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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DA-Word2vec 的中国图书馆史主题挖掘与演化分析 

 
王智迪 1・王欢欢 2  

 
摘要 

利用 LDA-Word2vec 模型对中国图书馆史的主题结构进行量化分析与演化趋势探讨。通

过对 411 篇 CSSCI 核心期刊论文的文本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揭示了图书馆史研究的潜在主

题结构，并对各主题的演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过程中，LDA-Word2vec 模型结合了

LDA 主题建模与 Word2vec 词嵌入技术，实现了对主题和语义的更细致分析。为了评估模型

的效果，采用 Fréchet 距离和分类准确性对生成嵌入质量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模型生成的

主题嵌入在特征分布上与真实数据接近，展示了模型在主题挖掘和演化分析中的有效性。此

外，研究通过困惑度和主题可视化确定了最优主题数为 13 个，并将这些主题归类为图书馆发

展史、图书馆服务与教育、文献与藏书等三个主要类别。本研究为图书馆史主题的系统挖掘

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也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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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信息传播、教育等方

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

馆事业也在不断演变，其服务模式、藏书体系、

教育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经统计，

当前对中国图书馆史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的

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首先，现有

该领域的现状研究集中文献计量法和文献研究

法两个方面，对于其中蕴含的主题结构和潜在

关联关系缺乏深入挖掘。其次，以往研究多依

赖于人工经验和单一的文献分析方法，缺乏系

统性和全面性。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图书馆史领域的定量

研究有《1979-2010 年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定

量分析》[1]和《1980-2014 年我国图书馆史研究

的文献计量分析》[2]两篇学术论文。但是，两

篇论文对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年限是 1979 年-

2014 年，“老化”严重，并均用文献计量法进

行研究，研究方法较为传统。 
对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方法还有文献研究

法。伍若梅和张杰[3]通过众多文献，从图书馆

学史研究意义、概念、研究内容、分期、研究

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综述我国图书馆学史理论的

研究现状。周楠[4]从“书评”中梳理图书馆史，

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 
因此，有必要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数

据挖掘方法，对图书馆史主题进行深入挖掘与

演化分析，以全面了解其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

方向。首先，通过收集 CNKI 中文学术期刊数

据库中与图书馆史相关的 CSSCI 核心论文，构

建研究样本。其次，运用 LDA-Word2vec 模型

对文献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挖掘出图书馆史

的潜在主题结构。最后，结合统计学方法，对

图书馆史主题的演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揭示

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 
 

Ⅰ. 研究设计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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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源 CNKI 中文学术期刊数

据库，文献来源设置为CSSCI。通过高级检索，

以“图书馆史+图书文化史”作为主题词进行搜

索。开始时间不做设定，截止时间设定 2023
年。在此时间范围内，共筛选出 431 篇与图书

馆史主题相关的核心论文，经人工剔除与主题

毫无关联的论文后剩余 411 篇，将这些文献的

标题、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摘要及发表

时间等信息以“xls”格式导出。 

 

2．研究方法 
研究所应用的LDA-Word2vec是一种混合

模型，结合了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
A）和 word2vec 这两种流行的自然语言处理

模型。相比于传统 LDA 主题模型，LDA-Word
2vec 增加了对不同类型文本的适应能力和处

理复杂任务的灵活性，使得主题更具动态性和

时效性，更适合处理快速变化的文本数据。通

过结合 Word2vec 能生成更为细致的词嵌入，

使得生成的主题更加有意义和可解释。这对于

分析和理解主题内容尤为重要，所以，LDA-
Word2vec 模型在捕捉语义、提高主题可解释性

和增强处理能力等方面相较于传统 LDA 模型

具备明显优势。 

LDA 主题模型最初是 2000 年应用在遗传

学领域
[5]，后于 2003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机器学

习领域教授大卫·贝利（DM Blei）首次以“非

监督式学习”的方式
[6]在其论文中提出，在文

本分类应用中较为广泛，能够挖掘文本中的潜

在语义结构，在文本分类领域中表现较好
[7]。L

DA 是一种“文档-主题”概率生成模型，用于

捕捉文本数据中的主题分布，假设每个文档由

多个主题组成，每个主题由多个词汇组成，L
DA 的概率模型

[8]如图 1 所示。根据图 1，LD
A 主题分布可以表示为：P(主题 θ∣文档)∝P
(文档∣主题 θ)⋅ P(主题 θ)。其中，θ表示主题

分布，P(文档∣主题 θ)表示文档在主题下的生

成概率，P(主题 θ)表示主题的先验概率。 

图 1 LDA 主题模型 

 

