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研究视野下的文献信息检索
———写在《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第二版)》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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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分析文献信息检索之于学术研究的功能基础上 ,介绍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

写作(第二版)》的写作思路 、行文逻辑 、独特和创新之处 ,最后简述该书的写作动机与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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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又称为 “学术图书馆”(Aca-

demicLibrary),其主要目的在于支持教学与

研究 ,它有责任使图书馆的资源被充分利用。

1984年以来 ,我国高校图书馆普遍开设的文

献检索课程就是具体做法之一 。然而 ,该课

程的目的并不能停留在这个层次 ,应当提升 ,

即也应该为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素养服务。

因此 ,文献信息检索必须被看作是学术研究

的基本要素 ,并置于整个学术交流的链条当

中;笔者的拙著《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

对此进行了尝试 。

1　文献信息检索之于学术研究的功能

古今中外 ,凡学术研究之集大成者 ,一般

都非常重视搜求和利用文献资料。中国儒家

经典之一《论语 》的 《八佾 》篇中记载着我国

古代思想家 、教育家孔子的一段话:“夏礼吾

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

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 。”

孔子论事有据 、注重文献的治学精神可见一

斑 。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过:“如果说

我比别人看得略为远些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

人们的肩膀上的缘故 。”牛顿所谓的 “站在巨

人肩膀上 ”,意思就是指充分地占有和利用

文献资料 ,从前人研究的 “终点 ”中找出自己

研究的 “起点 ”,从而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取得

突破性的成就。

上述孔子和牛顿的言论 ,充分说明文献

资料搜集工作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搜

集文献资料的方法很多 ,其中文献信息检索

是最主要的方法 ,它同时也是扩大资料来源

的重要途径 。文献信息检索对学术研究的功

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文献信息检索有助于学术研究新

手的成长 。一般说来 ,学术研究新手(如研

究生)需要具备三方面的基础 ,即历史 、方法

和视野 ,而这些都是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可以获得的。一个人在开始从事学术研究

时 ,首先要了解学术史和学科领域的历史 ,知

道在这个领域前人做过什么 ,自己应该研究

什么。同时 ,他们也可从文献信息检索实践

中 ,了解前贤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这样自己在

从事学术研究时 ,才会有宽阔而创新的视野。

第二 ,文献信息检索可避免重复研究与

重复报道。在现代通信条件和网络环境下 ,

学术界存在的问题一般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

共知 ,因而类似课题的探索会有相当多的学

者同时在进行。谁能最先取得研究成果或发

表研究论文 ,谁就是成功者;谁迟来一步 ,就

会成为无效劳动的落伍者 。学术论文的写作

同科研选题 、立项一样 ,必须通过文献信息检

索(即查新 、预查新)来掌握国内外同类研究

的动态 、进展。通过文献信息检索 ,可获得大

量同类研究的相关报道 ,并从中吸收有益的

启示或参考数据 ,从而有助于缩短科研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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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得到更多 、更有价值的论证依据(这种根

据 ,不仅表现在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的

引文里 ,而且也表现在学术论文的注释和参

考文献中)。

第三 ,文献信息检索有助于学术研究和

学术论文质量的提高 。评价科研成果和学术

论文价值的依据 ,一是内容质量是否胜人一

筹 ,二是发表时间是否先人一步 ,三是同类课

题是否有高人一筹之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

对大量文献信息的比较 、分析才能作出评价。

而要获得大量对比资料 ,则需要通过文献信

息检索才能获得。总之 ,要提高学术论文质

量 ,离不开文献信息检索的支持。影响学术

文献检索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检索设备是

否具备 ,检索人员的素质是否胜任 ,科研人员

的信息意识如何及是否善于提出检索提问。

这三个因素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任何薄弱环

节都会影响文献信息检索质量;而检索质量

差 ,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力 、财力 、物力和时

间的浪费。

在学术研究中 ,文献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

又是研究工作的终结 ,其作用贯穿于学术研

究的全过程 。文献信息检索与作为科学研究

工作的程序之一的学术论文写作之关系又是

相辅相成的 ———文献信息检索的最终目的之

一是撰写学术论文 ,论文的写作与发表过程

有助于作者在文献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

西
[ 1]
;而且当今学术论文 “正是从事科学研

究的新手们所热望的东西 ,同时也是他们被

训练的目的。”
[ 2]
因此 ,笔者试着将 “文献信

息检索 ”与 “论文写作 ”置于同一本书的叙说

框架之中 ,编而著之 ,于 2006年 8月在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拙著 《文献信息检索

与论文写作 》。

2　第二版的写作思路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出版 3年

来 ,人们要求 “改善知识环境 ,消除信息鸿沟”

