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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人们普遍认识到知识整序的必要

性。在古代, 图书馆员和哲学家被排斥在知识

整序领域之外。后来, 百科全书的作者和教育

家开始从事这项活动。接着, 文献学家和情报

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再后来, 术语学家也

开始参与这件事[1 ]。现在, 人工智能的代表和

专家系统的生产者、超媒体专家以及教育界

同行也对运用知识组织的方法产生了浓厚兴

趣。

当分类系统及其词语产物——叙词表仍

在被图书馆员和情报学家有效使用时, 应该

说, 他们对代表最新技术的这些工具的认识

还相当肤浅。也许, 他们认为, 借助于一致理

论或具有普遍应用原则的整序系统是很难捕

获知识的。

目前, ISKO (国际知识组织学会) 正致力

于这方面的工作, 并且表示, 在过去几十年分

类法和叙词法研究中所发展起来的理论基础

完全可以用于各种知识组织和表示各种一般

的和特殊的系统。

知识组织的理论基础是: 对知识进行的

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在知识单元的基础上,

而知识单元无非就是概念。概念由概念元素

组成, 概念元素也叫概念特征。确切地说, 这

是一些因素, 依靠这些因素, 可以构建概念系

统 (分类系统就是这样的概念系统)。知识不

能靠自己组织和表示, 除非用知识单元及许

多词语或句子的可能组合来表示。这种观点

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反映[2, 3 ] , 也许与阮冈纳

赞的分面分类理论有关。就这一理论背景的

知识而言, 可能很容易地构建再现性分类系

统或分面叙词表, 并且便于与术语学领域的

同行们进行非常必要的合作。

因此, 我们这里所面临的是许多世纪以

来汇集、深化和日益成熟的大量知识, 而这些

知识只有在今天才被认为是独立的知识领

域, 这些领域必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恰当

位置, 并且要求在科学系统中也这样反映。

70 年前, H. E. B liss 在《知识的组织和科

学的系统》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现在似乎正

成为所有人的一种计划: 透彻理解这种知识

的合力及其人类未来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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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

自 1974 年起,《国际分类法》杂志就开始

刊登有关文献的最新书目, 该杂志的副刊名

为“致力于概念理论、系统术语学和知识组

织”, 这表明, 该刊的范围正越来越多地超出

“分类”这个词所表达的范围。的确, 这已经包

括了我们认为应该属于知识组织领域的所有

书目, 而且还常常带有摘要。这些书目来自大

约 300 种杂志以及有关的专著和会议录, 涉

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如情报科学 (包括档案

学、图书馆学、一般文献工作、数据与博物馆

文献工作) , 计算机科学ö信息学 (包括程序设

计、联机技术、人工智能、专家系统) , 语言学

与术语学, 系统研究等。

1993 年《国际分类法》杂志改名为《知识

组织》, 当时, 没有必要再改变或扩大其书目

范围。《知识组织文献分类系统》的一级类目

和二级类目如表 1 所示:

表 1　知识组织文献分类系统 (大纲) [4 ]

　　0　形式部类

01　书目

02　文献评论

03　词典与术语

04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

05　期刊与连续出版物

06　会议报告与会议录

07　教科书

08　其它专著

09　标准

1　知识组织的理论基础及一般问题

11　整序与知识组织

12　知识组织中的概念学

13　知识组织中的数学

14　系统论与知识组织

15　心理学与知识组织

16　科学与知识组织

17　知识组织中的问题

18　分类法研究

19　知识组织历史

2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结构与构造

21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一般问题

22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的结构及元素

23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构造

24　关系

25　数字分类学

26　标记代码

27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维护、更新和存储

28　标引语言之间的兼容性和一致性

29　分类系统与叙词表评价

3　分类与标引 (数学)

31　分类与标引理论

32　主题分析

33　分类与标引技术

34　自动分类与标引

35　手工与自动排序

36　编码

37　重新分类

38　索引生成与程序

39　分类与标引评价

4　通用分类系统与叙词表

41　通用系统一般问题

42　国际十进分类法 (UDC)

43　杜威十进分类法 (DDC)

44　L C 分类法与L C 标题表

45　布利斯书目分类法

46　冒号分类法

47　图书馆书目分类法

48　其它通用分类系统与叙词表

49　 (暂空)

5　特殊对象分类系统 (分类学)

51　形式与结构

52　能源与材料

53　宇宙与地质

54　生物

55　人类

56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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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经济与技术

