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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客观知识具有创新性、中介性、可编码性、可传递性、无损耗性、可共享性、可加工性、不

确定性等基本特性。认识这些基本性质 ,有助于理解知识、理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参考

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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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智力劳动成果。

知识依其载体形态可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主

观知识指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知识 ,又称为隐知识

( Tacit knowledge) ;客观知识是指主观知识外化、物

化、社会化的知识形态 , 又称为显知识 ( explicit

knowledge) 。客观知识一经产生 ,便具有独立存在的

实在性 (实在性是其存在前提) 以及以下几种基本特

性。

1 　客观知识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性质之一。任何一种

知识生产出来之后 ,它都会使人对世界认识的未知

领域有了一定的缩减 ,而对世界认识的已知领域得

到一定的扩延。人类知识系统大而分之有常识系

统、科学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形而上学知识反映

的是人们对世界最根本的认识与态度 ,科学知识反

映与揭示的是客观世界的性质、关系和规律 ,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都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 ,对

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 。可以

说 ,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的创新性最集中地体现

了知识的价值。此外 ,那些被大众所习知的常识 ,作

为一种知识形态 ,它们也具有创新性。这些知识是

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

的 ,它们是由无数创新知识沉淀而成的。其中许多

常识就是由科学知识转变而来的。在知识产权理论

中 ,凡称为知识产品的都应具有创新性 ,专利发明要

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作品应具有“原创性”,商标应

具有“可识别性”。虽然它们各自的创新性要求程度

各不相同 ,但创新性都是知识产品构成的必要条件。

知识因其有创新性才能够不断增长。知识的增

长性是以创新性为前提的。知识因为具有创新性 ,

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 (某一时间上全社会所拥有的

知识总量) 才能不断增加 ,知识流量 (某一时间内全

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增减量)才能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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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观知识的中介性
客观知识具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中介性

质。从客观知识的内在本质看 ,它是人类思想观念

的总和 ,它无疑具有精神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 ,但

从客观知识的存在形式看 ,它又以物质载体为依托 ,

它又具有物质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 [2 ] 。另外 ,精

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 (即人改造世界的实

践) ,往往又是通过客观知识世界作为“中介”才能建

立起来 ,因此“中介性”是客观知识的基本特性之一。

有了中介性 ,主观知识才能外化、物化、社会化 ,变成

客观知识 ;有了中介性 ,知识才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快

地传播 ;有了中介性 ,客观知识才有了自己产生、积

累、发展的历史与过程。

主观知识经过外化、物化 ,可转变为客观知识 ,

故而客观知识也可以视为被“盛载”到机器、建筑、书

本、磁盘等物质之中固化了的知识。机器、建筑等物

品有其各自的专门作用 ,只有文献才是专门记载和

传播知识的 ,因此可以说文献载体是人类客观知识

的主要载体与基本存在形态。当我们获取文献知识

时 ,甚至可以忽略文献载体的物理存在 ,直接将文献

与客观知识等同起来 ,在它们中间画上一个等号。

因为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本质上不是一种实

物的具体控制 ,而是表现对知识的认识和利用。

3 　客观知识的可编码性
任何一种信息 ,其内容只有借助符号 (图像、语

言、标志、象征等) 才能表达出来。知识属于信息范

畴 ,是信息的一个子集。知识内容也只有借助符号

才能传播与交流。世间人工创造的符号有很多 ,如

信号、旗语、手语、证章、礼节、仪式等等 ,在这些符号

系统之中 ,知识所用的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知识

是有系统的思想、观念 ,而语言是一种专门用来表达

观念的符号系统 ,它比之上述符号系统 ,不仅是其中

最为重要的[3 ] ,同时也是表达知识的基本符号系统。

从知识的传播过程看 ,知识在传播时先要有传

播内容 ,其次要选择适合的符号系统 ,然后再将符号

按一定规划组织起来 (即编码) ,最后才形成传播媒

介 (电视、书籍等) 。所以 ,知识是可编码、可解码的。

“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约定

越多 ,越明确 ,符号的编码就越周密 [4 ] 。客观知识是

一种已编码了的知识。编码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客观知识的数字化 ,是以 0 和 1 作为“符号”进行的特