的呼声日渐高涨 ,全球越来越多的学术界 、文

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自觉

地接受和遵循以知识共享(CreativeCommons)

协议和科学共享(ScienceCommons)协议为代

表的通用许可协议 (Common-UseLicen-

sing),构建先人所梦寐以求的世界图书馆

(UniversalLibrary)已成为国内外许多数字图

书馆项目所追求的理想 ,备受学术界 、出版界 、

图书情报界所关注的开放获取 (OpenAc-

cess)运动在中国也蓬勃兴起。随着 Web2.0

和 Lib2.0时代的到来 ,包括大学图书馆在内

的图书情报机构也出现了一些服务新模式 。

其间 ,一些纸质文献检索工具 、电子文献数据

库都有不少的变化 ,国内外机构信息环境也有

所改善 ,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一书的

某些资料已显陈旧 ,某些提法亦存在些许不

妥 ,全书亟需更新 、补充与重写 。

基于上述情况 ,加上笔者在近 3年教学

与研究实践中的心得积累 ,逐渐形成了 《文

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第二版(以下简称

“本书 ”)的写作思路:

通过文献信息检索综合方法(把常规成

型的策略跟不太常规的 、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技

巧组合起来)的介绍 ,将读者引向规范的 、有效

的学术论文写作和信息素养提升之通途 。

保持和加强初版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

写作》的优点 ,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逻辑与

历史相统一 、文献信息检索与学术论文写作

相互关联等 。

在内容上去旧更新 ,这里主要包括更新

观念或概念 、增补一些开放获取资源的检索

和热点问题的新材料 。

力求信息的完备与叙述简洁的统一 ,删

繁就简 , 尽量提供详细的参考资料 URL地

址 。

3　第二版的新特之处

本书的写作 ,在保持初版知识点的基础

上 ,对其编排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总体上讲 ,本书的行文是遵循先基础知识后

实践应用 、先国内后国外 、先一般后特殊 、先

免费 Web资源后商业文献数据库 、先文献线

索检索后文献原文获取 、先文献信息检索后

学术论文撰写等原则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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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的学术论文写作 IMRAD模式

是科学研究过程的缩影 ,两者具有同构性。

这充分彰显了文献信息检索 、论文写作实际

上也是科学研究必须完成的部分工作 ,同时

也为读者认识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一

些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论说 ,也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技文明的融合 , 善用借古论今之方法。

例如 ,在谈到防止学术剽窃除教育 、法律和高

科技手段等措施之外 ,不可忽视学术规范时 ,

就借用了 《论语 ·为政 》中的古训:“道之以

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

礼 ,有耻且格 。”在说明论文的创新性特征

时 ,就引用了我国著名的史学家 、教育家陈垣

书信中的一段话:“论文之难 ,在最好因人所

已知 ,告其所未知 。 ……论文必须有新发见 ,

或新解释 ,方于人有用 。”
[ 3]

本书也还不乏一些引入国内的图书情报

学新观念 、新思想 。如 “计算型引擎 ”(Com-

putationalKnowledgeEngine)、 “世界图书

馆 ”、“科学共享”等术语和 “建构互联网时代

的世界图书馆”、“电子文献合理使用的开放

获取策略 ”等理念。另外 ,本书内容的取舍

也具有新意 。例如 ,初版第 6章 “《科学文

摘 》与 INSPEC数据库的检索 ”全部删除 ,只

在本书第 4章 “EV平台与 EI的检索 ”中以

脚注的形式列出其电子版的 URL地址 。

与初版相比 ,本书承载的信息量更大 ,同

时尽量做到叙述宏观的基础知识 、学术规范

师古不泥 、不落窠臼 ,介绍微观的检索实践 、

写作之道择要而从 、举一反三。

探究文献信息检索之方法是众人之事 ,

必须善于撷取他人之长 ,同时介绍文献信息

检索之技巧又是个人之事 ,须推陈出新 ,善于

阐发一己心得 。因此 ,本书虽是融百家之长

于一炉 ,但更求炼特色之钢而铸剑 ,以形成独

特的风格 ,给出一些人所未提的新信息 ,传递

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 、新观念 ,同时本

书章节编排所遵循的逻辑又与初版不同 ,所

以本书如果谓之曰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

作新编 ”,亦是实至名归。

4　写作动机与心境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物理学思想家 、物理

学教育家 ,哥本哈根学派最后一位大师惠勒

(JohnArchibaldWheeler, 1911-2008)曾经说

过:“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 ,就写一本关于那

个领域的书。”
[ 4]
惠勒的惊人之语与我国南北

朝北齐的文学家 、教育家颜之推之 “古之学者

为己 ,以补不足 ”(《颜氏家训 ·卷第叁 ·勉

学 》)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亦诠释了笔者写作

此书的心境:所有言说与文字的努力 ,除了要

表达自己已经了解的一切之外 ,更是要力求明

白自己尚有多少不曾了解的事物。

目前 ,发表学术论文仍然是学术交流的

主要渠道。如果拙著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

写作》第二版的问世 ,能为文献检索课程实

施信息素养教育和学术研究素养教育之双重

目标提供一点帮助 ,那将是笔者最大的欣慰 ,

本书潜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1　这段话的白话文译文为:“夏朝的礼 ,我能说出来 , (但

