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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章

关于网络信息分类组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摘　要　《中图法》不适于组织网络信息 ,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络信息分类法。编制网络信息分

类法应摒弃以科学分类为依据的原则 ,必须把实用性和易用性放在首位。只有自然语言同人工

语言相结合 ,才能编制出高质量的网络信息分类法。参考文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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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hinese L ibrary Classif ication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organi2
z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 and we should have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put our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ity and usability when compiling such a classifi2
cation. The author also thinks that only by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anguages , can we

draft a high2qua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network information. 3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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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冷落多年的文献分类学如今又热起来了。它

把网络信息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 ,成为图书情

报界研究的一个热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从 1998

～2002 年这 5 年间 ,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性文章有

162 篇。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和交流 ,同仁们在许多方

面达成了共识 ,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同

的意见和看法。现就后一种情况及管见陈述于后 ,

以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讨论。

1 　是改造《中图法》还是另起炉灶
笔者曾撰文指出 ,当前中文搜索引擎的分类体

系存在着归类不够科学 ,序类缺乏逻辑性 ,以及划分

不够严密 ,命名缺乏准确性等问题[1 ] 。许多学者纷

纷发表文章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的学

者认为 ,提高中文搜索引擎分类体系质量的途径 ,首

要的是使用传统的分类法 ,也就是说根据网络信息

资源的特点 ,对传统的分类法加以适当的调整和改

进 ,应用到中文搜索引擎的分类目录中去 [2 ] 。那么 ,

使用哪一种传统的分类法 ? 又如何去改进呢 ? 有学

者认为 ,以《中图法》为基础 ,编制出我国第一部网络

信息分类法 ———《中图法·网络信息分类表》,才是最

佳的选择[3 ]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网络信息分类表

作为《中图法》的一个版本 ,属于改造《中图法》之列。

有的学者指出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对《中图法》

不断进行改造、完善 ,使之满足新的标引和检索需

求 ,是一条十分现实的路子 ,并提出为适应计算机检

索而对《中图法》进行改造的基本思路和要点 [4 ] 。也

有些学者认为 ,如果像一些同仁所言 ,组织力量编出

一部《中国网络信息分类法》,用以取代《中图法》是

不实际的。分析《中图法》组织网络信息的优势与不

足 ,研究其现代化改造之措施 ,尽早出第五版和网络

版 ,恐怕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5 ] 。

但也有一些同仁持不同意见。有人指出 ,现有

文献分类体系与网络信息资源矛盾重重 ,解决这些

问题最好的途径是编制一部有别于文献信息分类法

的《网络信息分类法》[6 ] 。也有人指出 ,网络环境下

传统的文献分类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不适应性 ,建立

新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势在必行 [7 ] 。那么 ,如何建

立新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 ? 新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

又是什么样子呢 ? 石晓华、王春芳撰文指出 :“根据

以上对传统分类法和现有网络分类法优劣长短的分

析 ,我们应该把两者加以改造和利用 ,编制出一部完

善的科学的网络信息分类法。”并提出了编制网络信

息分类法的具体设想[8 ] 。张燕飞老师也撰文指出 :

“对于分类搜索引擎来讲 ,可吸收传统分类法的优异

性能 ,结合网络信息的特点 ,构建一个结构简明、条

理清晰、层次清楚的知识体系”[9 ] 。

笔者认为 ,相对网络信息分类体系而言 ,《中图

法》已经患上了结构庞大、缺乏简明性 ,划分太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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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实用性 ,操作复杂、缺乏易用性 ,体系僵化、缺乏灵

