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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献 增 长 与 文 献 接 受
———兼论文献整理与知识组织的必要性

ABSTRACT　In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ument growt h and ac2
ceptance , when document s increase exponentially , acceptance of specific

document s will comparatively decrease in t he reverse direction . This rela2
tive decrease reflect s t 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 y of document arrange2
ment and knowledge organisation . 5 ref s. 1 tab. 4 form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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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增长的指数规律与文献总量

据统计 ,我国大陆报纸总数至 1992 年已达

1 755种 ,比 1978 年增加 1 569 种[1 ] 。如果我们以

1978 年的 186 种为起点 ,那么 ,不难发现 ,基本上平

均每 5 年报纸总数翻番 ,平均每 3 天就有一种报纸

问世。但 1978 年以前的报纸数却因种种原因而没

有明显的规律。

这种情况与美国科学史家 D. 普赖斯对 1665 年

以来科学期刊总数的统计极其相似。据普赖斯的研

究 ,“从 1665 年至 1750 年是最初 10 种杂志的出生

期 ,在此期间这种增长的规律性不十分明显”,而此

后 ,“按照高精确度标准看 ,它明显地每隔 50 年数目

增加 10 倍”[2 ] 。这种情况表明 ,科学文献量与时间

成指数函数的关系 ,用公式表示即 :

F (t = aebt (a > 0 ,b > 0)

式中 F (t ) 表示时刻 t 的文献量 ,t 为时间 ,以年为单

位 ,a 为条件常数 ,即统计的初始时刻的文献量 ,b 为

时间常数 ,即持续增长率。自 50 年代初普赖斯首先

发现这个规律后 ,许多学科的情况表明 ,“我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 ,在任何科学领域里的期刊文献的正常增长

为指数增长 ,大概每隔 10 年到 15 年增长 1 倍”[3 ] 。

这种对文献增长规律的描述是一种简单的总

结 ,建立在单一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即某种事物B 的

出现 ,依赖于事物 A 的出现。这种简单因果关系的

逻辑形式为 A ϖB ,即 A 蕴涵B ,抽象为数学逻辑 ,即

Y = f (x) ,为一种简单的函数关系 ,只要得到一个确

定的自变量 x = a ,那么便可得到一个确定的函数值

f (a) ,如此等等。

这种方法对于个体事物 ,对于那些简单的事物 ,

对于那些可以把复杂的因果关系忽略掉 ,只留下一

种因果关系的简化事物 ,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对文

献增长 ,如果我们从目前文献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种

指数规律反映了文献的增长状态。但我们一旦将文

献作为一个更大系统的一个因子 ,那么我们便发现 ,

与其相联系的因素相当多 ,如文献作者、需求状况、

战争、经济、政治等 ,都直接间接影响着文献的发展。

所以这种描述是有局限的。

比如 ,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

古代的文献增长就呈现出明显的起伏。我国不同时

期里的文献量是极不一样的。椐杨家骆的统计 [4 ] ,

我国西汉以后各朝文献数如表 1 所示。而在现代 ,

每年的出版物数量就要以亿来计算。

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主要适用于现代文献 ,尤其

是现代科学文献。而且它表明文献量是与特定时间

相联系的。我们因而称特定时期里所有文献之和为

文献总量。

2 　文献总量、文献需求总量与具体文

献需求量

　　我们称具体需求者的文献需求量为具体文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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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西汉至清文献数量

朝代 部数 卷数

西汉及汉前 1033 13029

三国 1100 2900

晋 2438 14887

南北朝 7094 50833

隋唐 10036 173324

五代 7700 11750

宋 11519 124919

西夏辽金元 5970 52891

明 14024 218029

清 126649 1700000

求量 ,文献需求总量则是具体文献需求量之和。一

般说来 ,人类生产的所有文献都有其需求者 ,如果我

们不计算重复需求 ,则 :

文献需求总量 (D) = 文献总量 (L )

在文献产生之初 ,即文献总量很小时 ,甚至文献

总量也成为具体文献需求量 ,即 :

具体文献需求量 ( Id) = 文献总量 (L )

因为文献总量小 ,文献需求者全面掌握文献不仅是

可能的 ,而且也是现实的 ,即使在文献总量达到了相

当程度以后 ,许多学者仍以读尽天下书为己愿。清

儒金榜的名言是 :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

下书 ;不读天下书 ,亦不可通《汉书·艺文志》。

但文献量呈指数增长 ,而人的数量却并不呈指

数增长。既然文献需求总量由具体文献需求量构

成 ,既然 D = L ,因此 ,当文献总量越大 ,理论上具体

文献需求量便相应增大。但具体需求者的文献需求

是有限度的 ,当文献总量越大 ,文献与需求者的关系

就会越见“荒谬”,因为相关的文献多到无法读完 ,

“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阅读所有的期刊 ,或是对与他

有关的出版著作保持足够的了解。”[5 ]

3 　文献总量与具体文献接受量

我们称具体需求者所阅读的文献量为具体文献

接受量。用公式表示即 :

A = R/ L (A :具体文献接受量 ;R :具体阅读量 ;

L :文献总量)

根据这一公式 ,当 R 为一确定值时 ,A 和 L 之

间成反比例函数关系。由此 ,我们不难发现 :当文献

总量小的时候 ,文献接受量相对要大 ,即需求者可以

或几乎能读尽这些文献 ;当文献总量大的时候 ,文献

接受量相对要小 ,即这时的文献接受量只是文献总

量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 ,具体文献接受量与文献

增长处于相反的状态。

具体文献接受量的大小与具体需求者的阅读接

受能力以及文献总量密切相关。文献接受能力基本

上比较稳定 ,古人云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杜甫《奉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曰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

神。”据表 1 ,隋唐时期的文献总量约略超过 17 万

卷 ,如果我们以万卷书为人们阅读的较高状态 ,则杜

甫的接受量达到了文献总量的 1/ 17 (约 5. 9 %) ,越

往前 ,具体文献接受量与文献总量之比越大 ,越往后

则越小 ,在汉代 ,其比为 80 % ,在清代为 1/ 170 (约

0159 %) ) ,而在现代 ,这一接受量在文献海洋中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 ,即其比值趋近于零。

文献接受与文献需求关系密切。文献接受能力

强或具有文献接受条件的人一般将自己的需求表现

出来 ,成为显在需求 ;反之 ,则其潜在需求大于显在

需求。由于有潜在需求 ,因而文献需求量要大于文

献接受量。即使如此 ,那种具体文献需求量等于文

献总量的盛况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在现代 ,具体

需求者由于兴趣、研究领域等原因 ,其需求量与文献

总量相比是相当有限的 ,也同样在文献总量不断上

升的状态下 ,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4 　结论

总之 , 我们假设文献需求总量与文献总量一

致 ,并假设人类接受能力大体一致 ,那么 ,当文献呈

指数增长时 ,具体文献需求量以及具体文献接受量

与文献总量相比必然按反方向递减。而这种相对递

减正体现出文献整理及知识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因为所需文献在文献总量中不过沧海一粟 ,如没

有一个序化文献信息系统 ,要想方便地获取无异于

大海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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