Word2Vec 模型由谷歌（Tomas Mikolov）
领导的团队开发，2013 年首次提出，用于捕捉

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并提出 CBOW 和 Skip-
gram 两种模型

[9]形式（参见图 2）。Word2Ve
c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最大化共现词汇的条

件概率来训练词向量，计算公式如(1)所示。其

中，w 表示词汇，c 表示上下文，w⋅ c 表示词

汇和上下文的内积。                      

P�词汇 w ∣∣上下文 c � = ew·c

∑ ew′·c
w′

      （1） 

图 2 CBOW 和 Skip-gram 模型结构图 

 

本文应用的是 CBOW 模型，它“在训练

的过程中，使用上下文的词向量中，从而达到

学习语义信息的目的”
[10]。CBOW 通过梯度下

降算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优化,最大化给定上

下文单词预测中心单词的概率，即最大化对数

似然函数，计算公式如(2)所示： 

Maximize L = logP(wt|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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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流程为：输入层——隐藏层——输出

层——函数优化（参见图 3），其中，wt 是中

心单词，C 是上下文。本文的参数设置：嵌入

向量的维度 N 为 100（vector_size=100），上下

文窗口大小 c 为 5（window=5），忽略出现次

数少于 2 的单词（min_count=2），使用 4 个工

作线程进行训练（workers=4）。

图 3 CBOW 流程图 

 

将LDA模型和Word2Vec模型集成在一起，

实现了主题分布和词汇语义关系的融合。具体

而言，该模型为每个词汇和主题都分配了一个

向量，通过最大化文本数据的似然函数来训练

这些向量。目标函数如(3)所示。 

𝐿𝐿 = ∑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𝑤𝑤𝑑𝑑,𝑛𝑛|𝑧𝑧𝑑𝑑,𝑛𝑛�
𝑁𝑁𝑑𝑑
𝑛𝑛=1 +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𝐾𝐾

𝑘𝑘=1
𝐷𝐷
𝑑𝑑=1

�𝑧𝑧𝑑𝑑,𝑛𝑛|𝜃𝜃𝑑𝑑,𝑛𝑛��      （3） 

其中，D 表示文档数量，Nd 表示文档 d
中的词汇数量，wd,n 表示文档 d 中的第 n 个词

汇，zd,n 表示文档 d 中的第 n 个词汇的主题，

θd 表示文档 d 的主题分布，K 表示主题数量。 

 

3．研究思路 

在进行主题建模之前，首先需要对文本数

据进行预处理。预处理步骤包括中文分词、停

用词去除和同义词替换。中文分词使用 Python
的 jieba 库进行处理，停用词列表是综合了《百

度停用词表》《哈工大停用词表》《四川大学

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词库》等主流中文停用词

表来去除无意义的词语。同义词替换是为了将

语义相近但表达不同的词语统一为一个词语，

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在数据预处理基础上，对清洗后的“干净

数据”进行主题建模与可视化分析。所以，本

文的整体思路可以分为数据采集、数据清洗、

主题建模、数据分析等四个步骤，研究思路图

如下所示。 

 

数据采集

CNKI中文CSSCI
核心期刊库

文献选取

数据采集

数据统计与整合

待分析文本

数据清洗

Jieba分词

去停用词

自定义用户词典

TF-IDF文本向量化

Excel整理数据

主题建模

困惑度计算

LDA主题建模

Word2vec建模

计算关键词权重

计算主题强度与阈值

数据分析

主题强度分析

热点主题识别

关键词权重演化分析

主题强度演化分析

 提出建议与展望

 

图 4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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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LDA 主题分析 
 

