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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张琪玉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60年来他先后在文化部社文局图书馆管理处、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空军政治

学院上海分院等单位工作过，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图书

情报事业的实践、研究和教学，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发展，尤其是情报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

献。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眼光独到、勇于创新，因而

在图书情报领域的不少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

的记录，例如：

他最早（1955年）在国内专业杂志上介绍《苏联图

书分类法草案》[1]；

他最早（1956年）设计县图书馆馆舍的建筑标准；

他最早（1950年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存

储图书馆设计专用的木制可移动书架；

他最早（1963年）系统研究列宁的图书馆学思想，

编纂《列宁与图书馆》大型文献目录[2]；

他最早（1963年）关注图书馆书目工作自动化[3]；

他最早（1964年）向国内同行介绍美国刚刚问世的

《科学引文索引》[4]；

他最早（1983、1987年）撰写、出版情报语言学的

专著《情报检索语言》和《情报语言学基础》；

……

下面专门讨论张琪玉先生超前的情报语言学思想

和相关的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研究成果。

1 情报检索语言的提出

检索语言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外情报

学家的著作（包括译作）中曾经出现过，但是系统地论

述检索语言或情报语言学、并建立一个完整的学科体

系，当属张琪玉先生的独特贡献。

长期以来，分类法、主题法、索引法研究在中外图

书馆学、目录学中，应当属于“显学”，研究学者之多

及其出版的著作之多，当属“名列前茅”。20世纪以来

这方面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就有蒋元卿、姚明达、刘国

钧、洪业、杜定友、皮高品、钱亚新、丁柯、陈长源等一

批学者，编纂出版了几十部图书分类法。他们为图书分

类法、标题表和各类索引的编制、相关理论方法的建立

和完善，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图书情报事业的迅

速发展，英美等国的专家，诸如英国伦敦分类法研究

小组的米尔斯、布立斯、维克利、艾奇逊、奥斯丁，印度

的阮冈纳赞、美国的鲁恩、谢拉、加菲尔德、兰开斯特

等学者编纂、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叙词表、标题表和分类

表，同时他们也撰写、出版了一批相关的理论著作，大

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为什么张琪玉先生会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一个情报

检索语言或情报语言学学科呢？我们以为，除了学习、借鉴

这些中外学者的成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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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出现了否定文革、

批判极左思潮，全面拨乱反正的大好政治形势。文革前

及文革中被当作“毒草”批判的中外分类法，诸如《国

际十进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苏联图书分

类法》以及国内60年代编制出版的《大型图书馆分类

法》等一大批分类法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重新评价和

使用。这大大促进了国内分类法和主题词表的编纂和

理论研究。

其二，“748工程”的启动。748工程是一场科技革

命，即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

程”，其中包括中文编辑排版系统和中文情报检索系统

两个子项目。后者又包括了《汉语主题词表》的研制。

从1974年开始，以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为

代表的大型情报机构和图书馆聚集了一批国内的一流

专家学者，合作攻关，终于在1975年正式出版了《中国

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在1980年出版了卷帙浩繁的《汉

语主题词表》。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几十种专业主题词

表，出现了全国性的“分类法和词表编纂和研究热”。

张琪玉先生这一时期作为专家参加了这两大成

果——《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汉语主题词表》

的编纂和出版。在这些科研活动中，张琪玉先生积累了

大量的分类表和词表编纂的新经验、新方法，同时也遇

到了科研活动中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诸如，分类法

到底是什么性质和功能，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用封建时

代或资本主义国家编制的大型分类法，分类法和主题

法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分类法的编制和使用是不是

一定要坚持“三性原则”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得到完满的回答和解

释。可以说，正是这些社会需求和技术进步、这些挑战

和机遇，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张琪玉先生情报语言学

学术思想的问世和发展。

2 情报检索语言的性质

1963年国家科委下令全国销毁《国际十进分类

法》，《科技情报工作》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分

类法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数

以千计的《国际十进分类法》中译本被付之一炬。“城

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大火同时也毁掉了我国自编

的《中小型表》、刚问世的《大型图书馆分类法》，随之

而来的是文革中图书馆事业以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的瘫痪。

“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往往用对旧分

类法的批判来代替对新分类理论的研究，用对分类法

思想体系方面问题的讨论来代替分类技术和方法的研

究，诸如‘五大部类’、‘三性原则’、‘大类序列’等问

题的讨论和分析几乎充斥了整个分类法理论研究的领

域”[5]。

如何才能走出这样的“怪圈”，跳出分类法的阶级

性、思想性的桎梏，针对这种状况，张琪玉先生70年代

末解放思想、独辟蹊径，不仅把分类法、主题法综合

在一起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把它们看作是一种

情报检索的语言工具。大家都承认，语言是没有阶级性

的，因而阶级性就不再是分类法主题法这些检索语言

的基本属性，从而回避了分类法编制、评价的“三性原

则”之争，把研究方向转到如何提高检索语言的检索效

率上。张琪玉先生这一开拓性的研究对我国情报语言

学的实践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后来，1989年底张琪玉先生发表《情报检索语言的