58　科学与信息

59　文化

6　特殊主题分类系统与叙词表

61　形式与结构

62　能源与材料

63　宇宙与地质

64　生物

65　人类

66　社会

67　经济与技术

68　科学与信息

69　文化

7　语言与术语的知识表示

71　自然语言与知识组织关系一般问题

72　语义学

73　自动语言处理

74　语法问题

75　联机检索系统与技术

76　专业词汇与词典问题

77　术语学问题

78　面向主题的术语工作

79　多语种系统与翻译问题

8　应用分类与标引

81　一般问题、目录、规则、索引

82　数据分类与标引

83　题名分类与标引

84　一次文献分类与标引 (85 除外)

85　图书 (书后)分类与标引

86　二次文献分类与标引

87　非书资料分类与标引

88　主题领域的分类与标引

89　特定语言的分类与标引

9　知识组织环境

91　职业与组织的一般问题及机构

92　知识组织中的个人与机构

93　国家和国际分类与标引组织

94　 (暂空)

95　知识组织的教育与培训

96　法律问题

97　知识组织中的经济问题

98　用户研究

99　知识组织工作标准化

　　一级类目 0 是指文献的形式; 1～ 3 是知

识组织的构成; 4～ 6 是知识组织的应用; 7～

9 是影响、应用和环境。其中, 7 是来自用语言

和术语表示知识的外部影响, 8 是分类与标

引对不同数据、语句 (题名)、文献的应用, 9

是把特定领域知识带到“外部”。

二级类目下又划分出三级类目, 详见参

考文献[ 1 ]。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分面分类表,

几乎可用于各个主题领域, 同时也容易记忆。

《知识组织文献分类系统》(前名《分类文

献分类表》——CL C) 已经作为《国际分类与

标引书目》的结构。该书目于 1982～ 1985 年

出版, 反映了 1950～ 1982 年间的文献。到目

前为止, 已经出版了 1～ 3 卷, 包括 0～ 3 组文

献; 4～ 5 卷正在出版中[5 ] , 包括 4～ 6 和 7～ 9

组文献。

在知识组织文献分类系统的许多位置

上, 与知识领域的通用分类系统建立了联系,

这个通用分类系统叫做“信息编码分类表”

( ICC) , 分成 0～ 9 共 10 个一级类目, 如表 2

所示。它们可以出现在知识组织文献分类系

统中的某些类目, 比如, 类目 5、6、78、82、88

以及以 8 结尾的子类的许多其他位置。

表 2　信息编码分类表[6 ]

　　0　一般形式概念

01　理论与原则

02　物体与部件

03　活动

04　性质与特征

05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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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机构

07　技术生产

08　应用与限定

09　合成与分布

1　形式与结构领域

11　逻辑

12　数学

13　统计学

14　系统论

15　组织学与技术

16　计量学

17　控制论 (控制与自动化)

18　标准化

19　测试与检验

2　能源与材料领域

21　力学

22　物理学与物质

23　普通物理学与技术物理学

24　电子学

25　物理化学

26　理论化学

27　化学技术与工程

28　能源科学与技术

29　电力工程

3　宇宙与地质领域

31　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32　航空与航天研究

33　基础地学

34　大气科学与气象学

35　海水与海洋学

36　地质科学

37　矿业

38　材料科学与冶金学

39　地理学

4　生物领域

41　基础生物科学

42　微生物学与培养

43　植物生物学与栽培

44　动物生物学与饲养

45　畜牧科学

46　农业与园艺学

47　林业与木材科学技术

48　食品科学与技术

49　生态学与环境科学技术

5　人类领域

51　人类生物学

52　卫生学与理论医学

53　病理学与专门医学

54　临床医学与自然治疗

55　心理学

56　教育学

57　职业、劳动与休闲

58　运动与娱乐

59　家务与家庭生活

6　社会领域

61　社会学

62　国家与政治

63　行政管理

64　财政金融

65　社会援助与社会政治

66　法律

67　地区规划与城市学

68　军事科学与技术

69　历史

7　经济与技术生产领域

71　一般经济学与国民经济

72　企业管理

73　技术与一般工程

74　机械工程

75　建筑

76　商品学与技术

77　车辆科学与技术

78　运输技术与服务

79　服务经济学

8　科学与信息领域

81　科学学

82　信息科学

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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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信息一般问题

85　通信科学与技术

86　大众传播学

87　印刷与出版

88　通信工程

89　符号学

9　人文与文化领域

91　语言学

92　文学与语文学

93　音乐

94　美术

95　表演艺术与戏剧

96　文化科学 (人类文化学等)

97　哲学

98　非基督教与神秘学说

99　基督教与神学

　　“信息编码分类表”也划分到第 3 个层

次。

知识组织的研究领域也可从 ISKO 历届

大会的会议主题和会议论文的题目中得到进

一步的理解, 因为这些都是该领域中活跃人

物的理解, 具有参考价值。第 1 届国际 ISKO

大会的主题是“知识组织工具与人类交往”

(1990 年, 德国达姆斯特塔) ; 第 2 届是“知识

组织与认知范式”(1992 年, 印度马德里斯) ;