活性 ,单线排列、缺乏多维性等综合顽症 [10 ] ,连标引

物理载体文献都“山重水复疑无路”,而面对海量的

网络信息焉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果像有的学者

所言 ,以《中图法》为主 ,采用《中图法》的体系结构 ,

同时根据网络资源的特点加以调整 [11 ] ,那么 ,以科学

分类为基础的《中图法》,怎样调整才能成为以事物

分类为基础的网络信息分类法 ? 显然此路不通。因

为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像张琪玉教授指出的那

样 :“以图书情报领域使用的传统的文献分类法模式

来改造因特网大众分类法是很难行得通的 (更不可

能用传统的文献分类法来取代其职能) 。”[12 ]如果像

有的学者所言 ,对《中图法》进行大手术 ,变原来的硬

分类体系为软硬结合的分类体系 ,使其重建 [13 ] 。那

么 ,重建后的分类法已不再是《中图法》而是别的什

么分类法了。因为后者较之前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

化 ,是此而不是彼了。

2 　是建立统一大法还是各行其事
目前一些中文搜索引擎分类体系的构建的确十

分粗率 ,其严密性和逻辑性都很差 ,类名措词随意性

大 ,列类五花八门 ,甚至使人无所适从 ,到了无法容

忍的地步[14 ] 。那么 ,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局面呢 ?

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 ? 有学者指出 ,导致这些缺

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设计这些网络信息分类体系的

大多数是一些计算机技术人员 ,他们当中大多数不

具备情报语言学的专业知识 ,不熟悉传统的文献分

类法[15 ] 。也有的学者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搜索

引擎绝大多数采用自编分类体系 ,各行其事 ,因此 ,

建立统一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16 ] 。还有些学者指出 ,用户在查询信息时 ,一般需

要使用多个搜索引擎。但是不同的搜索引擎使用不

同的分类体系 ,而且即使类名相同 ,外延也不一样 ,

势必要求用户熟悉各种搜索引擎的分类体系 ,并且

造成用户理解和运用的困难。因此 ,建立统一的中

文搜索引擎分类体系势在必行 [17 ] 。

但许多专家对“建立统一的中文搜索引擎分类

体系”有异议。有的专家认为 ,我们不可能设计一个

统一的分类体系 ,要求现有的所有搜索引擎抛弃自

己原有的分类体系推倒重来使用这个新体系。这对

于个性化强烈的诸网站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统

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8 ] 。也有的专家认为 ,由于不

同层次、领域、地区的网络用户对检索存在着不同的

要求 ,编制特色各异的分类网络系统是必要的 [19 ] 。

笔者拙见 ,虽然不同的信息网站拥有不同的索

引数据库 ,因而对标引和检索工具的要求也不尽相

同 ,但这也正像不同性质的图书馆收藏着不同性质

的文献一样 ,对分类法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也是照样

统一使用一种分类法 (如《中图法》) 吗 ? 况且要想改

变目前一些中文搜索引擎分类体系各自为政、无所

适从的混乱局面 ,只有走“建立统一的中文搜索引擎

分类体系”这条路子 ,别无选择。那么 ,如果建立“统

一大法”之后各个网站仍然我行我素怎么办 ? 这就

要学习《中图法》宣传、推广的经验了 ,当然最好作为

国家标准加以推行 ,就像《中图法》目前作为国家试

行标准那样。

3 　是强调科学性还是强调实用性
我们在前面曾多次提到目前中文搜索引擎分类

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 ,特别是科学性差的问题尤为

突出 ,于是乎众多学者便不约而同地都把科学性作

为编制网络信息分类法的首要原则而加以强调。有

学者认为 ,制定网络信息分类法的原则之一是以科

学分类为依据[20 ] 。也有的认为 ,与传统分类法一样 ,

网络信息分类也必须具备科学性原则 ,分类体系仍

必须以科学的知识分类为基础 [21 ] 。还有许多学者也

都主张把科学性作为构建网络信息分类法的首要原

则 ,必须加以遵循[22～24 ] 。

但也有一些学者有不同见解。王忠红指出 ,在

网络环境下 ,用户获得信息的方便性和易用性越来

越受到重视[25 ] 。因此 ,史学斌认为 ,编制网络信息分

类法首先应遵循的也是对用户来说的实用性原

则[26 ] 。我国著名的文献分类学家陈树年先生一针见

血地指出 :“分类法是一种工具 ,其实用性是第一位

的。”[27 ]

那么 ,究竟科学性是第一位 ,还是实用性是第一

位的呢 ? 大家应该记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关于我

国图书分类法编制中“三性”(即思想性、科学性、实用

性)原则的讨论 ,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讨论的结果是 :

