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 

2.1  文献信息检索概述 

2.1.1  文献信息的含义 

1．文献的含义 

（1）古代。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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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解释： “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 

贤也。 ” 

文献一词在元代发生偏义，由兼指典籍与贤人，变为专指典籍。例如，元代杨维桢 

《送僧归日本》有云： “车轮日出扶桑树，笠盖天倾北极星。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 

校全经。 ” 

首次用文献来命名图书的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 

明代以来，文献专指图书资料。如《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 

（2）当代。 

《文献著录总则》： “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 

理解：第一，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才能称之为文献，也就是说，提供知识是文献的本质 

属性；第二，所谓“一切载体” ，是强调记录知识的物质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如甲骨、金石、 

竹本、帛、皮、纸、磁性材料、电子材料等；第三，记录知识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如 

刻、写、印刷、录音、录像等。综上三点，文献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档案、专利、报 

告、标准等，含各种载体形式、各种著作方式、记录有知识，附着于载体材料，拥有丰富 

的记录手段。 

（3）英译。 

“文献 “一词， 在英语中有多种表述。 相应的英文词语主要有两个： Document 和 Literature。 
Document 有文献之意，还有文件证件之意，此外还指包括印刷品之外的文字记录，如碑 

文、古币图文等。 
Literature 则多指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的文献。一般只指书刊资料。文献学中多用，如 

LiteratureRetrieval——文献检索。 

此外，Item、Material、Bibliography 在一定语境中指文献。Item 是指文献条目，Material 
是指文献材料，Bibliography则指的是参考文献。 

2．信息的含义 

（1）一般工具书：信息指知识、数据、情报、资料、消息、新闻。《牛津字典》：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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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 ；《韦氏字典》： “信息就是在观察或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 

新闻和知识” ；《广辞苑》： “信息就是所观察事物的知识。 ” 

（2）自然科学：信息是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事物（香农） ；信息即负熵（布理渊） 。 

（3）哲学：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维纳） 。 

最有影响的是维纳的，但文献信息学界采用一般工具书的定义。Information 即文献信息 

学上的信息。信息检索则用 Information Retrieval 来表示。 
3．文献信息的含义 

（1）文献信息。被文献化了的，通过动态系统加以存储、交流、传播、利用的人类文化 

信息。也就是指以文献形式被记录的信息。基于此，文献信息学界的文献信息就是文献。文 

献信息概念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提出来的。 

（2）文献信息和信息的关系。 

文献信息是信息的一种，任何信息都有可能被记录而形成文献，但文献信息并不就等于 

信息。

2.1.2  文献信息的类型、特征与功用 

1．文献信息的类型 

（1）按记录手段分：手工和机械，包括：手写型、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视听型等。 

（2）按载体材料分：纸前文献、纸质文献、新型非纸文献。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网络 

文献最多。 

《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宦海沉浮》等是先网络后出版，而郭敬明的《小时代》、 

韩寒的《他的国》则是先在起点网上连载再出版的。 

（3）按出版形式分：图书、连续出版物（即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会议 

文献、政府出版物、档案、内部资料。 

（4）按加工程度分：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 

（5）按功用分：普通型（一般）文献、工具型文献。 

工具型文献包括检索工具书和参考工具书两大类别。 

检索工具书是汇集某一方面文献或文献线索，并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编排，供读者查找文 

献的工具书。 

检索工具书类型主要有：书目、索引、文摘。根据一次文献编制而成，解决文献疑难问 

题。 

参考工具书是汇集某一方面的知识与资料，并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编排，供读者查考知识 

疑难问题的工具书。 

参考工具书类型比较复杂，总括起来大致有：字典、词典；类书、政书；百科全书；年 

鉴、手册；表谱、图录；综述等。利用一二三次文献编制而成，解决知识疑难问题。 
2．文献信息的特征 

（1）出版周期缩短，数量急剧增多。 

信息时代科学发展、知识扩充以及人们对信息和知识需求量的增长，导致了各种记录人 

类科学知识的文献信息出版周期缩短和出版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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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交叉重复，分布异常分散。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间相互渗透、不断分化和综合的现象日 

趋严重，造成了文献信息内容交叉重复，专业文献信息的分布异常分散。就期刊而言，期刊 

发论文状况日益呈现布拉德福定律描述的情形。 

（3）文献类型复杂，载体形式多样。 

文献类型复杂，前面已经介绍，载体形式多样，前面也已经介绍。 

（4）语种范围扩大，译文数量增加。 

除英语占有绝对优势外，其他语种的文献信息量不断上升。 

（5）获取途径日益丰富。 

除传统的手工检索纸介质文献途径外，现代计算机自动检索电磁光介质文献途径日显重 

要。而且，具体的检索路径也已大大丰富。 
3．文献信息的功用 

（1）存储知识信息。 

（2）继承、传播知识信息。 

（3）利用、创造知识信息。 

2.1.3  文献信息检索 

1．文献信息检索的含义 

从巨量文献信息源中，迅速而准确地查找出符合特定需要的文献信息的过程即文献信息 

检索。也就是利用恰当的文献信息检索系统查找特定需求文献的过程。 
2．文献信息检索的类型 

按检索目的，一般可分为：书目检索、数据检索、事实检索和全文检索四种。 

以文献为查找目的，利用检索工具书获得所需文献信息，解决文献疑难问题的检索，称 

为书目检索。 

以数据为查找目的，利用参考工具书获得如统计数字、市场行情、科学技术常数等的检 

索，称为数据检索。 

以事实为查找目的，利用参考工具书获得如语词的解释、人物生平简介、历史事实记录 

等的检索，称为事实检索。 

以查检整篇文章、整本图书，或从中查找有关的文句、段落、章节文字等为目的检索， 

称为全文检索。 

后三种都是利用文献解决知识疑难问题。 

2.1.4  图书分类 

1．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 

图书是古代记录知识、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工具。图书数量随着文化科学知识的增加、载 

体的丰富、记录手段的改进而不断增长。当图书品种数量非常庞大时，分类整理图书就势在 

必然。中国古代图书的分类，主要依据图书内容进行。最早对图书进行分类的是西汉刘向、 

刘歆父子。之后，分类整理典藏图书日兴。史上出现了很多的图书分类方法，归纳起来主要 

有两大系统：七部分类法（七分法）和四部分类法（四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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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分法。 

七分法即七部分类法，它依据图书内容将所有图书分成七个大的部类。最早始于西汉刘 

歆的《七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又是我国最早 

的一部图书分类法，成书于公元前 6 年，根据当时的国家藏书编制而成。《七略》对其后图书 

分类的发展影响深远。 

《七略》分为七（略）大类三十八（种）小类： 

辑略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筮、杂占、刑法六种。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辑略是全书概要，不分书。因而七分法实际为六分法。此法延续了一千年，期间产生了 

多部仿《七略》体例的分类法。 

（2）四分法。 

四分法是在七分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发端于魏晋时期，至唐人编撰《隋书·经籍志》 

才正式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清代编修《四库全书》采用“经、史、子、 

集”四分法类分图书。 

“经部”指儒家的经典。《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 

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 

实际上，经部收录的儒家经典之核心是“十三经” 。 

“史部”即历史，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 

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 

评十五类。 

“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四库全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 

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 

“集部”收文学著作。《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 

今天，图书馆仍然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 
2．中国当代图书分类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情报机构使用较普遍的图书分类法，主要有《人大法》、《科 

图法》和《中图法》三种。《人大法》是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分类法， 《科图法》是七八十年代 

的主流分类法， 《中图法》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主流分类法。 

（1） 《人大法》 。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中国人民大学编辑，1954 年出版 

第一版，1982 年出版第五版。《人大法》将图书文献分为四大部类 17 大类，其基本体系（分 

类大纲）如下： 
1）总结科学。 
1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  哲学、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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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科学。 
3  社会科学、政治  4  经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5  国防、军事  6  国家与 

法、法律  7  文化、教育  8 艺术  9  语言、文字学  10  文学  11  历史、革命史 
12 地理、经济地理 

3）自然科学。 
13 自然科学  14  医药、卫生  15  工程、技术  16 农业、畜牧、水产 
4）综合图书。 
17  综合参考 

《人大法》采用纯数字的标记符号。 

（2） 《科图法》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 ，是当代对图书的一种分类体系和分 

类方法。1958 年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写，1974 年、1979 年、1994 年分别进行了修订。分 

为五大部 25大类，大类下又层层细分出数以万计的小类。其中的五大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25 大类： 
00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0  哲学  20  社会科学  21  历史、历史学 

27  经济、 经济学  31  政治、 社会生活  34  法律、 法学  36  军事、 军事学  37  文 

化、科学、教育、体育  41  语言、文字学  42  文学  48  艺术  49  无神论、宗教 

学  50  自然科学  51  数学  52  力学  53  物理学  54  化学  55  天文学 
56  地质、地理科学  58  生物科学  61  医药、卫生  65  农业科学  71  技术科学 
90  综合性图书 

《科图法》的标记符号采用纯数字制，下面是一个例子。 
37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37.3 广播、电视事业 
37.4 新闻事业、新闻学 
37.5 出版事业、出版学 

（3） 《中图法》 。 

《中图法》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简称，初版于 1975 年，1999 年出版了第四版，是 

当今国内使用最广泛的文献分类法体系。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图书馆、各大文献数据库、数 

字化图书馆、中国期刊网等都按《中图法》标注文献分类号。读者掌握了这部分类法的有关 

知识，便能迅速、有效地查询文献。《中图法》分为五大部  22 大类，大类下又层层细分出  3 
万多个小类。其五大部同《科图法》，但大类和小类有很大差别。其 22 大类是：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B  哲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 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 地球科学  Q  生 

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中图法》的标记符号是采用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方式。表 21中列出了基本大类 

和二级类目。在二级类目下还有三级类目、四级类目等。



▌▎第 2章 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 ▎ ▌ 

 23  

表 21  《中图法》中的前两级类目 

基本序列 基本大类 二级类目 

马、列、 

毛思想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1 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  /2 列宁著作  /3 斯大林著作  /4 毛 

泽东著作  /…… 

哲学  B  哲学 
0  哲学理论  /1  世界哲学  /2  中国哲学  /3  亚洲哲学  /4 
非洲哲学  /5 欧洲哲学  /6 大洋洲哲学  /7 美洲哲学  …… 

C  社会科学总论  0 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  /1 社会科学现状、概况  /…… 

D  政治、法律 
0 政治理论  1 /3 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  /4 工人、农民、 

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  5/6 中国政治  /7 各国政治  /8 外 

交、国际关系  /9 法律 

E  军事 
0  军事理论  /1 世界军事  /2 中国军事  /3/7 各国军事  /8 
战略、战役、战术  /9 军事技术 

F  经济 
0 政治经济学  /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2  经济计划与管理  /3  农业经济/4  工业经济  /5  交通运 

输经济  /6 邮电经济  /7 贸易经济  /8 财政、金融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0 文化理论  /1 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  /2 信息与知识传 

播  /3 科学、科学研究  /4 教育  /8 体育 

H  语言、文字 
0  语言学  /1 汉语  /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3 常用外国语 
/4 汉藏语系  /5/7 各语系 

I  文学  0 文学理论  /1 世界文学  /2 中国文学  /3/7 各国文学 

J  艺术 
0  艺术理论  /1  世界各国艺术概况  /2  绘画  /3  雕塑  /4 
摄影艺术  /5 工艺美术  /6 音乐  /7 舞蹈  /8 戏剧艺术  /9 
电影、电视艺术 

社会科学 

K  历史、地理 
0  史学理论  /1  世界史  /2 中国史  /3  亚洲史  /4  非洲史 
/5 欧洲史  /6 大洋洲史  /7 美洲史  /8 传记  /9 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1 预防医学、 卫生学  /2 中国医学  /3 基础医学  /4 临床医 