第 3 届是“知识组织与质量控制”(1994 年,

丹麦哥本哈根) ; 第 4 届是“知识组织与变革”

(1996 年, 美国华盛顿)。此外, 还有地区性会

议以及 ISKO 各国分部举行的学术会议。这

些会议之后都编印和出版了会议录。

2　知识组织的发展策略

到目前为止, 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员和情

报人员的特定研究领域, 该领域可以成为以

下 3 大用户群所必须学习掌握的方法:

(1) 愿意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采取有意

识方法的人们。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说, 知识组

织的知识应当作为一门课程讲授, 这无论在

什么地方都应当是可行的。我们确信, 就知识

组织的知识而言, 大学生得到方法的装备, 自

如地去组织他们自己的学习以及未来的职

业, 这比迄今为止的其它做法都好得多。

(2) 学习教育学的学生。采用非常特殊

的方法, 向他们讲授知识组织, 这对他们的未

来职业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 采用最

优方法把他们的教育资料传递给他们未来的

学生。现在, 这一工作在德国大学的教学法研

究所已经开始了[7 ]。

(3) 所有协助政治、工业和社会领导者

的人都应当掌握。

不过, 上述所有相关人员运用知识组织

方法都有待于采取某些措施, 而这些措施是

为考虑知识组织和开展知识组织活动提出来

的, 这些措施应当包括:

( 1) 进一步发挥 ISKO 成员的作用。

ISKO 已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分部, 到

目前为止, 世界上已有 43 个国家或地区加入

了这个组织, 还应当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或

地区的 ISKO 成员现在大约有 400 人, 成员

也应当进一步扩大。加强该组织的活动, 为共

同的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 编写材料。知识组织的教材应当包

括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 也要涉及特定学

科领域里的知识组织, 如果有可能的话, 翻译

成世界几种主要语言。

(3) 培训教师。应当在大学建立培训学

院或举办讲座, 在国家、地区和国际 3 个层次

上培训未来的知识组织教师。

(4) 学术会议。应当针对知识组织领域

的最新课题, 定期举办学术会议, 出版会议

录, 并且力争让 ISKO 每个成员都能得到该

领域自己感兴趣的最新会议论文。

(5) 最新研究。应当建立研究中心, 并同

术语学家合作 (如借助于维也纳的 IN 2
FO T ERM ) , 确认新概念、它们的术语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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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术语之间的关系, 保持叙词表和分类系

统稳定地更新, 并用适当的方法出版这些结

果。1988 年, UN ESCO 出版的术语集《 IN 2
T ERCOCTA 手册: 国际社会科学术语百科

全书》就属于这项工作。

(6) 转换中心。应当建立特殊分类系统

和一般分类系统之间的转换中心, 作为概念

系统的协调中心, 以便于交换现有概念和新

概念。这种中心也可建立 6 种现有通用分类

系统之间的兼容。

(7) 知识组织领域同行调查。人名录不

仅要包括 ISKO 成员, 而且也包括致力于知

识组织领域工作的所有人, 应当定期出版。

(8) 最新情报。知识组织领域中的杂志、

简讯和连续出版物应当发表该领域所进行的

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结果, 并向同行传播。

(9) 知识组织概念系统。相关文献的分

类系统带有类似叙词表索引, 应当便于该领

域的最新调查, 特别要便于必要的检索。

(10) 最新文献调查。出版知识组织各种

相关文献的最新书目。

3　结论

一般认为, 信息是活动中的知识, 同时,

知识是经过整序和提炼的信息。我们生活在

信息泛滥的世界, 这个世界急需把信息整序、

提炼成可以获取和利用的知识, 不仅包括个

人知识, 也包括人际的、客观的和公共的知

识。

知识组织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分类

系统和叙词表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然

而, 对知识组织的研究已经引起人工智能、专

家系统、超媒体、术语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关

注, 因为知识组织所研究的最小单元是概念

及其词语表达。

知识组织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这可以

从知识组织文献分类系统反映出来, 该系统

又可以与信息编码分类表联系起来。

知识组织不但是图书馆员和情报人员的

特定研究领域, 而且还可以成为其他用户所

需要的方法。在知识组织研究领域中, 仍有许

多工作要做, 开展这些工作都是可能的。目

前, ISKO 的规模还比较小, 我们每个人都应

当为共同的目标而积极工作, 直到得出某些

结果。

在我国, 知识组织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议将中国图书馆学会下设的与分类、标引

等有关的专业研究委员会, 适当调整为知识

组织专业研究委员会, 扩大其外延, 进一步发

展内涵, 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在高等院校

图书馆学专业和信息管理专业以及档案学专

业开设知识组织课程, 至少可在研究生中开

设; 出版知识组织方面的专著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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