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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组 织 论 纲

　　ABSTRACT T ak ing the theo ret ica l basis of bu ild ing info rm at ion o rga2
n izat ion as a start ing po in t, the paper pu ts fo rw ard the view of dia let ica l u2
n ity of m ethodiza t ion and op t im izat ion and classif ies the specif ic o rgan iza2
t ional m ethods fo r info rm at ion s of gramm ar, sem an t ics and p ragm atics by

p roceeding from info rm at ion classif i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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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社会,

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实实在在地以某种

方式受组织的影响。如人事部门进行的人员

调配, 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 交通部门进行车

辆管理, 商品的货架陈列, 邮电部门分发信

件, 广播电视栏目的安排设计, 文献的整理与

加工等, 无一不引入组织的观念。事实上, 人

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为达到各

种目的而建立和发展各种组织的历史。

本世纪 40 年代以来, 随着高新技术尤其

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类社会由工业时

代步入信息时代, 信息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核

心资源。对于今天的信息用户和信息管理者

来说, 困挠他们的不是信息太少, 而是信息过

多的问题。如科技信息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

长, 给科学家们造成了获取信息的障碍。科技

界如此, 其他领域也不例外。怎样获取信息和

过滤信息, 怎样组织信息和推广信息等等诸

如此类的问题, 已成为所有信息化社会中的

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

曾言:“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

里不再构成资源, 相反, 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

敌人。”因此, 对信息组织的观念、思想和方法

进行研究, 无论是对于信息管理者, 还是对于

信息用户都是十分必要的。

信息组织是将处于无序状态的特定信

息, 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使其成为有序状

态的过程。其目的是将无序信息变成有序信

息, 方便人们利用信息和有效地传递信息。信

息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是离不开理

论的指导的。我们在对视野之内的信息组织

现象作了长久的观察与思索后, 认为信息系

统理论、编码理论和逻辑理论与信息组织活

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理论对信息

组织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应作为信息组织

的理论基础。

信息系统是指信息被搜集、处理、贮存、

传递和交流, 从而实现信息从信息源到信息

接受者那里的职能系统。其原理与方法深受

系统论思想的影响和制约。系统的有序性、集

合性、环境适应性、目的性等特点为构建信息

系统找到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依据。系统思

想带给信息系统的启示是: 事物普遍联系和

发展观是建立信息系统的两大基本观; 结构

功能思想应贯穿于建立信息系统的整个过程

中; 追求既定的目标则是信息系统的归宿。

编码理论是研究通信系统中信息怎样转

换为信号, 以及经转换后的信息怎样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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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进行传输等问题。编码理论的主要内

容是关于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的。在众多的

编码理论中, shannon 的三大编码定理较系

统完整地研究了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问题。

shannon 第一定理目的在于解决信息的有效

编码问题, 着眼点在于减少信源的剩余度, 提

高信息的传输效率, 尽可能做到编码不失真。

事实上, 无失真编码更多地局限于理论上的

探索, 实际信源的编码更多的是限失真编码,

即在不产生偏差和误解的情况下, 将主要内

容进行编码, 这是 shannon 第三定理所要解

决的问题。 shannon 第二定理是关于信道编

码的, 是研究经编码后的信息怎样在信道中

最大效率地进行传输。尽管信息组织与编码

理论的着眼点不同, 然而就其本质而言, 它们

都是为了有效地传递信息。

逻辑理论应用于信息组织是基于这样的

认识: 在众多复杂的信息现象后面存在着本

质的联系 , 存在着内部的客观逻辑结构。所

以有必要用逻辑分析方法去分析信息的内部

逻辑结构, 达到更好地认识信息并自觉地用

逻辑方法去有效地组织信息的目的。广义的

表达都存在着一定的逻辑结构, 无论是文字

信息, 还是实体信息。但要用文字来表达信

息, 主要是通过语词、语句和文章三种形式来

进行的。形式逻辑中, 语词表达的是概念信

息, 语句表达的是判断信息, 文章表达的是聚

群信息。

信息的序化和优化是信息组织的结果和

目标。信息的序化就是按照一定的方法将无

序的信息组织成有序信息的过程。信息序化

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把没有必然内

在联系的信息, 为了利用和管理上的方便而

组织起来的信息: 二是把本质上就具有必然

内在联系的信息, 按照其自身的客观逻辑结

构而组织起来的信息。前者融入了更多的主

观因素, 后者则依据了更多的客观因素。经序

化过的信息会变得一目了然, 便于管理和利

用。信息的序化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客观性

原则; 二是系统性原则; 三是多向成族原则;

