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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与信息科学
———《信息科学》评介

摘摇 要摇 美国学者 David Luenberger 的《信息科学》一书是 21 世纪初一部重要的信息科学著作。 全书共 5 大部

分 22 章,装帧考究、内容丰富、结构严谨。 全书的总体框架与结构基于信息的 5 个“E冶:Entropy(熵)、Economics
(经济学)、Encryption(加密)、Extraction(抽取)、Emission(发射)。 这 5 个“E冶不仅是本书 5 大部分的标题,而且

在各自属下的章节中得到发挥和展开。 本书存在对信息检索论述过于简单,对信息用户的关注不足等缺点。 参

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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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摇 David G. Luenberger蒺s Information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early
twenty鄄first century.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are based on five E蒺s of information: Entropy, Economics,
Encryption, Extraction and Emission. They are not only the titles of the chapters, but are also elaborated in respective
chapters. However, the part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is too simple, and the author didn蒺t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nformation users. 1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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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06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

知名学者 David Luenberger 教授出版了《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一书。 这本信息科学与信息研

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是在作者多年来为该校本科生二

年级以上和硕士生开设的同名课程的基础上完成的。
全书共 5 大部分 22 章,不仅装帧考究,而且内容丰

富,结构严谨,堪称教科书之典范。 该书一俟出版即

获广泛肯定,被评为美国出版商协会 2006 年度计算

机与信息科学类最佳专业 /学术著作。 通读本书之后

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对其做些初步的

评介。

1摇 关于信息概念的界定

信息一词在中国大约最早出现于 1100 多年前的

晚唐。 大诗人杜牧(803 ~ 852)在其诗作《寄远》中写

道“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冶,而略晚一些

时候五代十国时的南唐诗人李中在律诗《暮春怀故

人》中更是留下了“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

台冶的佳句。 他们大概是最早在汉语中使用信息一

词的人。 英文中的 Information 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

词语。 根据 Schement 的研究[1] ,Information 一词大约

在 1372 ~ 1386 年间就出现在英国作家乔叟的有关作

品中。 莎士比亚在其作品《考利欧雷诺斯》(Coriona鄄

lus)的第四幕中也使用了信息一词。
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英文词语拥有 600 余

年的使用历史,历经涤炼和变迁,大约会使其意义

“尘埃落定冶从而达成一致性的理解。 事实情况并非

如此。 1984 年,C. E. Shannon 发表了著名的“通信的

数学理论冶,此后几十年里,随着各种被称为信息的

现象渐次成为人类研究与探索的对象,信息这个词语

的含义就愈发地复杂起来:它被人们用以刻划物理组

织的测度(或熵的减少),或者一种物理属性,或者能

够影响其他模式形成与变形的模式,或信源与信宿之

间的一种通信模式,或控制和反馈的一种形式,或一

条讯息经由某个信道得以传输的概率,或一种认知状

态的内容,或一种语言形式的含义,或某种知识结构

的改变,或者记录和文献,或者某种不确定性的减少。
可以说,“信息这个概念因为变化多端而已经变得臭

名昭著冶 [2] 。
什么是信息? 1999 年美国图书馆信息科学界名

家 T. Saracevic 在回顾 20 世纪信息科学发展历程的

时候,曾以些许遗憾又无奈的笔触写道:“在科学的

意义上,对此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爷冶 [3] 。 2005
年,在中国学者李喜先主编的《21 世纪 100 个交叉学

科难题》一书中,“信息是什么冶被列为第 88 号难题

榜上有名[4] 。 结合历史与现实,看来“给信息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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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其困难的,也许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冶 [5] 。
在《信息科学》一书中,Luenberger 充分意识到信

息在当代社会的无所不在,但也承认“信息作为一个

研究对象和主题是如此巨大,想以简单明了的陈述来

充分界定它的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冶。 因而他的态

度是:“可能更有成效的做法是对术语持一种粗略的

理解,而后对该主题中重要和感兴趣的某些层面展开

严肃认真的探讨冶 [6] 。 基于这种理念,作者并不令人

意外地回避了直接定义“什么是信息冶这一难题,而
是从信息的五个一般性的特征方面入手,构建了自己

的理论体系和对信息的阐释。 他把全书的总体框架

与结构建基于信息的 5 个“E冶:Entropy(熵),Econom鄄
ics(经济学),Encryption(加密),Extraction (抽取),
Emission(发射)。

