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厚

1981 年， 一個築(逐)夢的年代。

帶著追求知識的狂熱與對未來的憧憬，堅決勇敢的踏

上異國的求知之途，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

研究院，從碩士到高等碩士再到博士，從 1981 年至 1986

年，再從 1992 年至 1995 年的悴煉，幾乎「修 J r 習」了該

研究院所有的重要課程。在圖書館學是不是科學?圖書館

員是不是專業?資訊是否等同知識?資訊科學有無理論?

又如何定位等問題苦思無解，也不可能有解的惶惑中，藍

卡斯特 (F. W. Lancaster)教授，把我引導至書目計量學

(bibliometrics)的領域，看到了資訊科學研究的另一片天地。

誠如書名所示，資訊計量學乃書目計量學之新時代稱

謂，有關其名稱之遞變，及其包含之內涵是本書第一章及

最後一章所閻明的真諦。

第一章從起源、定義、目標與範圍、法則與定律、實

證應用及其未來發展等面向，析論書目計量學、科學計量

學及資訊計量學;第十二章則通過對資訊計量學的整體認

知，就其發展歷程作一全面性的「回顧 J' 並希望能跨步未

來向「前瞻」望。學術是由無數個人的傳播行為造成，學

術傳播的真體產物，提供了資訊計量學的有效研究對象，

系統化的資訊計量學研究成果，得以窺見學術傳播的種種



現象;第二章即從科學研究之演化，探討科學傳播環路及

正式與非正式的學術傳播途徑、產物與二者之優缺點。

一言以蔽之，資訊計量學研究的對象，是一個集合名

詞，那就是「文獻」。廣義的文獻涵蓋了人類全部知識的記

錄，以及知識的生產、組織與傳播等機制。歐洲的文獻學

(documentation)即是美國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的

前身。換言之，資訊計量學的研究，就此切入點來看，即

在探討文獻的各種特性。這也是本書命名之根由。

人類文明，不斷躍升，文獻的成長，自屬必然。本書

第三章即在探討文獻成長現象。文獻成長恆常無一固定模

式可茲遵循，然仍不外乎線性關係、指數成長、邏輯斯第

(Iogistic)分{布，以及非線性動態的渾沌現象。宇宙萬物，

有生必有死，永恆不朽，畢竟罕見。因此 ，伴隨著文獻生

生不息成長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文獻老化。第四章即探討

文獻老化的意義與產生原因、文獻老化理論發展、文獻老

化研究的起源、同時法與歷時法的文獻老化研究、文獻老

化的影響因素，以及文獻老化研究的應用。

資訊計量學脫胎於書目計量學，書目計量學則奠基於

布萊德福(Bradford) 、洛卡(Lotka) 、及齊夫(Zipη三大定律，

其中又以布萊德福的文獻分散定律探討最為廣泛，影響最

深遠。第五章首先追述布萊德福定律的緣起，進而綜述後

起研究對布萊德福定律的分析與修正、布萊德福定律的應

用及其與其他定律之比較，最後綜合歸納布萊德福定律的

疑義。文獻的創造者一作者，自然也是書自計量學探討的

主要對象，洛卡定律即涉及作者生產力的研究，此乃第六

章的內容。依據前一章的撰述模式，本章亦首述洛卡定律

之緣起，進而綜述後起研究對洛卡定律之說明、應用與數

據處理，並兼論共他作者生產力研究，最後綜合歸納洛卡

定律的疑義與解決方法。

齊夫定律是布萊德福定律與洛卡定律之外，書目計量

學之另一重要定律，其主要在探討字彙分佈的現象。步著

前二章的軌跡，第七章亦首先追述齊夫定律之緣起與發

展，進而綜述後起研究對齊夫定律的說明與修正，再論及

其應用並綜合歸納其問題與疑義。書目計量學三大原始定

律影響深鉅，後起之修正公式、定律及說明不知凡幾，相

關之文獻不下上千篇，其中不乏學者專家咸認三大定律其

實是相容互通的。因此，在探討齊夫定律之後即列舉數位

書目計量學大師，經由數學公式的推導，說明三大定律彼

此之間及其與其他重要修正公式之間的關係，進而總結三

大定律之特質。

引用文獻分析是資訊計量學之最大分支研究，其理論

根基於出版品之「互相引用」的關係上。引用文獻分析的

量化研究在迦菲爾德(Garfield)於 1963 年創立了科學引用

文獻素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 SCI)電腦資料庫後，更開

闊了一實用且方便途徑，因而爆發了大量相關研究。然而

隨著其研究結果產生的疑義，導致引用文獻分析研究遭受

無數的批評，其中尤以自我引用、引用錯誤、引用均等及

