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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梳理孟连生先生在资源建设与文献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成果，回顾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实践经历，展

现老一辈图情学人的奋斗及探索精神。［方法 /过程］运用文献调研法结合人物访谈对先生的研究成果、工作手稿

加以分析，从资源建设与信息检索两个方面进行总结。［结果 /结论］先生的研究博采众长，不仅有丰富的理论研

究成果，更有充实的中国科学院及 NSTL 数据库建设实践经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先生探索了信息检索、数

字资源服务于用户的特征及方式，丰富了资源建设与信息检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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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前数字化时代，印度图书馆学者阮冈纳赞就指

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The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 。作为一种机构的图书馆确实是一

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是由藏书、读者和馆员三个

生长着的有机部分构成的集合体。而且，图书馆的藏

书应该是为了用的，每一种图书都应该有它的读者。

在数字化时代，图书馆资源体系更为丰富，资源类型与

品种大幅增加，数字化资源和非数字化资源相互依托、

目标一致地满足着用户的各类信息需求。若想发挥图

书馆作为文化知识机构所承担的传承人类文明的神圣

职责，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

做好资源建设与检索揭示工作。一方面，资源体系要

建设的更为完善; 另一方面，支撑资源发现与利用的信

息检索能力要更为精准、高效。为此，孟连生先生( 以

下简称先生) 在多年的图情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十

分重视将资源建设与信息检索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对

待，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与建设成果。

2 资源建设与信息检索理论方面的探索

2． 1 注重理论探索，规划事业发展

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探索文献数据库

建设技术，80 年代后期汉字编码诞生后，计算机处理

汉字的问题得以解决，中文文献数据库开始登上历史

舞台。经过大约 10 年的发展，我国的文献数据库建设

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呈现出勃勃发展生机。先生

在《简评 90 年代中国文献数据库建设》( 1999) 一文中

写到，“企业化管理使数据库建设充满生机，商业化经

营使数据库市场逐步形成，文摘型文献数据库日臻成

熟，光盘版数据库产品丰富多彩，网络化联机检索系统

发展迅速，全文文献数据库异军突起，科学评价性文献

数据库各具特色。”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事业当时的发

展情况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中国的几大全文数据库创

立的初期，先生与学生一起对互联网上三大中文期刊

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和检索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表了《互联网上三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

究》( 2002) 文章，通过实际检索试验，客观分析了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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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各自的优势与不足，论述了数据库产品合理定

位的重要性。

在中国的文献数据库研制与建设工作中，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都是主要

参与机构，在许多方面起到了开拓和引领作用。先生

不仅是这段发展历程的重要参与者，推进了多项创新

性工作的发展，而且也十分注重撰写文章，反映其中一

些重要事件的发展进程。他先后独自或合作发表了

Document Database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1990’s———A

Ｒeview ( 2000) 、《论 文 献 信 息 资 源 的 数 字 化 建 设》

( 2001) 、《NSTL 文献信息加工 10 年概述》( 2010) 、《建

设 国 际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拓 展 NSTL 服 务 内 涵》

( 2010) 、《NSTL 联合数据加工系统的功能框架设计》

( 2011) 、《数值型数据库建设研究———以冶金行业数

值型数据库建设为例》( 2016 ) 等文章。这些文字记述

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乃至中国整个图书情报界

在文献数据库建设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后人了解

和研究中国文献信息数字化建设的创业阶段，一些主

要科技文献数据库产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

先生还十分关注国际上在文献资源与文献数据库

建设方面的发展情况，介绍国外在本领域的一些主要

技术方法和管理措施，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主要有

《联机 发 展 史》( 1987) 、《图 书 馆 用 光 盘 情 报 产 品》

( 1991) 、《为未来保存历史———澳大利亚网络资源档

案 PANDOＲA 介绍》( 2006) 、《印度的信息资源开放获

取活动及启示》( 2006) 、《澳大利亚国家学位论文数据

库建设与服务模式及对我们的启示》( 2007) 等。

90 年代，先生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九五”和“十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2000 年，先生

在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期间，

参与起草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知识创新建设

方案”和“中国科学院数字图书馆建设方案”。2001

年，参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建设方案

的制定和实施的前期准备工作。2000 年，先生兼职到

NSTL 工作，当年参与起草“国家 科 技 图 书 文 献 中 心

‘十五’发展计划”。2001 至 2002 年作为课题组长，组

织完成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模式研究”课题调

研。2004 年，参与起草( 科技部) “科技文献信息资源

与服务平台建设发展规划”，参与起草“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中长期发展规划”。2009 年，受科技部委托，参与

