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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图书情报界阅读研究文献的统计与分析

李　 锋

摘　 要　 以近十年来 ＣＮＫＩ 中图书情报界有关“阅读”的期刊论文为样本，利用 ＳＡＴＩ、Ｅｘｃｅｌ 和 Ｕｃｉｎｅｔ 软

件对样本的外部特征和文本内容进行聚类分析、共词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 从外部特征看，样本呈逐

年递增趋势；样本主要来自图书馆学类期刊，情报学期刊较少；高校图书情报系、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

书馆是阅读研究的主要机构，核心作者也都来源于这些机构。 从文本内容来看，数字阅读和阅读推广

是当前阅读研究的热点，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服务等阅读基础研究不足，青少年阅读和经典阅读

研究有所加强，但还不够成熟。 图 ４。 表 ９。 参考文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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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是人类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重要路径，
对于个人和民族来说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提出

“倡导全民阅读活动”。 近年来，图书情报界有关

阅读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中很多都是

采用问卷调查等社会调查的形式分析阅读的现

状，提出阅读推广的策略［１－３］ 。 还有一些作者采

用聚类分析、共词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等方法对

阅读相关领域进行了分析［４，５］ ，这种科学的文献

计量和文本挖掘方法对阅读研究很有裨益。 但

是这些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内

容只针对阅读研究的某一方面（如深阅读、阅读

推广），缺乏对阅读这一人类复杂社会活动的整体

研究；二是在进行文本挖掘的同时忽视了对文献外

部形态特征的分析，而这些对于阅读的研究同样不

可或缺。 本文尝试从文献外部形态和文本信息两个

方面分析阅读的整体研究情况，以求从宏观上揭示

图书情报界阅读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１　 研究方案

１ １　 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文献数据均来自 ＣＮＫＩ 期刊全文

数据库。 具体的检索方式是以“阅读”为篇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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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字段进行精确检索，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来源类别选择 ＣＳＳＣＩ（ＣＮＫＩ 中 ＣＳＳＣＩ 选项可检出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扩展版期刊和个别的北大核心

期刊，本文统称为“Ｃ 刊”），学科类别选择图书情

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索出 １９６６ 条记录。 检索时

间是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剔除新闻、征文通知、会
议通知等非学术文章，最后得到 １８７７ 篇相关的学

术文章。

１ ２　 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在知网

中按既定的限制条件导出 ＥｎｄＮｏｔｅ 格式的数据和

相关的 Ｅｘｃｅｌ 表格；第二步，选用浙江大学刘启元

和叶鹰开发的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简称 ＳＡＴＩ） ［６］

和 Ｅｘｃｅｌ 软件实现年份、地址、来源和作者等字段

的抽取和频次统计，聚类分析阅读研究文献的外

部形态特征。 第三步，首先用 ＳＡＴＩ 抽取和统计关

键词字段并对高频关键词生成共词相似矩阵、共

词多值矩阵和时间矩阵，然后对高频关键词进行

合并和删除处理后形成优化矩阵，最后以优化矩

阵为基础用 Ｕｃｉｎｅｔ 和 Ｅｘｃｅｌ 分别生成高频关键词

聚类树状图和战略坐标图并展开分析。

２　 数据分析

文献分析可以分为文献外部特征分析和文

献内容特征分析两个部分。 文献的外部特征一

般指文献的作者、作者单位、刊发年份、刊载刊物

等方面的信息，而文献的内容特征则指文献的具

体研究内容。

２ １　 文献外部特征分析

２ １ １　 阅读研究文献的年份分布

采用 ＳＡＴＩ 对 １８７７ 篇样本文献的年份字段进

行抽取和频次统计，发现图书情报界有关阅读研

究的 Ｃ 刊文献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０ 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１８ 篇，十年增加了近八倍，详
情见图 １。

图 １　 近十年图书情报界阅读研究文献年发文量

２ １ ２　 阅读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通过 ＳＡＴＩ 对来源字段的抽取和频次统计，发
现样本中的数据来自 ６５ 种期刊，刊文量在 ５ 篇以