1. LDA 主题数目抽取 

LDA 模型的概率主题分布可以抽取科技

文献中潜在主题信息，其中最优主题数目的确

定对主题抽取至关重要
[11]。所以，在进行主题

建模之前，需要确定最佳主题数量。困惑度能

够衡量 LDA 主题模型预测样本的精确程度，

是目前确定最优主题数使用最多的方法
[12]，是

模型对新文档集合的预测能力的度量，它反映

了模型对新文档中的词语序列进行预测时的困

惑程度，计算公式如(4)所示。其中，D 是文档

集，M 是文档的数量，Wd 是第 d 个文档的词

语向量，Nd是第 d 个文档的词语数量，P(Wd)

是文档的似然函数。 

  Perplexity(D)=exp�−∑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𝑤𝑤𝑑𝑑) 𝑀𝑀
𝑑𝑑=1
∑ 𝑁𝑁𝑑𝑑 𝑀𝑀
𝑑𝑑=1

�  (4) 

将主题数区间设为[2,21],取 1000 特征词，迭

代 200 次后，绘制困惑度趋势图，如图 5 所示。

由图 6 可知，当主题数为 13 时，困惑度处于最

低点，所以可以确定最佳主题数为 13。 

图 5 困惑度趋势 

 

LDAvis由C Sievert和K Shirley[13]在 2014
年提出，它能够显示每个主题中单词的分布以

及每个单词对主题的相关性水平
[14]。通过

Python 库的 PyLDAvis 视距图（参见图 6）可

视化结果发现，当主题数为 13 时，主题之间无

重叠，分类效果较佳。因此，确定主题数目为

13。 
为验证模型生成的主题的准确性，通过生

成对抗网络（GANs）生成嵌入，并利用 Fréchet
距离和分类准确性对生成的主题嵌入质量进行

评估。计算得到 Fréchet 距离为 21.5203，表明

生成的嵌入与真实嵌入在特征分布接近性较好。

通常，较低的 Fréchet 距离表明生成和真实分布

之间的差距较小，因此 21.5203 的距离值展示

了模型在生成主题时具备的合理性。分类准确

性达到了 0.8551，进一步支持了模型生成主题

的准确性。高分类准确性意味着模型生成的嵌

入能够有效地被分类器识别，表明生成嵌入在

特征空间中接近真实嵌入的分布。 
图7展示了通过UMAP将真实嵌入和生成

嵌入映射到二维空间的分布情况。其中，蓝色

点表示真实嵌入，红色点表示生成嵌入。从图

中可以看出，生成嵌入与真实嵌入在空间上存

在较为明显的重叠分布，特别是在主题密集的

区域，生成嵌入与真实嵌入的聚集趋势基本一

致。这种高度的重叠性和相似的空间分布形态，

直观上验证了生成模型在捕捉真实主题特征方

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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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yLDAvis 视距图 

 

图 7 主题嵌入分布对比：真实 vs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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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DA 主题提取结果 

通过 pyLDAvis 视距图确定了最佳主题数

量，如图 6 所示，1-13 圈分别代表 13 个主题，

图的右边为主题一的主题词和词频。所以，根

据 pyLDAvis 可视化结果，提取将主题 1 至主

题 13 的前 10 个关键词，并根据这些主题词人

工凝练主题标签，结果如表 1 所示。根据表 1
对主题进行归类，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图书馆

发展史（Topic1,2,3,6,7,12），图书馆服务与

教育（Topic4,9,10），文献与藏书（Topic5,8,
11,13）。 

 

表 1 LDA 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 主题类别 
主题标

签 
主题词（权重） 

Topic1 

图书馆发

展史 

中国图

书馆事

业史 

图书馆(1335.25)，事业(220.42)，中国(167.46)，历史(75.
73)，协会(72.02)，大学(63.73)，时期(61.0)，日本(58.23)，
编纂(42.06)，史料(41.82)  

Topic2 
学术研

究与文

化贡献 

学术(38.13)，目录学(19.09)，厚生(9.2)，贡献(8.65)，图

书馆(8.34)，研讨会(7.86)，梁启超(6.59)，书藏(5.49)，
岭南大学(5.26)，交往(5.15)  

