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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网络研究(Ⅲ)̈ 
一 知识网络的特性探析 

赵蓉英 张 洋 邱均平 
(1．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2．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广州 510275) 

摘要 基于对知识网络的概念、类型和结构等基本问题的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提出知识网络具有共享性、整体 

性和增值性三个基本特性，分析表明：知识网络的共享性是知识的共享性决定的，而知识网络的整体性和增值性则 

是知识元素自身所没有的，是形成知识网络之后才具有的。然后，作者提出知识网络还具有知识节点的独立性、继 

承性、变异性、多维性和再生性 ，以及知识关联的动态性、相对稳定性和隐含性等特性 ，并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 

析论述。同时，也归纳总结出知识节点的变异性还具有分离、重组、突变和交叉四个变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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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Knowledge Network(Part]][) 
— —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Network 

Zhao Rongying ，Zhang Yang and Qiu Junping 

(1．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2．DepartmentofInformation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article，based on studying the concept，classification and 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twork，puts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re，integer and increment about Knowledge Network．Th 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hare of Knowledge Network 

is determined by the share of Knowledge，but the Kn owledge itself does not have the character／sties of integer and increment which 

are formed after the Kn owledge Network．Also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Knowledge Network is of the features on independence， 

inheriting， variability， mullidimensi0nali【y， regeneration， and dynamic condition， stability and implication of Knowledge 

correlation． Simultaneously，four rules about variability of Knowledge nod such as separation． recombination． mutation and 

intersection are cone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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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知识 网络 的结构组成要 素的解 析可 

知 ，知识网络是 由知识节点和知识关联所构成 。因 

此，知识网络不仅具有知识网络特有的共享性、整体 

性和增值性，而且还具有知识节点和知识关联所具 

有的全部特性 。 

1 知识网络的共享性 

知识 网络的共享性是 由知识的共享性决定 的。 

由于知识的交流不同于实物 的交流，一方得到另一 

方并未失去，双方可以共享知识。因此，知识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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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人类提升智力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现代 