上的有 ２３ 种，它们总计刊发了 １８１４ 篇文章，占样

本总数的 ９６％，详见表 １。
进一步统计发现，１８７７ 篇文献中有 １４６１ 篇

来自图书馆学类期刊，占比 ７７ ８％，其中《图书情

报工作》《图书与情报》和《图书情报知识》三家图

书情报综合类期刊共发表了 ２２９ 篇文献，占比

１２ ２％；情报类期刊发表 ９８ 篇文献，占比 ５ ２％；
其他类型的 ４４ 种期刊（主要是编辑出版类、新闻

传媒类和综合期刊） 共发表 ８９ 篇文献，占比

４ ８％。 详情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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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阅读研究文献刊物分布统计

期刊 刊文数量 期刊 刊文数量 期刊 刊文数量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２３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１０９ 图书情报知识 １８

图书馆杂志 １９０ 图书馆建设 １０４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１３

新世纪图书馆 １７０ 图书与情报 ６５ 出版发行研究 １３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１４８ 现代情报 ６１ 数字图书馆论坛 １２

图书情报工作 １４６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５１ 中国出版 ８

图书馆论坛 １４１ 四川图书馆学报 ３８ 编辑学刊 ７

图书馆 １２０ 情报杂志 ２９ 科技与出版 ６

图书馆学研究 １１５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７ 共计 １８１４

图 ２　 阅读研究文献期刊分布

　 　 根据表 １ 和图 ２ 可以发现，图书馆学期刊是

刊载阅读研究文献的主要刊物，图书情报综合类

刊物次之，纯粹的情报学期刊又次之。 一般认为，
情报学期刊相对于图书馆学期刊更偏重于技术

和理科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阅读研究目前采用

技术分析的还不是很多，大多是采用社会调查等

偏文科的研究方法。
２ １ ３　 阅读研究文献的机构分布

通过 ＳＡＴＩ 软件抽取和统计地址字段，发现样

本中的数据来自 １１３４ 个机构。 但是软件统计有

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由于文献作者在单位名称

填写时不统一，经常出现一个单位有多种名字的

情况。 如南京图书馆还有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南
京图书馆采编部、南京图书馆业务管理部、南京图

书馆信息资源开发部、南京图书馆办公室 ５ 个名

称。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也有不少作者写成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二是软件统计过程中还把多

单位文献当成新单位统计。 因此，有必要对软件

统计结果进行人工调整，最后得出阅读研究文献

数量大于或等于 １０ 篇的机构名单，详见表 ２。

表 ２　 阅读研究发文数量≥１０ 篇的机构

单位名称 发文数量 单位名称 发文数量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４３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１２
南京图书馆 ３０ 上海图书馆 １２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６ 苏州图书馆 １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２１ 吉林省图书馆 １０
国家图书馆 ２０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１０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１７ 宁夏图书馆 １０
深圳图书馆 １６ 东莞图书馆 １０
郑州大学图书馆 １５ 重庆图书馆 １０
广州图书馆 １４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１０
金陵图书馆 １４ 浙江图书馆 １０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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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２ 可以看到，发文总量排名靠前的机构

主要是高校的图书情报学院、公共图书馆和高校

图书馆。 其中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图书

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国家图书馆 ５ 家机构阅读研究文献数量位于

前五位，是阅读研究的主要阵地。
２ １ ４　 阅读研究的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首先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在相关领

