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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知识的理解方面, 80 年代占主导地

位的是比较形式主义和类似计算机的方法。

进入 90 年代后, 在知识理解领域开始出现了

一种重要的新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知识的社

会的、生态的和面向内容的本质, 它与 80 年

代的主导观点相反。这个观点就是域分析

(dom ain analysis)。

进入 90 年代后, 域分析观点在教育学、

心理学、语言学和科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形成

了一种跨学科趋势。由于上述学科都是与情

报科学关系极为密切的相关学科, 所以, 作为

一种新理论、新方法, 域分析也日益受到情报

科学界的关注, 国外已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

文章。这表明, 情报科学的域分析方法与相关

学科中所发生的变化和趋势是一致的。

域分析方法认为, 为了透彻理解情报科

学中“情报”的概念, 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作

为思维群体或话语群体的知识域。知识组织、

情报语言、情报交流、情报系统及其相关性判

定都是这些群体工作客体的反映, 也是这些

群体在社会中作用的反映。因而, 情报心理、

情报知识、情报需求、情报行为等都应当从这

一观点加以考察。

本文试图把域分析同当代情报科学中的

一些理论与方法, 特别是情报检索的一些理

论与方法进行比较, 从中探讨域分析方法在

情报检索中的应用。

2　统计与概率检索

按相关程度排序文献, 按相似程度聚类

文献, 以构造算法为目标, 检查词语在单篇文

献和文献集合中的分布, 这是统计检索或概

率检索的基本原理, 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

量的实验研究。要想发展这种检索方法, 可以

采用计算机语言技术, 即自然语言处理, 也就

是说, 在分析句法结构和词汇信息的统计文

本分析的基础上, 对词语分布加以补充。然

而, 在所有这样的研究中, 几乎根本没有考虑

到像域和学科这样的一些概念, 而是把一个

词语看成某种具体的东西, 独立于它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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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域。当然,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一

个语法分析程序可能依赖于来自某一特定域

词典的词汇信息, 或者用同形异义词 的辨义

规则予以补充。但是, 后一种方法所面临的是

解释语言的实际问题, 这是因为如果对某一

特定文本的总体信息和目的没有透彻的理

解, 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某一给定言词, 如一个

从句。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词语的含义是由

社会语言劳动的划分决定的, 也就是说, 同一

个词在不同的社会劳动部门 (即不同的思维

和话语群体)可能有不同含义。按照域分析结

构, 词的含义只能从它所出现的上下文中去

理解。例如“黄金”这个词的含义只能通过解

释该词所出现的话语而得到正确理解。“黄

金”至少有如下三种含义: (1) 化学含义, 它

是一种重金属, 不溶于酸和碱; (2) 经济含

义, 常规的经济测量和储备; (3) 小说含义,

与财富、幸福、国王、王后有关。还有哪些词与

词表中“黄金”一词有关, 完全取决于该词表

是做什么用的。通过某一算法用该词检出的

文献是否与某一提问相关, 完全取决于该词

是否有一个或其他含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

释, 对于知识与含义的上下文、会话以及历史

特征, 统计与概率检索方法似乎是茫然的。

人们对统计与概率检索方法已越来越感

到不满意, 尽管在改进这一方法方面已经做

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但可以预料, 这一方法的

检索性能不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3　认知的用户模型化

关于认知的用户模型化的基本假设是:

情报系统应当有一个用户模型 (或他们的情

报需求) , 同时, 应当按照这一模型确定文献。

当然, 在一定情况下, 这种模型化是可能的。

而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阐明知识中的某些特

定先决条件, 并针对这些假定的先决条件来

进行知识的排序。例如, 中小学生不具备获得

众多领域中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从理论上

说, 建立一个供学生使用的情报检索系统是

可能的, 并且已经在像“Cho ice”这样的系统

中实现了。不过, 这个系统从来未宣布过它是

在诸如认知模型化原理基础上建起来的。

丹麦的一个叫做“T he Book Hou se”的

系统就是一个基于画像的供小说检索用的联

机公共存取目录。该系统的界面以及文献的

主题分析都是为了优化画像对组织和表示域

组织的应用, 而以深入研究用户爱好和心理

为基础的[1 ]。

然而, 情报检索的典型域是为科学和专

业活动 (如法律、医学) 中问题的求解而确定

相关文献的域。把一个专业性的医学情报系

统建立在其用户的认识结构上, 这种想法是

危险的!为了使用一个医学情报系统, 用户就

必须获得有关医学、医学理论和医学术语等

必要的知识。用户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的知

识和假设在变化着, 而这些知识和假设都是

在这个域中保持高度同步的作者与读者认知

的组成部分。情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反映这

个域, 而不是个体用户。

情报科学研究中的精神论方法, 主张通

过研究用户的行为或想法, 可以找出情报科

学的一些隐含的原理、定律或规律, 并用于情

报系统的设计。这就是说, 情报系统应当反映

用户对知识和情报的主观感知, 而不是有助

于用户知识发展的客观现实。然而, 问题在

于, 用户有关情报源和检索策略等的知识往

往是不全面的和有缺欠的, 因此, 为情报系统

设计提供依据的不应当是用户, 而应当是情

报专家。当然, 为了帮助用户提高自己的行为

质量, 研究他们的不全面或有缺欠的行为也

是有用的; 不过, 这是根据情报科学原理来对

那些行为进行判断, 与精神论方法研究情报

用户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由此可见, 情报系

统用户有自己的感知, 而这种感知与当代科

学感知又是不一致的, 所以, 他们不应成为情

报系统设计的认知权威, 认知主义方法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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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系统对用户友好, 主张情报科学原理与

数据库内容无关, 或与其客体分类无关, 而与

情报系统的用户界面有关。但是, 与情报系统

用户的知识相比, 知识理论中的问题更加基

本, 因为用户无法表达他们还没有想到的需

求。可以得出结论: 精神论和认知主义是矛盾

的; 应当承认, 认知的用户模型化研究已经不

能超出其原型阶段。

4　专家中介系统

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是计算机科学中的

子域和方法, 对情报科学的许多研究者也有

启发, 因而也成为情报科学中的一种方法。但

是, 一般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程序过于乐

观, 它们只是以对知识的某些相当原始的感

知为基础。

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是在 50 年代中后期

开始的。那时, 人们把人脑看成计算机, 并研

究了人脑的天生程序。人们的愿望是把人的

推理变成一种演算, 因为推理无非就是命题

的演算, 所以人们按照一些独立于内容的逻

辑来进行推理研究。其结果是, 引导推理的是

任务的内容, 而不是任务的形式结构, 内容是

决定的。于是,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个体心理

状态看成社会构成物, 而不再把人脑的机器

和程序看成与社会文化背景隔离。与此相适

应, 70 和 80 年代出现了依赖于内容的推理

的种种迹象。但是在结构与内容之间, 在相关

情报无关情报之间, 不能做出简单的唯一的

划分。因此, 就一个域的推理而言, 相关结构

需要特定域理论, 进而,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

果人的推理是对特定环境 (包括社会环境)的

一种适应的话, 那么, 作为对重要现时环境结

构适应的推理机制的生态学分析, 作为对重

要现时环境结构适应的推理机制的进化论分

析, 以及作为对重要过去环境结构适应的推

理机制的进化论分析, 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对人工智能运行的某些前提的上述分

析中, 我们对以下情况就不难理解: 从 80 年

代后期开始,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第五代计

算机等的一般程序陷入极大的困难, 并且明

显地萧条下去, 但没有停止。

除了人工智能的一般程序遇到的困难以

外, 事实上, 情报检索似乎特别不适合这种系

统。H. M. B rook s 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种种

原因, 对于某一专家系统应用来说, 情报检索

似乎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域。这是一个既没

有界定好又不是狭窄或相似的域。打算建立

一个进行智能检索的专家系统, 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行不通的”[2 ]。D. R. Sw an son 认为, 沿

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情报科学已经开始寻找

梦幻目标[3 ]。

在一般的人工智能程序和情报检索专家

中介方法中, 也对域知识产生了某些兴趣, 如

结合了某种特定用户域知识的情报检索系统

I3R [4 ]。此外, L. M. Fu [5 ]以及 J. M. V lissides

和M. A. L in ton [6 ]等人也讨论了如何使域知

识模型化的问题。在 I3R 系统中, 询问用户该

域中的概念和关系, 并在用户知识的基础上,

逐步编出一个词表。可以认为, 这表示了构造

某一特定学科域词表的一种渐进的实用的方

法, 这一方法不必说明系统建立当时知识库

中的全部概念关系, 尽管在与用户交互前指

定某些关系是有用的, 而这些关系为该系统

提供了至少是初步的域知识手段。

在域知识的人工智能方法中, 对知识或

语言的哲学或社会学的兴趣很小。当然, 也有

例外[7 ]。一般地说, 如果可能就包括某些域知

识。关于如何最好地表示域知识的较宽理论

现在还很缺少。最经常的是把单个用户或课

本看作认知权威。

把一个用户或课本当作权威的倾向体现

出计算机科学与图书馆和情报科学之间的一

个区别。计算机科学主要关心找出可以实现

自动化的问题。如为了编出实行医疗诊断和

分析化验的一个基于知识的程序, 就要查阅

医学方面的课本。重点在一致性上, 还必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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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课本之间的差别。即使要冒平凡的风险, 也