组织撰写了( 科技部) “国家科技文献服务‘十二五’发

展规划研究报告”。参与 NSTL 课题“国家科技文献战

略保障体系的定位与作用”的调研与报告起草工作，参

与完成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十二五’发展规

划”的制订工作。在这些重要的材料之中，都将资源建

设和文献信息检索系统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强

调它们对于信息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宏观指导作用。自 2005 年 10 月起先生任“中

国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委员。先

生认为随着全文文献数据库数量的日益增多，博硕士

论文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2005 年在与学生合作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国家要在政

策支持、技术支撑、资源基础及实践经验等调研分析的

基础上，进行博硕士学位论文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的建议［1］。随着数字资源的增长，为了方便用户的检

索，数字信息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凸显，先生认为在整合

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合理规划学科领域，采用新的标准

和技术，建立开放整合机制，注重动态链接资源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2011 年，先生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

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

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范”的组织和调研工作，项

目采用国际先进的知识组织技术和方法，为我国外文

科技文献信息的组织和利用提供支撑，对于提升我国

科技文献信息机构的知识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2 编著图书教材 推进知识传播

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科技文献信息检索工作的发

展，先生主持或参与编制了多种文献信息检索工具，载

体形式既有传统的纸质检索工具，也有现代数字化的

信息检索系统。在积极推进各类型文献数据库建设的

同时，先生也高度重视对文献检索方法与检索工具的

推广应用工作，在科技信息检索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主持或参与编著了多部科技文献信息检索与学科

信息资源指南的教学用书，载体形式既有印刷版也有

光盘版，形成系统化知识，深入介绍科学文献资源查询

的基础知识、检索策略，以及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信

息检索工具。

早年先生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

《文献情报检索》( 1990 ) 的编写工作，参与编辑了《国

内外主要科技检索刊物与数据库汇编》( 1991 )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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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完成了《信息溯源———国内外科技文献和网上科技

信息检索实用指南》光盘的制作( 2000 ) 。之后又主编

了《科技文献信息溯源———科技文献信息检索教程与

学科资源实用指南》( 2006 ) 研究生教材。在该教材

中，先生设置了上下两篇内容。上篇主要阐述信息与

信息检索的基本概念、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点、信息检

索的方法与策略、信息获取的途径与方式以及国内外

著名的信息服务平台等。下篇则以学科分类为主线，

着重介绍每一个学科领域当时能够利用的相关检索工

具和主要信息资源，同时列出可以获取这些资源的方

法与途径。从写作体例、内容结构和编制风格等角度

综合来看，该书内容新颖，资料丰富，编排合理，使用便

捷，反映出文献信息检索与信息服务领域当时国内外

最为全面的资源类型与服务模式，为使用者了解当时

国内外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的发展水平，查询和获取

相关文献信息提供了全面而具体的使用指南。作为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指定教科书，该书在学校的科技文献

信息检索授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信息检索领域，先生不仅积极撰写相关文章和

编辑教科书，而且多年承担授课任务，长期在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科技情报检索”等课

程，每年选课人数可达 200 多人。经常在各种类型的

专业人员进修班或用户信息检索知识培训班上讲课，

传授科技文献检索知识与检索技能，介绍各种检索工

具或资源服务平台。先生将信息检索寓合到特定的科

研任务场景、特定的科研查询主题、特定的文献数据库

等实用性授课技巧，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喜爱和广泛好

评。

3 推进我国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发展

3．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建设

用户想要高效利用图书馆提供的各类文献信息资

源，其前提是要有方便用户使用的检索工具或检索系

统。中国科学院十分重视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相继启动建设了多个学科文献数据库，

至 1992 年底记录数量在 1 000 条以上的在建数据库有

68 个，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与规

划，数据库建设工作存在数据加工分散，建设规模较

小，加工效率较低，数据格式不规范，缺乏明确的发展

目标，服务效果较差等一系列问题［2］，中国科学院数据

库建设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亟待改革。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中国科学院于 1993 年成立了文献数据库专家委

员会，先生被任命为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在

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

负责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组织管理工作。先

生参与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组织制定了

《中国科学院科学文献数据库管理办法》等多项管理

办法和数据加工规范，调整了数据库建设经费划拨方

式，大刀阔斧地推进数据库建设管理工作的改革。经

过几年时间的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在多个学科数据

库的基础上组织创建了“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先

生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九五’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发展

