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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图书馆界、情报界关注的《中国文献

编目规则》,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全国情报文

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季员会大力支持下, 经过

几年酝酿、探讨、撰稿和修改, 终于于 1996 年

末问世了。它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献标准化

的重大成果。它的问世, 对于推动我国文献编

目标准化深入发展, 加快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有幸作为第一副

主编兼统稿人而参与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的编撰。现撰文举要阐述其编撰背景、编撰原

则、编撰体例及使用注意事项等。

1　编撰背景

文献编目标准化是文献工作现代化的重

要课题。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 作为文献编目

标准化重要前提的中国文献著录标准化迅速

发展, 呈现出与国际标准化同步发展的崭新

局面, 至 80 年代中期, 已初步形成包括基础

标准和一系列方法标准、相关标准的中国文

献著录国家标准体系, 并在全国范围普遍实

施。进入 90 年代初期, 为了不断提高和完善

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实施质量, 进一步推动

文献著录标准化全面深入发展, 全国情报文

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 6 分委员会委托

标准起草人广泛搜集各项标准的修订意见,

于 1991 年首先复审、通过了《文献著录总则》

和《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修订稿, 同时研

究、部署其他著录标准的修订事宜, 至 1993

年末, 复审、修订的方法标准和相关标准达

10 余项。

本世纪初, 英美两国图书馆在本国著录

标准实施的基础上, 于 1908 年共同编制出第

一部地区性标准化编目规则——《英美编目

条例》, 同年, 一些欧洲国家也颁布、实施地区

性统一编目条例——《普鲁士条例》。 1971

年, 国际图联 ( IF IA ) 编目委员会专门工作小

组开始制订国际文献著录标准, 自 1974 年起

正式 出 版《国 际 标 准 书 目 著 录》系 列

( ISBD s) , 受到世界各国广泛欢迎和普遍接

受, 并且导致 1978 年 12 月出版了国际范围

影响最广、迅速被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统一

编目规则——《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

(AA CR Ê ) , 1983 年、1985 年和 1988 年又分

别作了修订, 并于 1988 年出版其第 2 版修订

本。《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成功地解决了编

目原理与方法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将文献著

录集中于前, 检索点 (标目) 选择与确定归结

于后, 由此逆转了传统编目程序, 有利于手工

目录向机读目录转换; 二是扩大了条例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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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 使巴黎原则和 ISBD 技术方法运用于

编目工作实践, 并提供不同文献类型的书目

著录和三级著录详简级次, 以适应不同文献

类型、不同编目机构和不同编目方式的需要;

三是更新某些传统编目术语; 四是强调检索

标目大众化; 五是扩大了统一题名的使用范

围。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AA CR Ê 已被 30 多

个国家作为国家标准使用, 还有一些国家将

其作为修订本国编目条例的依据, 或在本国

集中编目中使用。当前, 国际文献编目标准化

的发展趋势是: 1. 各国文献编目规则逐步

向国际标准靠拢、统一; 2. 若干个国家的合

作编目取代一个国家的集中编目; 3. 一类型

文献编目标准化向各类型文献编目标准化发

展; 4. 一种目录载体标准化向多种目录载体

标准化发展。

为了适应国际文献编目标准化的发展趋

势, 推动已经广泛实施的我国文献著录国家

标准体系朝着建立崭新的中国文献编目国家

标准体系发展, 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委

员会第 6 分委会于 1991 年 4 月在广州召开

扩大会议, 就《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编撰原

则和编撰计划提出初步设想, 成立了以一批

资深编目专家、教授为核心的编委会和编撰

小组。嗣后, 又先后召开了 3 次编撰工作会

议, 对编撰原则、编撰内容、编撰体例等进行

反复研讨, 集思广益, 数易其稿, 终于编成了

这部以中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体系为基础,

既适应各类型文献著录需要, 又能适应文献

检索标目选择与确定的新型编目规则。

2　编撰原则

根据中外文献编目的历史经验、发展现

状与趋势, 本着建立、健全通行于世的规范化

文献报道、检索体系, 实现书目信息和文献资

源共享的宗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遵循如

下编撰原则:

1. 1　编目原理的客观描述原则与编目技术

的规范原则。首先, 从本国实际出发, 遵循

1961 年巴黎“原则声明”, 全面实施我国文献

著录国家标准体系和 ISBD (最新版) 确定的

“客观描述原则”和一整套规范技术方法, 尤

其在著录项目设置及其排列顺序、著录用标

识符使用、著录项目细则以及人机识别与操

作等方面, 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 以适应计

算机编目最终取代手工编目的发展趋势。其

次, 参照 AA CR Ê 确立的检索标目规范原

则, 着重对文献责任者标目和题名标目的选

择与确定作出统一规定, 以此为基础, 为本国

各类型汉语文文献和其他文种文献直接提供

标准书目著录和检索款目, 以适应不同编目

机构制作各种检索类书目的需要。

1. 2　编目程序的区分原则。在编目程序上,

借鉴AA CR Ê 区分文献著录与文献检索的不

同, 将客观描述文献特征 (著录项目) 集中在

前, 选择和采用检索点 (检索标目)归结于后,

由此明确编目人员的第一位任务是为各种文

献编制完整而规范的书目著录 (描述性款

目) , 据此再行选择和提供各种检索点。编目

程序的这一规定, 将彻底终止传统编目规则

由检索标目决定整个文献款目的一贯做法,

为了编制足以适应手工编目系统和机器编目

系统多样化检索需要的书目著录奠定基础。

1. 3　检索标目的交替原则。即: 以平行交替

标目取代传统主要款目标目与附加款目标

目。具体而言, 就是书目著录的正文是对于文

献特征的完整记录, 在“著录在先, 检索居后”