必须要保证知识是稳定不变的。相反, 图书馆

与情报科学关心的是向潜在用户交流最相关

和最恰当的知识。从这一观点出发, 考虑课本

的唯一性和每个课本的局限性是非常重要

的。根本兴趣不在如何使某些多少有点平凡

的工作实现自动化, 而是提供高度选择的和

相关的知识, 这些知识要向用户提供对某一

给定学科理论、课题和方法的尽可能全面的

看法, 使用户能够得到通报并根据他们的需

求加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知识不应当是稳

定不变和容易公式化的, 而应当是容易形成

文献的和多侧面的。当数学成为计算机科学

的一个最重要边缘学科时, 能够提供更一般

知识的史学和哲学便成为图书馆与情报科学

的一个最重要边缘学科。因此计算机科学和

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在某一给定域的重点同起

点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现有的专家中介系统 (如 I3R ) 中, 域

知识作为一个要素、作为许多其他专家 (如用

户模型构建者、提问模型构建者和浏览专家

等) 之间的一个专家而被包括进去。但问题

是, 如果没有特别考虑到这些其他专家所起

作用的域的话,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进

行设计?至今为止, 阐明域知识和情报科学中

一般的情报检索知识之间的交互问题的研究

还很少。然而, 专家中介系统的方法对这类问

题是个启发, 这个启发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

的成就。

5　超文本系统

情报检索的许多研究者对超文本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他们把超文本看成最富有成效

的方法, 这一结论是在评价情报科学不同趋

势后得出的。大多数人认为, 超文本的理论形

成 可 以 回 溯 到 1945 年, 当 时 V annevar

Bu sch 提出M EM EX 机的想法, 其基础是文

献或款目之间的关联节。作为一种情报检索

方法, 这一想法一直被耽搁, 直到 80 年代它

才成为主要趋势。

应当承认, 超文本是一个迷人的研究领

域和一种有前途的技术。但它仅仅是一种技

术, 而不能取代像域分析这样的理论方法。然

而, 一种理论方法却可以阐明一种技术及其

可能性。W. B. R ayw ard 对某些理论观点做

了最重要的分析, 这一分析能把超文本纳入

与本文的设想有密切关系的理论框架。与大

多数人相反, 他认为超文本的想法甚至倒退

到 1945 年以前, 可以追溯到 Pau l O tlet, 这

是一位文献工作进而也是情报科学奠基人。

而 Pau l O tlet 的某些基本想法被 R ayw ard

说成是“一种过时的范式: 19 世纪实证主

义”[8 ]。O tlet 所关心的是客观知识, 而客观知

识既包含在文献中, 又被文献所隐蔽。他的知

识观点是实证主义的和过于简单化的, 分析

和组织文献内容只是使某些过程固定不变。

在他看来, 我们必须关心的那个文献内容问

题都是事实, 而事实几乎无处不有。乍看起

来,O t let 所说的与对用现代批评理论理解超

文本感兴趣的其他人所阐述的之间有着惊人

的反差。但当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 这一差

别使我们更加密切地注视: 现代超文本系统

的某些描写 (尤其是以其雄伟的理论的“宏文

本”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在说些什么。尽管修

辞华丽 (这已深深地嵌入对某些超文本系统

的描写中) , 是不是还有被称之为 19 世纪实

证主义“剩余物”的东西呢?