殊形式的编码 ,这是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又可

转换成人类自然语言或多媒体信息形式 ,这就使客

观知识的表达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

4 　客观知识的可传递性
丹尼尔·贝尔在给知识下定义时 ,曾将可传递性

视为知识的一个基本要素 [5 ] 。因为知识只有经过传

播与交流才能表现出存在 ,实现其价值。

知识的传递有两种方式 :共时传递 (在某一静态

时间内传递)与历时传递 (在不同历史时间内传递) 。

从历时传递角度看 ,知识的传递方式可分为以下三

个历史阶段 :口耳相传时期、书写印刷时期、电子媒

介时期。在口耳相传时期 ,知识的传递是面对面的

在场交流 ,知识的发出者与接受者通过言语符号互

动、互应 ,符号失真度较小 ,这有利于文化传统的维

持。但是这种口耳相传的知识传递因受时空的局

限 ,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不利 ,如社会组织因之只能

是松散的、小单元的 (像部落、村庄等) 。在书写印刷

时期 ,知识传递是“意符”的再现 ,“意符”存在可移动

的媒介 (书本) 中 ,使知识的不在场交流成为可能。

人们可以在不同时空里、不受外界干扰地理解知识

文本 ,并且能够反复阅读 ,因此促进了人们批判性思

考的发展 ,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而在电子媒介时

期 ,知识传递的即时性、广泛性可以摧毁一切传统边

界 ,打破知识封锁与垄断 ,增加人们学习知识的机

会。同时 ,主体在持续的不稳定中也会变得不断边

缘化、分散化和多元化[6 ] 。就像美国管理学大师彼

得·德鲁克所说 ,“因为知识的流动比资金更容易”,

“知识几乎能即时传播 ,并使人人都能掌握知识。”[7 ]

要指出的是 ,尽管知识的传递方式总在演进 ,但新方

式的出现并未完全取代原有的方式。至今“口耳相

传”仍是人类知识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明证。

5 　客观知识的无损耗性
人们消费知识产品与消费物质产品具有不同之

处。在物质产品消费中 ,物品要么被占用 ,要么被消

耗掉。而知识产品经过人们的消费 (阅读) 后 ,其内

在的知识内容并不会消失、损耗。这就是说 ,客观知

识具有无损耗性。一个文本经过上百人的阅读 ,很

有可能会散页、破残乃至丢失或全毁 ,但是文本内容

已转移至众多人的头脑之中 ,某种程度上它依然没

有损耗掉。尤其在古代社会 ,人们阅读文本的方式

主要是背诵 ,文本的不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影响

不了文本内容存在的完整性。因此 ,秦始皇焚书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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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项羽烧秦宫室 ,《诗经》等重要文献依然能够传

世。

由于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 ,客观知识也就具

有了可重复使用性。而且 ,无损耗性的不仅是客观

知识 ,甚至客观知识的生产能力也是具有无损耗性

的。如科学家发表了有创见的学术论文 ,他所依凭

的资料、数据、论据并未因论文的发表而“损耗”。正

如尼科·斯特尔说 ,知识“如果被出售 ,它们就进入了

其他的领域 ,不过仍然保留在其生产者的领域范围

内。”[8 ]这表明知识的转移并不包括产生这些知识的

认识能力的转移。

6 　客观知识的可共享性
由于客观知识在消费使用中无损耗 ,那么每增

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 ,并不会减少或影响他人

消费客观知识的内容 ,它可为无数消费者同时或连

续地共同消费。而一般物质产品被某人占有、消费 ,

就具有了绝对的消费排他性 [9 ] ,别人不能再占有或

消费这个物质产品。

知识的可共消费使知识的共享性成为可能。科

学论文一旦发表 ,它就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主观

知识一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客观知识 ,就很难排除他

人的使用 ,从而使知识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有经济

学家将多人可以共享而不干扰他人享用的物品称作

共用品 (public goods) ,如灯塔、电视、公路 ,当然也包

括一个思想、一项发明 ,共用品多供应一人使用 ,其

边际费用是零[10 ] 。因此 ,人们分享知识时 ,知识不会

消耗殆尽 ,其存量不会因广泛被人使用而缩减 ,反而

由于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能会进一步创造出新的知

识 ,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人们分享知识是为了获

取知识、使用知识。在知识使用过程中 ,使用知识产

品有时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此处不赘述) ,但

知识产权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首先要公布和公

开 ,能够被公众所利用。

7 　客观知识的可加工性
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比较 ,因其符号系统是

客观、稳定的 ,因此 ,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静态性、

凝固性。但是客观知识又是可以被加工的 ,既可以

精炼压缩 ,又可以扩充膨胀 ,还可以改变编码系统。

例如 ,《百科全书》可将各类客观知识内容经过提炼

压缩 ,形成供人检索、学习的知识集合 ;一部远古文

献为了能让后人充分理解 ,历史上会出现众多注解

之作 ,以致于注释的内容量会超过这个古文本的原

有内容量 ;一篇动人心弦的文学作品 ,人们阅读它的

时候 ,其编码系统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 ,而一旦被改

编成话剧或电影 ,它的编码系统随之也改变了。

随着信息技术与横断科学的发展 ,人工智能科

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

据知识可加工性的性质 ,编辑知识、追加知识、修改

知识 ,将知识装入计算机知识库 (知识库也同样具有

可加工性) ,才研制出了各种可以供人获取知识的专

家系统。好的专家系统具有从已知知识推导出新知

识的能力 ,帮助普通人成为“专家”,从而扩大专家数

量 ,促进社会群体知识素养与水平的提高。

8 　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
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是指知识的陈述内容、知