二次引用等備受爭議。引用動機研究的目的即是在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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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的效度作見證'因此，第八章特別針對引用動機

及引用行為之實證研究加以深入探討。

文獻之間除了存在直接的引用關係，尚存在經由第三

篇文獻建立起來的兩篇文獻的間接關係'這種問接的引用

文獻關係的真體研究主要有三大類，分別是書目對

(bibliographic coupling) 、共被引(co-citation)及共字分析

(co-word analysis) 。第九章即以此三種間接的引用關係為

主體，另以叢集分析及共被引之應用與限制為補充。書目

對或共被引分析判斷主題的唯一依據是參考書目或引用書

目的題名，不論是以文章或期刊的題名來判斷文獻之間的

主題連結關係'都是太薄弱的依據，因為根本無法得知二

位作者共同引用另一篇文章或二篇文章共同被另一篇文章

引用，其用意是否相同。換言之，共被引與書目對的分析

研究唯有建立在引用或被引用文本(context) 與內容

(content)分析上，才更能彰顯其生命力。第十章首先說明

引用文獻內容分析的重要性，繼而列舉引用文獻內容分析

研究，最後採用引用文獻分析法，尤其是引用文獻內容分

析法的實證研究，觀測後工業社會及資訊社會的概念對各

學科所造成的衝擊。

近三十年來，引用文獻分析研究蔚然成風，幾成資訊

計量學之主流，時至今日仍是熱門焦點，究其原因，完全

拜美國科學資訊研究院(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所製作的一系列引用文獻聚引 (citation index)資料庫及其

它附加價值資料庫之賜。本書第十一章試圖通過對科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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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獻索引之解讀來透視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特質，進而兼論期刊評估的另類準則。第十二章

則回顧資訊計學的演變並瞻望其未來發展，尤其是網路計

量學的研究。

總結前文所述，本書共分四大部分，分別是:資訊計

量學的綜合論述、文獻的成長與老化、書目計量學三大定

律及引用文獻分析。除了理論的闡述之外，各章幾乎都包

含了作者歷年來所從事之相關的實證研究。易言之，務求

理論與應用互為表裹，彼此輝映，以實證研究印證理論，

以理論支持實證研究。

各種資訊計量學的研究均有其限制或疑義，這在本書

各章均略有揭示。事實上，書目、文獻、資訊，均是人為

的結果，凡融入人為因素的計量要素，本身即有高度的「不

確定性 J' 而這些不確定性乃造成計量歧異的根源。由是觀

之，量化的研究方式僅能視為科學進化的部分指標，必須

配合現象探討的質化研究，才能獲得更均衡、更完美的

結果。

本書成書之際，適逢美國九一一事件，恐怖份子以飛

機撞擊紐約世貿大樓及華盛頓特區五角大廈，死傷無數，

國際局勢頓時丕變，全球政治、財經、民生無不受到波及。

與此同時，台灣亦遭受納莉及利奇馬二大颱風的侵襲，山

河變色，洪水橫流，交通受創，損失慘重，讓人不得不為

這多變的時代感傷。人與人、人與自然什麼時候才能和平

相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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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充滿變數的世代，不變的是歷史的紀錄。透過

文字的書寫，期望對自己歷年來的努力，留存下永恆的標

誌。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尤其處今日瞬息萬變之資訊時

代，即使「勤」力奮勉，仍恐到不了「岸」。是以本書雖力

求完整，仍難免疏漏，尚祈學界與業界先進，不吝賜教

為禱。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蔡羽月

民國九+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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