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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2. 2∶2. 22 规律在社科图书馆的运用

摘　要　提出了核心著作测定的具体步骤, 指出核心著作测定应注意的事项;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核

心著作理论在社科图书馆的采购、剔旧、管理以及优秀著作之鉴定与预测等方面的具体运用。参考

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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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 1 ]中, 我提出了核心著作的概念, 对核心

著作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 1∶2. 2∶2122 的结论; 现

在我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研究 1∶2. 2

∶2. 22 规律在社科图书馆的具体运用。

1　核心著作之测定

核心著作测定的具体方法在前述文献中已作了

示范, 现在归纳测定的具体步骤:

(1) 以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之图书借阅卡为

统计源计算出各种图书之借阅频次, 也就是统计借

阅 1 次的图书有多少册?借阅 2 次的有多少册?借阅

3、4、5⋯⋯次的各有多少册?

(2) 列表。为使大家易于理解, 将前述文献中的

表析出 (见表 1) , 并稍加说明。

该表统计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借阅卡中政

治、经济、法律、中文、历史、哲学六大学科图书借阅

的情况, 按借阅频次以递减的顺序排列起来。

表　1

借阅总册数 2426 册, 借阅总频次 5545 次

借阅频次 28 27 24 21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借阅册数 1 1 2 1 1 1 1 4 3 3 1 2 3 7 15 30 50 82 92 71 339 272 405 1039

　　 (3) 从左向右将这一列不同种类的图书依次分

为 3 个区 (见表中的两道虚线) , 并使每个区中图书

借阅的频次基本相等, 然后再计算出 3 个区图书在

数量上之分布比例 (分布比例是否具有 1∶2. 2∶

2122 的联系)。

例如在表中, 借阅总频次是 5545 次, 那么将图

书分为 3 区后, 平均每区的借阅频次应是: 5545÷3

= 1848 次。

在 1 区 (表中第 1 道虚线左边的部分) , 借阅频

次是: 28×1+ 27×1+ 24×2⋯⋯92×4= 1851 次;

图书之数量分布是: 92+ 82+ 50⋯⋯+ 1= 300 册。

在 2 区 (表中两道虚线之间的部分) , 借阅频次是:

272×2+ 339×3+ 71×4= 1845 次; 图书之分布数

量是: 272+ 339+ 71= 682 册。在 3 区 (表中第 2 道

竖线右边的部分) , 借阅频次是: 405×2+ 1039×1

= 1849 次; 图书之分布数量是: 1039+ 405= 1444

册。

1 区、2 区、3 区图书之分布比例是: 300∶682∶

1444= 1∶2. 2∶2. 22。

(4) 据表确定各区图书借阅的频率指标。从表

可以看出: 1 区图书之借阅频率指标≥5, 2 区之借

阅频率指标为 3～ 4, 3 区为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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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著作测定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应注意的是: 读者借阅卡之统计量至少在

1000 左右, 否则 1∶2. 2∶2. 22 规律就不一定出现。

概率论认为, 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多次重复试

验, 会呈现出统计规律性。也就是说, 统计的结果要

出现规律性, 选取的样本就必须达到一定数量。1∶

2. 2∶2. 22 是用统计的方法取得的, 它以读者借阅卡

为样本进行统计, 当然, 读者借阅卡之统计也应达到

一定量。

其次, 新入馆的图书, 即使是优秀著作, 在一段

时间内利用率也不会高, 这是因为读者对优秀著作

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来说, 这个过程经历的时

间大约要两年。所以, 我们在对核心著作进行测定时

必须注意, 凡入馆时间不足两年的新书, 一般不进行

测定, 不予统计。

再者, 即使同是优秀著作, 由于入馆时间不同,

其利用频率也会出现较大差异, 有的甚至低于一般

著作。所以, 对核心著作进行测定时, 时间的界定是

非常必要的。一般来说, 选取一段时间 (一般 3～ 5

年)对这一时期图书的利用频率进行统计, 然后确定

核心著作, 这样公平合理。

学科之间的差异, 往往也是造成图书利用率高

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 同是历史科学, 元史图书

的利用频率就远远低于民国史, 但这并不能说元史

著作的质量不高。我认为,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学科

的“冷”、“热”造成的。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当今社

会, 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奇。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