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次他们的研究成果

必须有较大的影响力。 研究中我们首先统计样

本中用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较多的作者，然后

在多产作者中统计其被引情况，最后得出阅读领

域研究的核心作者。

利用 ＳＡＴＩ 对样本中 １８７７篇文章的作者和第一

作者两个字段进行抽取，频率统计分析发现近十年

来在 Ｃ 刊上发表过阅读主题文章的作者有 ２７７９ 人，
其中第一作者 １３６０ 人。 １８７７ 篇文章中独著文章数

量是 １２７９篇，占比 ６８ １％。 １２５２ 个第一作者发文数

量在 １—２篇之间，我们可以称之为阅读研究领域的

“路人作者”；十年间发表了 ３—４篇相关文章的作者

有 ７６个，属于对阅读研究有一定兴趣的作者；十年

间发表文章在 ５ 篇及以上（即平均每两年至少有一

篇相关论文刊发）的作者有 ３２ 个，将其定义为阅读

研究领域的多产作者，详见表 ３。 对 ３２ 个多产作者

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总次数进行统计排序，详见

表 ４。

表 ３　 阅读主题领域多产作者

作者姓名 发文数量 作者姓名 发文数量 作者姓名 发文数量

吴晞 １０ 王景文 ６ 张丽 ５

徐雁 ９ 朱淑华 ６ 杨俊丽 ５

范并思 ８ 黄丹俞 ６ 王虹 ５

王梅 ８ 宫梅玲 ６ 龚花萍 ５

王余光 ８ 李武 ５ 刘时容 ５

段梅 ７ 曹桂平 ５ 付跃安 ５

杨沉 ７ 岳修志 ５ 许欢 ５

袁曦临 ７ 张雅妮 ５ 徐同亮 ５

王波 ７ 董一凡 ５ 王萍 ５

郭文玲 ７ 王月娥 ５ 万宇 ５

谢蓉 ６ 肖雪 ５

表 ４　 高产作者被引排序

作者姓名 被引总次数 作者姓名 被引总次数 作者姓名 被引总次数

范并思 ３０７ 曹桂平 ６２ 杨沉 １６

王波 ２５９ 徐雁 ５１ 王景文 １６

谢蓉 ２０５ 黄丹俞 ５０ 徐同亮 １２

朱淑华 １９９ 付跃安 ４４ 王萍 １１

岳修志 １３２ 李武 ４２ 万宇 １０

段梅 ９９ 许欢 ３７ 吴晞 ８

宫梅玲 ９９ 肖雪 ２８ 龚花萍 ８

郭文玲 ８７ 王虹 ２８ 杨俊丽 ２

王余光 ７４ 王月娥 ２３ 张雅妮 ０

袁曦临 ７１ 王梅 ２２ 刘时容 ０

董一凡 ６５ 张丽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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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表明，华东师范大学的范并思、北京大

学的王波、上海市图书馆的谢蓉、深圳南山图书

馆的朱淑华和中原工学院图书馆的岳修志 ５ 位作

者被引总次数最高并大幅领先其他作者，是阅读

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３２ 个多产作者中有不少

论文数量排名靠前但总被引次数较低，如吴晞、
杨沉和王梅三位作者。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论文本身的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也可

能是因为论文发表的时间集中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从而使得这些文章还没有来得及被充分引用。

２ ２　 文献内容分析

文献内容分析主要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和

关键词时间矩阵分析两种方法。 共词分析是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 Ｃａｌｌｏｎ Ｍ 等人提出的一

种重要的内容分析方法［７］ ，他们认为两个主题词

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则表明两者具有一定

的共现关系，共现次数越多，则关系越强。 共现次

数较多的主题词形成一个组团，各个组团可以近

似地看成是一个研究主题，进而帮助我们揭示相

关研究领域的主题构成。 由于 ＳＡＴＩ 目前还不提

供主题词字段的抽取和统计，故本文选择关键词

作为分析对象。 关键词虽然也基本能代表文献

的主要内容，但关键词是不规范的自然语言，容
易出现大量的同义词和无实际含义的词，因此需

要进行人工调整。 关键词时间矩阵分析法是在

关键词时间矩阵的基础上对关键词在不同时期

内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得出不同时期

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
２ ２ １　 高频关键词的确定

使用 ＳＡＴＩ 对样本进行关键词的字段抽取和

频次统计，发现在 １８７７ 篇样本文献中总共出现

３２９６ 个关键词，总频次为 ８０１４，平均每篇 ４ ２７ 个

关键词。 不同关键词的频次相差悬殊，出现次数

在 １００ 次以上的有 ６ 个；出现次数低于 ５ 次的有

３０９９ 个，占关键词总数的 ９４％。
对所有关键词进行文本分析既浪费时间也

没有必要。 高频关键词基本能反映样本文献的

研究内容，特别是在高频关键词出现总频次达到

全部关键词总频次的 ４０％时［８］ 。 在本次研究中

出现频率在 １２ 次以上的 ６８ 个关键词的总频次是

３２２２，占关键词总频次的 ４０ ２％，笔者把它们选为

高频关键词并进行共词分析。
由于高频关键词中存在一些同义词，比如高

校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数字阅读与数字化阅读、
儿童阅读与少儿阅读的意思都基本相同。 笔者对