经济社会来讲，所有的物质产品都具有排他性，而知 

识不排除他人也可以同样完整拥有，而且知识的共 

享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 ，这是知识所独有的特性。 

即与其他资产不同，知识不具独占性 ，即把你的知识 

传送给别人后，你还拥有这种知识；甚至通过互动， 

你的知识还会增加。相反，如果知识像一潭死水一 

样不进行流动，那么很可能对个人和组织的发展毫 

无益处。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通过知识 的交流与共 

享 ，才能实现知识的创新和增值。以 目前科技水平 

衡量，要达到上述要求 ，只有数字化 、网络化 的知识 

网络可以做到。现实中，只要是知识网络 的用户 ，就 

可以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就可以在知识网络中得到 

所需要的珍贵知识资源资料，再也不必再为一本书、 
一 篇文章奔波于各个图书馆，从而真正实现跨地域、 

跨国界即跨时空的知识资源共享。因此，知识网络 

具有最大限度的知识资源共享性。 

2 知识网络的整体性 

知识网络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我整体质。这种 

整体质是其内部组分即知识元素自身所没有的。因 

此 ，知识网络与一般零散分布的客观知识单元虽同 

属于“世界 3”范畴，但它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却有着 

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知识网络的整体质，规定 

了其功能的整体性。所以，当美国诗人麦克施利问： 
一 本书与图书馆其他书籍放在一起之后 ，它变成了 

超过一本书的某种东西 了吗?图书馆 学家谢拉答 ： 

当然是这样，花环的整体美是每个花朵组成的 。 

这个事例表明，当知识元素成为知识网络的一部分 

时，它就或多或少包含了几何整体的信息，与其以前 

有了质 的不同。尽管有时排在图书馆书架上的某一 

本书较长时间无人问津，但此书对图书馆整体功能 

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而被抹杀。因为集合对个别元素 

除了“释放”，有时也会产生“屏蔽”，但 大家知道 ，有 

时集合对元素的屏蔽又恰是产生整体质与整体功能 

的必要代价。由此看来，知识元素一旦有序组织成 

集合，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知识网络作为一个完整的 

系统就获得新的独立存在价值，具有了整体性。 

3 知识网络的增值性 

系统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对于知识网络也 

是适用的。从理论上严格来讲，作为一个整体的知 

识网络系统也许并不是最优的，但是它能够灵活有 

效地处理和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效果比使用单 

独的数据库子系统大大增强了。而且依据贝塔兰菲 

的观点，知识网络的整体质、整体功能的出现，也可 

以看成是新 的、突发的、瞬间形成 的 ，同时还含有 

全新的增值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一条孤立的知 

识信息的价值相对较小，而一组相关的知识信息通 

过分析、推理、组合得到的新知识信息的价值往往大 

于所依据知识信息的价值之和。知识网络可以按照 

用户的需求，搜集相关知识信息，对知识信息进行系 

统的综合加工 ，然后提炼加工成“综述”、“述评”、“研 

究报告”之类的高级信息增值产品。不仅理论上如 

此，从实践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知识网络的形成，其 

中都包含了大量知识与技术组合的劳动，这些智能 

劳动必然转化、凝结成知识网络的新能量，使其具有 

增值性功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O世纪 8O年代曾 

建立了一个中国古代文献数据库，录存了《全唐诗》、 

《十三经》、《诸子集成》、《明儒学集》等近千万字的全 

文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但可阅读，同时还具有原文 

核校、事实考据、词语研究、查重辑佚、分析统计、编 

制索引 ，以及重新排印等功能。这些功能都具有很 

高的增值性。9O年代他们陆续推出的《全唐诗索 

引》就是在原有数据库基础上生成 的 J。 

4 知识节点的特性 

知识网络的产生和发展是通过知识节点的增加 

和减少来实现的。因此 ，知识 网络具有知识节点的 

独立性 、继承性 、变异性 、多维性和再生性等特点。 

4．1 知识节点的独立性 

知识节点的独立性是 由构成知识节点的知识单 

元独立性决定的。因为知识单元是指认识内容上 自 

为一种单体形态的知识构成单位，是指在认识上可 

以相对独立存在的各种知识单体形态。因此，只有 

在认识上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元素、知识单元才能构 

成知识节点 。知识节点的独立性是构成继承性 、变 

异性 、多维性和再生性的基础。 

4．2 知识节点的继承性 

知识节点的继承性是 由知识 的继承性决定 的。 

知识节点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 

表现在知识数量的扩大是通过集成性来实现的，知 

识数量的增加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扩大和产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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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经过千万年的不懈追求，才拥有了今天的知识海 

洋，形成了今天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据报道，自 

1950年以来，人类知识世界 出现了大爆炸 、大膨胀， 

原因是信息社会的萌发，是信息、思想、数字和符号 

像汹涌的海潮一样形成了知识大潮。全球每天涌现 

科技论文 1万 ～2万篇 ，每年 360万 ～720万篇新科 

技论文。每年出图书 80万 ～90万种。中国从 1992 

年开始进入世界头号 图书大国，每年出书约 9万 一 

10万种 ，占全球 的 1／10或 1／9。1987年 1月重庆出 

版社出的《世界新学科总览》写出 470门新学科，统 

计出2400多门学科。1987年 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新知识词典》收入词条 3800条，其中科技 

2000多条 ，人文 1800多条。1993年 8月中国完成了 

建国后最大的知识工程“人类知识总汇”——《中国 

大百科全书》，总计‘74卷、8万条 目、1．25亿字、4．9 

万多幅插图，分为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化艺 

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69个学科和门类 。由 

此可见，知识数量的发展体现了知识的继承性。另 
一 方面表现在知识性质的继承，同一学科、同一专业 

的知识具有该学科或该专业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 

导致了同类知识相聚成簇、成网，从而构成学科、形 

成专业的现象。不难看出，构成同学科、同专业的这 

种知识共性就是知识继承性的集中表现。 

4．3 知识节点的变异性 

知识节点的变异性是指在知识 网络的发展过程 

中，知识节点通过变异产生新的知识节点来实现知 

识创新和创造新知识。知识节点的变异是知识的变 

异性决定 的，主要是 由知识节点发 生差错造成 的。 

它可分为稳态变异(量变)与突变(质变)。 

所谓稳态变异是指对原有知识 节点 的扩充 、延 

伸和发展，即知识节点变异过程中发生量的差异。 

它主要表现为继承一种学术思想 ，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隐含着对这种学术思想的批判。按照遗传学的术 

