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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创 情 报 语 言 学 的 新 天 地
——论张琪玉教授对情报语言学的新贡献

摘　要　张琪玉教授在自然语言检索和情报检索语言研究方面成就卓著; 对情报检索语言的未来

发展有独到见解。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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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80 年代初, 张琪玉教授以保证情报检索

效率为中心, 开拓性地对各种情报检索语言进

行系统、整体的研究, 著就《情报检索语言》一

书, 标志着情报语言学的诞生。张教授不仅因

此成为情报语言学家的开山鼻祖, 而且代表着

中国人对世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大贡

献[ 1, 2 ]。

以后, 张教授将全部身心倾注在情报语言

学的研究、实践和教育上, 孜孜不倦地探索和

耕耘。至今, 他已经发表论文、译文 160 余篇,

论文被各种文集等转载约 60 篇次; 编著、主

编、参编的专著有 20 多种。因在编制《中国图

书馆图书分类法》中作出较大贡献而获 198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因在编制《中

国分类主题词表》中作出的贡献而获 1996 年

国家优秀科技信息成果奖二等奖。特别是近几

年, 张教授年均发表情报语言论文 10 余篇, 为

情报语言学的深化和拓展做出了新的巨大贡

献。

最有代表性的是, 1980～ 1997 年期间,

《情报检索语言》及其增补修订本《情报语言学

基础》, 以 5 种版本累计印刷 11 次, 共 99900

册, 被 288 位作者的专著和论文共引用约 450

次。作为教材,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本科、函

授和电大等教学中被广泛采用, 估计使用该教

材学习过这门课程的不少于 25000 人。

本文将着重讨论张琪玉教授近些年来在

自然语言检索、情报检索语言和标引自动化、

未来检索语言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2　对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

从 80 年代开始, 自然语言检索成为国外

情报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共同研究热

点。这从 1981～ 1995 年间, ER IC , IN S P EC ,

Com p end ex P lus, L ISA 和 Inf orm a tion

S cience A bstracts 五个数据库所收录的“全文

检索”的文献数分别是 133, 471, 40, 525 和

107, 就可见一斑[ 3 ]。张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自

然语言检索的学者之一。至今, 他对自然语言

检索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 其主要研究成果

已集中反映在《情报语言学基础》增订二版的

第十二章中[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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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对自然语言检索研究的呼吁

早在 1983 年张教授就呼吁我们在研究情

报检索语言的同时, 应注意对自然语言检索的

研究[ 5 ]。不久之前, 他回顾了我国自然语言检

索研究进展[ 6 ] , 鉴于“深入考察自然语言性能

者不多见”, 他再次呼吁:“情报语言学研究者

应当积极参与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 当前亟需

从情报语言学角度深入研究自然语言检索方

法, 把情报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引进自然语言

检索的研究。”[ 7 ]

2. 2　自然语言检索与情报检索语言关系的辩证观

点

根据情报检索的基本要求以及自然语言

检索和情报检索语言的各自优缺点, 张教授一

方面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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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并不赞同自然语言

将替代情报检索语言或最终将替代情报检索

语言, 情报检索语言或情报检索语言研究已经

过时的论点。他认为: 自然语言检索系统与情

报检索语言检索系统并不是绝然对立的, 它们

各有长处和短处, 可以并行发展, 可以互相结

合, 互相补充。自然语言要全面胜过人工语言

是不可能的, 除非它引进许多情报检索语言的

原理和方法, 而不是单纯的自然语言。对于高

要求的情报检索来说, 控制是绝对必要的。而

“对检索过程进行控制”, 正是情报语言学的精

髓。我们应当把情报语言学的理论成果运用到

自然语言方面去。为了提高自然语言的检索效

率, 需要采取后控制措施。语义关联对情报检

索是绝对必要的, 但既可以在先控制系统中,

也可以在后控制系统中[ 8 ]。

至于自然语言或情报检索语言的未来, 他

认为将是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或情报

检索语言的自然语言化。
2. 3　对自然语言检索中影响检索效率的各种因素

的深入分析

张教授对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 秉承他一

贯以检索效率为核心的传统。因此, 他具体论

述了影响自然语言检索效率的主要因素; 检索

所依据的文本的类型 (文献题名、文献中的小

标题和章节名、文献的摘要和正文) ; 检索用语

的专指度; 在文本的不同范围 (句、段、节、篇)

内进行组配检索; 文本用词的不规范性; 不同

标引方法 (不标引、自动抽词标引、人机结合抽

词标引、自动赋词标引和自由标引) ; 对自然语

言进行词表控制的程度。在此基础上, 提出改

善自然语言检索效率的基本原则[ 9 ]。

通过调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我们发现,

张教授对自然语言检索中影响检索效率的各

种因素的分析, 最为深入全面。这对正确认识

自然语言检索存在的问题, 探寻有效的改进方

法有很大的启发。
2. 4　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应用方式的全面总结

及有待解决难题的认识

为了纠正不少人对自然语言应用于情报

检索的片面理解,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张教授

全面总结了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应用的方

式。他指出: 关键词法; 文本检索; 单汉字检索;

