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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
摘　要　图书情报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知识基础论是图书情报知

识论研究的基础 ,知识交流、知识组织、知识集合是知识管理活动过程中的环节与分支 ;知识管

理论是图书情报学知识论中集大成者。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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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转移到了知

识问题研究这一全新领域 ,从而掀起了一场知识研

究热。所谓知识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知识论的

研究 ,即关于知识理论的认识与应用问题的研究。

1 　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现状

111 　知识基础论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 ,图书情报学理论

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开始于国外知识基础理论的研

究 ,它为后来图书情报知识论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

论基础 ,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而知识基础论

的产生则首先来自英国哲学家波普尔 ( Karl Popper)

的“世界 3”理论。该理论在哲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 ,

许多科学家都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 [1 ] 。该理论对图

书情报学的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的

“客观知识论”的思想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开

拓了视野 ,许多学者甚至把它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理论基础。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 (brookes B. S)

就将波普尔的“世界 3”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

并提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

利用的科学 ,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

识[2 ] 。

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对“世界 3”的研究始于刘迅

先生。1982 年 ,他将波普尔的“世界 3”理论首次引入

图书情报学界 ,指出“客观知识世界是图书馆学情报

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并提出把客观知识世界的理论

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 [3 ] 。

112 　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并很快被图

书情报学研究工作者普遍接受 ,成为贯穿这一时期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流。

实际上 ,知识交流论是在“交流说”与“知识说”

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交流说”的核心是把图书馆

及情报机构看作社会文献交流链中的一个环节和社

会交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注重的只是文献交流

的表层。而“知识说”的本质是透过这种表层直接深

入到文献的内涵中去。同时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巴

特勒·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以及英国布鲁克斯的“知

识基础论”的影响 ,国内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了“交流

说”和“知识说”的潜在价值。人们抛开两者的差异 ,

不断综合两家之说 ,从而使“知识交流论”得以产

生[4 ] 。其诞生的标志是宓浩、黄纯元于 1984 年发表

的《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一文 ,而其成型代表作

则是由宓浩、刘迅、黄纯元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

“知识交流论”主要研究交流中的知识、交流过

程、知识交流与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知识交流机制。

“知识交流论”是对“交流说”和“知识说”的吸收和综

合 ,并将两者有机地组织到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框

架中[5 ] ,成为学术界一时讨论的热点。

113 　知识组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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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普遍认为“知识组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

国的 H·E·布利斯于 1929 年提出的[6 ] 。但对于什么

是“知识组织”,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人们对知识

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方法的改进上 [7 ] 。其基本原

理就是要用一定的方法把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和

知识关联 (即若干个知识因子间建立起来的特定联

系)揭示出来 ,以便人们认识、理解和接受 [8 ] 。

根据人类社会的知识运动过程 ,我们把知识组

织分为主观知识客观化过程中的知识组织和客观知

识主观化过程中的知识组织两种类型。目前学术界

所探讨的知识组织大多都是指客观知识的组织。其

中 ,图书情报工作中的知识组织是最古老的知识载

体组织 ,是客观知识组织的典型代表。它主要通过

文献的“组块化”来实现 (当一个分类号或一主题词

来贮存文献 ,用一个检索语句检索一组文献时 ,这些

文献就构成一个组块) 。因此 ,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

质是知识组织[9 ] 。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知识组织理论一方面

从微观上揭示了图书馆文献组织的实质是知识组织

的原理 ,给图书馆内部活动以知识组织为目标的恰

当说明 ;另一方面 ,知识组织理论又从宏观上对图书

馆的产生、组织原理、基本职能、社会定位以及对图

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基本原理、学科定位等问题 ,也

都能做出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说明。从学科的发

展体系及其覆盖范围来看 ,知识组织理论融合了许

多与图书情报学相关的学科原理与方法 ,具有广泛

的兼容性、伸缩性和理论的解释力与生长力。因此

学术界有人认为它是迄今为止能够寻找到的比较理

想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10 ] 。

114 　知识集合论

集合论由德国数学家康托尔提出 [11 ] 。他把具有

某种共同属性的事物的全体称为“集合”,组成集合的

个体事物称为该集合的元素。集合论不仅对数学的

影响是巨大的 ,而且对其他科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

2000 年王子舟首次提出了把知识集合作为图书

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命题 ,并阐述了知识集合对图

书馆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12 ] 。在此基础上 ,他进

一步明确了知识集合的定义 :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

识元素有序地组织起来 ,形成专门提供知识服务的

人工集合。也就是说 ,知识集合是同客观知识元素

组织汇集而成的。它是完整的实体 ,且在客观知识

世界 (即波普尔的“世界 3”) 中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 ;

知识集合元素的组织汇集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 ;

