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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续出版物的文献实体形态与本质属性

连续出版物的本质属性是“连续性”。这

一属性由它的编辑出版方式所引起, 在它的

文献实体形态上体现并反映出来。要认识连

续出版物的本质属性, 应该从分析它的文献

实体形态入手。

所谓文献实体形态, 是指文献实体自身

的形式与状态。每一作为认识对象的文献客

体都拥有自己的文献实体, 亦即具有自己特

定的文献实体形态。文献实体具有多种多样

的属性, 这其中也包括它自身的形式与状态

所体现、反映出来的属性。文献实体形态的属

性是所有文献客体的本性。不过, 比较起非连

续出版物来说, 连续出版物的全部本质与现

象都以它特定的文献实体形态为附着点。在

连续出版物的科学范畴系列中, 它的文献实

体形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构成了一个专门的

对象范畴, 而且以它为对象所形成的知识体

系成为整个连续出版物科学的基础性、前导

性范畴。

文献实体形态属于文献实体的社会存在

形式范畴。明白地讲, 它以文献实体的社会存

在为前提, 是文献实体在社会存在中所显现

出来的形式与状态, 也可以说是文献实体的

社会存在形式的具体体现。文献实体形态的

社会存在形式范畴规定性, 决定了对它的研

究归根结底是一种“存在”研究, 那么, 根据已

经存在于社会存在领域的文献实体的具体形

态, 从中分析它所体现、反映出来的属性, 是

分析连续出版物本质属性的基本方法。但是,

也应看到, 文献实体的存在直接来源于它的

生成。在社会存在上, 文献实体是以文献物理

实体单元的形式而存在的, 那么粗浅说来, 在

内容基础上构成了文献物理实体单元就意味

着文献实体生成。生成与存在虽然属于两个

不同的范畴, 但两者有着因果联系并存在着

内在的一致性。从生成到存在, 处于同一个过

程, 那么, 生成的过程特征也就是存在的过程

特征。生成是文献实体的生成, 存在也是文献

实体的存在, 那么, 生成文献实体的方式也就

决定了作为社会存在形式的文献实体形态。

文献实体形态的本源特征, 又为我们开辟了

一条“发生”研究途径。在强调“发生”研究的

重要意义时, 我们应特别注意到“连续出版

物”的定义属于发生定义。“发生定义是揭示

被下定义概念形成、发生的方法。⋯⋯从广义

上说, 发生定义也是属加种差定义, 它的种差

不是一种或几种性质 (静态的) , 而是发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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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动态的)而已。”[1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

说, 从连续出版物的文献实体的生成特征更

能直观地说明它的本质属性。

和所有出版物一样, 连续出版物的文献

实体生成于编辑出版活动, 自然, 它的文献实

体形态由编辑出版方式所决定。编辑出版方

式是在正文基础上构成出版物文献实体的方

式, 它是编辑出版的对象、内容、方法和过程

的综合体现。连续出版物编辑出版方式是:

计划无限期按期 (册) 编辑出版, 逐期 (册) 出

版发行, 预先未确定其终止期。显然, 这是一

种连续性的编辑出版方式。编辑出版方式的

连续性是编辑出版对象的连续性、编辑出版

方法的连续性和编辑出版过程的连续性的有

机统一。我们以过程的连续性为主线来加以

说明。过程的连续性是指时间上的持续性, 它

含有过程的阶段性、过程之间的承续性和对

过程终止限定的超越性三种性质成分。一种

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活动不是一次完成,

而是分阶段进行的。在一个阶段上, 活动的内

容是生成它的一个期 (册) 的文献物理实体,

在存在单位意义上讲, 是一个文献物理实体

单元, 习惯上讲, 是一期 (册)出版物。活动的

方法是以正文为核心, 辅之以其他文献结构

成分, 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献结构体, 并成为一

个独立的装帧单位。一种连续出版物的编辑

出版过程按照它的一期 (册)出版物所经历的

编辑出版时间来划分阶段, 一个阶段可视为

过程上的一个节点, 节点的延伸使整个过程

形成一个过程链。至少在理论上, 这一过程链

具有无限延伸性。与这一过程链紧相伴随的

是, 对各期 (册)出版物依次出版, 而这正体现

了编辑出版对象的连续性和编辑出版方法的

连续性。对象的连续性含有对象的期 (册)性、

对象之间的序列性和对象序列的无限延伸性

三种性质成分。相应地, 方法的连续性则含有

文献实体构成单位的单元性, 实体单元之间

的依次构成性和构成活动的延续性三种性质

成分。

一种连续出版物在编辑出版过程的每一

阶段上, 随着阶段活动结束, 活动产品即它的

一期 (册) 出版物即进入社会存在领域, 随着

活动阶段的延伸, 各期 (册)出版物依次进入,

而且仍在进入社会存在领域。从文献实体存

在方式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连续性的存在方

式。存在方式的连续性是存在对象的连续性

和存过程的连续性的有机统一, 它的文献实

体形态就是这种存在方式的具体体现和外在

反映。

现在, 我们站在“存在”研究的角度来分

析连续出版物的文献实体形态, 其方法是通

过存在于社会存在领域的文献实体的形式与

状态来分析它所体现、反映的连续出版物的

本质属性。文献实体的存在既是一种空间的

存在, 也是一种时间的存在, 因而, 文献实体

形态是存在的空间形态与时间形态的统一。

连续出版物文献实体形态的具体表现是: 一

种连续出版物拥有若干文献物理实体单元,

其文献物理实体单元呈现为源源涌出的“文

件流”状态 (至少理论上如此)。无疑, 这是一

种连续性的文献实体形态。文献实体形态上

的连续性是文献实体结构形态的连续性和运

动形态的连续性的有机统一。结构形态是文

献实体存在的空间形态, 是文献实体的空间

存在方式的具体体现, 它由文献实体的构成

要素及其构成方式所决定。一种连续出版物

的文献实体由它的若干文献物理实体单元所

构成, 每一文献物理实体单元是它的文献实

体存在的表现与确证, 若干文献物理实体单

元的集合则成为一种连续出版物存在的表现

与确证。这也就是说, 连续出版物的文献实体

在结构上呈现为文献物理实体单元集合的形

态。运动形态是文献实体存在的时间形态, 是

文献实体的时间存在方式的具体体现, 它由

文献实体构成的过程特征所决定。构成一种

连续出版物文献实体的各个文献物理实体单

元分别是它的各个期 (册) 出版物的文献实

体, 它们构成一种连续出版物文献实体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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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以期 (册)顺序为标志依次汇进的动态过