此进行合并处理，名称选用频次较高的关键词。
样本中总共对 １５ 个关键词进行合并处理。 另外

高频关键词中还存在对策、影响因素和影响等 ３
个无实际意义的关键词，进行删除处理。 最后得

到 ５０ 个高频关键词，详见表 ５。

表 ５　 ５０ 个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阅读推广 ４６７ １８ 读书活动 ４７ ３５ 阅读需求 ２０

２ 图书馆 ３０９ １９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４４ ３６ 读书节 １９

３ 全民阅读 ２８５ ２０ 阅读行为 ４２ ３７ 深阅读 １９

４ 高校图书馆 ２１３ ２１ 图书馆服务 ３１ ３８ 阅读教育 １８

５ 公共图书馆 １８１ ２２ 阅读方式 ２９ ３９ 推荐书目 １７

６ 阅读 １４１ ２３ 推广委员会 ２８ ４０ 阅读学 １７

７ 移动阅读 １１６ ２４ 少儿图书馆 ２６ ４１ 阅读现状 １７

８ 数字阅读 ９９ ２５ 阅读文化 ２６ ４２ 阅读倾向 １７

９ 大学生 ８４ ２６ 读者服务 ２５ ４３ 亲子阅读 １７

１０ 网络阅读 ８０ ２７ 世界读书日 ２３ ４４ 分级阅读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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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１ 经典阅读 ８０ ２８ 图书馆员 ２３ ４５ 儿童阅读推广 １５

１２ 青少年 ７５ ２９ 电子书 ２３ ４６ 阅读素养 １４

１３ 儿童阅读 ７３ ３０ 数字图书馆 ２２ ４７ 导读 １４

１４ 阅读疗法 ６６ ３１ 阅读环境 ２２ ４８ 信息服务 １３

１５ 阅读指导 ６４ ３２ 问卷调查 ２１ ４９ 实证研究 １３

１６ 阅读服务 ６２ ３３ 阅读心理 ２１ ５０ 新媒体 １３

１７ 浅阅读 ４８ ３４ 读者 ２１

２ ２ ２　 高频关键词共词分析

用 ＳＡＴＩ 生成 ６８×６８ 共词相似矩阵，然后按照

之前高频关键词的合并和删除原则对矩阵进行

调整，最后生成 ５０×５０ 共词相似矩阵，详见表 ６。

矩阵中数值越大说明对应的两个关键词之间同

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次数越多。 左上到右

下对角线上的数值为 １ 是因为横竖关键词相同，
所以取最大的共现数值。

表 ６　 ５０ 个高频关键词共词相似矩阵（局部）

阅读推广 图书馆 全民阅读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阅读 移动阅读 大学生

阅读推广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８９ ０ ０２７０ ０ １２１６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７

图书馆 ０ ０４８９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７６

全民阅读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１３９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高校图书馆 ０ １２１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２７１

公共图书馆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阅读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８４

移动阅读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６

大学生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１６ １ ００００

　 　 把调整后的共词矩阵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 中进行聚

类分析生成柱状图，详见图 ３。 笔者原则上根据

柱状图的第六层结构的关键词，少量加入第七层

结构的关键词（１１，２０ 号关键词），去掉不便分类

的关键词组（由 ２２、２７、３９、４２、４９ 号关键词组成），
总结得出阅读研究领域的七大主题。 具体为：Ａ
阅读环境与阅读推广，由 ２１、２３、３０、３５、３７、４０、４４
号关键词组成；Ｂ 阅读心理与读者服务，由 １１、２４、
２５、３１、３２、３３、３６、４７ 号关键词组成；Ｃ 少儿阅读，
由 １６、１８、２０、２６、３８、４３ 号关键词组成；Ｄ 公共图

