹配索引法鼻祖
” 。

肖
,

拉尔夫—
“

以其雄辩的论证
,

使人们摒弃

了把计算机视为灵丹妙药的幻想
,

他的快速检索机

的问世
,

被情报学后生视作光明的雏形
” 。

佩里— 其力著《机械化 的文献检索》的出版
,

为计算机情报检索提供了理论准备
。

卢恩
,

汉斯
·

彼得

— 情报学领域中的托马斯
·

爱迪生
。

加菲尔德
,

尤金— 创立了《当今 内容》
、

《科学

引文索引》
、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引文分析专家
。

萨米特
,

罗杰— 洛克希德导弹公司专家
,

联机

系统之父
。

费尔索恩
,

罗伯特— 情报学最早
、

最敏锐的分

析者之一
,

也是极少数最先识别代码
、

词
、

信息和情

报的学者
。

克兰
,

E
.

J— 主管 《化学文摘》 〔CA 〕长达四 十

三年
,

在这段时间里
,

《化学文摘 》成为最有名的科技

情报工具
,

成为其它领域里现有的和接踵而至的二

次情报服务和数据库的典范
。

莫克利
,

约翰— 第一台电子数学积分计算机

的设计者
,

而且是计算机最初应用于情报学的主要

力量
。

基尔戈
,

弗雷德里克—
开发和完善了俄亥俄

学院图书馆中心 〔ho io COll 穿 lib ar 珍 Ce n ter 〕〔oc lc 〕
,

现为计算机联机图书馆中心
,

那是第一个运行的
、

全

美的
、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馆际网络
。

勃克兰—
以实物展示了一种能由机器进行阅

读和操作的 目录体系
,

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M A R C

机读 目录计划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

穆尔斯
,

卡尔文—
“

情报检索
”

和
“

叙词
”

术语

的 创 立 者
, “

反 应 打 字 机
”

的 最 早 倡 议者
,

“
Zat o e o d i n g ”

法和
“
M o o e sr ”

定律的创立者
。

巴顿
,

W
·

E

—
开发了光学性一致法 〔也叫同位

系统 〕
,

成为今 日情报检索系统的先驱者
。

萨曼
,

J

—
缩微胶片检索机〔iF lm

o er x
)创制者

。

萨拉塞 维克
,

T

— 情报 通讯派的代表人 物
,

《情报科学引论》〔19 7田的主编
。

马克卢普
,

F

— 情报经济学的创始人
。

米哈依洛夫
,

A
·

玖

一
情报学的开山祖师

,

科学

交流派的权威人物
。

布鲁克斯
,

.B C

— 情报学新星
,

知识吸收派的

代表人物
,

情报学基本方程 K ( S〕十△ I” K S[ + △1S 的

建立者
。

约维茨— 情报决策派的权威人物
,

为决策的

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

钱学森—
“

情报科学技术
”

术语的创立者
,

情

报思维派的创始人
。

邓聚龙—
“

灰色情报
”

术语的创造者
。

鉴于情报学者太多
,

本文不可能一一罗列
,

限于

篇幅
,

我们只能列出其中的核心科学家
,

由此可略窥

一斑
。

三
、

情报学基础文献和大批
“
无形学院

”

情报学从诞生到现在
,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

文献
,

如
: 国外有布拉德福

,

S
·

C的《文献工作 》
,

普赖

斯
,

D
·

J
·

D的《科学论文的网络》
,

布什
,

V的《诚若所

思》等数十种
。

国内有严怡民的《情报学概论》
,

肖自

力的《信息知识情报》等等
。

这些基础文献被引用频

次高
,

对情报学学科发展影响极大
,

已构成情报学领

域内的核心文献
,

逐渐上升为情报学的经典论著
。

它

们的存在说明
,

在情报学研究中已经形成 了
“
晶核

”

和传统
,

对情报学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我们研

究情报学
,

必须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牛顿语〕
,

充分

利用这些基础文献
,

在此基础上
,

创造出更多具有先

进性
、

可靠性和新颖性的传世佳作
,

为情报学的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
。

情报学已有一大批
“

无形学院
” ,

这一大批
“

无形

学院
”