程。而且, 由于预先未确定编辑出版终止期的

编辑出版方式特征, 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

认定, 其文献实体的动态结构过程是一个无

限延伸的过程。结构形态和运动形态有机统

一的连续性使连续出版物的文献实体的具体

形态又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明白地说, 由于

文献实体的动态结构过程的理论无限延伸

性, 其文献实体正处于发展、演进之中, 因而

只能概括出它的动态结构特征, 不能确定它

的最终形态。具体到某一种连续出版物来说,

只有当它停止出版以后, 其文献实体究竟由

哪一些期 (册)的文献实体构成以及怎样构成

方能定论。丛书、多卷书的文献实体也是一些

文献物理实体单元的集合, 但由于他们准备

出版的子书或分册是预先确定的, 因而其文

献实体形态是预先确定的。连续出版物与它

们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

关于连续出版物本质属性的另外两种意

见, 一是内容的连续性, 二是内容的新颖性。

内容连续性的观点实际上是以文献实体形态

的连续性为立论前提, 但其结论却跨越这一

前提, 把连续出版物的本质属性进一步推定

在内容层次。实际情形是, 即使在理论上具有

严格意义的内容连续性的出版物也只有年

鉴、年报、年历等部分年度出版物。把内容的

新颖性认作连续出版物本质属性的观点, 问

题是明显的。它不能使连续出版物与一些非

连续出版物 (如资料等) 截然区分, 而且更不

能解释为什么在报告文献、会议文献和专著

丛书中, 一部分属于连续出版物, 而另一些却

不是。在我们看来, 内容的连续性和内容的新

颖性只能作为连续出版物的非本质属性。

2　连续出版物的派生属性

连续出版物的派生属性是由它的本质属

性, 即文献实体形态的连续性所派生出来的

特有属性。这些属性仅为这类出版物所具有,

因而其中的任何一种属性都足以使它与非连

续出版物得以区分。固然, 在来源上它派生于

本质属性, 但在揭示连续出版物性质的层次

上却浅显于本质属性, 因而在属性认识过程

中, 往往首先被认识到。甚至, 当人们对连续

出版物的本质属性尚未作到深刻认识、真正

把握时, 很容易将它误认作本质属性。

我们初步认为, 连续出版物的派生属性

主要有: 文献题名的统一性、期 (册) 编号的

系统性、出版时间的周期性。一种连续出版物

的各期 (册)出版物是它的出版物形式。各期

(册)出版物亦即各文献物理实体单元都拥有

自己的文献题名、期 (册)编号和出版时间, 它

们分别是一种连续出版物的文献题名、期

(册)编号和出版时间的具体表现与确证。分

别把各期 (册) 出版物的文献题名、期 (册) 编

号或出版时间联系在一起, 就形成一种连续

出版物的文献题名、期 (册) 编号或出版时间

的基本形态, 而文献题名的统一性、期 (册)编

号的系统性或出版时间的周期性就是分别从

各自的形态中所分析、抽象出来的属性。
2. 1　文献题名的统一性

文献题名是文献最主要的识别标志, 通

常情况下, 它成为所标识文献客体的代表。连

续出版物的文献题名的标识对象是它的各期

(册)出版物, 在这种意义上, 它只能作为特定

期 (册)出版物的识别标志, 但由于各期 (册)

出版物的题名相同或基本相同, 因而它实际

上成为一种连续出版物的识别标志。文献题

名的统一性可以从形式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

两方面分析, 从而把形式上的相同性和发展

上的稳定性作为“统一性”的性质内涵。文献

题名相同性的概念是对各期 (册)出版物的题

名相同或基本相同这种现象的“形式”属性抽

象。题名相同的情况毋庸赘言, 但对题名基本

相同的情况则需略作说明。所谓题名基本相

同, 是指题名的主体部分相同, 而次要部分不

同。如上所说, 连续出版物的文献题名在根本

上是以特定期 (册) 出版物为标识对象,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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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连续出版物, 如有的年编、年评、年度手册、

系列会议录等, 各期 (册) 出版物的题名并不

完全相同。然而, 它们的题名是由反映出版物

基本事项的文字所构成, 由于各期 (册) 出版

物的多数基本事项相同, 反映相同事项的文

字也相同, 并成为题名结构中的主体成分, 而

不同部分则成为次要部分, 严格说来, 只能讲

它们的题名基本相同。文献题名稳定性的概

念是对各期 (册)出版物的题名相同或基本相

同这种现象的“发展”属性抽象。明白地说, 伴

随着各期 (册) 出版物依次出版, 各期 (册) 出

版物都采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题名即保持题

名形式不变, 从发展的或运动的角度分析, 这

就是文献题名的稳定性。文献题名的统一性

是连续出版物极其重要的属性, 但同时也应

看到这一属性本身的“相对性”前提。事实上,

就总体情况看, 更换题名是连续出版物中常

见的现象, 但一种连续出版物的文献题名或

者始终不变, 或者一个出版阶段内保持不变,

这使得连续出版物的文献题名具有相对统一

的特性。
2. 2　期 (册)编号的系统性

期 (册)编号的系统性是编号形式的一致

性、编号之间的序列性和编号序列的无限延

伸性的有机统一。期 (册)编号的这一属性使

得它成为具有系统地标志连续出版物各期

(册)功能的标识系统。期 (册)编号的标识对

象是各期 (册) 出版物, 不同期 (册) 出版物上

具有不同的编号, 某一编号对于它所标识的

某一期 (册)出版物来说是唯一的, 因而, 在文

献题名具有统一性属性的连续出版物中, 它

实际成为区分不同期 (册)和识别特定期 (册)

