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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献检索课的缘起

□肖自力∗

　　摘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推动下,教育部发文在全

国高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文章回顾了课程设立的缘起,介绍了具体实施的过程,包

括:前期舆论准备、力促教育部发文、确定课程名称、延揽师资人才、组织编写教材、开展馆员培训

等,总结了其成功经验,以期为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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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政治课

的刘老师找到我,他们接到一项任务:要批判西方技

术主义思潮,但是对它还一无所知,想要查找外文资

料.我是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却不会英语,面对这样

的问题一筹莫展,自觉非常尴尬.于是陪他一起去

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梁思庄副馆长.她根据“技
术”的英文词根,用«英汉词典»就查到了技术主义的

英文,再用西文的社科文献检索工具,很快就查到大

批的英法德文相关资料,刘老师特别佩服,我也是大

开眼界.由此联想到图书馆每年用大量经费购买西

文检索刊物,还用很多人力整理装订上架,放在参考

阅览室,却很少有人来看.给领导汇报后两位老馆

长很重视,１９６６年四、五月间一个夜晚,他们请张维

教授(副校长)在参考阅览室给部分青年教师(通过

系里个别通知)讲如何查找西文资料,两位馆长一直

陪着张教授等到近八点钟,还是没有人来.正准备

放弃的时候,我请张教授做个示范.他从书架上取

下一本«工程索引»(EI),说他也不系统了解,只是他

常用EI,他按照自己常用的结构力学的英文字顺一

查,就见到大批文献,还要再查下位标题我感慨

很深,事情并不是特别复杂,但需要懂西文(英法德

文等),还必须培训学生学会检索和利用文献的能

力.但很快就是长期的政治运动,此事无从谈起,却
成了我一个越来越深的心结.图书馆购买的供检索

用的穿孔卡片一直无人问津;青年教师带学生开门

办学,搞一些小的技术革新,不知道问题所在,也想

不到查文献;稍有点儿进步就总结“三无”(一无经

验,二无资料,三无图纸),以自己从头摸索、艰苦奋

斗为自豪,其实是无知与无奈;每看到这样的现象,
听到这类消息,都会加深加紧我的心结.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迎来改革开放和新技术

革命的高潮.科学家们也指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缺

失.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何泽慧说情报工作是科学研

究的前期劳动,不可或缺.杨振宁(当时还是美籍科

学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话,他估计我国当时的

技术革新至少有４０％是重复劳动.我认识到这不

是个人或某一学校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缺少情报意

识和搜集利用情报的技能.其原因很多,高校图书

馆失职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其
实,学校并没有授予图书馆该项职能,也没有给予相

应的条件,更 没 有 追 究 图 书 馆 的 责 任).在 起 草

１９８１年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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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高校图书馆定位定性定职能时,我们曾多次谈

到这些事例.
教育部周琳部长的报告在论及图书馆职能时,

说图书馆有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在说到图书馆的

教育职能时,列举了思想、专业、综合、书目四类,其
中书目教育取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含义,包括资料搜

集、辨析、整理、利用等,比单纯文献检索还要宽泛一

些.１９８１年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后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也有

相关的内容.可以算作是文献检索课比较权威的思

想舆论准备吧!

１９８２年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图工委)秘书处的任务很重,联系和促进各地落

实１９８１年会议精神,成立省市级图工委和秘书处;
研究如何选留本校毕业生到图书馆工作,并组织对

他们进行培训;准备年底召开委员馆会议;庄守经馆

长还要接手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的责任,这时秘书处

实际只有三个人.我们却又提出要让图书馆面对社

会急需,推出文献检索课(开始还没有确定名称),在
业务方面有所突破.清晰记得李晓明说了一句“我
们２１４热情高涨,一点火就着”.实际准备是１９８３
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高校发现一批有

情报意识和技能的人才,比如从北京大学调到武汉

大学、从目录学改教科技文献检索、高校系统编写第

一本«科技文献检索»教材的陈光祚老师;从«人民日

报»一篇呼吁教大学生学中文工具书的文章,发现了

苏州大学的潘树广老师;从他们图书馆内阅览室一

面墙的中文专业文献索引卡片柜(坚持１０年以上),
发现具有情报意识的南京医学院的吴观国和吉林农

业大学的江乃武;从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发现了哈尔

滨工业大学图书馆的葛冠雄;在西安研讨班上结识

刚从美国回来比较熟悉文献检索的西安交通大学的

谢天吉;二是试办师资培训班,先后在西安交通

大学办了工科班、西北农学院办了农科班、南京医学

院办了医学班、苏州大学办了文科班等;三是对这门

课程或讲座做一些初步设想,立一个供大家讨论的

靶子.主要设想了:１、现状和需要;２、目标,提高学

生的情报意识和情报技能;３、分学科,以学科文献检

索为重点,不让学生负担过重;４、重实践,不讲检索

语言、检索理论的知识;５、主要内容;６、课程或讲座

的名称.关于内容和名称想得较多,内容包括情报

时代和情报意识;文献情报的搜集、检索;情报的比

较、鉴别和选择;情报的整理和组织;情报的分析和

逻辑推理;情报的实际应用(解决实际问题、技术创

新、理论创新、猜想、假设等).联系了传统目录学的

“提要钩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联系了

«实践论»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

里”的认识论思想.课程名称取决于内容,如果完备

一些,可用“实用情报学”;如果利用方面做不到,可
以名为“文献检索与利用”课.考虑到这些想法尚未

经过调研和实践,就没有形成文字资料,只在研讨会

上稍微说了说,作为开场白.