编目程序中, 无须首先制作以文献责任者或

文献题名为标目的主要款目, 而在排检项集

中若干规范化检索点, 使之处于待标目状态,

在制作款目和编制目录时, 再根据读者不同

检索需要作出交替选择, 即可构成书目数据

与检索效能相同的众多检索款目, 由此完全

屏弃主要款目与附加款目的制作与利用。

1. 4　检索语言的大众化原则。《中国文献编

目规则》是编制检索类书目工具的技术规范,

对于检索类书目工具而言, 读者用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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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就是规律。为使书目工具及其检索语言

更加接近读者检索习惯, 为广大读者普遍接

受和使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在检索语言

的选择与使用上, 遵循如下三项原则: ① 惯

用原则——符合读者用户检索习惯, 为人们

乐于使用; ② 常用原则——被读者熟知, 乐

于经常使用; ③ 通用原则——被读者广泛使

用, 通行于世。其中, 惯用原则是主要原则。根

据以上原则, 对检索类款目的构成及其表述

形式、检索标目的范围及其数量规定、检索标

目的名称及其确定方法, 以及标目参照的种

类与格式等, 分别作出统一规定。

此外, 规则内容及其表述, 力求丰富新

颖, 举例得当; 文字简洁凝炼, 表述清晰; 结构

严谨, 条理分明, 充分体现规范性、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3　编撰体例

文献编目规则的编撰体例通常指编辑、

出版的体载凡例, 其实质在于采用恰当的表

述形式正确体现文献编目规则的内容性质,

通过协调规则的内容与形式, 合理安排各类

型文献著录规则和标目规范规则, 以及各项

具体编目规则条款内容的表述方式。

目前, 文献编目规则编辑、出版的体裁主

要有两类: 其一, 将著录规则与标目规则融

为一体, 统一分章、节形式部陈条文内容, 各

章、节又自成体系, 其间采用参照方法互相引

见, 形成一个整体。这种体例一般一次编撰成

书, 以单卷本形式出版。例如AA CR Ê、《日

本目录规则》(1977 年新版)等。其二, 将著录

规则与标目规则分列, 其中著录规则又将总

则和分则分别作为单项规则分期编撰, 陆续

出版。它们的关系缜密, 既属于同一著录规则

范畴, 又各自独立, 自成体系, 适用于不同类

型文献著录。例如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体

系 (GB 3792 系列) , 除《文献著录总则》外, 另

有《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

则》、《古籍著录规则》、《非书资料著录规则》

等单项著录规则。ISBD 亦采用这一编撰体例

出版。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内容繁富, 涉及范

围广泛, 凡 19 章, 50 万字。其编撰体载采用

上述第一种表述形式, 即: 首先分为“著录

法”和“标目法”两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相当于

AA CR Ê 第一部分“D escrip t ion (著录)”, 分

为 15 章。第一章“总则”根据中国 GB 3792 系

列和 ISBD 对各类型文献进行客观著录的原

则与方法作出统一规定, 并为其后各章奠定

基础; 第二章及其以后各章是对各种印刷型

文献 (包括普通图书、标准文献、科技报告、学

位论文、古籍、地图资料、连续出版物等)和非

印刷型文献 (包括录音资料、影像资料、静画

资料、缩微资料、计算机文档等) 具体著录方

法的规定, 力求结合典型实例, 详尽阐明; 第

十四章“多层次著录”和第十五章“分析著录”

是在规定以上各类型文献常用著录方法之

后, 对特殊著录方法的规定 (即对揭示文献

“整体”与“组成部分发”的特殊规定) , 也是以

上常用著录方法的深化和延伸。第二部分相

当于AA CR Ê 第二部“H eadings. U n ifo rm -

t it les, and R eferences (标目, 统一题名和参

照)”, 分为 4 章, 从规范控制出发, 规定检索

标目的范围及其数量、名称及其确定方法, 以

及标目参照的种类与格式等。《中国文献编目

规则》采用上述编撰体例, 有利于完整、系统

地体现我国文献编目理论与技术成果; 有利

于与国际文献编目界广泛交流与合作, 进一

步发扬我国优秀编目传统; 有利于向编目人

员提供系统、实用的新型编目工具, 不断提高

文献编目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以上各部分、各章的内容条款采纳 ISBD

和AA CR Ê 的助记编码形式 (或称系统编码

形式) , 将内容结构所有组成部分有机地联系

起来。例如: 第一部分第一章“总则”的“通

则”编码为“1. 0”、“适用范围”编码为“1. 0.