尽管作者指出定义信息的巨大困难,本书第 2
章标题却为“信息定义冶。 这似乎前后矛盾,但细读

之下原来这一章是用简单的数学语言描述和交代一

些最基本的术语和概念,包括信息、熵、信源及其组

合、比特等。 Luenberger 对于信息的描述可以说完全

继承自 Shannon,比如他指出“不同寻常且不易预测

到的讯息,比那些在被收到之前已被认定可能出现的

讯息,要承载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考虑各种可能

讯息的概率来对信息进行量化。 低概率的讯息比高

概率的能代表更多的信息。冶任何对 Shannon 信息论

稍有熟悉的人,都会马上识别出这些源自 Shannon 的

观点。 Luenberger 不仅在理论上与 Shannon 信息论一

脉相承,而且在科学方法上也受之影响甚深。 在处理

复杂问题时,Shannon 很擅长首先去除细枝末节,将
复杂问题简化为简单本质,分而治之之后再将子问题

的答案组合起来,从而形成原始问题的有效解决方

案。 Luenberger 对之推崇有加,不仅介绍了 Shannon
的科学方法,希望读者能用心揣度,而且在介绍信息

论及其影响的过程中,活灵活现地引领读者感受着

Shannon 是如何解决复杂的信号通信问题的。 在这

一过程中,Luenberger 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驾驭能

力,不仅行文流畅,而且准确到位。
Luenberger 和 Saracevic 对于定义信息的态度是

相似的。 Saracevic 认为,作为一种基本现象的信息,
和物理学中的能量或重力、生物学中的生命等现象一

样,我们都“无法回答它们是什么冶,但这并不妨碍我

们探索信息的表征(manifestations)、行为(behaviors)
和效应(effects),信息科学可以沿着这些维度对信息

进行研究,帮助我们更深入和正式地理解与解释信息

是什么[3] 。 信息定义本身并无对错之分。 人们可以

自由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定义术语,但这些定义

在现实中或许会遇到麻烦。 儿童们做游戏的时候可

以把椅子定义成桌子,只要孩子们记得这点并遵守自

己的约定,而且不在与外界交流时使用自己的约定,
一切都没有问题。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歧义性甚

强的信息的理论探讨,能否自始至终遵守自己的约

定,并围绕自己对概念的理解展开理论,是一部理论

著作能否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关键之一。

2摇 关于信息科学的内涵

信息科学的内涵,实际上就是什么是信息科学的

问题。 这也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 笔者这里只结

合《信息科学》 一书的内容发表一些感想和评论。
Luenberger 归纳的信息五个“E冶可以算作是对信息所

作的范畴化努力,更是对信息科学研究内涵的理解。
这 5 个“E冶不仅是本书 5 大部分的标题,而且在各自

属下的章节中得到发挥和展开。
第一部分“熵:信息之基础冶。 这一部分对有关

编码的 Shannon 第一定理和有关信道容量的 Shannon
第二定理进行了详细介绍。 Luenberger 认为比特和

字节、编码和错误、信道容量与压缩等方面构成了信

息的微观表征。 而熵的概念为这类微观问题提供了

分析基础。 相对于微观方面,还存在着信息的宏观表

征,Luenberger 称之为信息产品与服务,宏观方面的

问题构成了第二部分的研究内容。
第二部分“经济学:价值之策略冶。 这一部分利

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与信息相

关的诸多问题,如需求、生产者、社会剩余、竞争、边际

成本价格之优化、版权和垄断以及寡头等等。 作者还

将信息性与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即 GE 指数)
以及决策过程等联系起来,进而探讨信息的价值。 信

息经济学近 20 年来发展迅速,日益引人注目,如
1994 年和 199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均授予了信息

经济学方面的学者。 Luenberger 虽然并不专长于信

息经济学,但他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素有深入研究,著
有《微观经济理论》这一经典著作,以基本经济理论

