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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的构想

安晓丽

（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　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摘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交叉学科文献日趋增多。冒号组配法在标引交叉学科文献
方面比现有的标引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全面性和表达性、灵活性和动态性、同步性
及机读性。使用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是必要的，为规范使用它，《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在编制说明中应增加其使用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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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门学科如果想向专深化方向发展，必须要借

鉴和迁移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方法，所以学科内部或

学科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渗透和融合，交叉学科

文献便成了分类标引工作中有代表性的一类文献。
如何合理地揭示该类文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

重要问题。

１　对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全面认识

学科，是关于客观世界中特定事物对象的本质

特征和规律的知识体系［１］，即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

研究对象 和 规 律。目 前 我 国 高 校 的 学 科 设 置 情 况

是：１２个学科门类、８０个一级学科和３５８个二级学

科。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学科的发展也到了至

精至纯的程度，这时学科想有新的超越就必须突破

学科间的界限，于是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交叉学科

是指学科门 类 内 部 或 学 科 门 类 之 间 渗 透、融 合、覆

盖或重叠 形 成 的 新 的 边 缘 学 科 或 新 兴 学 科。比 如

数理人口学 是 将 数 学 模 型 和 计 量 统 计 方 法 应 用 到

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交叉学科，有别于传统的

人口学；图书馆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发展进程为

研究对象的 学 科，将 图 书 馆 学 和 史 学 融 合 在 一 起；
社会心理学 是 研 究 社 会 和 个 人 心 理 的 互 逆 性 影 响

及交互作 用 本 身 的 学 科。交 叉 学 科 按 其 发 育 水 平

分为酝酿期、形 成 期 和 成 熟 期；交 叉 学 科 按 其 交 叉

层级分为同级交叉和越级交叉［２］。同级交叉是指同

一级别 学 科 的 交 叉，越 级 交 叉 是 不 同 级 别 学 科 的

交叉。

２　交叉学科文献的分类标引现状及弊端

交叉学科的出现解决了科学中的许多难题，当

今世界重大 原 则 性 科 研 成 果 的 产 生 大 多 是 多 学 科

交叉融合 的 结 果。人 们 对 交 叉 学 科 的 关 注 日 趋 增

多，交叉学科文献在图书馆馆藏资源中也占有越来越

高的比重，这部 分 特 殊 文 献 在《中 国 图 书 馆 分 类 法》
（第五版）（以下简称《中图法》）中有四种处理办法。

２．１　《中图法》主表设置了关于交叉学科的确切
类目

《中图法》作为以学科分类为依据的工具书，主

表除了包括绝大多数单一学科的类目外，还包括一

些已经成熟且有文献保障的交叉学科的类目，比如

“ＴＮ９１１．１电信数学”、“Ｑ９１古生物学”、“ＴＵ１４气

象学 在 建 筑 中 的 应 用”、“Ｕ４６３．６７无 线 电 设 备、电

信设备”、“Ｇ２５０．２５２信息计量学”、“Ｇ４４教育心理

学”等。有关 数 学 和 通 信 工 程 学 科 交 叉 的 文 献、生

物学和地质学交叉的文献、气象学和建筑学交叉的

文献、车辆工 程 和 通 信 工 程 交 叉 的 文 献、图 书 情 报

学和统计学交叉的文献、教育学与心理学交叉的文

献在《中图法》主表中都能找到确切类目。

２．２　学科间的交叉关系通过《中图法》总论复分表
的部分类目得到揭示

总论复分表作为《中图法》的附表之一，揭示了

文献的载 体 类 型、装 帧 形 式 等 形 式 特 征。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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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哲学原理”、“－０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０９历

史”、“－３９信息化建设、新技术的应用”等类目反映

了学科间的交叉关系。“－０２哲 学 原 理”揭 示 了 各

学科与哲学的渗透关系，“－０９历史”揭示了各学科

与史学的渗透关系，“－３９信息化建设、新技术的应

用”揭示了 各 学 科 与 新 兴 技 术 的 渗 透 关 系，那 么 相

关的交 叉 学 科 文 献 可 用 此 复 分 类 目。如《环 境 哲

学：理论与实践》可标引为Ｘ－０２，《船海类专业人力

资源理论与实践研究》可标引为 Ｕ６７５－０５，《舰艇、
重要兵 器 发 展 史》可 标 引 为 Ｕ６７４．７－０９，《Ａｕｔｏ－
ＣＡＤ　２０１１电子与电气设计》可标引为ＴＭ０２－３９。
尽管“－０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 反 映 了 学 科 间 的