书馆与电子书，由 ５、１９、２８ 号关键词组成；Ｅ 经典

阅读与阅读指导，由 １２、１３、１４、４５ 号关键词组成；
Ｆ 阅读行为，由 １７、４１、４６ 号关键词组成；Ｇ 数字

阅读与阅读推广，由 １、２、３、４、６、７、８、９、１０、１５、２９、

５０ 号关键词组成。
之所以采用第六层结构是因为如果层级太

低关键词组团就会过多，层级太高组团内的关键

词又太多，这些都不利于文献的内容分析。 层级

为六则比较适中，适当的调整也是兼顾了实际需

要，体现了既尊重数据统计的结果又不唯数据统

计的思想。
在定义的七个组团里面 Ｃ 和 Ｄ 在同一个第

八层级的大组团里面，这表示少儿阅读与公共图

书馆联系紧密，公共图书馆是促进少儿阅读的主

要力量。 Ｅ、Ｆ 和 Ｇ 也在一个第八层级的大组团

里面。 这表示经典阅读、阅读行为与数字阅读联

系紧密，阅读研究中比较注重经典阅读与数字阅

读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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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５０ 个高频关键词柱状共词分析

２ ２ ３　 七大主题领域的战略坐标分析

关键词共词分析能够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

内部主题结构，战略坐标图则可以对各个主题的

核心程度及研究成熟度做出描述。 战略坐标图

是 Ｌａｗ Ｊ 等人提出的用于揭示各主题内部强度和

外部联系的分析方法［９］ 。 战略坐标图由横纵坐

标轴分为四个象限，各个主题按照其研究核心程

度和研究成熟度分布在对应位置，这样就可以直

观对比各个研究主题的情况。
在本研究中，横轴的数值是主题中各关键词

与整个研究领域其他 ４９ 个关键词的共现次数的

平均值，共现次数越多表明相关主题在整个研究

领域的位置越核心。 纵轴的数值是主题中各关

键词之间共现次数的平均值，共现次数越多表明

主题内部各因素联系的越紧密，表明主题研究越

成熟。 坐标的原点取七大主题的核心度和成熟度

的平均值。

战略坐标图的生成有三个步骤。 一是生成相

应的关键词共词多值矩阵。 首先用 ＳＡＴＩ 生成 ６８
×６８ 的关键词共词多值矩阵，然后优化为 ５０×５０

的关键词共词多值矩阵，如表 ７ 所示。 矩阵中横

竖两个关键词对应的数值即是这两个关键词在

样本文献中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的次数，如阅

读推广与图书馆对应的数值是 ８４，即表示两个关

键词在样本文献中同时在 ８４ 篇文章中出现过。

二是统计七大主题中各个关键词与全部关键词

和本主题内部关键词的共现次数，并计算平均值，

最后得到七大主题的向心度和密度，如表 ８ 所示。

三是用 Ｅｘｃｅｌ 生成相应的战略坐标图，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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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５０ 个高频关键词共词多值矩阵（局部）

阅读推广 图书馆 全民阅读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阅读 移动阅读 大学生

阅读推广 ４６７ ８４ ６０ １１０ ５６ １４ ４ １２

图书馆 ８４ ３０９ ３５ １ ０ ３６ １０ １４

全民阅读 ６０ ３５ ２８５ ９ ４４ ７ ２ １

高校图书馆 １１０ １ ９ ２１３ ２ ８ １２ ２２

公共图书馆 ５６ ０ ４４ ２ １８１ ８ ２ ０

阅读 １４ ３６ ７ ８ ８ １４１ １ １０

移动阅读 ４ １０ ２ １２ ２ １ １１６ ４

大学生 １２ １４ １ ２２ ０ １０ ４ ８４

表 ８　 七大主题领域的向心度和密度统计

主题 向心度 密度

Ａ 阅读环境与阅读推广 ０ ８９ ０ ５７
Ｂ 阅读心理与读者服务 ０ ８４ ０ ３６
Ｃ 少儿阅读 １ ６９ ２ ３３
Ｄ 公共图书馆与电子书 １ ９ ３
Ｅ 经典阅读与阅读指导 １ ９６ １ ５
Ｆ 阅读行为 ０ ７６ １
Ｇ 数字阅读与阅读推广 ３ ９ ９ ６５
　 　 　 平均 １ ７１ ２ ６３