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6]一文，独具慧眼

地对检索语言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首先，他分析了这些特点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

这里所说的国家特点和时代特点，不同于一般所说的

阶级性和思想性，通常表现为选词和列类的详略、排列

次序的先后、术语的采用等，都要打上编者所处国家和

时代的印记，都会突出本国本时代。“这些主要是由于客

观的社会因素，而并非某些创制者的主观因素所致。有

许多已经成为分类表和词表的惯例”。

其次，他指出，对带有国家痕迹和时代痕迹的中外

分类法和词表的苛求，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它们虽

然很难适应本国当代标引文献的需要，但是它们仍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他指出，体现国家特点并不是情报检索语言

的主要要求，主要要求是它对文献标引和情报检索的

适应性，能够保证较高的检索效率。

张琪玉先生这些对检索语言性质特点的精湛而全

面的分析，对于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解放思想、拨乱反

正，澄清一些错误观念，开拓情报检索语言研究的新方

向、新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3 情报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

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一直是情报语言学领

域的争论话题之一。张琪玉先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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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持辩证态度，不拘于人云亦云，科学地、发展地论证

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超前性。

（1）辩证看待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

图书情报界对自然语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

种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语言词量大，缺乏词形、词义和

词间关系的控制，因此根本不能代替经过严格词汇控

制的受控语言，不能用于信息组织和信息检索。随着搜

索引擎和网络检索的出现，又出现另外一种看法，即认

为在网络环境中只能唯一地适用自然语言，受控的检索

语言必将被淘汰。

实际上，检索语言和自然语言各有优缺点，在情

报检索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两者的认识和使用也不一

样，因此，不能僵化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张琪玉先

生针对检索环境的变化，一直动态地、前瞻性地探索检

索语言和自然语言的关系与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人工检索盛行阶段，张琪玉先生

撰文指出，“任何一种情报检索语言，都要借用某种自

然语言作为检索词，或对分类号、代码进行释义”，“因

此，自然语言特点成为情报检索语言的一种属性”[7]。

到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开始在各个领域普及应用，张

琪玉先生适时地提出在研究检索语言的同时，要关注

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他认为“在计算机检索越来越

发展的条件下，自然语言具有不可阻挡的发展前途。特

别是在互联网络的检索环境中，它将成为一种必然的

优先选择”[8]。

在信息检索计算机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新环境下，

各种自然语言盛行论甚嚣尘上，“自然语言会取代情报

检索语言”、“人工语言不适用于网络环境”、“自然语

言检索是情报检索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张琪玉先生

冷静客观地分析道“这种理解是似是而非的。没有任何

控制的检索用语言是不可思议的”[9]。并且，张琪玉先

生及时调整研究方向，抱病前往深圳驻点调查研究，重

点关注网络信息检索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情报检索语

言如何适应未来的新需要。在自然语言检索、自然语言

与情报语言的结合、未来的情报检索语言模式、网络资

源检索工具等方面进行探索。这些研究也推动了网络

环境中文献标引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进展。

（2）面向自然语言检索的“后控制”模式

早在1983年，张琪玉先生就提出在研究检索语言

的同时要关注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1993年，在对自然

语言检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情报学家兰开

斯特[10]等人的成果，他提出“文献检索过程中，如果要

达到较高的检索效率，控制是永远需要的”，并针对标

引阶段和检索阶段的控制提出了四种文献检索系统模

式，如表1所示[9]。其中，“标引不控制+检索控制”模式

是一种后控制模式，属于自然语言检索。

表1 文献检索系统控制模式

标引控制+检索控制

标引控制+检索不控制

标引不控制+检索控制

标引不控制+检索不控制

模式 标引阶段

情报检索语言

情报检索语言

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

情报检索语言

情报检索语言或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或后控制词表

自然语言

检索阶段

这种后控制模式通过配备后控制词表能够有效提

高自然语言的检索效率，克服自然语言检索中的漏检和

误检。这种后控制的检索思想后来为搜索引擎所接受，目

前搜索引擎的相关检索和检索提示实际上就是采纳了

这种后控制思想。

对于后控制词表的设计和编制，张琪玉先生提出了

一整套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应用于搜索引擎的同义

词环这种新型知识组织系统的设计与构建具有重要的

指导价值。

（3）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发展路向

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下，信息检索的大众化使得自然

语言检索成为主流趋向，自然语言检索必然还要继续

向前发展，但“人工语言在检索中的控制作用是自然语

言所无法代替的”，“自然语言检索系统并不排斥人工

语言，高级的自然语言系统必然是与人工语言或其原理

结合的”[11]。从现在搜索引擎智能化发展趋势来看，本

体、知识库等概念界定严谨、概念关系控制更加严格

规范的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体现了在面向普

通用户的自然语言检索系统中，底层的、由计算机来实

现的控制实际上更加显著。这与张琪玉先生很早就提

出的“自然语言的前途还是要走向控制、规范”的观点

不谋而合。

对于网络环境下两者的发展，张琪玉先生提出，

“从两者的初步结合到完全融合，即情报检索语言的

自然语言化、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他还进一

步分析，这种融合的实现方式包括：①两者并用；②人

工语言增加自然语言成分或自然语言增加人工语言成

分；③两者之间的对应转换。其中第三种方式的结合

程度最为密切[12]。在情报检索计算机化发展的今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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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检索语言必须走向自动化。张琪玉先生从概念或标