《中图法》严格按照“三性”原则及其次序来构建自己的

分类体系 ,从而导致《中图法》遗患无穷 ,难以根治。单

就科学性而言 ,由于《中图法》强调“分类体系要符合科

学性的原则 ,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见 :《中图法》第一版

编制说明) ,因此 ,用户想要查询个别语种的话必须按

照语系→语族→语支 →语种的顺序来翻检 ,倘若不知

道要查的语种属于哪个语系、语族、语支的话 ,就无从

下手。除了语言学家又谁能知道吐鲁番语和库车语

属于《中图法》的“H7 印欧语系”→“H795吐火罗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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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 因此 ,王忠红、张涵曾指出 ,传统分类法在用户定

位方面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强调类表的科学性和专业

性 ,忽略类表的易用性 ;另一个是把中介用户—分类

标引人员作为最终用户 ,忽略检索者的需求与利

益[28 ] 。高薇薇、杨丽认为 ,作为一种用概念揭示主题

内容的检索工具 ,如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那么 ,

这种工具就要被改造 ,直至被淘汰。同时又认为 ,《中

图法》是以科学性为标准的 ,网络信息分类是以实用

性为标准的 ,这是前者不能作为后者最佳选择的原因

所在[29 ] 。真可谓一语中的。

4 　是使用自然语言还是使用人工语言
我们知道 ,传统的文献分类法使用的是典型的

人工语言[30 ] ,而网络信息分类法使用的主要是自然

语言[31 ] ,因此有人就认为 ,在网络环境下采用自然语

言检索是发展的大趋势 [32 ] 。也有人认为 ,人工语言

严格的规范性使用户丧失了检索中的自主性和能动

性 ,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因此 ,自然语言是检索

语言发展的必然[33 ] 。

对目前许多研究者根据人工语言不及自然语言

以及计算机技术可以解读一切问题的信念 ,因而断

定“人工语言在网络环境下已不再是有发展前途 ,最

终将被自然语言取而代之 ,因而不具有价值”这一偏

见 ,张琪玉教授指出 :“网络信息检索不能唯一地使

用自然语言 ,也必须使用人工语言。”他又精辟地指

出 :“情报检索用语发展的大趋势 ,是情报检索语言

的自然语言化和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 ,是两

者的初级结合到完全融合的过程。”[34 ]陈晶也指出 :

“改进受控语言的易用化是网络环境下的大势所趋 ,

而对自然语言进行必要的控制也是网络环境下势在

必行的 ,两者的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是情报检索语言

发展的大趋势。”[35 ]

据笔者考察 ,目前的中文搜索引擎分类体系并

没有、也不可能单纯使用自然语言 ,因为有时候自然

语言与人工语言是一致的。问题在于使用自然语言

使人费解、不能表达涵义时 ,而没有改用人工语言。

因此 ,笔者认为 ,在编制网络信息分类法时 ,尽可能

使用生动活泼的自然语言 ,少用死板僵化的人工语

言 ,但在使用自然语言不能明确表达类目的内涵和

外延时 ,才使用人工语言。另外 ,还可设置 Web 页 ,

建立帮助系统 ,列出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对照表 ,以

备网民遇到自然语言不能说明问题时 ,求助于人工

语言。

5 　几点简单的结论
《中图法》不适合用于组织网络信息 ,即使是对

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也不可能取代目前各种自编的网

络信息分类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文通用网络信息分类法是当

务之急 ,是解决目前许多中文搜索引擎分类体系存

在的问题 ,从而提高检索效果的最好措施和唯一途

径。

我们不能再走以科学分类为依据编制传统文献

分类法的老路 ,编制网络信息分类法必须把实用性

和易用性放在第一位。

单纯使用自然语言或单纯使用人工语言都会降

低网络用户的满意度 ,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 ,才能编制出高质量的网络信息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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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进行系统性的调节和控制 ,后果将难以想象。正

因如此 ,笔者坚持认为 ,正如信息技术应用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是国民

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和方向一样 ,将国家信息

法列为法律体系中独立的部门法是社会发展的信

息化大趋势使然 ,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何

况 ,从现行的信息立法实践来看 ,虽然已有的信息

法律规范比较散乱 ,但所调整的对象的性质是相同

的 ,即信息领域里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发生于信

息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不仅量大、面广 ,而且常常

纵横交错、矛盾重重。国家信息法的部门法地位正

是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提

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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