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 ,我能

说出来 , (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

是由于文字资料及熟悉夏礼和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

如果足够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2　这句名言最初出自牛顿给发明显微镜 、提出胡克定律的

英国力学家胡克(RobertHooke, 1635-1703)的一封回

信中。原文为:“WhatDescartesdidwasagoodstep.You

haveaddedmuchseveralways, ＆especiallyintakingthe

coloursofthinplatesintophilosophicalconsideration.IfI

haveseenfurtheritisbystandingonyeshouldersofGi-

ants.”其中译文为:“(关于光学)笛卡尔往前迈了不错

的一步 ,您在很多方面又对其做了丰富 ,特别是把对薄

板颜色的思考引入哲学。如果我能看的更远的话 ,那也

是因为我站在您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

3　“知识共享协议 ”,简称 “CC协议 ”,在《文献信息检索与

论文写作(第二版)》第 233页的脚注②中有其详细的

介绍。

4　又译为 “寰宇图书馆 ”、“普世图书馆 ”。在《文献信息检

索与论文写作(第二版)》第 3章中 3.3.1节 “互联网时

代的世界图书馆 ”(第 56页)中有其详细的介绍。

5　又译为 “开放存取 ”。在《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第

二版)》第 1章(第 10-11页)和第 3章(第 61-65页)

中有其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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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与数据库评介 ·

介绍 《中国古典诗歌英文
及其他西文语种译作及索引 》

———兼有索引和中国古典诗歌译作集双重功能的一部新工具书

周 　珞

(美国杜克大学东亚图书馆)

　　翻译难 ,翻译诗歌尤其难。由于诗歌极

其丰富的文体特征和艺术内涵 ,诗歌翻译一

直是文学翻译中的难点 ,也是翻译理论研究

的重点 。诗歌到底可不可译? 诗歌翻译怎样

做到 “信达雅 ”? 这始终是诗歌翻译工作者

孜孜追求不断讨论的问题 。

至今为止 ,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工作已

经有了百年以上的历史。几代著名中国学者

和翻译家 ,以及几代海外汉学家都为中国古

典诗歌的翻译付出了努力和艰辛 ,创造了许

多优秀的 、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汉诗英译作品。

然而 ,每个学者 、翻译家对中国古诗的翻译 ,

都受到其个人所成长的文化背景以及对诗歌

原作理解的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 ,每个人

的翻译又是一个再创作过程 。因此 ,对不同

译作的比较和研究便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 ,

由于这些译作多散见于各种著作和文章中 ,

为读者的查询 、比较和研究造成困难 。因此 ,

几部检索中国古诗英译作品的工具书便相继

问世 ,如 AResearchGuidetoEnglishTransla-

tionofChineseVerse(Kai-cheeWong, Pung

HoandShu-leungDang;HongKong:The

ChineseUniversityPress, 1977);25 T'angPo-

ets:IndextoEnglishTranslations(SydneyS.

K.FungandS.T.Lai;HongKong:TheChi-

neseUniversityPress, 1984);《英译中文诗词

曲索引 :五代至清末 =Guidetoclassical

ChinesepoemsinEnglishtranslationsFiveDy-

nastiesthroughQing》 (PhyllisT.Wang.台北

市:汉学硏究中心 , 2000)等等 。然而这些

工具书主要是用于检索海外汉学家的译作 ,

对中国大陆学者的翻译作品少有涵盖。鉴于

中国学者及翻译家对中国古典诗词意境 、意

象 、修辞 、用典 、音韵的了解有着天然优势 ,且

译作成果丰硕的情况 ,编纂一部检索中外学

者中国古诗不同译作工具书的需求便产生

了 。

刚刚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

古典诗歌英文及其他西文语种译作及索引

=ClassicalChinesePoemsandTheirWestern

Translations:ExtensiveIndexestoRecentRen-

derings》(以下简称 《译作及索引 》)便是这样

一部检索中外诗歌翻译家和学者所译唐五代

以前中国古典诗词译作的最新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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