提供的框架研究信息产品与服务在他也是自然而然

的事情。
第三部分“加密:通过数学获得安全冶。 这部分

对于加密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描述和历

史溯源,在介绍 DES(数据加密标准)和 AES(高级加

密标准)之后,从技术的角度阐释了如何运用加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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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来弄乱电话讯息,或者对 Internet 通信进行加密,以
及如何对智能信用卡和数字货币交易采取安全防范

措施等等。
第四部分“抽取:来自于数据的信息冶。 这部分

基本上是计算机科学或信息系统引论性质的内容,如
数据结构一章和数据库系统一章介绍的内容都会出

现在任何一个计算机科学系“数据结构冶和“数据库

系统冶课程的内容中。 虽然本书这两章并无太多创

见,但也中规中矩,描述清楚,繁简得当,作为入门性

材料确也相宜。
在这一部分笔者最关注的是信息检索这一章,恐

怕这也是图书馆信息科学界所认知的“信息科学家冶
们所熟悉的部分。 本章的内容包括倒排文档、标引策

略、倒排文档压缩、查询、排序方法和网络排序等。 这

些方面固然重要,但显然遗漏了很多重要议题,如布

尔模型检索、向量空间检索、检索评价、相关性反馈与

查询扩展、XML 检索、概率信息检索、信息检索语言

模型与跨语种检索、聚类、Web 搜寻、Web 爬行与索

引以及链接分析等。 虽然本书主要涉及信息检索基

础,但也应该适当地对以上方面有所交代。
第五部分“发射:控制频率冶。 频率的概念在几

乎所有形式的电子与光学通信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频率相关的概念尽管今天看来相当清楚和简单,但
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的神秘和令人捉摸不定。 人们

对于它的发现和理解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强

调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正是本部分的特色。 作者对历

史进行了简洁优雅的叙述,指出了关键人物的重大贡

献发生的背景和具体内容,其行文流畅自然,让人触

摸到整个通信技术发展的思想史,令人受教颇深。
以上叙述的是《信息科学》主要章节及其内容。

表面上看五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彼此相互独立,但一

直有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贯穿着全书始终,即熵的概

念。 第 2 和第 3 章提供了展开全书理论所需要的概

念、基本定理和背景知识,后面的许多章节都频繁地

用到熵的概念和理论,信息价值、密码系统理论和抽

样与容量这几章还设有专节讨论熵的具体应用。 作

者能够始终围绕自己对于信息的理解来搭建理论体

系,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具有相当强的理论

内敛性的原因所在。
信息科学作为一个概念从诞生之日就具有歧义

性。 1955 年英国信息科学家协会创始人 J. Farradane
曾明确提出用“信息科学冶概念指称源于欧洲的文献

工作,而 195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使用的“信息科

学冶概念,指代的则是关于计算机方面的一组课程。
虽然名称已有 50 年历史,但信息科学的内容一直界

定不清,正如北京大学闫学杉先生所言“它时而指计

算机科学家所说的信息,时而指文献学家所说的信

息,有时又代表通讯科学家所说的信息。 而真正的信

息科学家所关注的信息,应该不是指任何个别信息领

域里的特定信息,它应该反映着一切和信息有关领域

里的信息现象,关怀着一切和信息有关领域里的信息

问题冶 [7] 。 他还认为信息研究的历史上至少有三种

赞同这一分析判断和对三种信息科学的归纳。 如果

以此分类方式来衡量 Luenberger 对信息科学内涵的

理解,应该将之归纳为哪一门类? 从书名来看,作者

的尝试似乎并不特定于任何一个具体领域。 从内容

来看,第一部分是对 Shannon 信息论及其基本概念的

介绍;第五部分对于频率的探讨更是侧重于通信技术

及其发展历程;第三和第四部分关注计算机、密码与

信息安全方面;第二部分是个例外,从经济学角度以

数学的语言研究信息产品与服务。 因而,说本书涵盖

“概率论信息科学冶和“计算机信息科学冶应该不会有

什么争议。 那么,Luenberger 是否涉及了所谓“图书

馆信息科学冶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信息检索冶所代

表的知识是“图书馆信息科学冶的核心内容之一,那
么我们可以认为本书由于对信息检索也有所涉及,而
至少不完整地探讨了图书馆信息科学。 事实上,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文献检索实验的进步与初步成