识的自动转换技术入手[13]，充分利用入口词原理，建议

大量编制自然语言词表来建立自然语言与情报检索语

言的对应转换，从而实现情报检索语言的自然语言化、

自动化；同此，在自然语言检索系统普及和快速发展的

今日，情报检索语言将成为自然语言强有力的后控制手

段，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是自然语言实现规范控

制之途。

4 文献标引自动化

张琪玉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检索语

言，这期间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工作遭遇计算机技术

的巨大冲击。在计算机应用尚未普及时，张琪玉先生已

经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技术对检索语言的影响[14]，他

认为“自动抽词标引和自动分类标引，以及情报检索语

言创制和使用中其他方面的自动化难度极大，进展缓

慢，长期未能突破，但这是决不可放弃的方向”[15]。因

此，张琪玉先生身体力行，较早地展开文献自动主题标

引和分类标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高手如林的计算机

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技术力量和软

件开发能力方面，把我们图书情报界远远甩在后面。如

何扬长避短，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张琪玉先生在这一

领域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1）概念或标识自动转换技术

张琪玉先生提出概念或标识对应转换原理，认为

事物概念、自然语言语词和情报检索语言标识三者之

间可以对应转换，在情报检索语言创制、文献标引和情

报检索的各个过程中都要利用概念、语词、标识对应转

换的原理和方法[13]。这种转换具体包括自然语言与人

工语言之间的自动转换、人工语言之间的转换。传统环

境下这些转换由人工完成，但在文献标引和情报检索

的计算机化条件下，大量的转换过程必须由计算机来

完成。这种自动转换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情报检索的

自然语言接口、检索后控制，文献标引过程中的自动赋

词标引、自动赋号标引等，各种情报检索语言的兼容互

换如分类主题对应表、分类法互操作、主题词表互操作

等等。张琪玉先生对概念与标识转换的模式、方法、工

具以及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失真、粗化、模糊化等问题都

进行了探讨[16]，这些工作对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启迪和指

引作用，尤其在文献标引自动化实践中，基于概念标识

对应转换原理和自动转换技术，图书情报界走出了一条

与计算机学界不一样的路。图1[17]揭示了文献标引自动

化的三种类型，其中实现赋词标引依赖于自然语言语

词与人工语言标识的对应转换，自动赋号标引则依赖于

自然语言语词与分类标识、主题标识与分类标识的对

应转换。

图1 文献自动标引方式及其关系

（2）自动抽词标引

分词曾经是困扰中文信息处理的一个瓶颈，在计

算机、语言学等领域的共同努力下汉语自动分词的精度

已经大大提高，达到了相当高的准确率。但简单基于分

词结果的文献主题标引往往存在专指度低、准确率不

高的问题。因此，在文献标引自动化研究初期，张琪玉

先生就提出了自动抽词标引的效果更好，但缺乏抽词词

典是制约自动抽词标引普及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适合

图书情报工作者的研究课题[18]。专业词表、文献、标引成

果都可以成为抽词词典收词的来源。基于张琪玉先生提

出的构建抽词词典提高自动抽词标引效率的思想，南京

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在为上海图书馆开发《全国报刊

索引》数据库自动标引系统时，按照学科从《中图法》

类目索引、《中分表》以及海量的标引数据中抽取了大

量的专业词汇，建立了大规模的抽词词典用以实现科

技文献的自动抽词标引。

此外，针对当时研究中更注重各种自动标引算法的

寻找，而忽视了对自动标引软件设计之外其他问题的深

入、系统研究，张琪玉先生提出在自动抽词标引研究中

还应该关注：①学科或主题领域特征词的研究和领域

特征词表的编制；②文献结构、叙述模式和表述主题

用词规律的研究；③利用分类表词表以及标引成果和

术语整理成果来编制特征词表；④引入后控制词表成

为特征词表的组织形式；⑤人机结合以提高标引准确

率[19]。这些提醒推动了图书情报界学者从构建词典资

源、探究不同位置标引源对主题概念的贡献，以及从人

机结合工作模式的视角来研究自动标引抽词效率和准

确率的提高，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计算机领域侧重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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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琪玉先生超前的情报语言学思想侯汉清，薛春香