语来说，它的显性形状为继承传统，即遗传性；它的 

隐性形状为批判传统，即变异性。所谓突变是指在 

知识节点变异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异。它主要表现 

为批判一种学术思想，同时在某种程度上 隐含地继 

承这种学术思想。它的显性形状为批判传统，即变 

异性；它的隐性形状为继承传统，即继承性。在知识 

网络的发展中，通过知识节点性质的突变产生的全 

新知识元素或知识单元，最终建立一个崭新的知识 

理论。 

知识节点的变异性具有以下规律(形式具体有 

以下几种方式)。 

(1)知识节点分离规律：知识节点的可分解性， 

导致了知识节点的可分离性。即较大容量的知识集 

合态可以分解成较小容量的集合态，直至分解成不 

再分解的基本知识元素。反过来讲 ，不再分解的基 

本知识元素可以组合成层次不同的各种容量和属性 

(形象、关系)的知识单元。知识单元的可分离性从 

本质上说来源于物质的可分离性，即物质可分解为 

分子，分子可分解为原子等；反过来说原子可组合成 

分子，分子可组合为一定物质等，但是两者又有本质 

的不同。物质的可分离性取决于物质本身客观上所 

具有的形象、属性和关联性及特定条件，而作为知识 

节点的知识单元的可分离性主要取决于思维的主观 

能动性。同时，构成知识节点的知识单元的可分离 

性也不同于文献单元的可分离性，文献单元的可分 

离性受物理载体和线性、固化的主题限制，基本单元 

只能是单篇文献，而知识节点中的知识单元的可分 

离性则不受物理载体和线性、固化主题所限制、即可 

以突破单元文献的限制、而深入到知识最基本的单 

元形态——意象、概念、关系等。 

(2)知识节点的重组规律：知识的可组合性直接 

导致了知识节点的可重组性。“重组”与“组合”是具 

有本质不同而又有承接关系的两个概念。组合是按 

照已有的元素构成和固定结构对分解后的知识节点 

进行复原性的组合，表现为知识的继承性；而重组则 

是创新性的元素重组和结构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 

是生成新的知识元素、知识单元或是新的知识单元 

的集合。这是思维形成新 的知识 ，即新 的规律 、规 

则、理论(作品)、方法的主要途径、过程和方式，是思 

维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正如我国学者张光鉴所 

说：“任何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绝大多数成分都可以 

在现有知识的总和或重组 中得到，需要 自己独创 的 

部分很少”。由此可见，知识节点重组规律保证了知 

识及其 网络的顺利发展。 

重组是指在特定 目标指引下，寻求知识单元间 

的新的内在联系及未来动向，一般是采取对知识单 

元的构成因素进行增减、延伸、压缩，或是采取层次、 

结构、功能上(因素可变化也可不变化)的重组等方 

式 ，达到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再生性新知识 ，或 

是发现各个情报研究课题、应用课题的“前沿”、“空 

白点”和“趋向性”等，这实质上是对知识单元的进一 

步激活。 

(3)知识节点的突变规律 ：知识节点的突变以知 

识节点的重组为基础，表明知识节点可承接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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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质的变化。知识节点突变可分为元素置换突 