图 ４　 七大研究主题坐标分析

　 　 从战略坐标图可以得出，七大研究主题中 Ｇ
数字阅读与阅读推广在核心程度和研究成熟度

两个方面都远远大于其它六个研究主题。 从其

关键词组合中包含前十个高频关键词中的九个

就可以看出它是图书情报界阅读研究的热点。 Ａ
阅读环境与阅读推广、Ｂ 阅读心理与读者服务和

Ｆ 阅读行为三个研究主题核心程度和成熟度都比

较低，表明图书情报界对关于阅读的基础研究还

不是很重视。 Ｃ 少儿阅读和 Ｄ 公共图书馆与电子

书两个研究主题核心程度和成熟度都处于平均

水平。 Ｅ 经典阅读与阅读指导核心程度较高但成

熟度不够，说明现在图书情报界已经开始重视经

典阅读的研究，但研究水平还不够成熟。 这反映

了以数字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流行后人们已开

始注重经典阅读的作用。
２ ２ ４　 高频关键词时间矩阵分析

共词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可以揭示一个研

究领域内各个研究主题的关系，但是不能对不同

时期的研究情况进行描述。 为了研究不同时期阅

读研究主题的变化情况，笔者采用高频关键词时

间矩阵进行讨论。 时间矩阵即关键词在不同年份

出现的频次统计，通过它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不

同时间的研究热点变化情况。 我们先用 ＳＡＴＩ 软
件生成频率较高的前 ６８ 个关键词时间矩阵，然后

按照前文所述合并和删除原则优化为 ５０ 个高频

关键词时间矩阵，如表 ９ 所示。
通过矩阵可以发现阅读推广出现频次逐年

大幅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图书情报界近十年来越

来越重视阅读推广研究。 阅读、经典阅读和大学

生三个关键词在近十年变化幅度不是很大，说明

它们一直是图书情报界阅读研究的传统领域。 数

字阅读、移动阅读呈现递增的趋势，而网络阅读则

出现递减的趋势，这反映了当前阅读环境的变化

情况。 阅读指导呈下降趋势，而阅读服务呈增长

趋势，反映了当前图书馆阅读服务变得更加人性

化，更加以人为本。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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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高频关键词时间矩阵（局部）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阅读推广 １ ２ ３ ８ ２７ ３６ ５９ ８７ １２３ １２１

图书馆 ７ ２１ ２０ ２７ ３６ ３６ ４３ ３５ ４６ ３８

全民阅读 ８ ８ １８ ２２ ２０ １５ ２０ ３５ ５２ ６３

高校图书馆 ３ ５ ６ １２ １２ １８ ３２ ４０ ４０ ４５

公共图书馆 ５ ６ ７ １０ １１ １９ ３０ ２５ ３８ ３０

阅读 ３ １５ １１ １０ １６ １７ ２０ １９ １６ １４

移动阅读 ０ ２ ３ １ １０ １８ ２６ ２２ ２０ １４

大学生 １ ３ １０ １０ ８ ８ １４ １０ ７ １３

数字阅读 ０ １ １ １ ９ １４ １２ １４ ２７ ２０

网络阅读 ３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９ １０ ４ ４ ３

阅读疗法 ４ ４ ７ ８ ７ ７ ４ ８ ８ ９

阅读指导 ３ ３ １３ ６ １３ ５ ７ ４ ５ ５

阅读服务 ０ １ １ ０ ４ １３ １６ ８ １１ ８

经典阅读 ０ ４ １０ ４ １０ ７ ８ １１ １４ １２

浅阅读 ２ ６ ４ ８ ７ ３ ３ ４ ９ ２

３　 结语

对 １８７７ 篇样本文献的外部特征和文本特征

较为科学和系统的分析，直观形象地揭示了国内

阅读的研究现状。 研究表明，图书情报界在数字

阅读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阅读心理、阅读

行为和阅读服务等阅读基础研究不够充分。 研

究主体以图书馆界为主，情报界对阅读的研究成

果不是很多。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阅读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未来对阅

读的研究必将继续深入。 我们在继续研究数字

阅读规律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阅读的基础研

究和传统深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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