以自然语言作为自由词进行补充标引, 与情报

检索语言结合使用; 以自然语言作为入口词

(接口) , 利用计算机的换词功能, 辅助情报检

索语言; 自动赋检索词和自动赋分类号; 自动

分类 (自动聚类法) ; 自由标引等都是自然语言

应用于情报检索的方式[ 10 ]。

张教授明确指出, 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

的应用, 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是如何从自然语

言文本中抽取最能准确、充分地表达文献有价

值内容的词, 以及这些词与检索课题有效匹配

的问题; 二是克服自然语言由于不规范和缺乏

语义关联性而对检索不利的问题。此外, 对中

文来说, 还有一个汉语分词的问题。但这个问

题的解决, 只是达到了拼写文字国家的起点水

平, 拼写文字中未解决的上述两个问题仍有待

我们去解决[ 8 ]。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我们研究自

然语言检索应该把握的方向。
2. 5　对后控制词表的系统研究

张教授对后控制词表非常重视, 他在多篇

论文中强调后控制词表是弥补自然语言缺陷

—37—

曹树金　罗春荣　汪东波: 开创情报语言学的新天地
Cao Shu jin, L uo Chunrong, W ang Dongbo: C reating the N ew Situation of⋯



的主要措施, 他发表《论后控制词表》一文[ 11 ] ,

系统论述了后控制词表的控制机理、控制程

度、后控制词表编制上的特点、后控制词表的

各种编制方式及其在控制上的差别, 提出并用

实例说明了一种“分类词表+ 字顺ö轮排表”的

后控制词表模式, 阐述了利用后控制词表检索

文献的各种方法。
2. 6　关于自由标引的论述

自由标引是情报检索中利用自然语言的

一种简易方式, 我国不少单位在专题数据库建

设中采用这种不依据词 表进行主题标引的方

式。但是, 专门论述自由标引的文献很少。张教

授的《论自由标引》[ 12 ]一文, 全面阐述了自由标

引的概念、自由标引的优点及适用范围 (主要

适用于报纸文献、期刊文献的大型篇名数据库

等的标引)、自由标引种类、自由标引基本方

法、自由标引要点、自由标引系统配备后控制

词表的必要性, 有益于人们在理论上准确认识

自由标引, 在实践中正确采用自由标引。
2. 7　对汉语关键词法的探讨和试验

在《情报检索语言》一书中, 张教授就将关

键词法作为一种“准情报检索语言”予以重

视[ 13 ]。后来, 针对关键词法应用于汉语的特殊

问题, 不仅进行理论探索, 而且亲自编写程序,

利用计算机进行关键词索引的编制试验, 先后

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汉语关键词法探讨》一文中[ 14 ] , 论述了

关键词法在我国的实用价值; 分析了汉语文献

题名进行自动抽词的进展与问题; 指出人机结

合抽词的技术路线目前仍有现实意义。文中讨

论了人工抽词—计算机整理方式和计算机抽

词—人工干预方式的具体问题, 比较了人工抽

词、人工干预和自动抽词三种方式的各自优缺

点, 最后阐明抽词词典、规范词典和后控词表

的编纂对发展汉语关键词法的重要意义。

在《人—机结合的题内关键词索引可回避

汉语分词难题》中[ 15 ] , 他指出, 汉语题内关键词

索引可以“含糊抽词”, 实际上是“最长抽词”与

“词素轮排”的结合。而且还可以对题内关键词

索引加以改进。

《汉语关键词索引的一种编制方法》[ 16 ]和

《汉语关键词索引的另一种编制方法》[ 17 ]介绍

了张教授将W PS 与 dBA SE 结合编制题内关

键词索引的两种简易方法及实现程序。

从文本 (主要是题名和文摘) 中自动抽取

关键词是较易实现、尚可接受的一种自动标引

方案。近 20 年来, 我国学者对汉语分词技术作

了许多研究, 提出了不少分词方案, 但见于实

际使用者不多。张教授认为, 原因并不是这些

方案都经不起实践考验, 而主要是缺乏抽词词

典或缺乏完善的抽词词典。因为只有抽词软件

而无抽词词典, 是不能建立自动抽词标引系统

的。目前缺乏抽词词典, 已成为限制抽词标引

技术推广应用的瓶颈。我们图书情报工作者应

当积极地承担编制抽词词典的任务。而且, 可

将编制抽词词典与建立实际需要的数据库相

结合[ 18 ]。

此外, 张教授对汉语自动分词、单汉字检

索等也进行了总结研究。

3　对情报检索语言和标引自动化的研

究

在 1987 年出版的《情报语言学基础》最后

一章“情报检索计算机化与情报语言学的发

展”中, 张教授根据自己的考察, 综述了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对情报语言学的重大影响[ 19 ]。近