学  /5 内科学  /6 外科学  /9 药学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TB 一般工业技术  TD 矿业工程  TE 石油、 天然气工业 
TF 冶金工业  TG 金属学、金属工艺  TH 机械、仪表工 

业  TJ 武器工业  TK 动力工程  TL 原子能技术  TM 
电工技术  TN 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  TP 自动化技 

术、计算技术  TQ 化学工业  TS 轻工业、手工业  TU 
建筑科学  TV 水利工程 

U  交通运输  1 综合运输  /2 铁路运输  /4 公路运输  /6 水路运输 

V  航空、航天 

自然科学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综合性图书  Z  综合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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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G220.7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G2  信息与知识传播 
G22  广播、电视事业 
G220  广播、电视工作理论 
G220.7  广播、电视工作自动化 

2.2  参考工具书 

2.2.1  字典、词典 

1．字典、词典概述 

语言文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例如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它不但数量大，而且有形、 

音、义等复杂内容。据统计，汉字楷体字已达到  6 万多个，汉语词汇不下五六十万条。这么 

多的字和词汇，只有借助字典、词典这类工具书才能掌握。 

（1）字典：解释字的形、音、义及其用法的工具书。 

（2）词典：解释词语的概念、音义及其用法的工具书。 

中国古典“字”与“词”没有明确区分，字典词典一律称“字书” ，直到清代《康熙字典》 

采用“字典”之名、近代出了“词典”这一名称后，字典和词典才相对地有了区分。现代， 

字典词典有“辞书”之统称，词典尤其是大型词典又称“辞典” 。字典、词典具有索解性、简 

明性、规范性等特点。 

l 索解性：为人们提供语言文字知识和科学知识，解决词语性疑难问题，具有释疑解惑 

的功能。 

l 简明性：词目的释文简练明白，用“字典的语言”来撰写条文。 

l 规范性：字典、词典之名，本意为字书、词书之“典范” ，为读者提供规范的语言文 

字知识和科学知识。 

我国最早的字书相传为《史籀篇》 ，第一部字典是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我国第 

一部词典是成书于西汉群儒所作的《尔雅》。 

我国古典字书大抵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以义为系的主义派字书，以汉代《尔雅》为代表； 

二是以形为系的主形派字书，以东汉许慎的《说》为代表；三是以音韵为系的主音派字书， 

以隋陆法言的《切韵》、宋陈彭年的《广韵》为代表。 

现代字典、词典，按收录内容、解释方法及作用等，也可分为三大类： 

l 语文性字典、词典。收语言中的普通字或词语，解释其读音、意义和用法。如《新华 

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 （修订本）等。 

l 专科性词典。收学科名词术语，并说明其所代表的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具体知识。 

如《哲学大辞典》、《新闻学词典》、《现代科学技术词典》等。 

l 综合性词典。亦即百科性辞典，这类辞典既收普通词语，又收各学科的名词术语。如 

旧版《辞源》、新旧版《辞海》等。 
2．字典、词典举要 

（1）语文性字典、词典。 
1）古汉语字典、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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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说文解字》 ： 东汉许慎编， 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 （公元 100 年）， 中华书局 1963 
年出影印本。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字典，它收录了汉代所能见到的古文字共计 
9353 个，重文 1163 个。按文字形体及偏旁结构分到 540 部，首创部首编排法。字体 

以小篆为主，兼收籒文等异体，每字先例小篆字形，然后进行说解，文字先说字义， 

后释字形。用“读若”或“读与某同”注音。全书以“六书”作为说文解字的依据。 

历代有许多学者研究《说文解字》，比较重要的书有：朱骏声的《说文解字通训定声》、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正》、王筠的《说文句读》等。《说文 

解字》最早，可用来对汉字追本溯源。 

l 康熙字典：[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敕编，成书于康熙 55 年，上海书局 1985年影印。 

是我国第一部正式以“字典”命名的辞书。收字 47035 个，分 214 个部首，按子、丑、 

寅、卯等归纳为  12 集。每字下先注音后释义。注音方面，以《唐韵》、《集韵》、《韵 

会》、《正韵》的反切为主；释义方面，在每字下几乎都列举了始见古书的例子。《康 

熙字典》是收古汉字最多的字典，也很权威。 

l 《辞源》（修订本）:俗称新《辞源》，商务印书馆编，1979～1983 年出版。该书在 1915 
年《辞源》正编和  1931 年《辞源》续编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根据与《辞海》、《现代 

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将《辞源》修订成专门的古汉语词典。它收词一般止于鸦片 

战争（1840年），收单字 12890个，复词 84134 条。单字按 214 个部首排列，注音用 

汉语拼音，并加注《广韵》反切。释义简明，注重语词的来源及发展演变。书后附有 

四角号码、汉语拼音索引等。 

l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大中文系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出版，1993 年、1998年修 

订。字典主收古汉语常用字，兼收难字、双音词，共计近万条。所收字按汉语拼音音 

序排列，以简化字为字头，字头下注明繁体字或异体字，注音用汉语拼音。《古汉语 

常用字字典》特别适合一般学习中使用。如果它解决不了，再用其他。 

l 《尔雅》 ：秦汉之际一些经学者为解说儒家经典词汇而编成的词典，中华书局 1936 年 

出版。《尔雅》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是训诂学方面最早的专著，也是当时一部重要的 

工具书。全书按照所释词语的内容分为 19 篇。前 3 篇“释诂” 、 “释言” 、 “释训”解 

释一般字义和普遍词义，其特点是将许多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集中在一起，最后用 

一个常用词来统一解释。后 16 篇是对百科名词如家族、生活用具、乐器、天文地理、 

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的解释，可谓是当时的百科全书。注意， 《尔雅》 

已不具备实际检索意义。 
2）现代汉语字典、词典。 

l 《新华字典》 ：195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断修订。这是一本发行极广的小型现代汉 

语字典。它收字范围大致以现代汉语中所用者为限，共计 11000 多个，并收带注释的 

复音词、词组 3500 多个，按汉语拼音排列。 

l 《新华词典》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断修订。这是一本发行极广的小型现代汉 

语词典。收单字 12000 多个，词语 26000 多条，按汉语拼音排列。 

l 《现代汉语词典》 ：197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断修订。这是一本发行极广的中型现 

代汉语词典。全书共收 56000 多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按汉语拼 

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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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性词典。 
1）综合性词典。 

l 《辞海》中国最大最权威的综合性辞典。是以字带词，兼有语文字典、词典和百科词 

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中华书局编印。有新、旧版之分，解放前出的《辞海》俗 

称旧《辞海》，解放后修订出版的《辞海》俗称新《辞海》 ，新旧版《辞海》都影响特 

别巨大。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海》最早的 

策划、启动始于  1915 年。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 

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 

书名定为《辞海》。老《辞海》自 1915年秋启动后，于 1936 年正式出版，声动全国， 

名重一时，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永久载入的一件大事。解放后，毛泽东于 1957 年 9 月 

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辞海》从此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60 年新《辞海》 

（未定稿）在内部发行。1979 年三卷本《辞海》正式出版，五千多名专家用二十余年 

完成了夙愿。以增新、补缺、改错为总方针，1989 年版的《辞海》出版后，江泽民欣 

然题词。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作了大量增补修订的《辞海》1999 版问世，并新增彩图 

本作为主体版本。《辞海》第六版（2009年版）作为国庆 60 华诞厚礼已经出版。2009 
年版《辞海》总词条数近 13 万条，总字数约 2200 万字。《辞海》规模之大，可见一 

斑。《辞海 第六版（2009 年版）》定价 1080 元。 

l 《中国百科大辞典》 ：该书编委会编，华夏出版社 1990 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 

综合性百科辞典。全书收录百科性词语近 5 万条，囊括了人类历史、文化、科技等各 

学科领域。 

l 《现代学科大辞典》 ：孟宪鹏主编，海洋出版社 1990 年出版。本书介绍了 1000 多门 

现代学科的定义、门类、历史起源、时代背景、演变历史及代表作、创建人、研究对 

象和内容、结构体系、学科的性质、特点和研究方法、意义、作用及发展前景等。 
2）专业性词典：新闻传播学词典。 

l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 ：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版，255页，22.00 
元。本书以词条的形式，客观、全面地阐述了马恩列斯毛邓等关于新闻、宣传的理论 

思想和观点术语；介绍了众多国际共运中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家；扼要概述了现 

代和当代国际共运著名的新闻、宣传工作文献；回顾了一百多年来各国马克思主义政 

党创办的主要媒体，以及媒体活动中发生的主要事件。编成词条阐述，共计 530 条， 

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l 《中外新闻名著鉴赏大辞典》 （新华出版社）：本辞典容量大，世界各国新闻名著、原 

著及点评近 4000 篇，达 500 万字；辞典辑录了从近代到现当代新闻发展史上相对具 

有代表性的新闻经典作品，以时间为序组织成典，充分展现了新闻体裁的产生、变迁 

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典由中国新闻卷、外国新闻卷、中国通讯卷、外国通讯卷和中 

外广播电视卷五大分卷组成。辞典规模宏大，却精益求精，是一部融学术性、实用性 

和鉴赏性为一体的必备书。 

l 《新闻英语分类词典》 ：林海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版，299 页，12.90 
元。本词典收集了新闻常用词、词语及例句近万个。词汇来源丰富，选编的例句、常 

用词汇搭配注重针对性、典型性和信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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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英汉美英报刊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年版，32 开，867 页，36.90 
元。本词典专门为广大英语爱好者编写，旨在帮助他们读懂英语报刊文章。对刚刚踏 

上工作岗位的外事、新闻、翻译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及大学英语教师来说，也是一本 

实用的参考书。它新词和旧词新义多。对读报中的疑难词语做了详解。将词条释义和 

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有助于词语的深入理解。 

2.2.2  类书 

1．类书概述 

（1）类书释义。 

类书是采辑或杂抄各种书籍中有关的资料（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 

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供人们检阅的工具书。它是一定范围内知识的总汇。 

类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其内容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列古代各类工具 

书之首。 

类书就其内容的广泛性来说，与百科全书有些相似，但类书的编纂者在各条目下罗列古 

书记载的有关原始资料，与百科全书作者收集新科学知识作概括性的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2）类书的起源及发展。 

我国类书，起源很早。尽管先秦秦汉还没有正式的类书，但诸子中的杂家可说是后世类 

书之雏形。后汉、三国时，抄录书籍成为一种风尚，若把抄录来的材料加以剪裁和分类，便 

成了类书。我国的第一部类书是三国曹魏初年编纂的《皇览》（已佚）。公元  220 年魏文帝曹 

丕使诸儒（刘劭、王象等）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计  800 余万字，数年编成，号 

曰《皇览》，开创了类书的编纂体例，成为类书的始祖。之后，类书的编纂开始盛行。隋唐时 

代，类书有了较大的发展，有官修的，也有私纂的；有大部头的，也有小规模的。《北堂书钞》、 

《初学记》、《艺文类聚》、《白氏六帖》有唐代四大类书之说。 

宋代类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都超越前代。不但出现了著名的 

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而且出现了各种专 

门用途的类书，如科举《王海》、乡塾诵习《两汉蒙求》和生活顾问《事林广记》等。 

到了明代，类书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同 

时，又有专门辑录图谱资料的《三才图会》（99年高考，马踏飞燕 图示作文）等。 

清代类书的编纂达到了极盛。其“体制益精，种类益繁，数量益巨，检索益便” 。康熙、 

雍正年间编纂了不少巨型类书，其中有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历代编纂的类书，计有六百多种，大多也已散佚，目前存世者约有二百种左右。按照取 

材范围，大致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门性类书两种。 

（3）类书的作用。 

类书最初供帝王了解治国策略、士子应付科举之用。现在类书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l 保存资料。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 

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 

另外，由于图书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 

于校勘。 

l 查考资料。类书汇集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方便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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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类书与百科全书的区别。 