变 、缺失元素突变和插入元素突变。元素置换突变 

是指新的知识要素置换 旧的知识要素，从而形成新 

的知识元素和知识单元。缺失元素突变是指知识单 

元的部分元素缺失而发生的突变，即定律 、学说和原 

理在缺失其基本概念下形成新的理论范式的过程。 

如化学家拉 瓦锡抛弃 了“燃素说”的基本概念—— 

“燃素”而发现了氧气(去燃素气体)，从而导致了化 

学史上的重大革命。插入元素突变是指知识单元中 

因插入部分外来知识单元的元素，造成知识单元结 

构被破坏而发生的突变。以上 3种突变都能引起知 

识节点的质变 ，从而对知识及其 网络的发展进化具 

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4)知识节点的交叉规律：知识节点的交又是知 

识节点重组的一种 方式 ，表现为不 同知识节点 中的 

知识单元构成元素的交叉组合，不同的知识节点交 

叉组合是形成交叉学科 、边缘学科的重要途径。从 

知识发展的历史来看 ，知识的相互渗透 、交叉已成为 

当代知识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海洋、空问六大群体技术的诞生，人类 

跨人了崭新的信息时代。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导 

致了各学科的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而且导致了学 

科问的相互渗透 、衍生 了众 多的交叉学科和边沿学 

科 。事实证明，知识杂交具有优势 ，知识杂交规律是 

知识进化的普遍规律。 

4．4 知识节点的多维性 

知识单元的多维性或多向度性，是指知识节点 

可以多向成簇。即每一个知识节点都可同其他知识 

节点通过多种多样的形象、属性、关系相连，这种多 

维性来源于构成知识节点 的知识单元 内在构成元 

素 、结构和外在形态的多元性。知识节点 的多维性 

是就知识的非线性 、动态性 、活化性 而言的，这与以 

文献形态所记录的线性 、静态 、固化知识是相对而言 

的。所谓线性、静态 、固化知识则指固定表达某一主 

题(即某一形象、属性 、关系)的知识。在这种固化的 

知识形态中知识单元是作为固化知识的整体存在 

的，即各个知识单元仅以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形象、属 

性 、关系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作为主题因素属性(形 

象、关系)或是主题因素的相关属性(形象、关系)而 

显性存在。其余属性(形象关系)则呈潜在状态而存 

在 。当各个知识单元脱离开固定的主题作为独立单 

元存在时，其所有形象、属性关系则有可能全部呈现 

出来而且还可以多向成簇。 

一 586 —  

4．5 知识节点的再生性 

知识节点的再生性是根据知识单元 的多维性对 

知识单元进行分解，使知识的各种复杂层次结构和 

组成因素(广义知识单元)得以活化，更深入地了解 

掌握知识单元的构成因素和结构方式，以便从中深 

刻地认识和理解如何根据实际需要对知识单元进行 

重组，从而使已有知识活化和激活，生成再生性的新 

知识。利用已有知识通过思维的重新组合产生再生 

性的新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在已有知识积累 

到庞大而惊人、内容大量交叉、重复、分散的条件下， 

根据实 际需要使知识增值 的重要途径。路 甬样在 

“从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与 20世纪重大科学成就看科 

技原始创新 的规律”中指出 ：“对 已有知识 的科学整 

理与发掘，也可能有新的重大发现与理论创新” 。 

这是单纯依靠观察、实验重新发现新知识，是对已有 

知识通过实际运用创造新知识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和 

十分必要的知识资本运作方式。 

5 知识关联的特性 

知识关联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知 

识网络是知识关联稳定性和动态性的有机结合体， 

即知识网络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动态性是绝对的。 

5．1 知识关联的动态性 

知识关联的动态性是指知识运动过程的关联状 

态。这种动态性是 由知识节点的变异性决定 ，是知识 

运动中不同过程问的动态关联状态。知识关联的动 

态性是绝对的，是知识发展和知识创新的关键性质。 

知识关联的动态性是指知识节点与节点的关联 

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知识的发展和变化，知识节点 

问的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即在不同的条件下，知识 

关联会构成不同的知识结构体系。因为，知识网络 

或知识体系中各层次知识单元都是具有特定构成因 

素、结构、层次、功能的独立的知识单体形态，但是这 

种独立性并不排斥相互之间的动态关联。即在一定 

条件下，各层次知识单元可以相互转化：较低层次知 

识单元(如概念知识单元)可以转化为较高层次知识 

单元(如中心主题知识单元)，较高层次知识单元也 

可 以转化为较低层次知识单元。这种转化不仅是知 

识单元在原有基础上的拓展或浓缩 ，而且是在新的 

结构基础上的功能性变化。例如，随着知识的发展， 

一 方面理性认识的加深改变了知识的内涵，从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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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知识的外延；另一方面，新知识在用语言表述 