年, 他敏锐地指出, 在计算机检索正在逐步发

展到互联网络阶段的新形势下, 情报语言学研

究的基本课程应是如何使情报检索语言适应

新的检索环境。为此, 他进行了探索。

3. 1　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对应转换是情报检索语

言走向自动化之路

在实现情报检索语言和文献标引自动化

的道路选择上, 张教授明显坚持务实的风格,

也就是注重研究当前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法。基

于他对概念或标识自动转换技术可广泛应用

于文献标引和情报检索的认识[ 20 ] , 论证了自然

语言与人工语言对应转换是情报检索语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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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动化之路的观点[ 21 ]。他认为自动抽词和

自动转换是自动标引的主要内容。自动转换必

须以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对应为前提, 通过

对应表将自然语言转成人工语言。所以, 把分

类表和词表改造成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对

应表, 是情报检索语言走向自动化的必由之

路。
3. 2　《中图法》的自动化

张教授认为,《中图法》应该尽快自动化,

新一版《中图法》就应是一部多功能的电子版

文献分类法[ 22 ]。它应是在《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的基础上编制的, 并要把自然语言对应进

去, 具有自动抽词、自动赋号、自动赋词功能,

可提供分类号、主题词、关键词三种检索途径;

优化《中图法》的检索功能, 可更多地放在电子

版中。如《中图法》的分面化改造, 就可以在电

子版中实现, 但排架分类号可原封不动, 即利

用对应转换技术, 根据类目内容范围划分规

则, 将电子版中组配分类号标引的概念仍对应

到印刷版中原来应入的分类号中去就可以了。

使《中图法》电子版具有自动赋号和自动

赋词的功能, 还必须编制自动抽词词典。但这

种抽词词典可以说是为电子版增加自然语言

与人工语言对应转换功能的副产品, 只需配备

一个汉语自动分词软件就行了。
3. 3　易于实现的自动分类方法

为了探索比自动聚类法更为简单、可靠的

自动分类方法, 张教授仔细研究了基于分类表

结构原理和通常的类目内容范围划分规则的

自动赋号法[ 23 ]。

自动分类必须以自动抽词为前提。中文的

自动抽词必须借助于用词词典, 或用词词典与

非用词词典并用。当然, 开始的时候也可以采

用半自动方式抽词。

以体系分类号法为基础的文献自动分类

需要一种自动分类用分类词表。这种分类词表

是词—分类号双向对应表, 分为分类号—词对

应表和词—分类号对应表两部分。如果使用

《中图法》, 需将《中图法》分类表改造成分面分

类表, 把词对应到相应的分面中, 但原有类目

内容和分类号不需要改变。词—分类号对应表

由分类号—词对应表倒转过来编成的, 按词的

字顺排列。这个表用于对文献自动分类标引。

在自动标引过程中, 将从文献题名中自动

抽出的词通过与词—分类号对应表核对, 赋予

《中图法》的分类号, 建立分类号索引, 提供分

类检索途径。同一题名中的词因为分属于不同

的分面, 其分类号也就有多个, 需要确定一个

主要分类号。可根据通行的分类规划, 将各个

方面定出一个优先次序, 哪个分类号所属分面

在别的分类号所属分面之前, 就确定那个分类

号为主要分类号。如果遇有两个分类号所属分

面并列, 则两个分类号均为主要分类号。

如果以分面分类法为基础的文献自动分

类, 其所用分类词表也分为两部分。但是, 分类

号—词对应表部分的编制极为简单, 只要把从

文献题名中自动抽出的词对应到分面分类表

相应的类目下即可。词—分类号对应表也只要

将分类号—词对应表倒转来就成了。

4　对未来理想情报检索语言的探索

张教授非常重视把握情报检索语言和情

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挖掘研究课题, 解决新

问题。他一直遐想着运用理想语言设计法和结

构功能分析法, 创制一种完全新颖的、能够满

足人们对情报检索语言的绝大部分要求的情

报检索语言结构模式。
4. 1　对未来理想情报检索语言的要求

张教授给这种理想的情报检索语言设想

的结构要求是: 学科聚类系统与事物聚类系统

的结合 (事物聚类也应当有系统性, 字顺序列

可作为进入事物聚类系统的手段) , 先组式语

言与后组式语言的结合, 体系分类法与组配分

类法的结合, 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结合, 号

码标识与语词标识的结合, 系统序列与字顺序

列的结合, 不变概念代码与可变概念体系的结

合。

他给这种情报检索语言提出的功能 (性

能)要求是: 分类法与主题法彻底一体化;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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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情报检索语言对知识进行系统组织和对