识的数量形式都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知

识的陈述内容看 ,在客观知识世界里 ,除了数学、逻

辑学等纯演绎的知识有较明显的确定性外 ,多数科

学知识、经验知识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哲学

家波普尔认为 ,无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 ,它们都是

不确定的 ,因为它们或是猜想 ,或是假设 ,它们都要

接受严格的批评、检验。可检验性与可反驳性是知

识具有科学性的标准。凡是科学理论最终都会被证

伪 ,不被证伪的那是宗教信仰。所谓正确的理论 ,无

非是在各种不同竞争的理论中 ,哪一个更为接近真

理罢了。如同确认当下的时间 ,我们可说“差三分十

点”或“差五分十点”,前者可能较后者更接近事实 ,

其模糊陈述中的真理的含量更大一些 [11 ] 。此外 ,知

识陈述的不确定性还与语言表达上的多样化和潜台

词的使用有关。当代语文考试中过度追求试题及其

答案的精确性、惟一性 ,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从知识的数量形式上看 ,客观知识也存在着不

确定性。司马迁写《史记》,参引之书多达百余种 (这

可不是现代) ,还使用了大量游访见闻、歌谣民谚、文

物图像等 ,其中包含了多少知识资料是很难确定的。

这仅是一个微观的例子 ,如果从宏观上看 ,如社会知

识存量的增长则更难以测量。尽管普赖斯通过观察

科学论文的增长发现了知识指数增长规律 ,认为科

学文献数量每隔 10 或 15 年就会翻一倍 ,但这也并非

对知识数量变化的精确说明。仅用统计学方法说明

知识增长是有欠缺的。假如再从其他角度 (如用社

会学方法) ,将知识体系看成一棵大树 ,分析主干是

如何变粗的 ,分支是怎样蔓延的 ,外界条件、时间因

素起了什么作用 ,结果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

知识的不确定性 ,决定了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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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高科技产业的不确定性 ,决定了知识经济、知

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确定

的世界中[12 ] 。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对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做

了简单分析。此种简述可能并未充分揭示客观知识

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对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因

为 ,“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

迹。它构成一个并非很快能解决的问题。”[13 ]只有对

客观知识的性质进一步地很好把握 ,我们才能认识

知识、理解知识。

探讨知识的基本性质 ,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

馆工作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客观知识

具有创新性 ,人类才会设法不断积累知识从而产生

了图书馆 ,图书馆是人们有效获取知识的一个途径

与手段 ;因为客观知识具有中介性 ,作为知识产品

(精神产品) 的文献 ,才具有了与一般物质产品在生

产方式、价值实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之处 ,图书馆的

文献服务才与一般商品服务区别开来 ,成为一种具

有特殊意义的知识服务 ;因为客观知识具有可编码

性 ,人们为了优化知识的陈述方式与解读方式 ,于是

发展出了符号学、语言学、阐释学、阅读学等诸多学

科 ,这些学科显然能为图书馆学提供丰富的发展资

源 ;因为客观知识是可传递的 ,所以图书馆工作应使

文献知识最大限度地传播 ,加快流通周转率 ,充分展

现文献的价值 ;因为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质 ,图书

的多人阅读、多次阅读才可能成为现实 ,图书馆将许

多图书尘封书架 ,甚至设置种种障碍限制读者阅读 ,

这都是愚蠢的行为 ;因为客观知识是可共享的 ,图书

馆才应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知识集合、知识仓库 ,让

人们自由地阅读 ,自主地选择 ,而限制收藏自由与阅

读自由 ,反会增加巨大的社会进步成本 ,这是非理性

社会的通病 ;因为客观知识有可加工性 ,所以我们才

能对知识进行提炼、加工、重组 ,使之成为一个井然

有序的系统 ,改变客观知识世界的混乱无序状态 ,提

高知识可获性程度 ;因为客观知识有不确定性 ,由此

便带来了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知识需求的

不确定性 ,图书馆工作不能仅以简单的读者入馆量、

文献借阅量来衡量知识服务的质量与数量 ,知识服

务应走向个体化、个性化 ,知识服务应体现于为受众

者解决多少问题 ,而不是提供多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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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史料》首次汇编影印出版

吉林省图书馆编的《伪满洲国史料》,已由全国图书馆文

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全书大 32 开本 ,共精装 33 册 ,定

价 9600 元。本书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史志四

编 ,汇集了伪满洲国以及相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共 88 种。时

间跨度从 1927 年至 1945 年 ,即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侵

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出笼 ,到日本投降、伪满傀儡政

权倒台为止。文献是从吉林省图书馆特藏中精选出来的 ,有

日本和伪满当局的出版物、档案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揭露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资料等 ,其中有 18 种为孤本 ,均首次汇

编影印出版。本书的出版对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 ,教育

后代不忘国耻 ,致力振兴中华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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