目标与任务》( 1995)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科学院文

献数据库建设》( 1996) 、《开发信息资源，更好地为科

研教学服务———中国科 学 院 文 献 数 据 库 光 盘 简 述》

( 1998) 等文章。与同事合作发表了《近期中国科学院

文献数据库工作的回顾与设想》( 1994) 、《中国科学院

二次文献数据库建设简况》( 1994) 、《中国科学院科学

文献数据建设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1994 ) 等文章，对

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发展情况进行回顾与展

望。文章提出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要实现整体化建

设，尽快建成自然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科学文

献数据库。认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数据库建设在管理机

制、系统功能和技术方法等方面要不断创新，强化文献

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做好文献检索、信息咨询等文献

情报服务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撑［3］。

3． 2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与文献计量分析

20 世 纪 80 年 代，当 SCI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在国外应用大放异彩之时，国内文献计量学却面

临着缺乏独创性，理论与应用脱节的问题，先生认为最

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当时没有自己的引文数据库可以利

用［4］。先生是国内最早进行中文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

试验和开展综合性中文科学引文分析的学者，他把《中

文科学引文分析》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选题，进行

了中文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的尝试，探索了引文数据

库建设的基 本 方 法 与 流 程。先 生 凭 借 一 已 之 力，对

“1980 年出版的 554 期上发表的 7 658 篇学术论文”的

引文进行手工标引，试验性地构建了数以万计条记录

的引文的检索工具，为后续的引文分析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先生通过对这些引文的标注和

索引工作的尝试，充分地意识到快速可靠、方便实用的

信息检索对引文分析工作的价值。1983 年，先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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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论文《中文科学引文分析》，提出编制《中国科学引

文索 引》(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CI ) 的 建

议［5］，文章获全国图书馆学优秀论文奖。

先生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引文数据库建设和文

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工作的发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时任领导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有发

展前景的事业，于是组织包括先生在内的各部门相关

人员，撰 写 报 告 申 请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1989

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中国科学院的经费支持，组建了项目组，在先生的领

导下，经过数年的努力，创建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 ) 。1995 年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印刷版研制成功，1996 年《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光盘版正式发布，之后又面向全国提

供联机检索服务，成为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文献数据

库产品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该项目获得中国科学院

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建设成绩的背后，都蕴含着先

生的智慧与奉献。为了推动引文数据库的推广应用，

先生发表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建立及其应用前

景》( 1995) 、《＜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 的编排结构与利

用方法》( 1996)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及 其 产 品》

( 1996)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的现状与发展》

( 1997) 等文章，对于扩大该数据库在学术界的影响起

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领域，先生还发表过《试

论引文索引法的性质与功能》( 1996) 、《开创中国文献

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新局面》( 1997) 、《引文分析方法

在科技期刊评价工作中的应用》( 1999 ) 等论文。与同

事合作发表了《中国科技核心文献的分布及其引文分

析》( 1990) 、《一种新颖独特的文献检索与科学计量

工具———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1995) 、《中国科学院

院士的科学计量学分析》( 1998 ) 等文章。与学生合

作发表了《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研究进展及其引文

分析》( 1996) 、《中国文献计量学核心文献、核心著者

与核心期刊》( 1998) 、《论专利引用行为与期刊论文

引用行为在揭示知识关联方面的差异》( 2010) 、《论

基于专利引文的科学———技术关联探测方法中存在

的问题》( 2010 ) 等文章。促进了科技文献引文统计

分析方法在中国的推广应用，乃至文献计量学在中

国的发展。

3． 3 NSTL 文献数据库建设

国 家 科 技 图 书 文 献 中 心 (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 是科技部联合财政部、中国

科学院等部门，经国务院领导批准，于 2000 年 6 月 12

日成立的一个基于网络环境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

构。中心以构建数字时代的国家科技文献资源战略保

障服务体系为宗旨，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联合上

网、资源共享”的机制，采集、收藏和开发理、工、农、医

各学科领域的科技文献资源，为全国科技界用户提供

文献信息服务与保障［6］。自 2000 年起，先生兼职在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工作，后任数据库建设部主任，负