是: 对这一学科的著作单独统计, 然后选出其核心

著作; 或者请教该学科专家, 由他们开列优秀著作书

目。

3　1∶2. 2∶2. 22 规律在社科图书馆的

运用

1∶2. 2∶2. 22 的理论对图书的采购、剔旧、管理

以及优秀著作的鉴定和预测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 1　购书
1∶2. 2∶2. 22 规律指出: 1 区、2 区图书在数量

上仅占图书总量的 3ö8, 但其利用率却达 70%。既然

如此, 购书时就应尽量多选 1 区、2 区的书而少选 3

区的书。

购书可选新书也可选复本。选购复本的目的主

要是对核心著作的数量进行补充, 因为核心著作利

用率高在使用时很可能供不应求; 为做到有的放矢,

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核心著作”目录。在选购新书

时, 为多选 1、2 区图书, 要严把质量关。由于 1、2 区

图书出现的概率为 1ö8～ 3ö8, 所以每次购书选定的

数量不宜过多, 最好限定在可选图书数量的 1ö8～

3ö8, 这样做可以多获得 1、2 区图书。例如: 某图书

发行公司寄来图书订购单, 其中有关历史类的书籍

有 80 种。我们经过反复考虑, 选定的图书应在 10～

30 种之间。

3. 2　剔旧
1∶2. 2∶2. 22 规律指出: 3 区著作在数量上虽

占图书总量的 5ö8, 但其利用率却只有 30%。既然如

此, 剔旧就应剔 3 区的书, 而不剔 1 区、2 区的书。具

体的做法是: 对 3 区图书剔除时可先剔复本书, 只

有在空间难容的情况下才剔单本书。由于 3 区的图

书数量大, 利用率又低, 对其进行部分剔除即可缓解

空间之拥挤又不太影响图书的利用。应该说这是两

全其美的好办法。

3. 3　管理
由于 1 区、2 区的图书数量不多, 利用率又高,

因此, 我们可设法缩小书库面积、扩大阅览面积, 将

1、2 区图书全部陈列其中以阅览为主, 以借阅为辅,

建立一流的阅览室。这样做能充分发挥图书效能, 提

高图书利用率, 方便读者, 对教学科研非常有利, 教

师、研究生十分欢迎。

3. 4　优秀著作的预测与鉴定
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浩如烟海, 特别是自 80 年

代以来, 政治环境宽松, 学术思想活跃, 学术界真正

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研究成果以著作的形式

大量涌现。那么在这些著作里有多少是优秀著作呢?

1∶2. 2∶2. 22 这一规律给我们作了回答: 约占 1ö8。

学者们只热衷于大量出著作, 至于著作的质量如

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倒未必关心, 谈到著作质量的鉴

定他们总认为那是专家的事。科研成果让专家来鉴定

那当然是名正言顺, 理所当然, 然而, 除此之外是否就

没有别的好方法呢? 我认为, 核心著作理论之应用研

究为社科著作的鉴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你认为自己

的成果质量很高吗? 你认为自己的撰著信息量很大

吗? 那就请你将它交给图书馆, 让广 (下转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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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读者来评判。读者是上帝, 他是公正无私的, 他有

资格赞扬和指责著者。倘若你的撰著在信息交流中

得到读者的赞许或成了读者的良师益友, 他们在进

行学术交流时就会相互推荐, 利用率自然就高, 这样

你的撰著就会名扬天下, 评上优秀著作也是理所当

然的事。

核心著作理论之应用研究是一个新课题, 需要

提出和探索的问题很多。由于本人学识有限, 上述一

些结论难免肤浅。我希望拙文能抛砖引玉, 更希望同

仁们不吝赐教。我当虚心接受, 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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