自身的同时 ，也给语言的指称加进了新的约定。所 

有这些改变都会使原有知识的形式与内容关联偏离 

原有结构 ，这种偏离或称漂移导致了一致性的涨落 ， 

即关联度的增减。当涨落很小时，知识有稳定的形 

式．内容结构，反之则表明知识间关联混乱、假说叠 

出、争议变大，形式 内容结构动荡不定；当某一涨落 

所代表的结构适应系统 的要求时，该结构得到 系统 

的承认及响应 ，成为新 的形式．内容结构。如在 “地 

心说”诞生时，其形式 与内容是一致 的，即在 当时的 

认识水平下，“万物以地球为中心”的表述与人们所 

认识到的客体特征是吻合的。但到了哥白尼时代， 

“地心说”与新得到的有关行星运动方面的知识不一 

致 ，从而引起了许多争议 ，原有 的知识关联被 打破 ， 

即一致性出现了涨落。随着“日心说”的诞生 ，由于 

“日心说”能与更多的知识相容，使代表“日心说”的 

涨落赢得了系统的响应 ，而“地心说”“万物以地球为 

中心”的指称与事实不符，一致性为零，故被认为是 

错的而遭抛弃，后来，相对论的产生改变了语言的约 

定性 ，即在“中心”一词中加入 了“相对”的含义。这 

样“日心说”与“地心说”成了不同参照系下的两种学 

说，这就使“地心说”又一次具有了新的形式 内容结 

构。从而又产生了新的知识关联，构成了新的相对 

稳定的结构体系。 

知识关联的这种动态性是建立在各层次知识单 

元对认识对象形象、属性、关系的表征和记录的一致 

性原理基础之上的。有时同一形象 、属性 、关系 ，既 

需要用较低层次知识单元表征和记 录，又需要用较 

高层次知识单元来表征和记录，各有其不同功能和 

作用。 

知识关联动态性原理表明，较低层次知识单元 

可以浓缩和概括较高层次知识单元；较高层次知识 

单元则是拓展性 的较低层次知识单元 。知识单元转 

化是各层次知识单元内在矛盾发展的一种必然，较 

高层次知识单元是较低层次知识单元内在矛盾的展 

开 ，揭示的是较低层次知识 单元 的合理内核的必然 

发展趋势，较低层次知识单元中则蕴育着较高层次 

知识单元的因素和萌芽。 

知识关联动态性变化，既可以是知识单元在知 

识容量上扩缩性转化，或是知识含量上的标识性转 

化，又可以是功能变换性的转化，也可以是单元性思 

维结果在质上的一种飞跃。 

5．2 知识关联的稳定性 

知识关联的稳定性是构成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 

的关联。这种相对稳定性由知识节点的遗传性决 

定，是保持某种知识网络结构形态的相对暂时的关 

联状态。即在不同条件下 ，知识关联构成相对稳定 

的不同知识结构体系。 

5．3 知识关联的隐含性 

知识关联的隐含性是指一些知识单体本身没有 

什么价值，但当它与另一些看似没有任何关系的知 

识相关联后，却可产生意想不到重大发现或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知识关联的这种隐含性一般较隐 

蔽 ，往往不易被人 发现，一旦被开发出来 ，并运用到 

实践当中去，即可产生不可估量的效益。 

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D．R．Swansan等一直 

在从事认知科学和文献内容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信 

息重组和知识创新过程进行了不少研究 。由于他 

们一直对文献的隐含信息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 

中，利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设计了一种新颖的计算 

机辅助信息检索软件(ARROWSMITH系统)，能辨别 

出生物医学文献 中两个词语 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 

发现隐含信息的关联，促进新知识的产生 。 

又如 ，从量子物理到“光量子说”，与其说是爱因 

斯坦创立了“光量子说”，还不如说是爱 因斯坦注意 

到了知识客体间的这种隐含关联性，并指出了这个有 

目共睹的事实。也正因为是有目共睹，才使得其他学 

说 自觉地承认和遵从这个学说或事实，推崇 “光量子 

说”成为硬核。而这一点绝不是爱因斯坦或其他什么 

人动员说服 的结果 ，而是系统与知识所作的 自然选 

择 ，是科学知识的自组织 ，是知识的本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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