外国人称《永乐大典》为东方最大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为康熙百科全书。但是类 

书和百科全书有明显的区别： 

l 编纂方式不同。类书辑录原始资料，辑而不作，百科全书根据资料编写，辑而重作。 

l 内容有别。类书反映古代知识文明成就，百科全书侧重现代。 

l 后期工作不同。类书编纂完成以后，一般很少进行补充或修订。而百科全书有连续修 

订制度，一般每隔 5～10 年要进行一次全面修订，保证知识的新颖。 

因此从根本上讲，类书与百科全书不是同一种工具书。 
2．类书举要 

（1）综合性类书。 

l 《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编。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类书，成书于隋朝大业年间 

（公元 605至 618 年）。全书共 160 卷，分 19部，部下再分类，共 852 类。类下先摘 

引句作标题，标题下引录古籍。本书记载了隋以前的一些可贵资料，对于研究历史、 

辑佚和校勘古籍有相当的价值。有光绪十四年（公元 1888 年）南海孔氏刊印本。 

l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编。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成书于 

唐朝武德七年（公元 624年）。全书 100卷，分 45 部，部下分目，全书共有 730 余目。 

每目之下，先录记事，即摘录经、史、子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后录有关诗赋赞表。 

征引古籍 1400 余种。这些古籍今多散佚，此书可用以辑佚校勘。中华书局 1965年出 

版影印版。 

l 《初学记》 ：[唐]徐坚等编。30 卷，分天、岁时、地、州郡、帝王等 23 部。部下分子 

目，共 313 个子目。子目下，先为“叙事” ，编引有关记述；次为“事对” ，选编有关 

对句；后为“诗文” ，节引有关诗文。本书虽然卷帙不大，但选材谨严，且皆为隋以 

前古籍，亦很有参考价值。有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本。 

l 《白孔六帖》 ：由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与宋《六帖新书》两书原各 30 卷合编 

后，析为 100 卷，并用今名。体例同《北堂书钞》，分 1387 门类。一门类前，标有“白” 

字的，是白书原文；标有“孔”字的，是孔书原文。每一门类采录古籍中有关史事、 

成语典故等，有一定史料价值。有明刊本。 

l 《太平御览》 ：[宋]李昉等编， 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初名 《太平编类》。全书 1000 
卷，约 500 万字。共分 55 部，4558 类，类下编排资料以经、史、子、集为序，均先 

书出处，再录原文。征引广博，多至  1690 种，保存了大量古代各方面资料，是一部 

百科知识型的范围极广的类书。可据以考订史事，辑校散佚。有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本。《太平御览》成书历时 6 年。初名《太平总类》，因书写成后，皇帝每天读三卷， 

一年后阅览完，赐名《太平御览》。 

l 《永乐大典》 ：[明]解缙、姚广孝等编。永乐元年至二年（公元 1403年至 1404年）编 

成初稿，名《文献大成》。后经修订，至永乐六年成书，改用今名。共  22877 卷，凡 

例、目录 60 卷，11095 册，3 亿 7千多万字。采集古籍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韵 

目编排。元代以前的秘册佚文，往往一字不易地全行录入，许多古籍赖此得以保存， 

对于辑佚、校勘的价值极大。该书只有抄本，正、副本各一套。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 

副本的大部分为八国联军焚毁，有些被劫到外国，目前存世者仅有 800 多卷。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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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出过影印版。 

l 《古今图书集成》 ：[清]康熙时陈梦雷编，雍正时蒋廷锡校补，初名《汇编》，后改《钦 

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 1 万卷，1 亿 6 千多万字。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 

学、经济等六编。编下分为典，共 32 典。典下分部，共 6109 部。内容丰富，收录广 

博，体例较完备，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资料，是很有使用价 

值的工具书。雍正四年，以铜活字排印，仅印 64部。今有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 

雍正铜活字本。 

（2）专门性类书。 

l 《册府元龟》 ： [宋]王钦若等编。 成书于宋真宗 （公元 1013 年）， 原名 《历代君臣事迹》， 

后改今名。全书 940 万字，比《太平御览》多一倍。分 31 部，部下分门。部、门之 

下都“序” ，述其要旨。所录材料，采自“正经” 、 “正史”及唐、五代的诏令、奏议 

等书。引文多整篇节照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l 《三才图会》[明]王思义编。共 100 卷，分天文、地理、人物文史、草木、鸟兽等 14 
门，主要汇辑诸书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 “采摭浩博” 。但内容比较冗杂，对事物源 

流也没有详加考析。有清光绪时刻本。 

l 《格致镜原》 ：[清]陈元龙编。共 100 卷，分乾象、坤舆等 30 类，类下分目，共 886 
目，包括天文、地理、建筑、器用、动植物等， “采撷极博” ，体例井然，是研究我国 

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有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上海积山书 

局石印本。 

l 《佩文韵府》 ：[清]张玉书等编。康熙五十年（1711 年）成书。共  444 卷，收词藻典 

故 140 余万条，是一部供查找文章典故和韵藻丽句用的大型类书兼韵书。有 1937 年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l 《子史精华》 ：[清]吴士玉等编。专采子、史部及少数经、集部书中名言隽句汇编成册。 

始编于康熙六十年（1721 年），成书于雍正五年（1727 年）。共 160 卷。本书采辑宏 

富，考核精良，句中引文裁剪得宜，连贯完整，并详注出处。有光绪时蜚英馆石印本。 

2.2.3  政书 

1．政书概述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度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 

简而言之，政书是反映典章制度的专门图书。 

政书具有资料性、汇编性、查考性等特点。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刘秩所编的《政典》，现已佚。唐杜佑在《政典》基础上 

补充扩大编成的《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政书。之后，政书陆续推出。产生了许多通代 

性和断代性两种类型的政书。 
2．政书举要 

（1）通代性政书。 

“十通”是十部著名的通代性政书。[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 

临的《文献通考》史称“三通” 。清乾隆年间编了“续三通” （《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 

通考》）和“清三通” （《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史称“九通” 。清末民初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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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又编成《清续文献通考》，遂成“十通” 。从而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系统完整的 

记载。 

l 《通典》 ：[唐]杜佑撰，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影印，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这是我国第 

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 801 年）编成，历时二十余年。书中所 

记典章制度之沿革，上起传说中的黄、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全书 200 卷。 

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8 门 1500 多目。此书内容丰富、 

材料翔实，是查考中唐以前礼文仪节、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此外，该书确立了典 

制体政书的体例，对后代政书的编纂影响很大。 

l 《通志》 ：[宋]郑樵撰，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影印，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重印。本书 

是仿《史记》的体例，收罗上起三皇、下迄隋唐。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 1161年） 

成书。全书 200 卷。内容极广，包举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源流，提供有关古代社会和 

自然的各种知识，有较高的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学术史价值。 

l 《文献通考》 ： [元]马端临撰，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影印，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重印。 

本书记载了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元大德十一年（公元  1307 
年）成书。全书 348 卷。本书材料较《通典》详实，门类较《通典》为广，体例更加 

详密，是政书中最有价值之作。连同后出的《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 

续文献通考》构成了一部相当完整的中国历代典章制度资料汇编。 

（2）断代性政书。 

断代性政书主要是唐宋元明清每代所编的专记本代典章制度的“会要” 、 “会典” 。断代性 

政书也始于唐代。会典之作从唐代的《大唐六典》开始，但“会典”之名却始于明代的《明 

会典》。著名的“会要” 、 “会典”如《唐会要》、《明会典》、《清会典》。 

2.2.4  百科全书 

1．百科全书概述 

（1）定义。 

百科全书是汇集人类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知识，分条编排，并详细而系统地加以叙述和 

说明的大型工具书。它收集各个学科或某一学科范围内的各种名词、术语等，具有知识总汇 

性质。百科全书，英文 Encyclopedia，意为包罗人类一切知识。人们往往称它为“没有围墙 

的大学” 。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狄德罗说： “百科全书旨在收集天下学问，举其概要，陈于世 

人面前，并传之后世，俾世代先人的劳动成果，不致掩没无存……” 。按其收录内容可以分 

为综合性百科全书和专业性百科全书。 西方百科全书的编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至公元前 322 年） ，编纂过概述各种学问的百科全书式 

的著作，被认为是百科全书的先驱者。1559  年，德国学者斯卡列哲编纂了《百科全书，或 

神与世俗学科知识》，第一次使用“百科全书”这个名称。而第一部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 

百科全书， 则是由法国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于 175l 年编纂出版的 《百科全书， 或科学、 

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此后，各国相继编纂出版了大批不同类型的百科全书。权威性大型 

百科全书的出版，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 我国于清末开始编译外国百科全书， 

并编纂自己的百科全书。1980 年，我国编纂出版了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 

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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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科全书的特点。 

l 概述性。百科全书用语准确精炼，系统概述人类各个知识领域或某个知识领域的基本 

事实、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提供各种事物的基本知识、历史和现状。《美国百科全 

书》认为，百科全书“是一切知识门类广泛的概述性的著述” ，美国《图书馆学与情 

报学百科全书》也认为，百科全书“是人类最有用的知识的系统概述” 。 

l 完备性。百科全书编纂体例和检索系统最为完备。 

l 权威性。编者要有学术声望，撰稿人必须有学术专长，出版者要有为人称道的出 

版成就。 

l 新颖性。再版制、连续修订制和补卷制等保证了知识材料的新颖性。 

（3）百科全书的类型。 

l 按规模：可以分为大型（20 卷以上）、中型（10～20 卷）、小型（10 卷以下）和单 

卷本。 

l 按使用对象：可以分为成人、学生、少儿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不同需要。 

l 按收录内容：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百科全书，这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分法。综合性 

百科全书汇集人类一切门类的知识，供读者查检基本知识和基本资料，如《不列颠百 

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专业性百科全书汇集某一专业、某一门类或若干 

相关学科领域的全部知识，如《美学百科全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百科全书》 、 《医 

学百科全书》等。 
2．百科全书举要 

（1）综合性百科全书。 

世界著名综合性百科全书主要有：《美国百科全书》 （1829 年初版（美） ）、 《不列颠百科全 

书》 （1768～1771 年初版（英、美） ）、 《拉鲁斯百科全书》 （1865～1888 年初版（法） ）、 《意大 

利科学、文学与艺术百科全书》 （1929～1939 年初版（意） ）、 《世界大百科事典》 （1955～1963 
年初版（日） ）、 《苏联大百科全书》 （1926～1949年（前苏联） ）。 

另外，还有英语世界三大百科全书——ABC 之说。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影响正在扩大。 
1）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又称《大英百科全书》，简称 EB） 。被 

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不 

列颠百科全书、科利尔百科全书）之一。诞生于 18 世纪苏格兰，1901 年美国出版商买下 EB 
版权，出版与编辑工作逐步转移到美国，总部位于芝加哥。1929年第 14版问世，邀集近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位学者专家参与撰述，大量收录欧洲以外地区的资料，确立了它在百科 

全书界最崇高、最权威的地位。2008 年的 DVD 版包括 5674 万多词。 

目前，除英文版外，还有法、西、日、葡、希、中、韩等 10 多种文本出版。二百多年 

来，享誉世界，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特色如下： 

l 经典：1768年诞生，二百多年来，享誉世界。 

l 权威：参加原书 15 版撰稿的 4300多位专家、学者来自 130 多个国家，均为学术领域 

的权威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余人先后为该书撰稿。 

l 内容丰富：融百科知识于一书，堪称当代知识最丰富的综合性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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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释文全面、准确、简明：释文全面概括条目的完整涵义，不允许任何含混、模糊、模 

棱两可，简明扼要，字句精炼。 

l 精美：装帧典雅，印刷精美。 

l 易查：全书有多种检索方式，很容易找到要查阅的条目。 

在中国，1986 年出版了中文版的 10卷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94 年 4 月又推出了 