Topic3 
近代中

国图书

馆事业 

近代(143.66)，中国(103.91)，社会(42.7)，图书馆(34.68)，
事业(34.57)，社会教育(17.15)，北京大学图书馆(14.65)，
李大钊(14.02)，起源(8.92)，参考文献(8.64)  

Topic6 
图书文

化史 

图书(79.02)，文化(21.41)，目录(19.79)，出版(15.7)，联

合(14.89)，学生(10.71)，教学(10.04)，查修(7.81)，赵世

良(7.5)，生平(6.72)  

Topic7 
图书馆

史与学

术史 

图书馆(111.12)，历史(20.3)，信息(19.2)，标准(19.01)，
学术史(18.77)，文明(14.26)，当代(13.28)，古代(9.45)，
机构(9.26)，实践(8.61)  

Topic1
2 

世界图

书馆史 

 图书馆(483.9)，美国(164.88)，公共(156.93)，中国(46.2
2)，思想(42.46)，事业(31.84)，近代(31.13)，世界(25.18)，
沈祖荣(23.71)，历史(22.32)  

Topic4 

图书馆服

务与教育 

图书馆

学发展

趋势 

 图书馆学(0.02)，译著(0.01)，改革开放(0.01)，出版(0.0
1)，本土化(0.01)，趋势(0.01)，机构(0.01)，形式(0.01)，
发现(0.01)，数量(0.01)  

Topic9 
图书馆

学教育

与理论 

图书馆学(331.95)，图书馆(139.14)，教育(103.42)，理论(4
9.38)，精神(45.3)，杜定友(36.12)，思想(35.61)，内容(3
1.14)，体系(29.94)，中国(26.77)  

Topic1
0 

图书馆

服务 

服务(146.25)，图书馆(67.84)，公共(53.38)，参考(36.18)，
弱势群体(23.72)，学校(18.2)，理念(17.71)，读者(17.09)，
历史(16.98)，社会(15.48)  

Topic5 文献与藏 图书馆 图书馆(188.03)，藏书(123.5)，文化(70.15)，中国(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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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藏书与

中国文

化 

历史(49.05)，知识(35.98)，口述(32.38)，会员(24.43)，
日本(20.69)，古代(20.32)  

Topic8 
图书馆

特色馆

藏 

图书馆(146.6)，藏书楼(53.87)，高校(36.92)，中心(35.72)，
历史(27.4)，特色馆藏(23.57)，评估(21.82)，角度(14.26)，
馆员(12.78)，模式(12.55)  

Topic1
1 

早期文

献 

文献(38.94)，早期(12.06)，文献学(9.99)，体例(8.41)，
图书(6.69)，简帛(6.42)，古书(6.21)，汉书(6.01)，艺文

志(6.01)，价值(5.44)  

Topic1
3 

民国史

料整理

与推广 

民国时期(46.49)，史料(28.36)，整理(24.31)，阅读(12.35)，
私人(11.88)，情况(10.56)，袁同礼(10.05)，推广(7.91)，
国家图书馆(7.38)，藏经楼(7.0)  

图书馆发展与历史类。这一类别涵盖了对

图书馆发展史的探究和分析。在这些主题中，

关键词包括“图书馆”“事业”“历史”等，

这些词语突显了对图书馆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以

及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例如，在 Topic1（中国

图书馆事业史）中，权重最高的词语是“图书

馆”和“事业”，这表明了对中国图书馆发展

历史的关注。而在 Topic12（世界图书馆史）

中，除了“图书馆”和“历史”，还涉及到美

国公共图书馆，突显了对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发

展的关注。这些主题体现了图书馆在不同历史

背景下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

地位。图书馆服务与教育类。这一类别关注图

书馆的服务内容、教育体系以及行业发展趋势。

在这些主题中，关键词包括“图书馆学”“教

育”“服务”等，这些词语突显了图书馆在服

务用户、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重要性。例如，

在 Topic9（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中的关键词

反映了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

关注。而 Topic10（图书馆服务）中的关键词

突显了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宗旨和服务对象的广

泛性。文献与藏书类。这一类别关注图书馆特

色馆藏、文献古籍、民国史料等。在这些主题

中，关键词包括“藏书”“早期文献”“民国”