1”、“著录项目”编码为“1. 0. 2”等; 第二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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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图书”及其后各章的“通则”、“适用范围”、

“著录项目”分别为“2. 0”和“2. 0. 1”、

“21012”、“3. 0”和“3. 0. 1”、“3. 0. 2”等, 余此

类推。这样利于记忆, 便于使用。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撰体例及其编目

流程可如下图所示: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是根据文献工作的

发展特点、汉语言文字和本国文献机构的客

观实际编撰而成的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编目规

则。其第一部分著录规则主要适用于著录各

类型汉语文文献, 著录我国各兄弟民族语文

文献可以参照使用; 其第二部分标目规则主

要适用于汉语文文献的责任者标目与题名标

目以及标目参照。为了有效地利用外国文献

编目成果, 共享国际文献信息资源, 对我国文

献机构所藏外文文献一般采用国外当用编目

规则编目, 例如西文文献采用AA CR Ê , 日

文文献采用《日本目录规则》(1977 年新版)

等。某些具体外文文献, 例如西文连续出版

物、各种文学地图资料, 亦可根据本规则有关

章节直接编目。

4　使用注意事项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从适应多样化检索

需要出发, 将编制卡片式目录的传统编目规

则发展为建立在多样化检索基础上、适应计

算机编目需要的新型编目规则。它集中体现

着我国文献编目理论与方法, 可供手工编目

和计算机编目作为技术规范使用。正确运用

这一编目规则, 应当注意把握如下几个要点:

4. 1　全面、系统地熟悉和掌握整部规则。作

为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新型文献编目规

则, 尽管“款目编排规则”尚付阙如, 但在编目

流程上第一次以规则书面文字形式将“文献

著录”与“检索点选取”融为一体, 在编目技术

规范上又严格分开, 这就要求编目人员必须

同时熟炼地系统掌握和运用第一部分“著录

法”和第二部分“标目法”的所有规则, 而不应

有所偏废。

4. 2　明确著录信息源, 正确选择著录内容。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参照AA CR Ê , 以“著

录信息源”取代《文献著录总则》规定的“著录

依据”, 并区分为“主要信息源”和“规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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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前者是指为一种特定文献类型集中提供

最主要著录信息的来源; 后者是指为著录每

一著录项目统一规定的具体著录信息的来

源。正确著录各类型文献, 必须首先明确上述

著录信息源的统一界定与区分, 据此再行分

析、选择和记录所需著录项目与单元。可以

说, 这是从事文献编目必备的重要基本功之

一。

4. 3　根据本馆需要来取舍著录项目或单元。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以《文献著录总则》关于

著录详简级次的区分为基础, 进一步对各类

型文献著录项目和单元, 分别提供可供除集

中编目和国家书目之外的不同编目机构, 根

据不同需要决定取舍的余地, 并以“※”号逐

一作出标记。这就要求各类型编目机构在确

定采用某一著录详简级次之后, 据此作出选

择, 而不应脱离本馆实际需要全盘照搬规则

有关规定。

4. 4　把握名词术语的变化, 正确运用编目技

术。《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不同于《文献著录总

则》的名词术语主要有:“著录信息源”(取代

“著录依据”)、“集合题名或无总题名文献题

名”(取代“合订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取

代“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第一责任说

明”(取代“第一责任者”)、“其他责任说明”

(取代“其他责任者”)“多层次著录”(取代“综

合著录”) , 取消“中国文献标准编号”、“提要

项”等。以上名词术语不仅概念内涵与外延有

所变化, 也导致必须采用相应的编目技术方

法。例如, 普通图书规定信息源——书名页所

载外国责任者姓名原文应著录为并列责任

者, 其前以等号标识; 非规定信息源 (如封面、

书脊等) 所载外国责任者姓名原文应以圆括

号著录于汉译姓名之后。又如, 从属标识或无

从属标识的从属题名前用圆点标识、有从属

标识的从属题名前用逗号标识; 同一责任方

式的责任者可著录三个, 超过三个只著录第

一个, 后用“⋯ [等 ]”字表示, 等等, 均为适应

名词术语变化而采用的新的编目技术方法。

4. 5　以第一部分第一章“总则”规定的无检

索点分段著录格式和连续著录格式为基础,

进一步掌握第二部分第 21 章规定的包括检

索点的检索款目分段著录格式和连续著录格

式。其关键在于: ① 正确著录排检项所含各

种检索点; ② 根据检索需要从排检项提取检

索点, 正确著录于款目标目位置, 由此形成手

工目录所需各种检索款目; ③ 以上述著录格

式及其书目数据为基础, 实现手工编目向计

算机编目转换。可将题名标目和责任者标目

分别转换为 5××字段及 7××字段; 题名与

责任说明项转换为 200 字段及＄a、＄c、＄f、

＄g 子字段; 出版发行项转换为 210 字段及

＄a、＄c、＄d 子字段等。通过数据转换, 进一

步制作机读目录所需多途径检索功能的书目

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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