全新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共 20 卷，收入条目 81600 条、图片  1530 幅  4350 
余万字。已发行 20 多万套。 

2） 《美国百科全书》 。是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其权威性仅次于《不列 

颠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为著名英语三大百科全书 A、B、C 中之 A。 
1829～1833年问世，经多次修订、补充，1912 年曾以 The Americana 的书名发行，1918～ 

1920 年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补，扩充到 30 卷，篇幅此后基本上固定下来。采用连续修订 

制来更新其内容。 

网络版《在线美国百科全书》有 2500 万词，45000 条目。 

该书由美国四大百科出版商之一的 Grolier 公司出版。 

除英文版外，还有法、西、日、葡、希、中、韩等多种文本出版。一百多年来，享誉世界。 

《美国百科全书》的特点如下： 

l 文笔清新流畅，通俗易懂。各类读者“不致因无专业基础而在阅读时感到困难” 。 

l 强调客观性、国际性。编者的方针是“述而不作” （not to “writedown”, but present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凡有争议的内容，并列反映不同观点的文献。但范围仍偏重美国 

和加拿大。 

l 内容范围偏重历史、地理和传记，约 40%的条目是传记，20%是地理。 

通观全书，易用性比 EB 突出，表现为大小条目结合、索引完备、文字简明易懂，可读 

性强。

3） 《中国大百科全书》 。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是世 

界上规模较大的百科全书之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胡乔木同志提出编撰的。1978 年，国务院 

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 1978 年到 1993 年组织 
20672 名专家学者，历时 15 载，终于纂成这部煌煌世制。《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于 1993 
年 8 月出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出版结束了中国没有百科全书的历史，被誉为“中 

华文化的丰碑” ，成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的一个标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于 2009 年 4月正式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1.26 亿字，并附有近  5 万幅图片，册叶浩瀚，内容宏富， 

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全书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推许， 
1994 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新闻出版》卷共收条目 1619 个，插图 758 幅，计 156 
万字。新闻学科部分包括新闻学基础概念、中国新闻事业、外国新闻事业、新闻传播应用技 

术和管理；出版部分包括编辑学、印刷、图书发行学、中国出版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 

业、外国出版史和外国出版事业。 

《中国大百科全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有两个世界第一： 

l 由国家最高当局出面，动员全国学术界，这在世界百科全书编纂史上绝无仅有。



▌▎第 2章 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 ▎ ▌ 

 33  

l 两万余名专家学者（一、二版共计  25000 人），阵容之强大，堪称世界大百科编纂史 

上的又一个第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的释文力求准确、公允、可信，不出错误。《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立了完整的检索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许多学科卷已成为国内该学科的规范化出版物。 

它使用的大量术语已成为术语数据库的标准术语。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于 2009 年 4 月正式出版。总卷数为 32 卷（正文 30 卷， 

索引 2 卷），共收条目 6 万个，约 6000万字，插图 3万幅，地图约 1000 幅。装帧：平装，开 

本：16，套装数量：32，定价：8000 元。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在编排上按当代世界各国编纂百科全书的一般通行做法， 

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按条头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 

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符合国际惯例编写的大型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 

（2）专业性百科全书。 

l 《中国出版百科全书》 ：许力以，书海出版社于 1998年 7 月出版，定价 138 元。 

l 《中国广播电视百科全书》 ： 杜鹃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 2004 年出版， 16开本， 

定价：798 元。 

2.2.5  年鉴 

1．年鉴概述 

（1）定义。 

年鉴是系统汇辑和反映上一年度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的重大事件、时事文献、学科进展 

和统计资料等，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汇编性的编年体工具书。 

（2）沿革。 

年鉴最早起源于 1457年欧洲出版的“历书” ，17世纪后逐渐变成年鉴型工具书，18 世纪 

开始大量出版。著名的有创刊于  1758 年的英国的《年鉴摘录》，连续出版至今。法国的《世 

界历史年鉴》创刊于  1818 年，至今仍在出版。中国最早的年鉴见于《宋史艺文志》，撰者刘 

玄，由于原书已佚，内容已无从查考。清朝同治三年出版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则是有据 

可查的最早的一部年鉴。此书从 1864 年至 1948 年连续出版了八十多年。我国出版年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过一次热潮，但很快就夭折了，80 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热潮，共出版了约  70 
多种年鉴。90年代至今年鉴大发展，目前总计出版年鉴达几百种，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 

其中地方年鉴最多。 

（3）类型。 

年鉴的种类很多，从不同的角度可作不同的划分。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国际年鉴（如《世 

界知识年鉴》）、国家年鉴（如《中国年鉴》）、地区年鉴（如《东北年鉴》）。从编纂形式可以 

分为：记述型年鉴（如《中国历史年鉴》）、统计性年鉴（如《联合国统计年鉴》）、图录性年 

鉴（如《中国摄影年鉴》）等。从收录内容可以分为：综合性年鉴、专科（专题）性年鉴。综 

合性年鉴提供全面而系统地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重要资料， 

如《世界年鉴》（美国）、《世界知识年鉴》、《中国年鉴》等。配合百科全书而出版的（由于百 

科全书不能每年修订，故最新的东西无法查找，为补不足，不少百科全书出年鉴作补充）百 

科年鉴由于其内容的综合性，也可归于综合性年鉴一类，如《不列颠年鉴》、《中国百科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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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科（专题）性年鉴提供某一学科、某一主题或某一行业部门等范围内的基本材料和基 

本知识，是对某一年来发展状况的概述，如《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哲学年鉴》、《唐代文学 

研究年鉴》、《广东物价年鉴》等。 

（4）特点。 

l 资料性。年鉴具有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信息密集的资料汇编性，读者可以全面而充 

分地了解一年来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各种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及趋势，学科研究的 

最新动态等。 

l 新颖性。年鉴，顾名思义是一年一鉴。它一般以年为限，以记事为主，汇集最近一年 

或截至出版年为止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故有人称它为“年度百 

科全书” 。年鉴能使读者及时、迅速地获得各种最新知识信息。 

l 连续性。年鉴按年度编纂，出版连续，检索者可以不断地积累资料，而且使其内容具 

有纵向可比性。 

（5）作用。 

年鉴是一种重要的参考工具，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①年鉴能为人们提供各种 

事实、概况和统计数字；②年鉴能为人们各种现实性资料；③年鉴能为人们提供各种回溯 

性资料。 
2．年鉴举要 

（1）综合性年鉴。 

l 《中国百科年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1980 年起出版。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年鉴，为配合《中 

国大百科全书》而编辑出版。它从  1979 年起，逐年收集和记录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各 

个领域、各个学科的新情况、新成果、新知识、新资料。它具有收罗齐全、学术性强、 

资料性强、图文并茂和查检方便等特点。此书具有权威性，为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 

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各部门的情况，以及查找有关的新材料，提供了很大 

的方便。 

l 《中国年鉴》 ： 《中国年鉴》编辑部编，新华出版社和香港新中国新闻有限公司等 1981 
年起联合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年鉴，用中、英文同时出版。它从  1980 年起逐 

年收集和记录中国各方面的新进展、新成就、新情况。由中国概况、持载、彩图专辑、 

大事纪要、分类条目、附录等部分组成。每年刊有近  1000 幅照片，并有大量图表， 

是一部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年鉴。供查上一年我国各领域建 

设的成就和发展概况。 

l 《世界知识年签》 ：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3年起出版。 

这是一部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工具书。内容按类编排，一般分 

为各国概况、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世界大事记、便览及专题统计资料等部分。本年 

鉴内容丰富，注重时事性、知识性。 

（2）专科（专题）性年鉴。 

l 《中国新闻年鉴》 ：自 1982年创刊以来连续出版了 22卷，主要记录了我国新闻报刊业、 

广播电视业、网络传媒业、新闻教育界和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界的工作实践、重大事件、 

重要改革举措、典型经验、模范人物、优秀成果、机构设置、人事变动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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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出版年鉴》 ：是介绍我国图书、报刊和音像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工作 

基本情况的大型资料工具书， 内容主要反映上一年度全国出版工作的新情况、 新资料。 

该年鉴从  1980 年起每年编印一期，主要由“特稿·专文” 、 “九五出版巡礼” 、 “出版 

热点视角” 、 “概况” 、 “纪事” 、 “人物” 、 “图书评介”等 15 个部分组成。 

l 《中国期刊年鉴》 该年鉴力求及时准确、全面精当地反映中国期刊界的基本情况。 

其主体内容包括：国家出版行政部门领导的重要讲话；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期 

刊发展概况；中国期刊出版纪事；中国期刊发展专题综述；设计展示，展现各类期刊 

的精彩封面、版式或插页；期刊研究成果，汇集一年来各类期刊研究论文、观点选摘 

和研究综述；期刊出版工作法律、法规、规范摘选汇编；附录，收集期刊广告市场监 

测情况、期刊出版统计比较、科技期刊被国际检索机构收录等方面的具体数字信息。 

l 《中国图书年鉴》 ：是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总结图书出版工作经验，观察、 

分析图书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科研、教学、著述、学习和图书出版工作提供系 

统的参考资料的专业年鉴。 《中国图书年鉴》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 

也是一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工程。年鉴内容有“书目提要” 、 “专家类评”等，并于 
2003 年后开始收入港、澳、台的图书资料。 

l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创刊于 1986 年，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中国传媒大 

学主办。 每年编纂出版一卷， 是全面反映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基本情况和发展变化风貌， 

分门别类地客观记述上一年度全国广播电视事业各方面新情况、新资料的大型年刊。 

本刊坚持实事求是的编辑方针，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原则， 

为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决策管理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广播电视 

事业提供新鲜、可靠的信息，是广播电视工作者必备的参考工具书。本刊每卷约 180 
万字，100 余面彩色图片，信息丰富、资料权威、图文并茂。每年 10 月出版，配有电 

子光盘。 

2.2.6  手册 

1．手册概述 

（1）定义。 

手册是汇集某一方面经常需要查考的基本知识和数据资料以供读者手头随时翻检的一种 

工具书。手册的名称很多，有指南、便览、要览、一览、必读、必备、大全等。 

（2）沿革。 

手册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有《随身宝》，元朝有《居家必备》、《居家必用事类全 

集》，明朝有《万事不求人》，清朝有《万宝全书》。这些常识性的读物，实际上就是古代人们 

所使用的手册。除此，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如有供航海参考用的《针经》 、医疗上参考用的《针 

炙经》 、兽医参考用的《牛马经》 、木匠参考用的《鲁班经》等。近现代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手册这类工具书日益增多。 

（3）类型。 

手册通常按编纂目的和内容范围分为综合性手册和专门性手册两类。 
1）综合性手册。即一般的常识性手册，主要为读者提供学习、生活的基本知识和资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新编读报手册》、《青年实用手册》、《大学生常用手册》、《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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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知识手册》、《世界新学科总览》、《时事资料手册》、《生活科学手册》、《吉尼斯世界纪 

录大全》等。 
2）专门性手册。为专业工作者或专门人员提供专门知识和资料。如《当代国外社会科学 

手册》、《法学知识手册》、《著作权法知识手册》等。 

（4）特点。 

l 资料性。手册通常是简明扼要地概述某一学科、专业、专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资料， 

注重图表和数据，主题明确，资料翔实、具体，有较强的资料性。它既不同于年鉴， 

也不同于辞典。 

l 实用性。手册可以说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工具书。它一般是根据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 

活上经常碰到的知识性问题而编制，提供有关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资料，以供随手翻检 