超文本中有关知识表示的另一个问题是

知识的模块性, 它在超文本中是起关键作用

的。插入新知识是否容易? 修改旧知识是否

容易? 图书是否可以模块化? 这要视具体情

况而定。如果从一本有许多相互参照的结构

严谨的书中删去一章的话, 该书的其余部分

实际上就变得不可理解了。这就好像从一个

蜘蛛网上拉出一条线, 其结果是毁掉整个蜘

蛛网。相反, 有些书的章节是独立的, 因而它

们具有模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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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的实证主义观点由孤立的模块或

组件构成时, 这种观点就与辨证法和科学范

式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然而, 知识是一个文化

统一体, 像万花筒式地不断改变着它的模型。

新知识的出现修改了知识整体的结构, 因此

知识没有固定的秩序, 模型每时每刻都是新

的, 给人诗一样的想象。

域分析方法关心知识的实质、它可能的模

块性以及话语中文本的自律性和清晰性。如上

所述, 已经证明, 有关知识的理论 (如实证主

义)对情报系统 (如超文本系统)的设计的确具

有重要影响。当然, 仅仅维持在知识是模块的

或不是模块的这一水平上还是不够的。为了在

不同域或不同种类知识 (如经验知识和理论知

识) 确定模块性的质量和数量, 还必须进行某

些研究。对不同域中的超文本系统和不同类型

的知识进行实验研究, 应当能够确定有关知识

的相对模块性的比较具体的知识, 而这一切都

是建立在设想研究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只

是遵循纯技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

尽管事实上超文本数据库可允许新的机

会, 但在这个新技术中仍有许多情报检索的

人文科学问题。你仍然会遇到下面这类问题:

使用受控词汇还是非控词汇, 概念间是否有

等级结构, 应当把什么优先权给予基于引文

的关系和其它类型的关系 (如叙词、自由文本

关系等)。超文本是一种新技术。允许用新方

法组织文献及其部分, 但它不是情报检索中

人文科学问题 (如不同主题存取点的情报价

值)的理论方法。可见在某种程度上, 把超文

本看作情报科学中新的理论方法是一种误

解。总之, 超文本是一种技术, 对于修补情报

科学中的人文科学问题来说, 它确是一片肥

沃的土壤。

6　引文检索

启发情报检索中更多研究的一种关系是

基于引文的检索技术。基于引文的检索利用

文本之间的一种网络关系, 在不同文本中相

似的作者或参考文献在这些关系中起到节点

作用, 这些节点在检索过程中动态地互联到

文本网络上, 情报科学的核心问题是提供某

些理论背景, 从这一背景出发, 在所有这些可

能的联系和关系之中作出选择, 这种可能性

则是无限的。如果向用户提供一个系统, 而这

个系统在没有给出主要联系的选择的情况下

就有过多的可能性, 那么, 就会使用户的负担

过重, 这个系统就是低效的了。能够提供这种

理论框架的正是情报科学的域方法。

7　结论

以上我们对照情报科学中其它当代理

论、范式和方法, 对域方法进行了讨论。情报

检索研究中的传统方法没有注意到各种知识

域里的区别, 也没有注意到诸如学科、研究群

体、话语群体、历史文化观点等概念似乎起到

各种作用。就这些概念和问题而言, 这些理论

是空洞的, 它们含蓄地把这一点看成是无关

的或无形的。这种对知识、知识发展和研究群

体等概念的缺乏跟一定的知识观点有关。把

知识理解成独立的模块, 这是一种实证主义

或理性主义, 而其反面, 则是更加生态的、整

体的理论基础上的认识论观点。

情报科学的发展受到其它相关学科的影

响, 如认识科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计

算机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但是, 这些影响

都是间接的。例如,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

的重要趋势改变了情报科学同哲学的关系。

也就是说, 当像解释学这样比较软的哲学被

计算机科学这样比较硬的科学所接受时, 在

情报科学中就产生了对解释学的越来越大的

兴趣。情报科学的许多研究者正在关注 解释

学, 以求从中得到答案。毫无疑问, 解释学可

以为情报科学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有价值的

看法。问题是解释学是否充分。就情报科学

中的问题而言, 也应当对科学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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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期刊群。

(3) 第三子系统由《图书馆建设》、《图书

馆理论与实践》、《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

书馆学报》、《图书馆》和《四川图书馆学报》构

成。

( 4) 第四子系统由《图书馆》为中点, 和

《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杂志》、《四川图

书馆学报》、《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研究》

组成一个互引网。

(5)《图书馆杂志》与《中国图书馆学

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和《图书馆

建设》相互联接, 构成第五个子系统。

除此之外, 从图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是两个悬

挂点, 也即它们和其它期刊联系不够紧密。

这是从一个仅用 9 种期刊、5 年互引量

的互引系统所得到的模型和分析结果, 即使

这样它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它给我们指

出了在大样本条件下分析的方法及可能性,

对于剖析互引系统的结构和对互引现象的进

一步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给出了一个有

效的算法及其理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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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社会构成主义等在情报科学中应

用的可能性进行研究。总之, 这些哲学上的差

别构成了域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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