关系，但对于 具 体 的 学 科 名 称 却 无 法 揭 示，因 此 无

法实现交叉学科文献的全面标引。

２．３　《中图法》编制说明中提到了关于学科之间的
边缘科学的两种处理方法

当交叉学 科 是 关 于 一 门 学 科 应 用 到 另 一 门 学

科或成为另一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时，一般归入应用

到的学科［３］。如物理考古学是将现代物理方法应用

到考古领域的交叉学科，所以宜入考古学 Ｋ８５４，不

入物理学。这种分法虽然揭示了应用到的学科，但

对被应用的学科无法揭示，因此不够全面。当交叉

学科是关系到两个学科部门时，一般是归入文献重

点论述的 学 科，同 时 在 非 重 点 学 科 编 列 交 替 类［４］。
如有关“革命理论”的文献根据其重点关系归入“Ｄ０
政治理论”下的Ｄ０２，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下设交

替类［Ｂ０３４］；“古 生 物 学”入“生 物 科 学”下 的 Ｑ９１
类，在“地质学”类下设交替类Ｐ５２。

２．４　《中图法》对传记类文献的特殊处理办法
传记类文 献 大 多 记 录 某 学 科 历 代 优 秀 人 物 或

代表人物的 生 平 事 迹、成 长 历 程，可 以 视 作 历 史 和

某学科的交叉文献。对于该类文献，《中图法》将其

集中编列在“历史”类中，同时把科学家传记重复反

映到各有关学科（如“Ｋ８２５人物传记”，该类目下按

学科细分了许多子类目），或者直接分到各学科。
尽管这四 种 方 法 对 交 叉 学 科 这 一 特 殊 文 献 起

到了很重要的揭示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

先，缺少一种容纳所有交叉学科文献的通用方法；其
次，未能从多角度、多方面描述文献的多学科性，不便

读者检索；最后，交替列类繁杂冗长，标引效率不高。

３　借助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的优势

组配是指在标引和检索时，通过类号与类号的

逻辑结合来表达文献内容主题与概念的技术措施，
冒号组配法是借助“：”将两个或更多的学科类目组

成一个新的 复 合 类 号 以 体 现 学 科 的 融 合 和 渗 透 关

系。冒号组 配 法 的 指 导 思 想 来 自 分 面 组 配 式 分 类

法和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冒号分类法。

分面组配法 认 为 复 合 主 题 都 可 分 解 为 若 干 单 元 概

念，同样，也 可 通 过 单 元 概 念 的 组 合 加 以 表 达。冒

号分类法使用的标记符号是“：”。冒号组配法正是

将这些方 法 应 用 到 了 交 叉 学 科 的 揭 示 上。冒 号 组

配法 在 标 引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方 面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优势。

３．１　全面性和表达性
分类标引向着多维全面的方向发展，借助冒号

组配法能够全面揭示交叉学科的特点，充分反映错

综复杂的学 科 新 体 系，使 分 类 法 趋 于 合 理，同 时 提

高了标引能力。冒号组配法具有较强的表达性，可

以表达交叉学科文献囊括的多个学科，且冒号前后

的次序可表达出学科的主次。

３．２　灵活性和动态性
分类标引 的 发 展 趋 势 是 等 级 体 系 列 类 法 和 组

配法相结合，这不仅符合分类理论对自身体系完整

的要求，也适合学科发展的需要。冒号组配法改变

了《中图法》传统的“有什么类目，用什么类目”的静

止局面，通过灵活组配增强了聚类的灵活性和动态

性。既提高了 描 述 复 杂 主 题 的 能 力，又 精 简 了《中

图法》。

３．３　同步性
通过组配表达新产生的交叉学科，有利于与科

学的发 展 保 持 同 步。受 标 引 工 作 者 素 质 和《中 图

法》类目设 置 的 影 响，很 多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得 不 到 有

效的揭示，随 之 检 索 利 用 率 大 打 折 扣，间 接 阻 碍 了

科学知识 的 传 播。使 用 冒 号 组 配 法 可 以 扭 转 这 一

局面。

３．４　机读性
组配法的 容 量 大，其 特 性 适 合 计 算 机 处 理，分

面分类号与深度类名词汇互相连接，在分类检索途

径和主题检索途径都能更有效地利用［４］。同时多个

检索入口可取得检索系统轮排的效能，更适合计算

机检索的需要。

４　借 助 冒 号 组 配 法 标 引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的

实现

冒号组配 法 有 两 大 作 用，其 一 是 集 中 功 能，即

将某一类下 具 有 相 同 特 征 的 文 献 再 按 其 他 标 准 集

中起来，达 到 二 次 聚 类 的 目 的，《中 图 法》中 按 照 注

释要求局部使用组配编号法的４５个类目（其中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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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实质上也属于学科交叉的类目）即体现了冒号