之用。 

l 灵活性。在传统的工具书中，手册是意义比较模糊的一类工具书。它好像是一种资料 

汇编，围绕一定的专题汇集有关的基本知识和资料。又类似于辞典，汇释有关学科、 

专业的知识性条目。其编纂体例，不像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那样严谨。 

（5）作用。 

l 手册能为读者提供日常学习、生活常识。 

l 手册能为读者提供专业知识和资料。 
2．手册举要 

（1）综合性手册。 

l 《新编读报手册》 ：荣进等编写，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这是一本知识密集型 

的综合性资料书。主要选辑人们读书看报经常碰到而又不易找到的有关资料。 

l 《中国文化知识精华》 ：王建辉、易学金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这是一 

部介绍中国文化知识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全书收录各种知识条目  2000 多条，分编 

为  24 个专题。它搜集广泛，内容丰富，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知识都 

包括在内。而且叙述较详，注重考镜源流与沿变。 

l 《世界新学科总览》 ：金哲等主编，重庆出版社 1997年出版。本书介绍了 470多门哲 

学社会科学及与新技术革命有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学科。 全面介绍每门新学 

科的定义或界定、 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奠基性著作与学科创始人、 研究内容、 

学科发展与现状、研究机构和组织等项内容。 

（2）专业性手册。 

l 《新闻传播手册》 ：邱沛篁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该书共分 6 个部分，近 
50 万字。第一部分新闻传播论述选录，选录了革命导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一辈 

新闻工作者有关新闻传播的论述；第二部分新闻传播基础知识，介绍了有关新闻传播 

最基础的业务知识；第三部分新闻传播实例；第四部分新闻传播法规与政策；第五部 

分新闻传播书林，汇集了近十年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新闻传播的书目，逐本予以简明介 

绍；第六部分附录了一些与新闻传播业务工作紧密相关的知识和操作技巧。 

l 《新闻工作手册》 ：该书编委会、编辑部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l 《编辑手册》 ：天津广播局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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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检索工具书 

2.3.1  书目 

1．书目概述 

（1）书目的概念。 

书目是图书目录的简称，是著录一批相关的图书（名称、著者、出版、内容、收藏等）， 

并按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用以提示和报道图书的工具。书目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 

有目录、目、录、略、志、艺文志、经籍志、簿、考、记、书录等。名称虽异，性质相同， 

都是群书系统化的著录，是分类编排的二次文献，是书籍的档案。 

（2）沿革。 

书目在我国起源很早。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就编有我国最早的书目《别录》和《七 

略》。东汉班固在《汉书》中，著录图书，称《汉书·艺文志》。此后，历代多循其例，编修 

史书时也编《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被视作权威性的书 

目。有学者说：不通《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者不可以为学。清代在编辑《四库 

全书》时，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清代目录的典范和当时全国图书分类法的标准。 

清末张之洞编纂的导读书目《书目答问》，曾一度广为流传。从隋、唐到清，各种专题书目也 

出了不少，除大量的佛经目录之外，还有医学书目、农学书目等，这些都是我国丰富目录遗 

产的组成部分。 

（3）书目的类型。 

书目的种类很多，不同的划分标准构成众多的书目类型。 

l 按照书目的编制目的和社会职能，可分为登记书目、通报书目、参考书目、推荐书目、 

书目之书目等。 

l 按照书目收录文献的内容范围可分为综合性书目、专科（或专题）书目。 

l 按照书目反映文献收藏的情况，可分为馆藏目录、联合目录等。 

l 按照文献出版与书目编制的时间关系，可分为现行书目、回溯书目、预告书目等。 

l 按照书目著录文献类型的特征，可分为图书目录、期刊目录、报纸目录等。 

（4）书目的作用。 

l 书目是指示读书的门径。古今文献浩如烟海，书目按不同的学术性质，将群书分类， 

有的还概述每一类书的渊源流派， 评论其学术价值； 又对每一书的内容大要写出叙录、 

解题等。 读者从中不仅能知道某类有什么书、 某书在某类， 而且能知道什么书应先读， 

什么书应后读，什么书应精读，什么书该泛读，从而使人少走弯路。王鸣盛（1727～ 
1797）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目录明， 

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清代另一位学者江（1761～1830）也说： “目录者，本 

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易学而成功且 

速矣” 。吾故尝语人曰： “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 

l 目录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南。从事任何科研工作，从选择课题，搜集资料，以至 

研究活动的全过程，都必须借助目录。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 “经常翻



▌▎信息检索 ▎ ▌ 

 38  

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 

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会有 

帮助。 ”目录对从事不同专业的人更有其不同的特殊作用。比如说，从事编辑出版事业 

的人从目录中可以获得图书出版的信息，目录是我们制定出版计划的主要依据。 

l 推荐图书、指导阅读离不开目录，开展图书咨询工作更是离不开目录；从事古籍整理 

的人员把目录作为考辨古籍的依据。当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总 

结了目录在考辨古籍上的 6 种功用：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用目录书考古 

书篇目之分合；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因目录访求缺佚；以目录考亡 

佚之书；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2．书目举要 

（1）古籍书目。 

l 《四库全书总目》 ：[清]永瑢、纪昀等奉敕编撰，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出版。这是我 

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解题目录，于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编修。《四库 

全书》是一部特大型丛书，它将清代乾隆以前的著作做了一次总的结集。在修书过程 

中，对校定的每一种书都在前面写了一篇内容提要。这些提要编纂起来，就成了《四 

库全书总目要》。1965 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时改名为《四库全书总目》。它著录应刻书 
3461 种，同时将被认为价值不高或“词意抵触”的著作收入“存目” ，有 6793 种，基 

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每书均有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著 

作源流” ，是查考清乾隆以前我国古代图书的重要书目。 

l 《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 

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收书 3503种，79309 卷，存目书籍 6793 种，93551 卷， 

分装 36300册，约 10 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 44 倍。清 

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 

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 ，但客观上整 

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 

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四库全书》于 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始编修，有总纂官、总校官、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 
400 余人。抄写人员 4000 人。历时 10 载，至 1782 年，编纂初成；1793 年始全部完 

成。《四库全书》共抄有七部。第一、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 

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 。第五、六、七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 

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 

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 

之缩印。 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出版发行文渊阁本 《四库全书》 

电子版。1966 年 10 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 

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 

l 《书目答问》 ：中国古籍推荐书目，清末张之洞撰。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任四 

川学政时，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撰。全书共 5卷，收书 2200余种。所收图书都经过 

精心选择，较注重收录清后期的学术著作和科技图书。按经、史、子、集、丛书  5 部 

分类编排。著录书名、作者姓名、版本等。重要图书还撰有按语，指明阅读方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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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别录》和《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此书为学界所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 

l 《<书目答问>补正》 ：  1931 年后，范希曾（1901～1930）作《<书目答问>补正》5 
卷，纠正原书作者、姓名方面的一些错误，补记  1874 年以后各书补刊的版本，并增 

收 1930 年前出版的一些与原书所收录性质相近的图书，约 1200 余种。该书 1959 年 

重印时，内容又有部分修订。 

l 《贩书偶记》 ：孙殿起编，1936 年出版，1982 年重印。主要收录清代著作约万余种。 

孙殿起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长期经营古旧书籍收售业务，他根据多年经手及见知 

古旧书籍，详记各书书名、著者及版刻事项，积万余条，撰成《贩书偶记》20 卷。1936 
年印行，1982 年重印。 

l 《贩书偶记续编》 ：雷梦水编，1958 年，孙殿起将所积材料  1 万余条交雷梦水整理成 

《贩书偶记续编》。 《贩书偶记续编》对《贩书偶记》进行了正误和补遗。1980 年由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主要收录清代以来在《四库全 

书》和各种丛书中未收录的著作，相当于《四库全书》的续编。 

l 胡适“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1923 年，胡适发表了为清华学校（1928 年改为清华 

大学）的学生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书目包括三部分 184 种书：工具之 

部 15 种；思想史之部 91 种；文学史之部 78 种。该书目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质疑。 

一方面，书目“范围太窄” ，只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学史著作，遗漏了中国文化史的其 

他门类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等著作；另一方面，书目所列图书太多、太专 

深，不合乎“最低限度”四个字，学生们读不完，也未必都读得懂。于是在开出的 184 
种书中圈了 38 种，另加《九种纪事本末》一部，共 39种，作为向清华学生推荐的“实 

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 

书目答问/张之洞 

九种《纪事本末》 

老子/老子 

墨子闲诂/孙诒让 

元曲选一百种/臧懋循 

缀白裘/玩花主人 

西游记/吴承恩 

淮南鸿烈集解/刘安 

中国人名大辞典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 

四书 

韩非子/韩非 

荀子集注 

周礼 

佛遗教经 

阿弥陀经 

宋元学案/黄宗羲 

王临川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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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 

章实斋年谱/胡适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 

诗集传 

左传/左丘明 

乐府诗集/郭茂倩 

宋诗钞/吴之振编 

论衡/王充 

法华经/鸠摩罗什译 

坛经/惠能 

明儒学案/黄宗羲 

朱子年谱/王懋竑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崔东壁遗书/崔述 

文选/萧统 

全唐诗/彭定求等 

宋六十家词/毛晋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 

水浒传/施耐庵 

儒林外史/吴敬梓 

红楼梦/曹雪芹 

l 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1923 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 

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  160 种。后来他又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 

读书目》，如下： 

战国策 

左传/左丘明 

墨子/墨子 

汉书/班固 

三国志/陈寿 

资治通鉴 

宋元明史纪事本 

书经（即尚书） 

礼记/戴圣 

老子/老子 

易经 

诗经 

庄子/庄子 

韩非子/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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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司马迁 

后汉书/范晔 

楚辞 

李太白全集/李白 

韩昌黎集/韩愈 

白香山集/白居易 

文选/萧统 

杜工部集/杜甫 

柳河东集/柳宗元 

以上各书皆须一读，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2）近现代（民国时期）书目。 

l 《民国时期总书目》 ：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1997 年出版。该书目的 

收录范围是：1911年至 1949年 9月间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采取“有书即录”的方针， 

共收录各类中文图书 124000余种，占民国时期出书总数的 90%以上。每一图书的著录 

项目包括流水号、书名、著者、出版者、形态、丛书、提要附注、馆藏标记 8项。 

l 《（生活）全国总书目》: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 1935年出版，收录 1911～1935 年间 

出版的书籍近 2 万种。书目按学科分类编排。 

（3）现当代（建国以来）书目。 

l 《全国总书目》 ：原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现由新闻出版署信息中 

心编辑出版，每年出版一次。该书目均根据全国各出版单位缴送的样书编成，凡是公 

开出版发行或具有正式书号的图书， 均收入其中， 具有图书年鉴的性质。 它比较全面、 

系统地记录了建国以来每年出版的各类图书，反映了历年我国图书出版的概貌。 

l 《全国新书目》 ：原为版本图书馆编辑，现由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主办，全国新书目 

杂志社编辑出版，1950 年创刊，月刊。1996年改版，作了调整，增设了“新书辑要” 、 

“新书要览” 、 “新书快递” 、 “出版热线” 、 “书评”等栏目。从  1998 年起，编者又对 

版面和栏目做了调整，增加了“新书选介” 、 “书与作家”等栏目。为了真正体现《全 

国新书目》之新，编者将各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和新书发排预报情况汇编成 

“新书发排预报” ，并作简要评介。《全国新书目》真正成为发布、查找现行图书信息 

的新型书目刊物。 

l 《中国国家书目》 ：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编，1985 年公开出版。1988 年， 

计算机中文文献数据库建立，从 1990 年 9 月开始，以计算机为手段编制每月 2 期的 

《中国国家书目》速报本。自 1992 年起，年度累积本的编制工作也实现了计算机化， 

并逐步开始了回溯本的编制工作。现行书目数据与回溯书目数据衔接。该书已经成为 

查考我国当代出版物权威性的检索工具。 年报道量约 3 万种。 印刷版 《中国国家书目》 

按年度编辑出版。 每一年本包括正文和索引两部分。 正文按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分类编排。 

（4）专业书目：新闻传播学书目。 

l 《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林德海主编，1988 年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正 