自动标引之路。

（3）自动分类（自动赋号标引）

张琪玉先生对于自动分类的研究融合了概念分面

组配和分类主题一体化思想，提出了一种较易实现的自

动分类模式：以文献题名作为主要抽词对象；适当采用

人工辅助抽词措施以保证抽词质量；采用分面分类法模

式以减少概念归类的复杂性；控制自动归类诸环节；利

用关键词—概念词—分类号对应表以提供自然语言入

口；保留原始关键词以提供自然语言检索功能。形成一

个由“软件+分面分类法+关键词-概念词-分类号对应

表（抽词与归类一体化对应词表）+数据库”构成的自

动分类系统[20]。

其中，采用分面分类法模式能够有效减少各种复

分、仿分导致的主题概念归类的复杂性。无论是在构建

用于自动分类的分类—主题对应表过程中，还是在自动

归类过程中，将时间、地点、文献类型等分面从学科主

题分面中剥离出来，都能有效提高分类—主题转换的

准确性，减少其他因素对于学科主题的干扰。

分类主题一体化是建立概念语词与分类标识之间

的对应关系，是基于抽词结果自动赋予分类号的自动分

类模式的实现机理。张琪玉先生提出的分类主题一体

化自动标引系统的原理、方法和实践[21]，从图书情报工

作实际的文献标引需要出发，探索出一套有别于计算

机学界的文献自动分类方法。受此启发，我们在为上海

图书馆研制《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自动标引系统时，

从《中图法》类目索引、《中分表》以及海量的人工标引

成果中获取概念语词与分类标识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同

现情况，通过利用数据挖掘中关联规则发现算法建立

关键词串—类目对应表（即分类知识库），取得了较好

的分类效果和实际应用。这种分类主题一体化自动标

引系统，具有分类层次深、算法复杂度低的优点。我们

总结项目时都深有感触地说，张琪玉先生的情报语言

学思想是我们项目取得成功的保障。

5 结语

张琪玉先生是我国情报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突破图书馆分类法研究“三性

原则”的怪圈，另辟蹊径将分类法和词表定位为语言工

具，开创了情报检索语言的新视角。面对情报检索系统

的计算机化，辨证发展地探究自然语言与检索语言的

关系和发展路向，探索网络环境中情报检索语言的新

模式，身体力行进行文献标引工作自动化理论与实践研

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指引着图书情报界的学人在计算

机化、网络化信息环境中，走出一条不同于计算机学界

的信息加工、组织和检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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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所关注的研究领域中，哪些论文最受同行关注？哪些研究主题最为热门？哪些学者最具学术

影响力？哪些期刊最获同行认可？又有哪些机构占据领域研究的制高点？上述问题请您参考近期出版的

《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2》。

该书将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领域划分为51个学科，综合分析了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前

沿、高影响力论文、高影响力作者、高影响力期刊和高影响力科研机构，并以关联图谱的方式展现各种学

术关系，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发现并跟踪研究热点，可为科研管理机构评估科研能力提供依据，还有利于

期刊编辑部监测本刊学术影响力，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期刊编辑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参考工具书。

该书以“中国知识链接数据库”为依托，数据样本覆盖我国6000余种期刊的论文及引文，分学科揭

示高影响力的学者、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医院等）、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术期刊、图书、外

文期刊和会议录，并采用共词分析、共被引分析和合著分析等方法绘制出各学科的前沿主题分布以及作

者、机构和期刊间关联的知识图谱。

《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2》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86
万字，定价298.00元。

《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