四是方便性原则。这些原则为序化信息提供

了方法论依据。依据这些原则和方法, 我们就

可以从信息的外部、内部、用途等方面对信息

进行序化。信息的优化则是在序化的基础上,

按照结构功能优化的目的对信息进行再序化

的过程。再明确不过, 功利性是优化的第一目

标。所以, 信息的优化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

目的性原则; 二是实用性原则; 三是发展性原

则; 四是重要性递减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 信息的序化和优化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

限, 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可以说, 序化

是优化的基础, 优化是序化的目的。

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而任何

事物运动的状态方式都具有形式、内容和效

用三个基本方面。依据信息的这三种基本性

质, 我们把信息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

用信息。对这三种信息进行组织, 也成为信息

组织的基本方法。

语言学中的语法学 (gramm ar) 是研究语

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则的, 主要包括词的构

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 研究的语言内

容属于形式的范畴。信息组织借用了“语法”

二字, 表征的是从形式特征方面进行组织的

信息。信息的一些形式特征具有很大的检索

意义, 这属于语法信息研究的内容。语法信息

的组织需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方便性原则。检

索者的检索要求决定了简捷方便检索方式的

必要性, 检索法的发展史也证明了检索方式

方便的必要性。二是多样性原则。事物的多

向成族性决定了多种多样的检索方式更能满

足不同检索者的需要。三是标准化原则。现

代科技发展导致的距离缩短、竞争激烈的趋

势, 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频率, 标准化成为制约

信息交流效率的瓶颈。

最常见的语法信息组织方法有五种。一

是字顺组织法。这种方法是历史最悠久, 使用

最广泛的一种信息组织法。它的意义在于从

字、词角度集约有关信息, 可满足人们检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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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具体操作法有音序法、形序法和两