式出版的新闻学专科书目。该书收集 1903 年至 1987 年中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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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其中包括公开出版的和内部印行的专著、教材、论文集、新闻作品集、参考工 

具书等； 分建国前、 建国后和台湾出版三部分编纂， 每一部分中又按书籍的类别编排； 

每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均录有书名、编著者、出版概况，少数书目有简明提要。我国出 

版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是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3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 

出版。 

l 《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 ： 周伟明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出版， 648 页， 
32 开，39 元。该书是迄今为止较完备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图书目录及概要，它填补 

了  20 年来该学科书目出版上的空白，同时也展示了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 

闻传播学在教学、科研上的迅猛发展，具有极其深广的意义。该书无论对新闻传播学 

的研究者还是初学者，都有着指引门径的作用，应该很好地利用它。 

l 陈力丹新闻传播学推荐书目：本科生必读书目之《新闻传播史论部分》 。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 ：陈力丹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32 开，254页。 

《中国新闻事业图史》 ：方汉奇、史媛媛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二版） ：陈力丹著，上海交大出版社 2007年版。 

《新闻学》 ：徐宝璜著，人大出版社 1994 年版。 

《媒介论争》 ：Dennis，E 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翻译版。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第二版，2007） ：陈力丹著，上海交大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版。 

《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 ：[英]博伊德－巴雷特编，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哈贝马斯论交往》 ：陈学明、吴松、远东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l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生必读书目。 

必读报刊：《读书》 、 《中华读书报》 、 《文汇读书周报》。 

必读书目：《新闻学大词典》 ：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世界新闻出版大典》 ：新华社国际部编纂，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 ：冯健总主编，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 

《新闻技法鉴赏辞典》 ：刘文波主编，林业出版社 1999 年版。 

2.3.2  索引、文摘 

1．索引概述 

索引是把文献里的人名、地名、书名、篇名、主题等摘录出来，逐一注明出处，并按某 

种排检法编排起来，供人们查检文献资料线索的检索工具。索引，旧称“韵编” 、 “通检” ，也 

有据英文 Index 音译为“引得” ，近来又有人称报刊论文的篇名索引为“题录” 。 

我国较早的索引是明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张士佩编的《洪武正韵五键》，距今已有 

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报刊的出现，索引大量涌现索。 

引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迅速地查检到所需文献资料，起到“书海雷达”的作用。今天从事科 

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离开索引是不可想象的。 

索引的类型多种多样，按其检索的文献类型，可分为书籍索引和报刊索引；按其检索 

的文献内容可分为综合索引和专题索引；按出版方式分为书本式索引、期刊式索引和附录 

式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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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索引举要 

l 《全国报刊索引》 ：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这是一种大型综合性报刊篇目索引。1955 
年 3 月创刊，月刊。1980 年以后分哲社版、科技版出版。主要报道公开发行的全国中 

央和省、市、自治区报刊上的论文，兼收部分地方性和内部报刊资料篇目。著录项目 

包括：篇名、作者、报刊名称、出版年月日、卷期数、起始页至终止页、第一作者的 

工作单位，按《中图法》分类编排。目前收录期刊  8000 多种，每月提供的报刊篇目 

在 2 万条左右。本索引既集中提供了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信息，又及时报道了学术 

研究动态及最新的科研成果，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是查找学术论文最重要的工具。 

l 《报刊资料索引》 ： 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编印。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所编 《复 

印报刊资料》的配套索引。初名《复印报刊资料索引》，1983 年改为现名。《复印报刊 

资料》始编于 1958 年。目前从国内公开出版的 3000余种报刊上选择重要论文资料， 

按 110 多个专题分册影印出版。所选专题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每年度的专题略有变 

化。各分册每期还附有未被全文影印的资料篇目。《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是《复印报 

刊资料》所有分册全部篇目的年度综合索引。分 7 个分册编印，包括经典、哲学、社 

科总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艺；史地；科技出版等。 

l 《内部资料索引》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印。1980 年创刊，原名《国内部分内部 

系统资料篇目索引》。1982 年改为现名，月刊。主要辑录国内有关单位内部交流和内 

部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的论文篇目。反映刊物约五六百种，每期报道量  2000 多 

条。可补《全国报刊索引》未收的内部资料。 

l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 ：中国社科院文献中心编印，1985 年创刊，双月刊。收录 

全国省市区公开和内部发行的社会科学报刊上具有学术性、理论性、信息性的论文。 

采用《中图法》分类。每期分学科收录论文资料。本题录为检索社会科学学术资料提 

供了很大的方便。 

l 《国外社会科学论文索引》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起出版。本索引  1979 年创刊，双月刊。收录国外英、俄、日等主要语种的社科理论 

期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及新兴学科重要学术论文的题录。有篇名中译文，部分题录有 

中文解题和简介。 

l 《人民日报索引》 ： 人民日报图书馆编， 人民日报社 1951 年起出版。 本索引是查找 《人 

民日报》资料的检索工具，从  1951 年起每月编辑出版一册，收录当月《人民日报》 

所载新闻报道和文章的篇目。所收篇目分类编排，后附人名索引。 

此外，还有大量的报刊索引以及大量的专业索引。 

l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南京大学研制，是我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 

科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工具，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逐步被认可。入选期刊和根据引 

文分析所确定的核心期刊可以认定为优秀的期刊。可提供期刊的多种定量数据：期刊 

论文及期刊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期刊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学科分布，期刊引 

文的年代分布及半衰期，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年代分布及半衰期等。由期刊的多种定量 

指标可得相应的统计排序， 由此可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和地位。 CSSCI的选刊原则是： 

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从 
4103 种社科期刊中确定来源期刊 461 种。有光盘、数据库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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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Index，SCl） ：1961 年 

创刊，1979 年起改为双月刊，还另出年刊本和数据库。SCI数据库不断发展，已经成 

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型数据库，被列在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之首。SCI作为权 

威的引文索引检索工具，涵盖了当今世界上自然科学各学科的重要文献，选收了全世 

界各学科最具权威的核心期刊；其引文索引本身的属性、选刊的严格、数据的可靠及 

编辑人员的高素质，使它成为世界公认的检索工具。 

l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Citation Database， 
CSCD）创建于 1989 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年到现在的 

论文记录 300万条，引文记录近  1700 万条。它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系 

统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供引文索引，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 

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 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 

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还提供数据链接机制，支持用户获取全文。被誉为“中 

国的  SCI” 。已成为课题查新、基金资助、项目评估、成果申报、文献计量与评价研 

究的权威工具。 

l 美国《工程索引》 ：美国《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lndex，Ei）是世界上著名的检 

索工具之一。在世界学术界、工程界、信息界中享有盛誉。它是检索工程技术领域文 

献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Ei 创刊于 1884 年 10 月。1962 年，创办了《工程索引月刊》 

（The  Eng5neeringlndex  Monthly） ，每月一期，年终又集中月刊内容出一套年刊。Ei 
的特点是，收录文献范围广，它收录了工程技术类期刊、图书等  4500 多种出版物； 

收录文献质量高，Ei 不但是大型和著名的工程类检索工具，同时也是工程类科技论文 

的评价性工具，中国大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都认定 Ei；出版形式多样化 除印刷版年 

刊、月刊外，还有磁盘光盘、数据库。 
3．文摘概述 

文摘，是文献主要内容的摘述。它是将论文或书籍的主要论点、数据等简明扼要地摘录 

出来，并按一定方式编排的一种文献检索和阅读的工具。我国的文摘出现较晚，1897 年上海 

开始出版文摘旬刊《集成报》，1937 年复旦大学创刊了大型综合性《文摘》月刊。新中国成立 

以后，文摘才有较大的发展。但科技文摘居多，社会科学文摘屈指可数。 

文摘的揭示对象既有论文也有书籍，其摘要主要是原文献的高度浓缩，一般不加评论。 

它包含有更多的信息量，不但有指向和示址的作用，还有报道的功能。 

文摘的类型多种多样：按编写目的，可分为普及性文摘和学术性文摘；按编写方式，可 

分指示性文摘和报道性文摘（指示性文摘，即简介性文摘，主要揭示文献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观点，一般不涉及具体事实、结论等，如《中国医学文摘》 、 《中国农业文摘》等；报道性文 

摘即详介性文摘，是以原文为基础浓缩写成的摘要，包括报道原文的主题范围、基本观点、 

方法、推理的结果等，如《管理科学文摘》、《分析化学文摘》等） ；按文献内容，可分为综合 

性文摘和专有性文摘；按出版形式，可分为期刊式文摘、附录式文摘和卡片式文摘。 
4．文摘举要 

l 《新华文摘》 ： 新华文摘社编，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起出版。 原名 《新华月报 （文摘版） 》， 
1981 年 1 月改为本名，月刊。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摘杂志，选用的报刊绝大多数是中 

央和省一级的刊物。摘录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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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理论文章及科技研究成果，摘登最新文艺作品，并设“学术动态” 、 “论点摘编” 

和“读书与出版”等专栏，报道学术理论及出版动态。每期还附有“报刊文章要目辑 

览” 。所收内容，多数是文选，部分为摘要。从中可查阅当前发表在国内主要报刊上 

较有学术水平或参考价值的论文资料。 

l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主管单位为中国教育部，主办单位是教育部委托上海师 

范大学，编辑单位是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编辑部。1984 年创刊，双月刊。原名《高 

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是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型文摘刊物。运用单篇摘编、观点 

综述、学术动态、学术卡片、专题论文库、学报专辑专栏等多种形式，从全国上千种 

高校文科学报、专业学术期刊以及社会学术报刊上摘介具有新观点、新材料、新研究 

方法的文章以及近期高校较重大的学术活动。读者对象为各级图书馆、大中学校、研 

究单位以及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进修的人员等。 

l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国社科院主办，双月刊，2000 年创刊。是择优摘介人文社 

会科学重要研究成果的文摘类期刊。 其学术背景深厚， 涵盖范围广泛。 强调学术品位， 

突出问题意识，倡导理论创新，兼及新知趣味。具有权威性高、信息量大、综合性强 

的特点。它力求综合反映对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学术成果，敏锐追 

踪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引导作用的前沿课题和热点问题， 积极关注基于科学批判精神 

并在学术层面展开的争鸣与评论， 精心提炼对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的论著精华。已形成集学术性、前瞻性、批判性、对策性为有机整体的办刊风格，是 

了解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状况和趋势的重要窗口。 

l 《社会科学文摘》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1983 年创刊，原名《学 

术资料（文摘版） 》，内部刊物。1985 年改名为《学术文摘》，1985 年 7月起改为现名， 

月刊，公开发行• 。它摘编全国报刊上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文章，迅速报道国内外社会 

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全面反映各学科的不同特点，及时提供学术研究资料。 

l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上海社科院情报所编辑、出版。1958 年创刊，1980 
年复刊，月刊。该刊为综合性国外社会科学学术情报刊物，主要译摘国外社会科学和 

新兴学科中的新思潮、新理论、新流派、新动态和新资料。 

l 《中国社会科学学位论文、学术论文活页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年起出版。它摘要报道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收藏的全国社 

会科学博士、硕士和留学生的学位论文。 

l 《文摘卡片》 ：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这是以卡片形式发行的提要性或摘录 

性的报刊学术论文文摘。出版专题文摘卡片。 

l 《中外书刊文摘》 ：新闻出版报社主办，1988 年创办，月刊。是综合性文摘刊物，广 

泛搜集中外图书、期刊中的精华，雅俗共赏。 

l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3 年创刊，月刊。该刊以快速反映当前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理论信息为宗旨。刊载范 

围包括马列主义研究、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 

文化学、文学、科学学、情报学、语言学、法学及国外学术会议报道、书评书讯等。 

l 英国《科学文摘》 ：英国《科学文摘》 （Science  Abstracts，SA） ，创刊于 1898 年。它 

是关于物理学、电气与电子学、计算机与控制、信息技术领域的综合性的检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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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息来源包括相关学科领域的  8000 多种期刊、科技报告、学位论文等，其中期刊 