以及思想库
、

脑库
、

智囊团和科学沙龙的存在
,

雄辩地证明
,

情报学已不是少数人在书斋内的研究
,

而已成为一种社会性
、

国际性 的科学活动
,

成为一种

跨学科
、

跨国界
、

全方位的开放科学
。

据《联合国情报

系统和服务指南》〔情报系统国际组织委员会 〕报道
:

开展情报活动的组织和机构已达 37 个 〔约 1 0 9个系

统 〕
,

重要 的组织和机构是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U NE SCO〕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 N ID O 〕〔工业情

报部 〕
、

经互会〔CM E N 〕〔国际科技情报 中心 〕
、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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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机构〔NI EA 〕
、

环境规划署〔U N E P 〕
、

世界粮农

组织 〔W FA O 〕
、

世界卫生组织 〔WH O 〕等等
。

四
、

情报教育发展迅速

情报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

情报教育是一个发展

中的事业
。

情报教育始于二十世纪5 0年代
,

发展于二

十世纪60 年代
,

为时不过 50 多年历史
。

美国是情报学教育起步较早的国家
。

早在 19 5 0

年和 1951 年
,

美国就分别在凯斯西方预备大学和芝

加哥大学由福克
、

伊根讲授文献学
,

二十世纪6 0年代

中期
,

美 国开设了第一门情报学课程
。

从 1964 一 197 0

年
,

美国先后举行了以
“

科学情报干部的教育
” 、 “

情

报科学的教育问题
”

等5次较为重要的会议
。

美国情

报科学学会从 1971 年起每年按教学年度出版 《情报

科学教育计划指南 》
、

重要的情报教育报告是 1923 年

出版 的威廉森 报告
,

198 0年 出版 的科南特报 告

【1 9 7 2一 1975 〕
。

据粗略统计
:
美国大约有 100 多个图

书情报研究院或系招收硕士研究生
,

其中不少设有

博士学位
。

其中有 60 多所得到美国图书馆联合会

(A LA 〕的承认
,

每年培养硕士生一万名左右
。

日本最早开设情报学专业的有京都大学
、

山梨

大学
、

大阪大学等
。

据统计
: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日

本大学中的理工学部设置情报学专业和专修科的就

有4 0多所
,

研究生院37 所
,

短期大学 9所
。

开设图书情

报学课程的大学由 1972 年的 180 所增加到 1977 年的

2 3 2所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1979 年

,

在东京图书馆短

期大学的基础上
,

于筑波科学城建立了图书馆情报

大学
,

每年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生达一万名左右
。

前苏联的情报学教育可追溯到二十世纪 3 0年代

莫斯科外国语学院建立的技术情报部
。

截至 1980 年

设有图书情报学院
、

系 28 所
,

在校生达 3万 3千人
,

每

年毕业生近7口叹)人
。

中国的情报教育起步较早
,

仅次于美 国
。

1958 年

中国科技情报大学招收了第一批情报学专业的学

生
。

经过几起几落的马鞍型发展
,

中国的情报教育有

了飞速的发展
。

据统计
,

到 1985 年年底
,

中国已有 25

所院校开办了图书情报学专业
,

有47 个图书情报学

单位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英

国文化委员会资助
,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开办的情

报班代表了中国情报教育的发展方向
。

此外
,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

欧共体
、

经互会
、

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

组织先后举办了多起国际情报培训班
。

如 19 66年和

19 6 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丹麦皇家图书馆学院举

办了学习班 ; 197 8年
,

在英国威尔士图书馆学院举办

了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夏季研究班 ; 阿拉伯国家工

业发展中心开罗也开设了情报学班
。

综上所述可知
:
情报学已基本满足独立学科四

原则
:
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

制定了有关概念体系
,

确定了研究对象固有的基本定律
,

创建了解释许多

事实的原则和理论
。

前苏联谢缅纽克认为
:
情报学现

已满足上述四个原则
,

而且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
,

情

报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事实上
,

正如美国

学者伍特所说
: “

情报学的国际学术讨论
,

会富有成

果地持续进行
,

大量不同语言的专著在接踵问世
,

各

级学位人才卓有成效地献身社会的情报事业
” 。

鉴于

此
,

我们以为 目前情报学正处于从前科学向常规科

学进发的关键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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