１９８３年冬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一次小型研

讨会,到会约十人左右.因为第一次就这个题目开

会,大家非常热情而兴奋.会议目的就是研究高校

图书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那时说法很多,书目教

育、用户教育、情报教育、文献检索等),我作了简短

开场白后,进行了开放性的讨论,谈必要性,谈经验,
谈内容,谈方法,谈建议,等等.比较集中议论的是

内容和名称,综合大家的意见:“情报”一词当时特别

热,各行各业各部门都讲情报,有时让人糊涂,不知

情报为何物,倒是“文献”一词,在图书馆是具体实际

的.关于利用的内容很好,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教材

师资都无从准备.最后决定用“文献检索与利用”的
课程名称,觉得利用部分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即使

一时不讲也无妨,保留它可以为课程的后续发展留

有余地.
研讨会建议图工委报告教育部,请发文省市教

委和高校图工委,推动这门课的发展.同时建议查

找和翻译国外相关资料作为参考,后来印出了两本

用户培训译文集;建议参会同志回去就着手编写本

学科的«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在本单位试讲;为以

后给其他学校培训师资做准备.
会后向教育部汇报,教育部高教司让我直接找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彭佩云,彭佩云认可研讨会的

建议,认为是落实１９８１年会议的一项业务工作,教
育部可以发文.我起草了文件稿,她亲自修改,删掉

了一多半,这就是关于文献检索课１９８４年的文件,
批发的很快.文件下发的速度和各地行动的积极性

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教材和师资成了紧急又严重的

问题.头一年研讨会参会人员的一些准备救了部分

急,但师资和教材的水平参差不齐,害怕“第一炮”打
砸了,有的地方专业课教师也抢着要开这门课.我

们把头一年研讨会的人稍加扩充,改称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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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大家觉得发展形势很好,师资

和教材都是在讲课实践中成长完善的.专业课教师

来讲课是大好事,要欢迎并为他们服务,向他们学

习.文献检索课教学的中心必然也应该在图书馆,
因为实习所需的文献就在图书馆.必须把实习(写
论文、查文献)放到重要的地位,真实地学会查文献.
要研究组织编写系列教材,好像是１９８６年就把专家

委员会改为教材编审委员会.这些大约就是教育部

１９８５年关于改善文献检索课教学文件的主要内容.
关于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文献检索课的发展情况,

李晓明同志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４年的文章已有详细记

录.她很细心,遇事都留有记录.１９８９年以后,她
为继续推动文献检索课的发展与规范作出了积极贡

献.据她到１９９７年的记录,全国有７００多所高校开

设了这门课或讲座,共培训师资２０００多人,编写教

材４００多种(教材编审委员会只计划编写２４种,其
他为各学校自己主动编写),受过培训的大学生２００
多万人,研究论文有１４０００多篇,还有文集、专著、工
具书,有的公共图书馆也自编系列教材,对用户举办

讲座或开课,有的中专学校也模仿给中专学生开课.
这说明文献检索课在纸媒介质为主的时代,弥补了

我国一段时间的缺失,适应了学校和社会的需要,受
到了广泛欢迎.大约１９８７年在青岛举办了文献检

索课师资培训班,请了三四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科委)和部级科技情报所的专家,为我们的教

师讲他们如何用文献情报为科研和技术革新服务.
几位专家对高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评价很

高,积极推荐到科委参加科技情报进步奖评奖,我们

原来不知道科委有这件事,更不知道教育部的高等

学校图书馆也可以参评.后来由李晓明整理相关资

料,送科委评了一个科技情报进步三等奖.这可能

是高校图书馆第一次与科委的联系与交流.特别说

到评奖的事,是想提醒图工委和研究型的大学图书

馆要加强与科委、社科院、科学院等系统的联系,包
括参与一些活动,可以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开展资

源共享,还可以申请他们的研究基金,参与成果

评奖.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献检索课逐渐式微,被国外

传来的信息素养教育包括或取代.这是因为信息时

代大规模的网络数据库和高速度的检索技术已使单

纯的文献检索成为简单容易的事,单纯的文献检索

没有了用武之地.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宽泛,你可把

它当一门课来研究,可以当一个讲座来做,也可以做

成一个简单的 App,甚至一张表,由学生自己去学习

和体悟.如果认真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结合中国

传统的目录学知识,扩展文献阅读、研究和利用范

围,完全有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素养教育”
课程,或“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

(４０年前往事,仅和李晓明通过电话,全凭个人

记忆,如有错谬,当由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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