论文占整个数据库的 70%左右。收录的文献来源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 29种语 

言，其中英语占 94%。中国出版的期刊有 120 多种被其收录。 

《科学文摘》的出版形式主要有：印刷版，目前印刷版有 4 个分册： 《物理学文摘》、《电 

气与电子学文摘》 、《计算机与控制文摘》、《信息技术文摘》 ；数据库，包括联机数据库、光盘 

数据库、网络数据库。 

l 美国《化学文摘》 ：美国《化学文摘》 （Chemical  Abstracts，CA）1907 年创刊。目前 

收录报道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6 种语言出版的 17000 多种科技期刊、学位论文、 

科技报告、会议、新书、专利。它收录报道的化学化工文献占全世界化学化工文献总 

量的 98%，其中 70%的文献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每年报道的文献约 50 万条。 

因此 《化学文摘》 是科技工作者查找化学、 化工及其相关学科文献的重要信息源之一。 
CA的主要出版形式：印刷版，CA印刷版为周刊，全年共出 52 期；数据库：联机数 

据库、光盘数据库、网络数据库。 

l 美国《生物学文摘》 ：美国《生物学文摘》 （Biological Abstracts，BA）1926 年创刊， 

现为月刊，是世界上生命科学方面最大的检索工具。该刊收录了世界上 1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出版的有关生物学、医学和农业科学等方面的期刊  9000 多种以及其他类型的 

出版物。 

2.4  核心期刊 

期刊是人们获取和利用信息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我们在论文写作、学术著作撰著时更 

是对期刊宠爱有加。目前，世界上每年出版的期刊约有 18 万种，刊载了世界上 70%以上的论 

文和有关资料，成为当今主要的文献情报源。由于期刊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文献学界通 

过确定核心期刊的方式来对期刊进行评价。下面我们就核心期刊进行讨论。 

2.4.1  核心期刊的定义及其特点 

1．核心期刊的定义 

所谓核心期刊，是指一个学科中刊载论文数量多、影响大、引文率高、代表该学科领域 

发展水平的少数期刊。核心期刊是学术期刊，不包括通俗、消费类期刊。 

国家教委人文科教研究“九五”规划项目“核心期刊研究” ：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 

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 

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 
2．核心期刊的特点 

（1）专业性。核心期刊往往反映某一学科或专业的内容，有明确的学科范围。 

（2）代表性。核心期刊中刊登的文章，往往代表了某一学科或专业的水平，反映了该学 

科或专业的学术研究最新进展情况。 

（3）集中性。核心期刊往往只是该学科或专业中的少量期刊，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同 

时，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集中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情况，通过阅读核心期刊，可掌握学科前沿信 

息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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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期刊的价值 

（1）了解学科动态，查找到有价值的论文，节省时间、精力。由于核心期刊刊登的论文 

大都是某一学科或专业的重要文献，研究者可通过查阅核心期刊来了解学科最新动态，有针 

对性地查找到所需论文资料，避免翻检所有期刊，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评价论文质量和作者水平。由于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能受到读者更多的重视和得 

到更高的评价，因此，核心期刊往往有比较丰富的稿源，相对来讲论文的刊登率要低。同时， 

核心期刊有严格的审稿制度，能保证发表的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因此，根据作者发表的论 

文是否是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的多少，可以衡量论文和作者的 

水平。

（3）提高办刊水平。由于核心期刊能吸引众多的稿源，并且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因 

此，各期刊都力争使自己的期刊能成为核心期刊。更重要的是，核心期刊不是固定的，通常 

每隔 3～5 年就要重新进行遴选，促使各期刊进行竞争，有利于期刊优胜劣汰，一定程度上能 

促使期刊提高办刊水平。 

（4）有助于指导期刊订阅，节约经费。由于期刊数量的激增，不可能收集齐所有的期刊。 

为了保证科研、教学等工作的需要，可利用确定的核心期刊来订阅，根据实际需要，尽量收 

齐与本单位相关的核心期刊。尤其是外文刊，价格高，只有有选择地订购核心期刊，才能既 

节约经费，又满足需要。 

2.4.2  核心期刊的确定方法 

1．载文量法 

载文量法是通过对某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期刊刊登该学科或专业论文数量多少的分析来确 

立核心期刊的方法。载文量法是最早用来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20世纪 30 年代，英国文献学 

家布拉德福经过研究后发现，将某一个学科的期刊按其刊载该学科论文数量的多少，以递减 

顺序排列起来，就可以划分出对该学科最有贡献的核心区和包含着与核心区论文数量相同的 

随后几区。每一区刊登的论文数量相等，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 1:a:a2……的关系。 

这就是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核心区内的期刊就是核心期刊。 

他发现，全部有关电技术的文献，三分之一载本专业少数几种刊；三分之一五倍相关刊； 

三分之一二十五倍相邻刊。载文量法以期刊刊载的论文数量的多少为衡量标准，不考虑论文 

的质量因素，有一定的局限性。 
2．文摘法 

文摘法是通过期刊中论文被选作文摘的数量的多少来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文摘法通常 

选择最著名的专业性文摘或题录作为统计依据，直接统计某期刊在特定时期内被收录到专业 

性文摘或题录中的论文数量。一般来讲，达到  70%以上被摘引率的期刊可视为核心期刊。专 

业性文摘刊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文质量，注意了论文内容。但摘文标准和文摘员的素质高 

低、好恶影响对核心期刊的准确认定。 
3．引文法 

引文法是通过期刊上刊登的论文被引用的情况来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一般来讲，当一 

期刊的被引文率达到  70%以上时，可视为该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引文 

索引》有《期刊引用报告》，也可用来确定核心期刊。但是，由于存在假引、伪引、漏引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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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文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4．利用率法 

利用率法是根据期刊被读者利用程度的多少来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该法通过调查统计 

一定时间内期刊被利用的次数，将利用率高的期刊定为核心期刊。该法来自读者中，简明实 

用。但流通率高低也难揭示期刊的学术价值，一些内容浅显的期刊可能被利用率要高于艰深 

的期刊。 
5．专家意见法 

此法是根据某一学科领域内专家的意见来确定学科领域核心期刊的方法。请知名专家对 

该学科领域期刊按共同标准打分，分数高视为核心期刊。此法确定的核心期刊有较大的可靠 

性，但也受专家自己爱好等影响，也有局限性。 
6．译文法 

此法是根据期刊中论文被译成外文数量的多少来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多者为核心期刊。 

但受翻译员的影响，也有一定局限性。 
7．综合法 

由于上述各法各具优点和缺点，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是综合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 

法来确定核心期刊。 

2.4.3  国内介绍核心期刊的主要工具书 

国内介绍核心期刊的主要工具书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 《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总览》 、 《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这 4 种是目 

前国内评价核心期刊、评价论文水准和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的工具。各种工具书的版本也 

在不断地升级，如果要使用此类工具书应该选择最新的版本。当然，一种期刊刊发的文章被 

权威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被引文索引转引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因此，认定核 

心期刊、认定论文水准和作者学术水平应多工具、多系统。 

l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 年版，即第五版） ：北大图书馆主编，北大出版社出 

版。该书已于 1992、1996、2000、2004年出版过四版，2008 年又出版了第五版。该 

书社会反响大，图书情报界、学术界、出版界和科研管理部门评价高，已成为权威性 

的工具书。该书对核心期刊定量评价，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 

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 7 个评价指标。从我国正 

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 1800 种核心期刊， 分属七大编 75 个学科类目。 该书 2008 
年第五版为 16 开本，精装，定价 360 元。 

l 《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 （2004 年版，即第三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于 1996、2000年出版过两版，2004 年出版第三版。该书从 

正在出版的数万种文科外文期刊中评选  1400 种核心期刊。该书由学科核心期刊表和 

核心期刊简介组成，是我国系统介绍国外文科核心期刊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可供我国 

图书情报部门外刊采访及读者阅读外文期刊和投稿时参考。 2004年出版第三版约1200 
千字，16 开本，精装，定价 180 元。 

l 《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 （2004 年版， 即第二版） ：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编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已出版过 2003 年版 （第一版）、 2004年版 （第二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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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从正在出版的数万种科学技术外文期刊中评选出  2500 种核心期刊，是我国系统 

介绍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可供我国图书情报部门外刊采访及读者阅 

读外文期刊和投稿时参考。2004 年版（第二版）全书约 2500 千字，16 开本，精装， 

定价 380 元。 

l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南京大学研制，是我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 

科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工具，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逐步被认可。入选期刊和根据引 

文分析所确定的核心期刊可以认定为优秀的期刊。可提供期刊的多种定量数据：期刊 

论文及期刊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期刊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和学科分布、期刊引 

文的年代分布及半衰期、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年代分布及半衰期等。由期刊的多种定量 

指标可得相应的统计排序， 由此可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和地位。 CSSCI的选刊原则是： 

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 

从 4103 种社科期刊中确定来源期刊 461种。有光盘、数据库出版、发行。 

2.4.4  我国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的认定 

为了使期刊评价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我国近年陆续建立了一些评价工具，主要的有：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数据库（CSID2001 
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国期 

刊信息与知识数据（CJIKD2002）、中国学术论文作者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库。 

我国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的认定主要依据其中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下面介绍两大核心期刊认定工具对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的认定结果。 
1．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 年版（第五版） 
G20 信息与传播 
1．现代传播  2．当代传播 
G21 新闻学、新闻事业 
1．国际新闻界  2．新闻记者  3．新闻通讯（改名为：传媒观察）4．新闻与传播研究  5．中 

国记者  6．新闻战线  7．新闻与写作  8．新闻界  9．新闻爱好者  10．新闻大学  11．新闻知识 
12．新闻实践 

G22 广播、电视事业 
1．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电视研究 
G23 出版事业 
1．编辑学报  2．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3．中国出版  4．编辑之友  5．出版发行研究  6．编 

辑学刊  7．出版广角  8．读书  9．中国图书评论  10．科技与出版 
2008 年第五版共 26刊，新增 1 种，即新闻实践。 

其中新闻传播类八大刊：学界四大刊：《国际新闻界》（人大）、《现代传播》（北广） 、《新 

闻大学》（复旦）、《新闻与传播研究》（社科院新所） ；业界四大刊：《新闻战线》（人民日报） 、 

《中国记者》（新华社） 、《新闻记者》（上海文新集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广电协会） 。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期刊和引用期刊 CSSCI（2000） ，新闻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共 13 种： 

《编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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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大学》、《编辑学刊》、《新闻记者》、《新闻界》、《中国出版》、《中国记者》、《中国图书 

评论》、《新闻战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5  文献综述 

2.5.1  文献综述简介 

1．文献综述的概念 

（1）概念。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学科、专业或专题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分析研究和综合提炼而 

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是高度浓缩的文献产品。也可表述为：文献综述是以某一学科、专业 

或专题为主，对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数量的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而写 

成的一种学术论文。文献综述根据其涉及的内容范围不同，可分为综合性综述和专题性综述 

两种类型。所谓综合性综述是以一个学科或专业为对象（见范文<2005 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 ，而专题性综述则是以一个论题为对象的（见范文<电视民生新闻研究综述>） 。 

文献综述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历史现状、最新进展、学术见解 

和建议，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文献综 

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分析和描述前人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进展到何程度，要求对国内外相 

关研究的动态、前沿性问题做出较详细的综述，并提供参考文献。作者一般不在其中发表个 

人见解和建议，也不做任何评论，只是客观概括地反映事实。 

（2）作用。 

文献综述在于高度浓缩了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散乱无序的同类文献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或 

争论焦点，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达到了条理化和系统化的程度。它不仅为科研工作者 