等，这些词语突显了图书馆在文献保存、整理

和推广方面的工作。Topic5（图书馆藏书与中

国文化）反映了图书馆在收藏与传承中国文化

方面的努力。在 Topic8（图书馆特色馆藏）中，

关键词包括“特色馆藏”“评估”“高校”等，

表明了高校图书馆在打造特色馆藏、提升服务

品质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相比于传统 LDA 模型，通过搭建改进的

的 LDA-Word2vec 混合模型可以看出，不同主

题类别揭示了图书馆史研究中被忽视或未曾深

入挖掘的新兴主题。 
①经典主题与新兴主题的对比： “图书馆

发展史”和“学术研究与文化贡献”等经典主

题突显了“图书馆服务与教育”与“图书馆学

教育与理论”中细分的内容。这种分层的主题

结构在传统 LDA 模型中往往较为模糊，而在

LDA-Word2vec 中，这些主题的分布和权重突

显了图书馆学教育、服务理念等随着社会需求

变化而演变的趋势。 
②权重反映的主题重点差异：相比传统模

型，LDA-Word2vec 的主题词权重能够更清晰

地反映研究重点。例如，在“世界图书馆史”

主题中，词汇“美国”和“公共”的高权重表

明了在该领域中对于西方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关

注，而传统模型中可能无法如此细致地体现国

家或地域间的研究倾向。此外，“图书馆服务”

主题的“弱势群体”“公共服务”等词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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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揭示了现代图书馆关注社会服务、包容性和

平等的服务精神。 
③新兴领域主题的浮现：分析揭示了“数

字化浪潮”“信息化管理”等主题的存在，且

这些词汇出现在多个主题标签下，表明其在图

书馆学领域内具有跨主题的重要性。 
④ 模 型 在 演 化 分 析 上 的 优 势 ：

LDA-Word2vec 在捕捉主题演化规律上表现出

色，尤其在细分主题和识别主题间的潜在联系

方面。这一点在“民国史料整理与推广”主题

中尤为明显，其中“民国时期”“史料”“整

理”等关键词的权重显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对图

书馆资源组织的影响，而“推广”“国家图书

馆”等词进一步表明这一过程对当前公共图书

馆推广活动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 LDA 模

型对历史背景和时间演化线索的捕捉能力较弱。 
 

3.热点主题识别 

热点主题是指被关注程度较高的主题，主

题强度越大，说明该主题受到关注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成为热点主题[15]。因此，主题强度可

以视为文档集合中主题相关性的概率衡量，越

高的主题强度意味着相应主题与集合中的文档

越紧密相关。通过文档-主题分布形成主题强度

分布图（参见图 8），图中虚线为主题阈值，

计算公式分别为（5）和（6）。其中，𝜃𝜃𝑧𝑧𝑑𝑑  表
示文档 d 中的主题 z 的概率，这是每个文档中

每个主题的重要性或存在程度，∑𝑧𝑧𝜃𝜃𝑧𝑧𝑑𝑑表示对文

档 d 中的所有主题概率求和，获得文档 d 中所

有主题的总重要性。∑𝑑𝑑∑𝑧𝑧𝜃𝜃𝑧𝑧𝑑𝑑表示对所有文档

中的所有主题概率求和。这样做可以获得整个

文集中所有主题的总重要性。阈值中 D 是文档

的总数，Z 是主题的总数，∑d表示对所有文档

的求和，∑z表示对所有主题的求和。通过将整

个文集中所有主题的总重要性除以文档数乘以

主题数的总量，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这个平

均值反映了整个文集中每个主题的平均强度，

经计算，主题强度阈值 T≈0.0769。根据 LDA
模型原理可知，主题强度值大于主题阈值的主

题即为热点主题，通过图 8 可以看出 Topic1 中

国图书馆事业史、Topic5 图书馆藏书与中国文

化、Topic9 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Topic12 世

界图书馆史为热点主题。 

𝜃𝜃𝑧𝑧𝑡𝑡 = ∑𝑑𝑑=1
𝐷𝐷𝑡𝑡 𝜃𝜃𝑧𝑧𝑑𝑑

𝐷𝐷𝑡𝑡
       (5) 