自然语言进行规范控制的功能; 用户可十分方

便地进行标引和检索; 概念可不断增补及概念

的代表词可进行更换; 用户区别不出是自然语

言还是人工语言, 而其实是由严密的人工语言

控制; 修订不受已标引文献所牵制, 故分类体

系可逐步完善; 并可以挂接英文索引、分子式

索引等以及可用于机助标引。
4. 2　未来理想情报检索语言的多样性结合

张教授认为, 构成这种理想情报检索语言

性能的原理和方法都已存在, 难题在于找到它

们的结合方案。经过长期的思索, 他找到了达

到上述要求的方案。张教授发表两篇论

文[ 24, 25 ] , 具体描述了他所设计的理想情报检索

语言的原理和方法, 他将这种模式的情报检索

语言命名为“学科—事物概念组配型检索语

言”。

他设计的这种检索语言在本质属性上实

现了多样化的“结合”:

(1) 学科聚类系统与事物聚类系统的结

合。它能够同时提供学科分类系统和事物分类

系统, 两者以“学科—面—点: 事物—面—点”

或“事物—面—点: 学科—面—点”的形式构成

先组式标引句, 既可按学科完全集中文献, 又

可按事物完全集中文献。

(2) 先组式语言与后组式语言的组合, 体

系分类法与组配分类法的结合。这种检索语言

按其本质是一种后组式语言, 但当它采用上述

形式的标引句并将其系统排序时, 就具有了先

组式语言的性能。同时, 在计算机检索系统中,

采用上述形式的标引句, 并不妨碍进行自由组

配检索, 因而它并未丧失后组式语言的性能;

它既是体系分类法, 又是组配分类法。

(3) 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结合。在这种

检索语言中, 检索系统内部用于标引文献的,

既不是分类号, 也不是概念词或自然语言词,

而是用概念代码。分类号、概念词和自然语言

词都与概念代码对应, 作为概念代码的外部形

式, 三者在标引和检索中可任意使用, 通过计

算机与概念代码自动转换。自然语言可大量使

用, 任意增补, 但在系统内部是受到控制的。

(4) 号码标识与语词标识的结合, 系列序

列与字顺序列的结合。在这种检索语言中, 既

使用号码标识 (分类号) , 也使用语词标识 (概

念词和自然语言词) , 两者完全对应, 具有等价

关系。可以同时提供系统序列和字顺序列, 也

即具有分类检索语言和主题检索语言双重特

征。

(5) 不变概念代码与可变概念体系的结

合。设置不变的概念代码是这种检索语言的特

异之处。概念代码是学科和事物概念的登记

号, 它固定不变, 始终与某一概念相对应, 文献

实际上是用这种代码来标引的。这样, 不变的

概念代码是这种语言的主体, 而分类号、概念

词 (代表某个概念的正式词)、自然语言词都与

概念代码相对应, 仅仅是概念代码的索引而

已。概念代码仅在系统内部使用, 标引人员和

检索人员使用的仍是分类号和语词。采取这种

措施, 就使概念分类体系具有了极大的灵活

性, 分类体系的改变与对文献已作的标引无

关, 概念词和自然语言词的字面上的改变也与

对文献已作的标引无关。
4. 3　未来理想情报检索语言的实现方法

这种检索语言的主要实现方法是“分面分

析+ 概念代码+ 概念对应转换+ 数据库技

术”。

它对概念进行分面化处理, 将分面分为学

科面部分和事物面部分, 每一部分再分为第一

层的分面 (学科或事物)和第二层的分面 (学科

的问题或事物的部分)。

该检索语言由多种文档组成。其中, 主文

档设置下列字段: 概念代码 (分 2 个子字段) ;

分类号 (分 4 个子字段) ; 概念词或自然语言

词; 子文档区分号; 临时分类; 轮排标志; 参照

和注释。由主文档生成概念代码索引文档、概

念分类索引文档、概念词索引文档、语词轮排

索引文档。概念分类索引文档、概念词索引文

档、语词轮排索引文档都可用于联机标引, 也

可作为检索途径转入供检索用文档。对词典的

各种修改都在主文档中进行, 修改后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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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索引文档和供检索用的文档。此外, 他还

设计了文献标引数据文档和检索用文档的结

构。

这种情报检索语言模式, 在全国继承现有

情报检索语言成果的基础上, 为下个世纪的情

报检索语言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是一个

创举。即使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主持开发

10 余年的UM L S (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的超

级叙词表 (M etathesau ru s) , 虽然是以概念为

中心, 但作为一个整体, 它主要是为后控制使

用, 没有建立分类体系来实现分类主题一体

化, 概念代码不用于标引[ 26 ]。因此, 没有达到

张教授所设计的理想情报检索语言模式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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