就,曾极大地刺激了图书馆学家们的兴趣,他们也迅

速地用“信息科学冶这个概念来代表他们对文献信息

检索的研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信息检索等同于

信息科学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信息经济学虽然

并不从属于图书馆信息科学,但对于信息现象的经济

学研究在图书馆信息科学界的研究日程上占有重要

地位,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
Luenberger 的信息科学体系实际上涵盖前述三种信

息科学,是一次真正的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科学的

尝试。

3摇 关于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既没有定义信息又没有明确什么是信息科学的

Luenberger,以信息的五个“E冶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
显然该体系具有很强的面向计算机科学与通信领域

的技术色彩。 事实上,有一位评论者就曾指出“对于

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科学本科或研究生层次的学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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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导论性教科书冶 [8] 。 这位

评论者紧接着又指出:“这本书中的一些部分清晰地

指明了在图书馆信息科学教育机构中应该开设的课

程冶 [8] 。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信息科学与计

算机科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信息检索在信息

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Peter Denning 曾给出过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计算

机科学定义:“计算机科学是系统研究关于描述和传

输信息之算法过程的学科:包括理论、分析、设计、效
率、实施和应用。 所有计算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

是:‘什么可以被(高效地)自动化?爷冶 [9] 。 信息科学

这边,美国《信息科学文摘》主编 D. T. Hawkins 也曾

给出过一个典型定义:“信息科学是一个跨学科领

域,它关注着处理知识传输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技术、
法律和产业等,也关注信息的来源、产生、组织、表达、
处理、分发、传播交流与使用,以及信息用户在满足信

息需求过程中的相互交流与行为冶 [10] 。 我们仅仅从

字面定义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两个学科的不同。 在信

息检索方面享有国际声誉的 Saracevic(曾获得美国计

算机协会信息检索方面 1997 年度的 Gerard Salton
奖),曾以 Denning 的上述定义为基础,指出计算机科

学关心的是与信号或讯息意义上的信息相关的算法,
而信息科学关注的是信息的本质以及信息如何为人

类所利用,这里的信息不仅包括经过人类认知加工处

理的讯息,也涉及情形、认为与手头问题等情境。 计

算机科学是关于符号操作的,而信息科学是面向内容

的,符号操作是内容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他认为在

这个意义上两个学科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补的

关系[3] 。
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之关系的基础在于计算

机与计算技术在信息检索中的应用,以及相关的产

品、服务和网络。 这种关系还涉及近年来发展迅速

的、具有很强技术性的数字图书馆研究。 从历史来

看,自信息检索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以来,最早且最有名望的一批研究者多来自计算机科

学领 域, 如 Hans Peter Luhn, Gerard Salton, Karen
Sparck Jones,C. J. van Rijsbergen 等。 以他们为代表

的一批计算机专业人员一直从事着与信息相关的研

究与开发,并逐渐成为信息科学的领军人物。 还有一

批计算机专业人员虽然与信息科学的早期演化没有

直接关系,但他们所探讨的信息问题与信息科学领域

的研究非常相像,比如专家系统、基于知识的智能系

统、超文本、人机交互等。 近十几年兴起的数字图书

馆更是吸引了包括计算机科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人

士。 许多传统上一直为信息科学所探讨的问题,如信

息表达、知识组织与链接、元信息、信息查询、搜索与

检索、过滤、信息使用、质量、价值与影响,从用户和使

用角度评价信息系统等,都得到计算机科学及其它学

科程度不一的关注。 其中最受瞩目的信息检索已经

被某些计算机专业人士视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

领域。
计算机科学界又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学科的关系?