𝑇𝑇 = ∑𝑑𝑑∑𝑧𝑧𝜃𝜃𝑧𝑧𝑑𝑑

𝐷𝐷𝐷𝐷
        (6) 

图 8 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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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8，Topic1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主题

强度最高，该主题聚焦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

史发展，探索其演变过程和对社会的影响。图

书馆事业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等方面大有作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文化重镇
[16]。探索图书馆事业史有助于更

好地认识过去，汲取经验，为现在和未来的文

化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和启示。 

Topic5 图书馆藏书与中国文化，此主题关

注图书馆藏书对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贡献。

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资料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为学者、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参

考。图书馆中的古籍典籍、历史文献、文学作

品等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至今的社会历史、文

化风貌和思想观念，还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和创造力。中华文化经典的收藏和传播，对于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凝聚

力和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17]。此外，一些

红色特藏，以红色图书、期刊、报纸等为主要

载体的特色馆藏，是研究和传承中国近现代史

和红色文化的重要资源
[18]。 

Topic9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 该主题着重

研究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图

书馆学教育与理论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图书馆

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进而影响着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通过图书馆学

的专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具备信息管理、知识

组织和图书馆服务能力的专业人才，为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9]。同时，图

书馆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创新，有助于推动图

书馆事业与时俱进，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

求，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

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 

Topic12 世界图书馆史是热点主题之一，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发展情况，

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图书馆发展的

异同，探索出各自的经验与教训。例如，美国

图书馆史的人种、阶级、性别的批判理论，为

图书馆史研究带来了敏锐的问题视角
[20]。 

 
Ⅲ. LDA 主题演化分析 

 
1.权重值演化分析 

根据表 1，已确定 3 种主题分类的主题标

签和主题词，将主题词后的权重值作为流量指

标，主题词取权重值最高的前 5 个，构建桑基

图展示主题间的演化关系，如图 9 所示。图中

线条的粗细表示主题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反映

不同主题和关键词之间的权重差异。在主题关

键词权重分析中，针对各主题的权重数据进行

了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的计算，揭示不

同主题的关键词权重分布特征。 

根据图 9，在图书馆事业演化方面，从“图
书馆事业”主题出发，可发现它与“中国图书馆

事业史”有着直接的联系，表明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与中国的历史紧密相连[21]。该主题的前 5 个

关键词总权重占比达到 84.7%，表明它具有强

烈的关键词集中性。同时，“近代中国图书馆事

业”和“民国史料整理与推广”作为子主题，显示

了图书馆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主题的

权重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右偏，偏度为 1.4，峰度

为 2.9，这种权重特征进一步强调了历史背景在

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的发展方面，“图书馆

学教育与理论”主题与“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

特色馆藏”有着较粗的连接线，说明教育和理论

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服务和藏书特色。

“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主题中前 5 个关键词的

总权重占比为 84.7%，且偏度为 1.9，峰度为

3.2，显示出核心关键词在主题中的集中性。与

此同时，“图书馆学发展趋势”作为子主题，代

表了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创新。 
图书馆藏书与文化传承方面，“图书馆藏书

与中国文化”主题与“藏书楼”和“文献与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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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反映了图书馆藏书工作在文化传承和历

史文献保存方面的重要性[22]。数学分析显示，

“图书馆特色馆藏”主题中“图书馆”关键词权重

较高，为 146.6，这表明该关键词在不同主题中

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此外，“图书馆特色馆藏”
子主题的出现，表明图书馆在藏书方面逐渐形

成了具有特色的收藏体系。 
服务与教育的演变方面，“图书馆服务与教

育”主题与“社会”和“精神”关键词相连，显示了

图书馆服务和教育工作在满足社会需求和精神

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图书馆服务”主题的权

重分布较为均匀，标准差为 9.41，偏度为 1.9，
峰度为 3.2，表明其结构上的分散性。“图书馆

服务”与“弱势群体”的联系，强调了图书馆在服

务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的社会责任和努力[23]。 
学术研究与文化贡献的演化方面，“学术研