知识集合的存在意义是保存或传播知识 ,为人们提

供知识服务 ;它对人们需求环境的变化具有良好的

适应力。知识集合具有集合性、整体性、相关性、目

的性、适合性等特征[13 ] 。根据这个定义得出图书馆

就是知识集合的结论。

115 　知识管理论

关于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学科关系的研究 ,

学术界目前几乎都是述而不论。有人提出了“情报

学是知识管理的基础 ,知识管理可以看作是情报学

的一个分支领域”的观点 [14 ] ;有人则明确提出要“应

用知识管理改造信息管理及其所属学科 ⋯⋯重新定

位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15 ] ;还有人重点阐述了情

报学研究重心从竞争情报到知识管理转移的原因 ,

并指出知识管理将成为未来情报学研究的热点和学

科发展的增长点[16 ] 。

国外普遍认为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将

是 21 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 ,解决知识与控制的

关系问题也将成为情报学的基本功能 [17 ] 。置身于知

识管理环境下的图书情报人员是知识管理者 ,图书

情报学也应属于知识管理的研究范畴 [18 ] 。国外还有

专家详细研究了知识管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价值 ,

并试图在图书情报界与商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这

为图书情报专业人员致力于发展知识管理系统和创

建知识管理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 ] 。

2 　由研究现状引出的思考及其述评

随着人们对知识活动的不断深入理解 ,图书情报

学中的知识论研究也朝前跨越了一大步。现在来看 ,

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贯穿着“知识管理”这根主线 ,并

在实践过程中从不同层面展现知识管理的特征。

(1)波普尔的“世界 3”理论不仅突破了哲学上的

一元论、二元论 ,而且还首次提出了具有独立存在意

义的“客观知识世界”这一理论概念 ,实际上也就隐含

着为知识管理提供了一个管理的对象 (客体) 。同时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一方面为图书情报工作实质认识

上的突破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 ,另一方面又为图书情

报学划定了研究对象的从属领域。实际上 ,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外 ,都曾掀起过一阵“世界 3”研究热 ,但国内

学者对此大多持“商榷”、“质疑”甚至是“批判”的态度。

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及世界观上的差异 ,导致了“世

界 3”理论在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研究中最终未能立

住脚 ,但却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知识”的观念 ,并进一

步明确了图书情报工作及其学科体系研究的范畴框

架 ,从而为后来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知识论研究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成为图书情报工作及其学科体

系中知识管理研究的发源地。

(2)知识交流论的诞生 ,在国内图书情报界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它有力地揭示了图书馆内部

活动与外部交流与联系的关系 ,从而使得图书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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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同时也

使得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形成了本质的理解 [20 ] ;

另一方面 ,知识的观点、交流的观点已经成为图书情

报界共同的认识。同时受“知识基础论”的启发 ,人们

不约而同地都把知识问题的研究当作是图书情报界

的首要任务 ,掀起了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

研究的热潮。从另外的角度看 ,知识交流论虽然没有

完全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全部机理 ,但是 ,

图书馆内部知识与外部的交流与联系不是自发形成

的 ,而是通过图书情报机构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活

动 ,作为图书馆活动的机理 ,社会的知识交流与文献

的组织和传递实际上就是知识管理的活动过程。

(3)知识组织论是随着社会信息环境变化而提

出来的关于知识流的整序理论。知识组织论是对知

识交流论的一种补充 ,二者是连续的理论。一方面

知识组织以知识交流为出发点 ,它是知识交流的必

要前提 ;另一方面 ,知识交流又是知识组织的最终目

的与归宿 ,它是知识组织结果的表达方式。二者相

辅相成 ,互为补充。那种把知识组织论作为图书情

报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

(4)“知识集合论”是“知识组织论”之后提出的

又一种观点。虽然有人认为“知识集合”是一个模糊

性概念 ,它在揭示图书馆本质时 ,无法将“原生态知

识集合”与“再生态知识集合”严格区分开来 ,也无法

将“知识集合”与“非知识集合”泾渭分明地划界 ,因

而也就无法将图书馆从本质上与其他一些事物区别

开来[21 ] 。但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毕竟具有开拓性意

义。从“知识集合”与“知识组织”的关系来看 ,“知识

集合”是“知识组织”的一个层面 ,是一种知识组织的

过程 ,同样也是知识管理的一部分。“知识集合”的

“知识存贮”、“知识检索”与“知识优控”三大基本功

能体现出了浓厚的知识管理色彩。

(5)知识管理论是图书情报学知识论中集大成

者。它广泛摄取了知识基础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

织论及知识集合论的精髓 ,创造性地将其基本功能

融于一身 ,从而达到知识创新的目的。从这个意义

上讲 ,知识交流、知识组织与知识集合均属于知识管

理活动过程中的环节与分支 ,知识管理是图书情报

学知识论中的核心。在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环节

中 ,知识管理起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6)从目前图书情报界对知识论的研究现状来

看 ,只有“知识基础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

被明确提出来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而“知

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均只是在图书情报学的基

础理论研究中出现过。这一方面表明学术界对把知

识论的某一方面问题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还

是比较慎重的 ,处于一种学术研究的个性化探讨阶

段 ;另一方面也表明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

论研究还很不成熟 ,人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可以

统领图书情报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 ,这无疑为我们

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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