组配法的 集 中 功 能。如“Ｏ２９应 用 数 学”如 愿 将 各

种应用数学集中于此，可用组配编号法。其二是多

维揭示功能，强 调 文 献 描 述 的 全 面 性，对 交 叉 学 科

文献的标引侧重于此。

４．１　使用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的必要性
首先，使用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是由

于科学深入 发 展、学 科 分 支 层 出 不 穷 的 结 果，冒 号

组配与学科发展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５］。拓展性弱

的等级体系 列 类 法 无 法 容 纳 发 展 迅 速 的 交 叉 学 科

及其文献，迫切需要一种通用的方法能简明全面地

揭示学科的交叉关系，冒号组配法的出现正好能解

决这个问题，因此二者实现了完美的匹配。
其次，使 用 冒 号 组 配 法 标 引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是

《中图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列类式结构的《中

图法》，其类目是预先设置好的，因此光靠列举法来

标引发展具 有 不 可 预 知 性 的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不 仅 滞

后，而且顾 此 失 彼。冒 号 组 配 可 以 弥 补 这 些 不 足，
通过类号间的灵活组配表达新主题和新学科，及时

全面地标引了交叉学科文献。
最后，使用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是借

鉴了《中 国 图 书 资 料 分 类 法》（第 四 版）的 做 法。作

为图书情报部门广泛采用的大型检索语言工具书，
《中国图书资料 分 类 法》（第 四 版）在 组 配 方 面 确 实

较为领先，普 遍 采 用 了 组 配 方 法，且 允 许 类 目 间 灵

活地进行自 由 组 配，为 用 户 提 供 更 多、更 新 的 检 索

点。它按照 文 献 内 容 涉 及 的 类 目 间 关 系 的 不 同 规

定了三种 组 配 方 式：联 合 组 配（用“＋”号）、关 联 组

配（用“：”号）和 复 分 组 配，关 联 组 配 即 是 针 对 类 目

之间具有交叉、细分等关系的［６］。借鉴其做法，《中

图法》也可采用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

４．２　冒号组配法标引交叉学科文献的具体使用
规定

冒号组配法作为《中图法》的辅助标引手段，同

复分表一样，需要做出使用规定以方便读者和标引

工作者正 确 利 用。且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本 身 具 有 不 确

定性和随机 性，无 法 在 其 注 释 中 加 以 补 充，最 佳 办

法是在《中 图 法》编 制 说 明 中 做 一 个 统 一 的 冒 号 组

配法的 使 用 规 定。即 在《中 图 法》“第 五 版 编 制 说

明”中的第四大点“修订重点及特色”下补充第７点

“冒号组配法的用法”：涉及到多学科交叉渗透关系

的交叉学科文献可用此方法，标引次序是重要的学

科类目或应用到的学科类目在前，次要的或被应用

到的学科 类 目 在 后。如《汽 车 法 律 法 规》一 书 是 车

辆工程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可标引为“Ｄ９：Ｕ４６”。

４．３　使用冒号组配法后交叉学科文献现行标引方
法的处理

（１）成熟 的 交 叉 学 科 是 指 有 稳 定 的 名 称，有 相

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和科学方 法 体 系。《中 图 法》主 表 对 成 熟 的 交 叉 学

科有确切的 类 目 设 置，这 些 类 目 专 指 度 高，可 继 续

沿用。（２）《中图法》总论复分表中反映学科间交叉

关系的“－０２”“－０５”“－０９”“－３９”类目可删除，以

改变《中 图 法》低 效 冗 长 的 局 面。因 为 冒 号 组 配 法

实现了类目的灵活组配：“－０２”揭示的某学科与哲

学的关系可用“：组 配Ｂ下 的 类 目”替 代，“－０９”揭

示的某学 科 与 历 史 的 关 系 可 用“：组 配 Ｋ 下 的 类

目”，“－３９”揭 示 的 某 学 科 与 新 技 术 的 关 系 可 用 相

关技术类 目 组 配 替 代。（３）使 用 冒 号 组 配 法 后，当

具有交叉关 系 的 两 门 学 科 是 应 用 与 被 应 用 的 关 系

或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时，冒号组配除了首先标引

应用到的学科或重点学科外，还会对被应用到的学

科或非重点学科进行全面描述，以方便读者检索。

５　结束语

尽管使用 冒 号 组 配 法 标 引 交 叉 学 科 文 献 面 临

一些挑战，比 如 提 高 了 标 引 工 作 者 的 工 作 难 度，对

标引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将是个考验；《中图法》也将

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直接影响到馆藏资源的布局

和组织。但 毕 竟 使 用 冒 号 组 配 法 标 引 交 叉 学 科 文

献的优 势 多 于 劣 势，《中 图 法》可 以 做 一 个 小 小 的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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