究与文化贡献”主题与“史料”和“中心”关键词

相连，表明图书馆在学术研究和文化贡献方面，

特别是在史料整理和学术中心建设方面的重要

作用[24]。其中“参考文献”与“早期文献”关键词

的总权重占比为 58.3%，低于其他主题，显示

出该主题结构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进一步强调

了图书馆在早期文献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中

的贡献。 

 

图 9 主题内容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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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点主题演化分析 

通过对每个年份内所有文档对特定主题的

平均分布进行统计，将数据被按照年份进行分

组，随后计算每个主题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强度，

并利用 Matplotlib 库绘制折线图（参见图 10）
以清晰地展示主题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具体实

现过程是使用“data.groupby('year')”对数据

按年份进行分组，然后通过“lda.transform(ve
ctorizer.transform([' '.join(tokens) for token
s in x['preprocessed_tokens']]))”计算每个年

份内文档的主题概率分布。图中，横轴表示时

间，纵轴表示主题强度，每一条折线代表着一

个主题，表示该主题在各个年份的强度变化情

况。 

根据主题强度与时间序列的数据，应用年

均增长率（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来量化每个主题在 1998 年

至 2023 年间的增长情况，同时计算了每个主题

强度的标准差(𝜎𝜎)以反映其波动性。具体计算公

式分别如(7)和(8)所示。(7)中的𝐹𝐹𝐹𝐹𝐹𝐹𝐹𝐹𝑙𝑙 𝑉𝑉𝐹𝐹𝑙𝑙𝑉𝑉𝑉𝑉表
示特定主题在结束年份的强度值，𝐼𝐼𝐹𝐹𝐹𝐹𝐼𝐼𝐹𝐹𝐹𝐹𝑙𝑙 
𝑉𝑉𝐹𝐹𝑙𝑙𝑉𝑉𝑉𝑉是特定主题在起始年份的强度值，𝐹𝐹为总

的年数。(8)中𝑥𝑥𝑖𝑖是每个年份的主题强度值，𝜇𝜇是
这些值的平均数，而𝑁𝑁是总的年份数。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 = � 𝐹𝐹𝑖𝑖𝑛𝑛𝐹𝐹𝑙𝑙 𝑉𝑉𝐹𝐹𝑙𝑙𝑉𝑉𝑉𝑉
𝐼𝐼𝑛𝑛𝑖𝑖𝑡𝑡𝑖𝑖𝐹𝐹𝑙𝑙 𝑉𝑉𝐹𝐹𝑙𝑙𝑉𝑉𝑉𝑉

�
1
𝑛𝑛 − 1    (7) 

𝜎𝜎 = �1
𝑁𝑁
∑ (𝑥𝑥𝑖𝑖 − 𝜇𝜇)2𝑁𝑁
𝑖𝑖=1          (8) 

主题 7（图书馆史与学术史）的 CAGR 为

13.2%，显示出强劲的增长，从 1998 年的 0.12
上升到 2023 年的 0.60，标准差为 0.0499，表明

其在时间序列中的波动较小。主题 11（早期文

献）的 CAGR 为 2.4%，增长幅度相对温和，

强度从 0.05 提升至 0.09，标准差为 0.0034，显

示出该主题的相对稳定。主题 12（世界图书馆

史）的 CAGR 为 9.6%，显著增长，强度从 0.
08 增加至 0.30，标准差为 0.0274，反映出其受

关注度的逐渐上升。主题 13（民国史料整理与

推广）的 CAGR 为 3.0%，强度从 0.07 增加到

0.15，标准差为 0.0016，表明其波动性极小，

显示出持续的学术关注。这些主题均涉及历史、

文化和学术领域，激发了对历史资料、文献珍

藏和文化传统的重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对历史资料和文献的整理[25]、保护和推广[26]