完成科研工作的前期劳动节省了用于查阅分折文献的大量宝贵时间，而且还非常有助于科研 

人员借鉴他人成果、把握主攻方向以及领导者进行科学决策。 

（3）要求同学们学写综述的意义。 

l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 

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l 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 

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l 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 

力的提高。 

l 为毕业论文写作积累经验。 
2．文献综述的选题与文献资料的搜集 

（1）选题原则。 

l 结合所学知识选自己专长的或有基础的题目，否则难以写出水平较高的综述。 

l 根据所占有文献资料的质和量选题。 

l 选题一定要能反映出新的学科矛盾的焦点、新成果、新动向。 

l 题目不宜过大， 范围不宜过宽。 这样查阅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小， 撰写时易于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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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题目选得过大，查阅文献花费的时间太多，影响实习，而且归纳整理困难，最 

后写出的综述大题小作或是文不对题。 

（2）文献资料的搜集。 

l 文献资料的搜集途径：①利用有关的检索工具（包括目录、文摘和索引等）搜集文献 

资料；②利用原始文献（包括专业期刊、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会议文献、 

专著和标准等）搜集文献资料；③利用参考工具书（包括综述、述评、百科全书、年 

鉴和手册等）搜集文献资料；④通过 Internet 搜集文献资料。 

l 文献资料的搜集方法：将文献资料存储在大脑中或其他载体上形成不时取用的“资料 

库”的过程称为文献资料搜集法。它包括阅读法、剪报法、笔记法和现代化技术存储 

法（如复印、电脑存储、光盘存储等）。 
3．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 

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 

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部分：①综 

述题目；②作者单位；③摘要；④关键词；⑤前言（引论） ；⑥正文（本论）；⑦总结（结论）； 

⑧参考文献。下面着重介绍前言（引论） 、正文（本论） 、总结（结论）和参考文献。撰写文 

献综述时可按这 4 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 

（1）前言（引论） 。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 

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前言部分要写清： 

l 说明写作的目的。 

l 有关概念的定义。 

l 规定综述的范围，包括： “专题涉及的学科范围” ，综述范围切忌过宽、过杂； “时间 

范围” ，必须声明引用文献起止的年份。 

l 扼要说明有关问题的现况或争论焦点，引出所写综述的核心主题，这是广大读者最关 

心而又感兴趣的，也是写作综述的主线。 

（2）正文（本论） 。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 

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哪一种格式综述，都要 

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 

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 

引用和评述。 

（3）总结（结论） 。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 

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 

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 

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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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 、 “读书报告” ，也不同于一般 

的科研论文。因此，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否则随便搜集 

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好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 

（2）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在搜集到的文献中可能出现观点雷同， 

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 

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 

（3）要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有关的理论和学派观 

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 

（4）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即做到由远而近先引用关系较远的文献，最后才是关联 

最密切的文献。 

（5）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 ， 

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 。 

（6）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 

（7）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应注明出处，不要含糊 

不清。

（8）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 

（9）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研究的问题直接相关。 

（10）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 

（11）所引用的文献应是亲自读过的原著全文，不可只根据摘要即加以引用，更不能引用 

由文献引用的内容而并未见到被引用的原文，因为这往往是造成误解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 

有时可给综述的科学价值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 

内容。

2.5.2  注释和参考文献 

1．注释 

（1）对书籍和文章中的语汇、内容、引文等作介绍、说明、评议的文字。中国古代对书 

籍的注释，因方式的不同而有“注” 、 “释” 、 “传” 、 “笺” 、 “疏”等之称。按排印位置的不同， 

又有“脚注” （又称“页末注” ，排印于书页地脚） 、 “篇末注” （又称“文后注” ，排印于全篇 

文章末尾） 、 “夹注” （注文夹于正文之间）等。注释所用字体一般小于正文。 

（2）辞书的释义也称“注释” 。 

注释是著作权法术语，指对文字作品中的字、词、句进行解释。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和自 

己很容易看懂。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 

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 

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 

本科毕业论文注释不一定要写，要看你学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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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在论文页面上加注释 

把光标放在需要插入脚注的文字后面（比如对某个字或某段话说明来源的时候，就把光 

标放在这段话后），在菜单栏中选择“插入”→“引用”→“脚注和尾注”命令，再按菜单提 

示单击“确定”按钮，在出现的脚注处输入文字即可。 

注释用带圈的数字符号标记，如⑩，上标半角。 
3．参考文献 

（1）什么是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著作权法术语，指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有关图书 

资料（称之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出版物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引用前人或他人的 

观点、数据和材料等都要在文中出现的地方标明，并在文末或书末列出，这项工作叫参考文 

献。参考文献一般用带[    ]的数字符号标记，如[10]。参考文献本科 15 个左右足矣。 

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别：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著时所参考的文献，一般集中列表于文 

末；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一般排印在该页地脚。参 

考文献序号用方括号[    ]标注，而注释用数字加圆圈标注（如①、②、……） 。 

（2）为什么要做参考文献。 

l 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 

l 参考文献是对作者专业和文献水准的考察。 

l 参考文献是对原文作者知识产权的尊重。 

l 参考文献是监督和防止剽窃的手段。 

l 参考文献方便读者查阅相关文献。 

（3）怎么做参考文献。 

在本规范中采用 GB7714 推荐的顺序编码制格式著录。 
1）参考文献著录项目：①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专利申请 

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 ，多个责任者之间以“， ”分隔，注意在本 

项数据中不得出现缩写点“.” （英文作者请将作者名写全） ，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其后不加 

“著” 、 “编” 、 “主编” 、 “合编”等责任说明；②文献题名及版本（初版省略） ；③文献类型及 

载体类型标识；④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⑤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 

⑥文献起止页码；⑦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等） 。 
2）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根据  GB－3469 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 ；对于其他未说 

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 。 

对于数据库（Database） 、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识  DB  CP  EB 
3）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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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要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 

标明其载体类型。本规范建议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磁带（Magnetic Tape）—— 
MT，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 

下列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例如：[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 
[M/CD]：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 。 
[CP/DK]：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 
[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其载体类型。 
4）文后参考文献表编排格式。 

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表上以“[参考文献]” （居中）作为标 

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以与正文中的指示 

序号格式一致。参照 ISO 690和 ISO 690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 

（4）参考文献条目撰写实例。 
1）专著。 

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任选）. 
实例： 
[1] 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 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A集[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 
[4]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北京：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 

究院，1997. 
2）期刊文章。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J]. 刊名，年，卷（期） ： 起止页码. 
实例： 
[5] 何龄修.五四运动中的西学传播[J].中国史研究，1998， （3） ：167173. 
[6] 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3，33（4） ：6267. 
3）报纸文章。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实例： 
[8]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4）国际、国家标准。 

格式：[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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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9]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5）专利。 

格式： 
[序号] 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  [P]. 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实例： 
[10] 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6）电子文献。 

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  [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 

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实例： 
[11]  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  http://www. 

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0816/19981004. 
[12]万锦坤. 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 英文版  [DB/CD]. 北京：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6. 

2.6  表谱、图录、名录 

2.6.1  表谱 

表谱是用表格或类似表格形式汇集的某一方面资料，用来查考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和人 

物资料等的工具书，包括历表、年表、人物年谱等。 
1．历表 

历表是专供查考和换算不同历法的年、月、日的工具书。 

古今中外有不同的历法，主要有以太阳年（回归年）为计年单位的阳历（太阳历、儒略 

历、格里历、公历），以朔望月为计月单位的阴历（太阴历、回历、伊斯兰教历、穆罕默德历）， 

以回归年计年、朔望月计月相结合的阴阳历（夏历、农历）。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种纪年法、纪月法和纪日法。纪年法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帝王年 

号纪年、岁星纪年、太岁纪年和十二生肖纪年等；纪月法有月建纪月、花木纪月、四季次序 

纪月、音乐十二律纪月等；纪日法有干支纪日、星期纪日、韵目代日、特称代日等。 

不同的历法和不同的纪年法、纪月法和纪日法造成了文献中时间信息的复杂性，需要通 

过查询利用各种历表和纪元年表加以换算。 
2．年表 

年表是查考历史年代和查检历史大事的工具书，分为纪元年表和纪事年表。 

纪元年表是专供查考历史年代、朝代、帝王年号、干支纪年等方面资料的年表。 

纪事年表又称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实的工具书。 
3. 人物年谱 

年谱是专门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人物生卒年代、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的专门表谱。如《鲁 

迅年谱》、《唐宋词人年谱》等；有查检人物宗族及有关史实的家谱、宗谱、族谱、世系表， 

如《蒙古世系》、《白居易家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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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图录 

图录是用图像表述、汇集某方面资料的工具书，包括地图（舆图）、历史图谱、文物图谱 

和人物图谱等。 
1. 地图 

地图是将地表现象按照一定比例缩小描绘于平面上而成的地理分布图，可供查检地名及 

其地理位置。可以划分为普通地图，如《世界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等；历史 

地图，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专业地图，如《中国交通图册》等。 
2. 历史图谱、文物图谱和人物图谱 

历史图谱、文物图谱和人物图谱是以图形揭示和反映人物或实物形象，供检索使用的工 

具书，它们为人们进行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图像资料。 
3．电子图库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光盘技术的发展，近期出版发行了很多图库光盘，如《世界地图》、《中 

国地图》、《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素材光盘》、《世界名画》等。 

2.6.3  名录 

1. 机构名录 

机构名录是简要介绍一批组织机构（政府部门、政治团体、学术机构、公共机构、行业 

组织、群众团体、慈善机构、基金会、联谊会等）的概况，如地址、创立日期、宗旨、成员、 

历史及当前业务现状等信息。在我国，机构名录又叫做“机构指南” 、 “概览” 、 “一览”等。 

英文为 directory，但有时也用 yearbook、guide、index 等词。 

机构名录的主要作用是，迅速查明、识别和获得有关组织机构的简要基本信息。如组织 

机构的名称、地址、机构规模、人事情况、业务范围、服务项目、出版物、发展历史和现状、 

电话号码、网址、Email、邮政编码、负责人和业务联系人的姓名等信息。 
2. 人名录 

人名录是简要介绍各方面或某一方面人物概况（姓名、出生年、学历、单位、联系方式、 

成就与著述）的一览性工具书，英文称为 Who's Who。名人录和传记词典都是依人设立条目， 

按条目的字顺进行排列，有时也统称为传记词典。 

名人录与传记词典的区别在于：名人录一般只收录当代名人，收有较多知名度较低的人 

物，所收人数比传记词典多得多，传记词典一般只收录已故的历史人物或仅收入极少数有代 

表性的当代名人；名人录仅限于提供简明的履历资料而不作全面的述评，传记词典其条目除 

提供简要的履历介绍外，着重于对被传者生平进行全面的评论，多是由专家根据史实材料对 

被传者作全面评述的署名专文，如《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 
3. 地名录 

地名录是经规范化的地名字顺一览表，从广义来说，包括地名词典和地名录，狭义上的 

地名录与地名词典的区别在于两者对条目的著录详简度不同，其所阐述的条目对象是一致的。 

地名录的类型可分为历史地名录、现代地名录、综合性地名录和区域性地名录等。 

地名录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某一地区的地名、有关地理资料。如古今地名的位置、历史、 

特征、名胜古迹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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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文献信息资源检索的基本知识，包括参考工具书、检索工具书、核心期刊、 

文献综述、表谱、图录、名录等内容。尽管本章主要是介绍偏向传统的检索方法，但在实际 

的运用中也是经常用到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传统的检索方法。 

习题二 

1．解释下列名词： 

工具书、索引、文摘、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年鉴、手册 
2．掌握文摘的基本特点和写作方法，试将一篇论文写出 500 字以内的文摘。 
3．简述百科全书与百科词典、百科全书与类书、类书与政书之间的异同。 
4．历表、年表的特点和用途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