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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报科学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 ,其学术思想以一条无形的主线延伸。这条主线是 :交

流、有序化和序变、决策、创新。它应走出理论研究的象牙塔 ,更多地向实际应用发展 ,由文献世

界的研究导向信息和知识世界研究。图 2。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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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情报科学的发展历程 ,其理论与实践始终是

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基础环境的不断演进而发展。情

报科学思想的发展始终处于信息基础环境维、理论与

实践创新维、典型分支学派维的三维结构中的动态过

程之中。信息基础环境作为客观的物质基础 ,对情报

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决定性的

“本体论”影响 ,在情报科学理论与实践不同阶段“创

新”的研究热点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典型分支学科与

学派”便明显地带有这一特性。以下枚举反映了各个

不同信息环境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核心。

1 　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纵贯分析
“物质、信息和能源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 3 大

支柱。然而 ,就信息基础环境而言 ,它也是不断发展

和完善的。概言之 ,人类社会的信息基础环境经历

了人际交流和文献环境时期、电子信息系统环境、信

息资源管理环境和网络化环境。从学科发展的角度

来看 ,其每一个扬弃的过程 ,都对情报学理论与实践

的创新及情报学学派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的决定作

用”[1 ] 。

在 1665 年正式文献 ———期刊出现之前 ,无序化

的人际情报交流系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式文

献应运出现之后 ,人类信息环境的基础平台便日益

完善。1895 年 ,比利时文献学家奥特莱 ( P. 0tlet ) 和

拉芳丹 ( H. La Fontaine) 旨在创立一个编辑国际性的

书目 ,以整理全球的文献 [2 ,3 ]的国际书目学会 ( Inter2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 。1936 年 ,英国学者

维尔斯 ( H. G. Wells) 提出创建“世界大脑”( World

Brain)的“思想实验”:以世界上每个个体的智能为背

景 ,在学术组织的推动下 ,建立一个有生命力 ,能不

断成长变化并不断被新的思想所扩展、修正及替代

的 ,能成为任何个体即时使用的世界百科全书 (World

Encyclopedia) [4 ] 。

1945 年 ,美国学者、被认为是现代“超文本”技术

的奠基人的战后“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尔·

布什 (V. Bush)发表对情报科学影响深远的文章《诚

若所思》(As We May Think) ,即布什信件。他希望科

学家应该思考如何使现有的人类知识 ,能够让大众

更方便地获得。文中 ,他提出创建个人机械化的文

档 —Memex[5 ] 。

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其经典著作《情

报学基础》中 ,对情报科学的远景作了十分宏伟的规

划 :情报科学的真正任务应是组织、加工和整理客观

知识 (即世界 3) ,绘制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的知识

地图 ,一旦这种“知识地图”相对稳定 , 进而形成人类

的体外大脑[6 ] 。

　　3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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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超文本和超媒体技术基本是基于 V·布什

“Memex”思想而发展起来的。超文本系统是采用一种

非线性的网状结构组织块状信息 ,各种信息块之间采

用链式连接 ,人们通过链路在信息块之间迅速移动和

浏览 ,进而实现类似联想式思维的任务顺序检索。由

多媒体与超文本的结合而形成的超媒体技术则可以

将整个系统集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交叉参照的网络系

统 ,促使人们同时使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来认识世

界 ,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机交互 [7 ] 。

1993 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份向美国国会提供

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并

确保 1997 年建成。1998 年 ,美国副总统戈尔率先提

出建立“数字地球”这一信息基础环境的计划 ,即以多

元方式、从三维空间汇聚对整个地球进行描述的、所

有与全球相关的以“地理位置”为节点的信息资源而

组成的一个全球式的集成数字信息系统 [8 ] 。

随着人类社会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

类的信息需求也在不断地同步变化着。从传统的书

目大全和网络化的文献系统到“世界大脑”和“知识

地图”的构想 ,经机械化的检索系统 Memex ,再演变

为现代超文本技术 ,网与网的连接形成了 Internet ,并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向“数字地球”方向发展。人类社

会信息基础环境的每一次发展 ,都辩证地促进了人

类社会及其信息基础设施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2 　情报科学信息环境、理论创新及学派的三