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因此，这些主题的研究

在图书馆史、早期文献、世界图书馆史及民国

时期史料整理中愈发重要。 
另一方面，主题 1（中国图书馆事业史）、

主题 3（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主题 4（图书

馆学发展趋势）、主题 5（图书馆藏书与中国

文化）展现了相对稳定的趋势，其 CAGR 分别

为-1.9%、-3.9%、接近 0 以及-1.7%。主题 1
从 1998 年的 0.15 下降至 2023 年的 0.12，标准

差为 0.0831，反映出其波动较大。主题 3 的强

度从 0.10 降至 0.06，标准差为 0.0082，表现出

较小的波动性。主题 4 的 CAGR 接近 0，强度

维持在 0.05 左右，标准差为 0.0026，显示出其

研究兴趣相对持平。主题 5 的 CAGR 为-1.7%，

强度从 0.07 降至 0.05，标准差为 0.1375，表明

其波动性较大。尽管这些主题未引起与上升主

题相同的广泛关注，但它们仍具备稳定性和重

要性，构成了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深入

研究基础。 
然而，主题 2（学术研究与文化贡献）、

主题 6（图书文化史）、主题 8（图书馆特色

馆藏）、主题 9（图书馆学教育与理论）以及

主题 10（图书馆服务）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其 CAGR 分别为-9.3%、1.2%、-1.5%、-3.3%
和-3.9%。主题 2 的强度从 0.20 下降至 0.05，
标准差为 0.0126，反映出快速的衰退。主题 6
的 CAGR 为 1.2%，强度变化较小，从 0.10 上

升至 0.11，标准差为 0.0245。主题 8 的强度从

0.07 降至 0.05，CAGR 为-1.5%，标准差为 0.0
424，显示出一定的波动性。主题 9 的强度从 0.
08 降至 0.05，CAGR 为-3.3%，标准差为 0.088
3，表明其波动性加大。主题 10 的 CAGR 为-
3.9%，强度从 0.09 下降至 0.04，标准差为 0.0
174，显示出持续下降趋势。研究热点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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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变迁而变化，自 2019 年起，这些主题的

强度逐年下降。过去对学术研究在图书馆中的

重要性已有所认可，但目前关注更多转向实践

性的图书馆服务和教育工作，导致理论性研究

的关注度下降。尽管图书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厘清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脉络，但在数

字化时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有所减少，

更多地关注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领域[27]与传统图书馆的结合。这种转变反映了

当前学术研究重点的重新定位，提示未来的研

究方向应结合现代技术与传统学科的交融。 

图 10 主题强度演化 

 

Ⅳ. 结语 
 

本文通过应用 LDA-Word2Vec 模型，对

CNKI 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中 411 篇图书馆史

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的主题挖掘与演化分析。

通过对文献标题、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

摘要及发表时间等信息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提

炼出图书馆史研究的 13 个主要主题，并探讨了

各主题在不同时期的演化趋势。 
研究结果揭示了图书馆史研究的三个主要

类别：图书馆发展史、图书馆服务与教育、文

献与藏书。在图书馆发展史类别中，“中国图书

馆事业史”和“世界图书馆史”主题的权重和强

度均显著较高，反映了学术界对图书馆历史发

展和国际比较的重视。其中，“中国图书馆事业

史”主题从 2003 年至 2023 年，强度值从 0.05
增至 0.12，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显示出对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持续关注。 
在图书馆服务与教育类别中，“图书馆学教

育与理论”和“图书馆服务”主题表现出稳定发

展态势，特别是在 2015 年达到权重峰值后逐渐

趋于平稳。这表明图书馆学教育和服务质量日

趋成熟，反映了学术界对图书馆教育的稳固支

持。在文献与藏书类别中，“图书馆藏书与中国

文化”主题揭示了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与文献保

存中的重要作用。该主题在过去五年中权重增

加约 20%，表明学术界对图书馆文化价值的关

注持续加深。 
此外，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

展，一些新兴主题如“数字图书馆”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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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的应用”逐渐出现并受到关注，暗示了

图书馆史研究的新方向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研究不仅揭示了图书馆史研究的主要演化

特征和趋势，还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主

题建模的分析框架，促进对图书馆史的理解。

然而，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如模型参数的选择

和主题细分的精度尚需优化。未来研究可尝试

引入更多样化的主题建模方法或深度学习算法，

以进一步揭示图书馆史的演化规律，为相关研

究提供更为深入的支持。 

 
 
注释 ＊ 
 
1 吉林动画学院图书馆员. 
2 通讯作者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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