首先,他们很清楚“信息科学冶概念在图书馆学院和

计算机科学系都有使用的历史与传统。 其次,他们倾

向于认为自己研究的是计算的理论基础和高效数据

结构与算法,关心的是围绕计算机械之设计、实现和

使用的活动(如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编译器、
算法、逻辑、数据结构与编程语言等)。 而信息科学

作为应用科学是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相伴而生的,一
般更关注数据,不仅包括数据库管理,也包括信息管

理、数据质量、数据挖掘等[11] 。 由于信息科学强调用

户、人和界面,信息科学家看起来更像是社会科学家

或商学院的学者,因为他们的工作重心在于分析数据

和现有系统与过程,而并不强调系统的开发。 数据存

储、检索、使用与分析,通过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等手

段对数据进行理解和意义构建,不仅是信息科学传统

上关注的核心,近年来也日趋成为计算机科学界较为

认同的对信息科学的理解。 2000 年以来,美国一些

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下新设的、独立的信息科学学位,
大都侧重于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库、数据挖掘和 In鄄
ternet 技术应用等(有些计算机系称数据库系统与管

理为信息管理)。 最后,不少计算机科学人士承认,
虽然信息科学多被视为主要对信息的人和界面这些

方面感兴趣,但很多由前图书馆信息科学学院改制而

成的信息学院或信息科学学院,在所提供的学位课程

的技术广度和深度方面,已经与计算机科学系的信息

科学计划非常相似,甚至于模糊了信息科学本身与计

算机科学的边界。 比如,D. Kraft 曾调查了美国匹兹

堡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锡拉丘兹大学等校

信息学院所提供的学位与课程,发现它们开设的课程

包括数据库系统、人机交互、数字图书馆、生物信息

学、多媒体系统、人工智能、分布式信息系统和网络、
Web 信息系统、信息检索、项目管理、软件工程、数据

与文件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编程与编程语言、信息

处理、地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分析与设计、电子商

务、电信、信息资源等等。 这些学院除了开设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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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课程外,还设有信息政策、信息伦理、信息经济

学、知识产权、信息安全、隐私、信息构建等研究方向。
Kraft 指出即便是计算机科学系也未必能全部涵盖上

述的众多技术课程。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科学界和教

育者必须正视信息科学,因为它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取

得了合情合理的地位[11] 。
从上文对于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关系的讨论

中可以看出,信息检索的研究在这两个学科的相互关

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信息检索是有着骄人成绩的

领域,它所探讨的许多问题以及从中衍生的对象和现

象,一直居于信息科学的核心。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

种研究信息科学的严肃专著,不管是源自于图书馆信

息科学领域,还是站在计算机科学的立场,都应对这

一领域进行繁简适宜的论述。 但是,《信息科学》一

书对信息检索的讨论过于简单,而且也不像作者探讨

信息经济学和通信科学时那样得心应手,显示出作者

在此方面的专业局限性,是为本书的一大不足之处。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信息检索的理念越

来越多地渗透到计算机科学界的思维中,也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似乎一夜之间,信息检索和其他技

术一起站在了舞台的中心冶 [12] 。 而这一切主要是拜

WWW 的发展和搜索引擎技术之进步所赐。 信息检

索被公认是搜索引擎技术之根,为之提供算法和数据

结构基础。 搜索引擎技术的巨大成功也一再证实着

信息检索界关于“简单的查询和排序是在基本无结

构的信息世界中存取信息的适宜技术冶这种长久主

张和信念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笔者也感到,被前所

未有关注的信息检索,正在从不那么显赫的图书馆信

息科学迅速走向信息科学之核心,但在今日,却有些

踟躇了。 技术导向、算法优先的计算机科学对信息检

索领域从技术和算法角度做出了显著贡献,而图书馆

信息科学却没有相应地在对人—系统—信息的探索

中产生令人尊敬和有实用价值的成果,如果信息检索

领域的主要进步是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分支而

取得的,那么,好似被抽去了“脊梁冶一般的图书馆信

息科学,还能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硬核冶?