法并用三种形式。从字顺组织法的发展史来

看, 音序法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代码

法。某些信息用代码集约, 人们既易于接受又

便于管理, 所以随着信息量的激增和信息多

样化, 这种方法也从无到有, 日益显示出其重

要地位。代码一般使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

字, 如专利代码和商品代码等。三是地序组织

法。获得有关地域方面的信息也是大众需求

的一个重要方法, 因为地域本身就代表了某

一方面的特殊信息。同时, 跨地域的比较研究

日益增多也促使了地域信息需求增多。地序

组织法一般有文字法和图文法两种形式。四

是时序组织法。同地序法一样, 获得历史信息

和从历史角度获取信息历来是大众的普遍需

求。时序法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 如编纂工具

书, 著书立说, 甚至写一篇文章等, 人们都较

普遍地使用了时序法。五是标准组织法 (不是

对标准的组织, 而是指集约信息的标准化)。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交通设施和通

信手段的现代化, 使得信息的施作用增大, 人

们的信息意识增强, 标准法作用日益重要。标

准化是人们省时省力获取信息的基础。

语义信息中的“语义”取之于语义学 (se2
m an tics) 研究语言符号与它代表的对象之间

结构关系之义, 是研究信息的内容特性而对

信息进行表征的。语义信息遵循了信息内部

的某些固有次序, 但在具体的表征过程中常

常要借用许多形式化的方法。语义信息的组

织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遵循

信息内部的固有次序, 还信息本来面目, 是语

义信息的基本出发点。二是发展性原则。信

息组织既然是一种实践活动, 那么, 随着人们

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会对原来的组织现象

进行完善、发现新的更先进的组织方法, 所

以, 发展观也是信息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素

养之一。

最常见的语义信息组织法有四种。一是

元素结构组织法。这是借用了化学上的元素

概念, 表示了元素是构成某一目标内容的基

本单元。把各个元素怎样进行组织, 怎样尽可

能最大效能地实现既定的目标。结构功能理

论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电影与新闻节目

剪辑中常用到这种方法。二是逻辑组织法。组

织整理信息要合乎逻辑, 这是人们最基本的

思维习惯, 也是广义上的逻辑组织法。这里着

重介绍的是各种文体写作中用到的逻辑法,

因为文体写作也是重要的信息源。三是分类

组织法。从类的角度了解事物是人们认识事

物的基本方法。常见的分类组织法有: (1)科

学分类。科学分类是依据各门科学的研究对

象以及科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确定每门科

学在科学总联系中的地位, 揭示整个科学的

内部结构, 建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分类

体系。科学分类体系是科学分类的结果, 它是

构成其他分类体系的基础, 同时它是随着人

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化而发展变化的。(2)文

献分类。文献分类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 按

照文献的具体特征和检索者的需求而建立起

来的分类体系。它除了遵守科学分类的原则

外, 还要恪守思想性和实用性原则。 (3)其他

分类。其他领域组织信息也常用到分类方法,

如商品分类等。四是主题组织法。这种方法

是字顺法在语义信息中的特殊应用。它既采

纳了字顺法直接了当便于检索的优点, 又兼

顾了相同内容聚集的特点, 是人们从内容角

度更直接获取信息的有效方法。最常见主题

组织法有标题法、单元词法、叙词法和关键词

法。

语用信息是借助于语用学 (p ragm atics)

的特有含义来研究随环境与使用者的不同而

不断变化的这样一些信息群。语用信息的组

织需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目的性原则。为什

么要组织这样的信息, 要达到什么目的等问

题, 应该是语用信息首要考虑的。二是功利性

原则。组织起来的信息群因为具有了明确的

目标, 就可以按组织者的意愿任意调配信息

群中各元素的位置, 并委以不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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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高的项目更须如此。情报机构与非情报机

构相结合, 专职情报人员和非专职情报人员

相结合, 这样的联合永远是需要的。建立一支

专兼结合的情报专家队伍是图书馆强化情报

职能, 提高服务层次的必要前提。
3. 4　装备现代情报技术

自动化、网络化环境的出现是社会信息

化的必然结果。高校图书馆虽然有了一些计

算机, 但因没有达到相应规模, 配套的软件、

数据库和通讯设备也较差, 不能充分发挥计

算机的作用。要强化图书馆的情报职能, 就要

敢于加大投入, 只有在自动化手段的支持下,

才能完成一些高层次的情报服务。
3. 5　参与经济建设、服务社会

高校图书馆为校内服务是其生存的基

础, 必须放在首位。而参与经济建设, 积极地

服务社会则是充分发挥其功能、获得发展的

必要条件, 必须重视。特别是对图书馆工作本

身来说, 为校外用户服务, 乃是校内人才优势

与图书馆文献优势的体现, 它不仅可以弥补

社会图书馆情报工作的不足, 同时也是筹措

资金, 增加图书馆自身活力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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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 页)　同的任务。三是适应性原则。

同样的一组信息, 因时间、地点等的不同, 会

产生不同的后果。

常见的语用信息组织法也有四种。一是

权重值组织法。这种方法是在全知信息的情

况下, 按权重比例组织信息的方法。如城市规

划、行施决策、质量评估等就常用到这种方

法。很显然, 权重值的分配既要受时域即环境

的制约, 也要受操作者观念和心理的影响。二

是概率组织法。这种方法是在未全知信息情

况下, 对信息进行组织的方法。如预测文体活

动胜负、期货交易等。三是商品组织法。商品

的组织结果会影响到营销市场的营运状况,

引导商业活动的去向, 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

的。从小的方面讲, 商品组织得怎样会对一家

公司的商品销售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四是大

众传播栏目组织法。迎合与吸引消费者历来

是大众传播栏目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适时

地调整自己的位置, 保持自己永久的“魅力”,

是栏目操作者永恒的话题。

总上所述, 从信息的性质出发对信息进

行组织, 有其特殊的意义。事实上, 由事物的

多向成族性决定了信息的综合组织法也是最

常见的方法。所以, 寻找信息组织方法的综合

利用案例并对之进行解析, 有助于我们对问

题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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