责科学文献数据库建设，同时参与组织协调中心网络

服务系统相关建设与服务工作的开展，以及中心多项

课题或项目方案的制定与管理。

在 NSTL 工作期间，先生推进了数据加工体系的

建立与发展，参与组织了 NSTL 网络服务系统，以及其

他多种服务系统的建设，促进了 NSTL 资源建设与服

务功能的完善。为深化 NSTL 的信息服务内涵，先生

组织了 NSTL“开放获取期刊集成检索系统”的规划、设

计与研制工作。参与组织了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 Da-

tabas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Citation，DISC) 的规划、论

证、设计和建设工作，2007 年 12 月 6 日 DISC 正式在网

上服务，拓展了 NSTL 的服务内涵，受到用户的欢迎。

先生还致力于宣传推介 NSTL 资源与服务，撰文介绍

NSTL 的资源及服务类型、检索功能及全文服务方式

等。先生认为在资源建设中既要注重当前服务，也要

重视资源的长期保存。在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

中，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技术水平，需要注重对特藏

文献资源的数字化转换等。先生还发表了《免费科技

文献检索 网上全文提供服务 NSTL 网络服务系统十

问》( 2001) 等文章［7］，为方便全国广大用户使用 NSTL

的各类资源与服务提供帮助和指导。

4 推进网络环境下图情服务能力的提升

资源建设为图书情报机构能够开展文献信息服务

提供了基本保障，而对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信息

资源，提供快速方便的发现与利用机制，即高效的信息

检索能力，则是将图书情报的资源价值得到被用户感

知和认可的根本手段。但是，仅有信息检索还是不够

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为立体化的图情机构服务体

系。为此，先生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图情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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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升上。

随着网络化信息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化，用户对在

利用图书馆服务的过程中及时获取帮助的需求日益增

强，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面临着从传统咨询台服务

到适应用户信息利用行为变化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

转变［8］。针对国内数字参考咨询起步较晚，在服务内

容、方式、效率及效果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的

状况，NSTL 决定研制实时参考咨询系统，提升网络化

信息服务水平。2004 年，先生组织了 NSTL 实时参考

咨询服务可行性研究课题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

研发了实时参考咨询系统软件，培训了咨询服务专家

队伍，于 2004 年 9 月 28 日开通了 NSTL 实时参考咨询

服务系统，拓展了 NSTL 的信息服务范围，受到用户的

肯定。同期先生组织了多篇“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专

题文章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期刊上，系统介绍国内

外数字参考咨询的理论、实践及服务模式，为国内相关

单位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先生还

提出了要加强参考咨询标准规范建设，推进国内图书

馆间及国内外各服务机构的合作，开展综合性的联合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建议。

网络信息标注是互联网上人们表达观点的一种信

息行为，可以起到为其他用户查找与利用同一资源提

供便利的作用。随着大众标注行为的日益增多，针对

标注内容揭示能力与应用方式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

注。2008 年，先生组织了“网络标注行为及其影响研

究”的专题系列论文［9］，对标注及其演化、网络环境下

用户标注的价值、网络标注的方法、大众标注网络及其

运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增强了人们对标注现象、

标注行为和标注资源利用的认识，对于提高标注在资

源查找、发现、利用和共享等方面的价值与效率起到了

积极作用。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图书馆移动服务日益

普及的情况下，先生与同事合作发表了《数字环境下科

研人员信息查询利用行为调查分析———以中国科学院

为例》文章［10］，针对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在新的环境

中信息查询利用行为进行调查分析，提出图书馆建设

一站式发现系统、提供“单点登录”整合性服务的建

议，认为图书馆应加快向智慧型服务转型。

5 结语

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孜孜不

倦地探索，而且十分注重利用理论研究成果指导其所

承担的每一项建设与服务实践活动。先生奋斗历程所

展现出来的老一辈图情人严谨的治学风范和不懈的进

取精神值得后辈学习借鉴，值得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

扬光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先生退休之后，在资源建设、信息检索等图情理论的探

索道路上步履并未停歇，依旧十分关注图情事业的发

展，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指导后辈学人开展学术研

究，参与网络信息资源的遴选，时常参加学术论文评审

与知识服务网站评价等工作。源于先生对事业的挚

爱，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图情学人的初心

和使命。始终坚守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穷且

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一份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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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and Knowledge is the Completion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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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reviews Mr． Meng Liansheng’s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re-

source construction and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trieval，and reviews hi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to show the

striving and exploring spiri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holars． ［Method /process］Study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working manuscripts of Mr． Meng Liansheng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terviews，the summary was made from two aspect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

retrieval． ［Ｒesult /conclusion］Mr． Meng Liansheng studi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He has not only rich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but also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database construc-

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NSTL，which has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e ex-

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the way of digital resources service，which richen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system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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