的出版物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标志。期 (册)

编号的系统性是对严格说来是各不相同的编

号之间的关系与联系进行分析以后抽象出来

的属性。这其中, 编号形式的一致性是对编号

的“形式”分析与属性抽象; 编号之间的序列

性是对编号的“内容”分析与属性抽象; 编号

序列的无限延伸性是对编号的“发展”分析与

属性抽象。期 (册)编号的实际形式是具体的

号码, 如“第 1 卷第 1 期”、第 1 卷第 2 期”;

“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第 2 期”, 等等。每

一个号码都包含有编号形式和编号内容两种

因素。人们往往采用“年·期”、“卷·期”、“年

·卷·期”、“年·月”、“年·月·日”、“总期

号”、“年号”、“辑号、“集号”, 等等, 来表征不

同类型的编号形式。某种连续出版物可能采

用其中的一种, 也可能同时并行采用两种甚

至三四种, 即同时采用多种标识系统, 对于任

一种标识系统来说, 其编号形式是相同的。换

句话说, 一种连续出版物在采用某种标识系

统编号时, 各期 (册)的号码在形式上相同, 即

它具有编号“形式”的一致性属性。在“内容”

上, 各期 (册) 编号的号码都是一个单独的语

义单元, 该语义单元旨在表达、反映所标识期

(册)在整套连续出版物期 (册)序列中所属的

具体“位置”。一种连续出版物逐期 (册)编辑

出版并依次编号, 其期 (册) 编号之间在“内

容”上是一个与期 (册)秩序相匹配、吻合的编

号序列, 也就是说, 它的期 (册)编号之间具有

序列性属性。期 (册)编号之间的序列性使得

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形式完备的编

号 (如“年·卷·期”等)在“内容”上除了反映

特定期 (册) 的期 (册) 序列“位置”外, 还能反

映它的出版时间。前一种功能广泛应用于文

献的传递与管理活动, 而后一种功能则往往

用来判断其内容新颖与否。毋庸赘言, 在连续

出版物上, 期 (册) 编号是依次出现的, 而且,

在理论上是无限发展、延伸的, 编号序列的无

限延伸性是期 (册) 编号的连续性的性质成

分, 是在连续出版物与丛书、多卷书的编号之

间进行区分的关键因素。
2. 3　出版时间的周期性

出版时间的周期性本源于编辑出版的周

期性。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对象是它的具

体期 (册) 出版物, 按照一期 (册) 所经历的编

辑出版时间来确定其编辑出版过程, 各期

(册)编辑出版过程之间的时 (下转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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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以区别反驳引文的否

同否定程度。

3. 6　反驳引文的意识形态性分析

通过对某一时期内的某学科、主题文献

中的批判性驳引和商榷性驳引的统计与分

析, 可以反映某一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气氛是

否宽松和谐, 为合理调整学术研究的有关政

策提供参考, 以使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

性和学术探索性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之

内, 既避免“文革”时期那样的以无限上纲、阶

级斗争为主体的批判性反驳引文充斥学术界

的现象重演, 又防止放弃原则的“商讨和争

鸣”, 保障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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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隔构成了它的编辑出版周期。编辑出版

的周期性使得连续出版物的出版时间也具有

周期性, 不过, 人们往往是以各期 (册)之间的

出版时间间隔来划分、判定其周期。出版时间

周期性的概念, 意味着这是出版物本身所具

有的属性, 而不是如编辑出版的周期性那样

是指生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方式的属性; 同

时, 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内涵有理论上出版时

间的周期无限循环的性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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