维结构的综合分析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乃是依托信息环境的

基础平台 ,经创造性思维而形成的体系[9 ] 。而经一

定学术思想和“范式”的优化重组 ,在信息基础环境

和理论创新维的基础上又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学

派。图 1 表示了情报科学信息环境、理论创新及学派

的三维结构。这三维结构是分别由信息环境、理论

创新及学派维所演绎成的“三位一体”的动态结构。

211 　人际及文献交流环境 ———社会传播 ———交流

学派

作为初期的信息环境 ,人际及文献交流环境一

直占据着十分重要地位 ,它们涵盖了正式情报交流

和非正式情报交流系统。依托于这种信息环境的情

报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功能主要是发挥情报“社

会传播”的辐射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情报

科学中的“交流学派”[10 ] ,如萨拉塞维克的情报社会

传播理论、高夫曼的情报社会传播的传染病理论、维

克里的人本社会传播理论以及费桑的情报流活动规

范理论等。前苏联著名情报学家米哈依诺夫亦应归

属于这一学派。

图 1 　情报科学信息环境、理论创新及学派的三维结构

212 　电子信息系统 ———知识属性结构 ———知识学

派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在其经典名著《通信的

数学原理》中就曾以电子通信系统为对象研究了“语

用”情报的属性及量化的问题 ,从而对情报学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11 ] 。在申农“语用”情报的激励下 ,

在电子信息系统参考系的借鉴下 ,一些情报学家开

始聚焦“语义”情报的问题 ,并进而在知识结构的背

景下 ,对情报的属性及情报量的问题进行基础性研

究 ,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知识学派”,如英国著名情

报学家 B. C. 布鲁克斯的情报学思想体系就具有明显

的代表性[12 ] 。

213 　信息资源管理环境 ———系统化智能决策 ———

决策学派

继电子信息系统建成并完善之后 ,人类更加注

重内容的信息资源管理 ,进而形成了以“信息资源管

理”为导向的信息基础环境。在信息资源管理的宏

观背景的依托下 ,其内容的介入要始终与系统内的

各个要素相联系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并形成了“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定位。因此 ,智能化决策便在

信息资源管理环境下被提出 ,决策学派的出现也成

为学术发展的必然。布莱克的管理生态系统情报理

论以及约维茨的决策功能理论即为典型的理论 [13 ] 。

214 　网络环境 ———知识管理 ———创新学派

随着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的兴起及互联

网的发展 ,改变人类交流形式的网络化信息环境的

基础已经形成。依托知识经济的网络化社会生态环

境 ,“有序知识流”的知识管理被情报学家日益关注。

知识管理的核心显然是为了创新的需要 ,于是“创

新”成为情报学学派的一个全新的定位点 [14 ,15 ] 。

无庸置疑 ,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演变是一个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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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过程 ,这种信息基础环境交叉和兼容的态势也

势必会反映在情报学基础理论和学派的长期并存上。

3 　情报科学理论应用的时代特色分析
情报学迄今已经历了 50 多年的不平凡发展历

程 ,有过辉煌 ,也有过挫折和迷惘。今天 ,一轮又一轮

信息热潮的掀起改变着世界的经济结构和格局 ,这也

使情报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创建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情报观 (大情报观) 来指导情

报工作 ,从而指明现代情报科学的发展方向 ,是人们

亟待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情报学只有充分把理论

与实践联系起来 ,才会有更大的飞跃。“大情报观”的

认知有助于促进新环境下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 ,在网络化时代发挥出“神经网络”的作用 [16 ] 。情

报学应走出理论研究的象牙塔 ,深入企业进行实际应

用。在网络环境下 ,亟须拓宽情报学研究内容 ,情报

学可以由文献世界导向信息和知识世界 [17 ] 。

4 　情报科学思想发展脉络的立体透视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情报科学

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信息环境维、理论创

新维和学派维所形成的一个动态的三维立体结构 ,

这种认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所得出的。情

报科学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还有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

识角度 ,即由信息环境维、理论创新维和学派维动态

发展所显现出的情报科学的学术思想亦会反作用

于、并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图 2 以情报科学思想

发展的四维结构揭示出这种隐含着的辩证关系 ,即

学术思想可发挥出与信息环境同样的作用来促进理

论创新及学派的发展。

图 2 　情报科学思想发展的四维结构表示

5 　结论

情报科学在其 50 余年的动态发展过程中 ,其学

术思想以一根无形的主线在延伸 ,即 :交流、有序化和

序变[18 ] 、决策、创新。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的今天 ,情

报学应走出理论研究的象牙塔 ,更多地向着实际应用

发展 ,拓宽情报学研究内容 ,将情报学由文献世界的

研究导向信息和知识世界研究。这显然是由新信息

环境下情报科学思想发展脉络的走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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