4摇 关于信息科学对信息用户的关注

Luenberger 在《信息科学》一书中清楚地指明自

己探索的是人类产生的信息,而非自然信息:“尽管

人类产生和记录下来的信息数量非常巨大,但相较于

大自然中的信息而言确是很少的……我们的兴趣在

于人类产生的信息。 这种信息经由各种方式得到存

储、利用和传输,并为人类的心智所吸收。冶 [6] 显然他

认为人类产生的信息最终是要为人类心智所吸收和

利用的,但遗憾的是,他尽管在理念上认识到这一点,
却并没有对人和信息用户给予任何关注。 这是本书

的另一缺陷。 用户(或者说是信息活动中的人)无疑

应该出现在信息科学的理论图景中,而且应该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
对于信息用户的关注,或者说对于人的信息需要

与查询行为的研究,在信息科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更是信息科学有别于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核心特征。
不管人们对于信息科学的理解分歧有多大,定义有多

不一致,这个领域对于研究信息用户及其行为的重视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其它学科

一道帮助人类了解自身的信息行为。 近十年来,一个

称为“人类信息行为冶的子领域已经悄然而成,它试

图从更一般性的角度探索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具体任

务情境中和社会交往中的信息查询、搜索和使用方面

的行为。 这方面的研究是图书馆信息科学除了信息

检索以外,理论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比如,2005 年

出版的《信息行为理论》一书,根据人们如何在不同

情景中需要、查询、管理、给予和使用信息,总结出 72
种有一定影响的相关理论、模型或假说[13] 。

信息科学对于信息用户的关注除了“人类信息

行为冶的研究以外,还应包括研究人如何借助技术系

统与信息进行交互作用。 比如美国康奈尔大学 2002
年开创的“康奈尔信息科学冶跨学科学位计划,即将

视角放在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彼此交叉重叠、又能

互相促进的方面。 他们秉承的理念继承自信息检索

先驱 Gerard Salton 开创的“视用户与交互作用为信息

存取之要素冶的传统,以研究人和社会借助信息系统

与信息的相互作用为己任,焦点在于系统及其使用,
而并不是奠定这些系统之基础的计算与通信技术本

身。 该计划的师资来自于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科
学学、认知心理学、运筹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和

法学等学科,计划主任是计算机科学教授 William Y.
Arms。 该信息科学计划虽然有着很强的技术内核,
但也同样重视信息系统所应用的文化、经济、历史、法
律、政治以及社会情景,尤其是人在其中的作用。

Luenberger 无疑忽视了对信息用户及其与系统

和信息交互作用的探讨。 个中原因固然有其专业背

景局限性,也与其观念和思想受 Shannon 影响甚深密

不可分。 虽然 Shannon 及其理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但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内在于其理论和最简化的通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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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的局限性,如 Shannon 所说的信息完全不同于我

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信息冶概念,不关心意义、内
容、评价和秩序,将信息等同于某种完全没有“意义冶
的、某种与无序或不确定性非常相关的东西。 几十年

来在试图将 Shannon 理论移植于社会与人文领域时,
人们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与失败,究其根源就在于该理

论是通信领域关于有噪声信道中信号传输的理论,信
息的意义和内容并不在其视线范围之内。 与 Shannon
一样出身于电子工程领域,对 Shannon 理论烂熟于心

的 Luenberger,在理论上和 Shannon 其实是一脉相承

的,本书的第一部分再清楚不过地凸现了这一点。 如

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Luenberger 不关心信息用户

和信息的意义了。

5摇 结语

《信息科学》是一本非常典型的美国大学教科

书。 它在写作方式上力求完全符合教学法的要求,期
望能够充分地调动学生和读者的阅读兴趣。 全书不

仅结构清晰,章节分明,而且具体到每一章时,作者能

将理论由浅入深地阐述得井井有条,并辅之以简洁准

确的数学推理和证明,再配上相应的实例,不仅帮助

理解数学定理及其潜在应用,而且可以轻易地转换为

实验,以增强学习的效果。 每章之后附有练习题和进

一步学习可查阅的参考书目。 作者也善于用读者感

兴趣的一些题目吸引注意力,比如 Internet 如何将巨

量讯息传送到目的地,JPEG 和 ZIP 压缩算法的工作

原理等,而且他把诸如此类的复杂主题讲解得深入浅

出,令人读来饶有趣味。 此外,作者还匠心独运地在

书中介绍各领域先驱人物、他们的思想与科学研究方

法,以轶事的笔调介绍他们的科学成就是偶来灵感之

顿悟,还是长年挣扎之结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一
个个鲜活的大人物,为本书增色许多,掩卷之余,犹令

人遐想与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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